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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简介 

作者：雷闻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7-16 19:15:50发布)  阅读84次 

    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北京大学“盛唐研究计划”的第一批成果，即由吴宗国教授主编
的《盛唐政治制度研究》、李孝聪教授主编的《盛唐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王小甫教授
主编的《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邓小南教授主编的《唐宋女性与社会》（上、下
册）、荣新江教授主编的《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共计五种六册，作为《北京大学盛唐

研究丛书》第一辑，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于2003年8月正式推出。这是近年来唐史研究领
域取得的重要成果，下面仅就该丛书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作一简要介绍。 

“盛唐研究计划”是在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基金的支持下，依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展开的，主要由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
中心和历史系的教师承担，同时邀请了海内外一批在唐宋研究领域有成就的学者，并吸收
部分研究生共同参与。因此，这批成果可谓是中外结合、校内外结合、师生结合、跨学科
协作的产物。 

吴宗国先生长期在北大历史系讲授隋唐政治制度史课程，并指导了多篇论题与此相关的
博、硕士学位论文，这次他主编的《盛唐政治制度研究》就吸收了四位已经毕业的学生参
加，因此，该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在这一领域探索的初步总结和系统化。唐代政治体制
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演变中具有特殊地位，是国家体制从皇帝贵族体制到皇帝官僚体制过
渡的最后完成，并奠定了后代官僚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模式。该书以宰相制度和各
主要行政实体的运作为纲，揭示出社会的发展及国家政务和各种事务的不断增加，推动了
唐代政治体制的不断革新。关注制度的实际运行及体制变化的本身，从政治体制如何适应
统治形势变化的需要，分析探讨政治权力的分化与重组，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李孝聪教授主编的《盛唐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由10篇论文组成，内容涉及盛唐的地缘政
治结构、唐代城市的地域结构、盛唐时期的人口迁移及其地域特点、盛唐时期河西走廊的
区位特点与开发、唐代长江流域政治经济地域结构的演变、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及地理
意象、唐代长安流行文化的传播地域及方式、唐代茶叶产销的地域结构及其影响，以及唐
代的地理学等诸多方面。这些论文的作者来自国内历史地理研究的许多机构，其成果在事
实上代表着当前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唐代社会的整体看法和观察角度。 

东北亚研究是近年的热点领域，王小甫教授主编的《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分“政治

史”、“民族史”、“关系史”及“田野考古”等四编（包括了17篇论文和两篇考察报
告），对盛唐时期东北亚地区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这些论文的作者当中，除了王
先生及其学生之外，也邀请了齐东方、熊义民等系外或校外的学者参加。除了文献考证之
外，田野调查部分可谓该书的特色之一。毫无疑问，此书的出版将对东北亚研究起到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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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在“盛唐研究”项目之下，北大曾于2001年6月举办过一次备受瞩目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即“唐宋妇女史研究与历史学”研讨会。这次会议的论题分为八组，分别是：“文本：性
别的表现与解读”、“女性书写：闺训与篇什”、“生活：门内与户外”、“图像：风格
与风貌”、“性：身体与文化”、“宗教：信仰与供奉”、“性别意识：认同与错位”、
“变迁：性别与社会”等。涉及到思想史、艺术史、书写史、经济史、医疗史、宗教史等

诸多层面，通过论文发表、专人评议和集体讨论，使海内外40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
界名家进行了一次广泛的交流。尽管与会者治学的领域不尽集中在唐宋史或女性史，但他
们都从不同角度回应了一些基本问题，廓清了目前唐宋女性史、乃至女性史、历史学的困
难和分歧所在。许多论文显示了在性别史的观照之下，唐宋史研究的新思路和业已取得的
新成果。邓小南教授主编的《唐宋女性与社会》就是这次会议的正式论文集，值得提及的
是，其中不少论文是经过热烈讨论之后的改定本，真切体现了学术会议重在讨论与交流的
精神实质。 

荣新江教授主编的《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由13篇论文组成，涵盖了道教、佛教、三夷教
及民间信仰等领域，在内容上，包含对多阶层、多地域、多民族的宗教与信仰形式的探
讨；在社会结构上，不仅注意到了皇帝和上层贵族社会与宗教的关系，同时也考察了底层
民众的信仰；在地理空间上，也兼顾了地方与中央；在社会活动形式上，更是关涉国家制
度、礼仪、法律，以及社会习俗等。该书并非面面俱到的通论之作，而是由主编构思出整
体框架，由每个学者贡献其最有心得的研究成果，可谓近年来颇具份量的跨学科的唐代研
究论集，反映了目前唐代宗教社会史研究的前沿水平。 

总体而言，该丛书从不同角度对唐代历史的诸多方面进行了考察，特别是在女性与社会、
宗教信仰与社会、地域与空间等以前研究较少、但对于全面了解一个时代所必须的领域，
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方法上也强调多学科的交流和互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
国内外唐史研究的前沿水平和发展方向。由于是进行开拓性和探索性的研究，同时参加者
遍及海内外，因此，在研究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召开学术讨论会，最后以论文集的形式反映
研究成果，也是该丛书的一个特色。这有助于突显不同学者的研究特色，并确保研究内容
的前沿性。每种书都有绪论、总论或导言，对全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化和理论性的总
结，也进一步提升了全书的学术价值。 

资料来源：唐史网 http://www.tanghistory.net/data/articles/c02/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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