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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我于1985年完成在原杭州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学业，拜别导师徐规(絮民)先
生，负笈北上，投于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广铭(恭三)先生门下，攻读宋史。恭三先生治学精
深，晚年犹尽心于培养后进学子，自有家法。于学生的学业既取法乎上，素有严名，又能
视学生的秉性，尊重其学术兴趣，使学生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记得当时先生与我商量博



士论文的选题，我提出以宋代财政制度为题，先生在听取了我的理由后，认为可以成立。
可惜我天性鲁钝，论文完成得并不理想。毕业时，我向先生表示要尽快对论文作一个较大
的修改，使之完善。谁知此后一直忙于别的课题，竟将修改论文的任务搁下了。这一搁就
是近十年。直到三年前，在为庆祝先生九十华诞撰文时，才下决心尽快完成论文的修改工
作。但时过境迁，我对这个论题的认识已经与当年撰写博士论文时有了很大的改变，加之
近十年来史学界对宋代财政史研究已经有不少新的进展，于是我调整自己的思路，将论题
限定在地方财政史的范围之内，重新写作。因此，这一所谓的“修改”，竟也花费了两年多
的时间。从目前成文的篇章看，大约有三分之一是根据原博士论文修改，此外都是近两年
来新写成的。这就是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部书。可是正当我动手写作这部书稿的时候，恭
三先生却于前年年初遽归道山，我再也不能像当年在北大读书时那样，得到先生的教诲
了。 

当年，我之所以选择宋代财政史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中
国，作为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君主帝国。专制的国家制度不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文
化等方面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对社会经济等各方面也是如此。而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由
于国家无力承担直接组织生产的任务，它影响社会经济生产的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通过国
家财政的手段一一赋役制度。因此，财政是联结国家制度与社会经济的通道。换言之，我
当时决心研究宋代的财政制度，着眼点却在社会经济，想了解宋代的专制国家，究竟对当
时的社会经济生产，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可是囿于学识，最后完成的博士论文，却主要
是对宋代国家财政管理制度的考释，远未达到初衷。十年后重新构思这部书时，除了将论
述范围限定在地方财政史之内，主要有三方面的改进：一是力图从其对社会经济生产影响
的角度，来观察宋代的地方财政史；二是力图跳出传统的制度阐释的套路，强调论题意
识，从现代财政学的层面提出问题，以此反观宋代财政史；三是重视大一统帝国国家制度
的“地方化”问题，也就是十分注意分析由国家法令所规定的财政制度，与地方实际贯彻实
施这些财政制度之间的差距与关系，并由此观察大一统帝国国家政治的一些一般性现象。 

史学研究与当今某些应用性的显学不同，在创造性思维之外。它还要求学者作长期的学术
积累，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部书稿思路形成的过程，可能反而是一个有利的因素。现
在完成的这部书稿，有否达到上面的这些目的，只有交由读者来批评了。就我本人的感受
而言，在学术上每前进一步，都很不轻松。幸亏这些年来，在恭三先生的耳提面命之外，
还有很多师友一直鼓励、指点着我的研究工作，更有我家人对我的关心与爱护。他们永远
是我在学海行舟的动力。 

包伟民 
2000年9月20日于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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