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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四川大学邹重华、粟品孝二位先生主编的《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一书，已于2005年9月在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汇集了邹

重华、粟品孝等8位学者精心撰写的14篇论文，深入探讨了我国宋代历史上家族与学术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为我们展示了宋代社会的一个

全新层面。 

  本书不仅采用了全新的视野，还采用了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欢迎各位阅读本书后在本站发表有关本书及相关

问题的评论。 

  中国宋代历史研究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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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论文集，由8位作者精心撰写的14 

篇论文组成，旨在探讨我国历史上家族与学术文化发展的内在联 

系。我们知道，宋代是我国传统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 

家族制度和学术文化也有了显著变化，奠定了此后传统社会的基 

本特征。尽管目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宋代家族和 

宋代学术文化两方面都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二者的关系究竟如 

何，却是研究不多的。我们希望通过本论文集的出版，能够提高 

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并推进有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本来我们打算全面探讨宋代家族与学术文化发展的关系，并 

没有将论述范围限定在四川一隅的初衷。只是因为我们多数作者 

都生活在四川地区，资料搜集的便利和天然的桑梓情怀，促使我 

们首先把眼光放在历史上四川的重要家族身上，并陆续写成了现 

在这些论文。而我们之所以愿意把这些论文汇集成册，则主要是 

鉴于四川是宋代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之一，在全国具有代表性和 

典型性，宋代四川地区家族和学术文化发展的关系大体是能够反 

映全国的一般面貌的。当然，由于历史文化发展的地方性和不平 

衡性，宋代四川地区的家族发展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也存在一 

定的特殊性，比如前辈学者蒙文通先生就曾观察到：“中国之世 

族盛于晋唐，而蜀独盛于两宋。”(《(华西大学图书馆四川方志目 

录>序》)不过对这一特殊情况，我们暂时没有触及，我们目前 

主要关注的是四川与全国的共性，至于个性，则是下一步要探讨 

的内容。 

    本书虽由专题论文组成，但在排列上并非随意为之，而是颇 

有讲究。大体分为三部分：第一篇论文属概述性质，主要是简略 

地论述宋代四川主要家族的学术情况，以对全书起到提纲挈领的 

作用；接着的十篇论文为个案研究，分别对阆州陈氏、盐泉苏 

氏、成都范氏、眉山苏氏、华阳王氏、仁寿虞氏、井研李氏、蒲 

江魏氏、简州刘氏和广安安氏等家族及其学术情况进行探讨，并 

大体依据这些家族崛起的先后来编排；最后三篇则是综合性的， 

侧重对这些家族的教育、学术网络和藏书情况进行考察。 

    附带要说明的是，本书汇集的这些论文，有些已经在刊物上 

公开发表，有些则是新近撰写的。由于不同的刊物对论文写作的 

格式要求不同，不同的作者也有不同的撰述风格，所以本书的这 

些论文在体例上不尽一致，编者则尽可能在格式上做了统一和规 

范。最后要感谢各位作者对本论文集的支持，感谢刁忠民先生审 

读全书并提出了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基金的资助，感谢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刚先生 

惠允将此书收入《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感谢四川大学 

出版社的出版发行。 

    邹重华粟品孝 

    2005年9月 

   本书作者简介 

    胡昭曦，1933年生，四川自贡人。1961年四川大学历史系 

毕业。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主要著作有《四 

川古史考察札记》、《宋蒙(元)关系史》、《宋理宗宋度宗》、《宋 

代蜀学研究》、《胡昭曦宋史论集》、《四川书院史》、《巴蜀历史文 

化论集》、《宋代蜀学论集》等。 

    张邦炜，1940年生，四川江安人。1961年兰州大学历史系 

毕业，1964年西北师范大学宋史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为四川师 

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并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 

《婚姻与社会(宋代)》、《宋代皇亲与政治》、《中国封建王朝兴亡 



史‘两宋卷》、《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宋代婚姻家族史论》 

等。 

    邹重华，1955年生，重庆市人。1985年获四川大学历史学 

硕士学位，1997年获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美国哈佛 

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1993--1994)。现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 

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并供职于(香港)京港学术交流中心。主要 

著作有《宋蒙(元)关系研究》、《宋蒙(元)关系史》等。 

    蔡东洲，1962年生，四川平昌人。1988年获四川大学历史 

学硕士学位。现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主要 

著作有《宋理宗宋度宗》、《关羽崇拜研究》、《宋代阆州陈氏研 

究》、《安丙研究》等。 

    王善军，1966年生，山东沂南人。2001年获河北大学历史 

学博士学位，2001年9月至2003年6月在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 

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现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博士生导 

师、大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宋代宗族和宗族制 

度研究》等。 

    粟品孝，1969年生，四川大竹人。1997年获四川大学历史 

学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著作有 

《宋代蜀学研究》、《朱熹与宋代蜀学》等。 

    金生杨，1974年生，重庆万州人。2001年获四川大学历史 

学硕士学位。现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著作有《＜苏氏易传＞研究》等。 

    胡宁，1978年生，四川自贡人。2004年获西华师范大学历 

史学硕士学位。现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主要著作 

有《安丙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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