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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唐代财政史稿》
陈明光 

断代体裁唐代财政史研究的创新  
评《唐代财政史稿》  
                                                                          陈明光  
     

                                  

    李锦绣著《唐代财政史稿》上卷三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凡105万字；下卷二册（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1年出版）凡111万字，分前期和后期对唐代财政问题作了详赡的研究。对于该书的总体学术水
平，任继愈、祝总斌二位先生的出版推荐书，王永兴先生为上卷写的《序言》均有中肯的赞誉。的确，《史
稿》特色鲜明，成绩斐然。例如，在学术继承与批判方面，作者在下笔前相当充分地总结了中外学者主要的
相关成果，或吸取或扬弃，而后提出自己的诸多新见；在研究对象方面，涉及的财政问题空前广泛，观察深
入细致；在资料运用方面，尽可能地将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结合起来，在现有的唐代财政史论著中，实证色
彩最为浓厚。 
     20世纪以来，断代体裁的中国古代财政史专著，要数唐代财政史最多。先后有鞠清远《唐代财政史》、

D.C.Twitchett《Fi鄄nancialAdministrationundertheT angDy鄄nasty》、蔡次薛《隋唐五代财政史》、陈明
光《唐代财政史新编》、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等问世。这些著作有别于专题研究著作，都是旨在对唐朝
财政作整体性或综合性的论述，但研究思路和所关注的侧重点却有明显不同。比较而言，《唐代财政史稿》
不仅以资料征引丰富见长，而且研究思路颇具特色，论述框架富有弹性，容量很大。 
     首先，该书不同于他人之处是把财政机构及其职能置于首要的或核心的地位，以此镶嵌丰富的相关内容。
这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因为，唐代财政管理基本上可视为政府行为特别是国家行为，离开相关的政府机构和
职官职能，就谈不上进行财政收支活动。不仅如此，作者对唐前后期财政机构及其职能的不同特点也有准确
的把握。在上卷第一编第一章，作者开篇就指出：“唐前期，在量入制出的财政原则下，度支郎官执行着一
个重要职能‘支度国用’。支度国用，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国家预算的雏形。”出于这种认识，书中对预算
收支编制的基础、预算编制的程序、预算形式与内容特色等，逐一作出细致的阐释。第二章分析唐前期各种
财政机构的职能及其互相之间的关系，包括负责决策、日常政务、具体事务和审计、监督等各种财政机构，
论述细致深入。作者通过这二章的论述，力图展示唐前期国家财政机器的运转过程。在下卷第一编，作者的
研究思路在于考察唐后期财政机构的演变历程，勾画唐代中央由前期的户部四曹管理财政体制逐步向后期的
三司理财格局演变的轨迹。由于史籍对这方面的记载欠详，作者钩沉索隐，广泛收集并精细辨析资料，先是
阐述由开元天宝年间财政机构的变化，到肃宗、代宗之际以第五琦、刘晏的财政变革为契机引起的财政机构
变动，再到三司理财格局的确立、运转和逐渐蜕变。继而详论三司使下的各种属官及其财政管理职能，由宦
官担任的理财内诸司使，中央其他财政使职以及地方财政机构。这种“以财政机构和职官系事”的论述框

架，有助于实现作者“展现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内廷与外朝财政机构的面貌”的意图。作者为此用了50余万
字的篇幅，足见这种论述框架容量与张力之大。 
     其次，该书对财政收支管理制度的归纳，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沿有革，从而更加准确地反映出唐代前后期不
同的特点。例如，对于唐前期的财政支出制度，上卷归纳为供国、供御、供军三个系统，逐项加以分析说
明。这一不同于前人的论述框架，有利于反映唐前期财政支出的重点之所在。对于唐后期的财政收支管理制
度，下卷在充分吸取已有的研究成果之后，进而归纳出“收支挂钩，各司独立”的特点，认为：“唐后期的
收支并非混乱而无头绪。本着收支挂钩、诸司独立的原则，唐后期的收支在诸司共同构成的体系中，井然有
序、丝丝入扣地运行。诸司各有财源、各有支供对象，各有支出定额，收入不足则自行筹措，财政分工严密
且有序。”根据对唐后期这一独特的收支体系的认识，作者详细论述了三司收支、内库收支、地方收支及其
他收支等方面的内容，试图描绘唐后期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面貌。 
     再次，该书的学术追求在于“力争为写出一部比较全面，既有对基本问题的专题研究、又有体系的财政史
而努力。”上卷“力图展示唐前期财政全貌”；下卷“试图揭示旧制（户部四曹理财）消亡、新制（三司财
政）从出现到成熟再到失去活力的发展轨迹，并探寻其形成的大背景。之后，将研究财政机构的职能，逐级
恢复与财政相关的使职及使下机构，展现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内廷与外朝财政机构面貌。”出于这样的研究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思路和框架设计，加上作者掌握极其丰富的资料，且有不少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基础，便不仅使该书在论述
的广度是空前的，而且在不少问题上，或是发前人之所未见，或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深入。 
     总的说来，该书对唐代财政史研究的创获堪称空前。究其主要原因，作者勤于搜集并精于辨证资料，使学
术研究建立在坚实雄厚的实证基础之上，她在掌握史料和学术史两方面所下的功夫，在唐代财政史研究者中
应是较突出的一位。这既是“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这一学术发展规律使然，更是她个人长期锲而不舍的
结果。与此同时，新颖的研究思路和科学的论述框架，也是驾驭资料为我所用必不可少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史学论著要取得原创性的创新，充分可靠的资料、科学的理论（包括思路）和恰当的表达形式（包括论述框
架），三者缺一不可。《唐代财政史稿》无疑是三者有机结合的新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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