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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  
    北宋宰辅的出身与入仕途径分析 
    陈国灿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北宋时期的宰辅，就家庭背景而言，总体上可分为官宦之家、富裕之家和贫寒之
家三大类。出身官宦之家的宰辅在北宋历朝宰辅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具体又可分
为父为前朝中央官员、父为本朝中央官员、祖上曾为中央官员、出身地方官员家
庭、有亲属为官五种情况。其中有不少父子、祖孙、兄弟等先后入朝执政的宰辅世
家。出身富裕之家的宰辅有相当部分也来自官宦之家，出身富裕平民之家的宰辅数
量不多。来自贫寒之家的宰辅为数不少，较富裕家庭出身的宰辅明显要多。 
    虽然北宋选拔官员的途径包括科举取士、学校考选、门荫恩补、流外、进纳、军
功、在职官员推荐等，但宰辅大多经由科举入仕。即便最初由其他途径入仕，也往
往要参加科举，获取进士身份。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北宋，先后有宰相72人(几次登
相位者按1人计)，进士出身者为63人，占总数的87.5％。 
    北宋宰辅出身和入仕途径的上述特点，是与宋廷实行“重文轻武”的统治政策和
完善的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它既反映了官僚队伍的来源趋于广泛和多样化，也从一
个侧面表明北宋政权的统治基础和方式较前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官
僚队伍的派系之争由以往地望家族集团间的冲突转变为不同政见集团间的利益分
歧。 
 
    民族英雄文天祥在中国社会史上的地位 
    ——兼论天水一朝造就的士人精神 
    舒仁辉 温瀛  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 
    民族英雄文天祥最好地反映了宋代文明政治和科举制度的社会价值。在南宋王朝
不复存在的背景下，文天祥不愿为元朝所用而英勇就义，既有坚定的个人信念，也
是宋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政治主体意识的自然表现。从杨家将到文天祥，宋代
出现众多精忠报国的典型，反映出宋代实行文明政治所取得的明显社会效果。宋代
长期坚持崇文国策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理念，提倡科举，给予七人极大的
政治参与空间和优越的生活待遇，读书人不论门第高低都能凭才学进入国家的领导
层。因而士人多感激国家的知遇之恩，负有强烈的责任意识。 
    文天祥的背后有很深的传统文化背景，他受到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深刻
影响，更受到当地先贤的形象教育。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大宋的状元、宰相，特别珍
惜国家赋予的荣誉，承担报答国家的义务。他所体现的士之精神更鲜明、更全面，
更有代表意义。因此，他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更具有社会意义。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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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形象，被后世政权树为士大夫的楷模；文天祥“舍生取义”的选择更成为社会普
遍认同的浩然正气，逐渐成为以士人为主流的全民人生价值标准；其勇敢精神融入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激励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坚决抵抗外来侵略。 
 
    宋朝的“乡举里选” 
    吴铮强浙江大学历史研究所 
    在宋朝的科举改革中，“三舍法”等学校取士政策是以“乡举里选”名义展开
的，但这种政策与“乡举里选”的本意背道而驰。围绕着加强或限制皇权的问题，
宋廷形成了反对或要求“乡举里选”两种意见。苏轼看透专制政权的实质，认为权
力集于皇帝一人之手，科举制度与此适应，“乡举里选”断不能行。但同时也有不
少士人试图推动科举制度向真正意义上的“乡举里选”靠拢，这其实是地方社会要
求限制皇权的一种呼声。宋人对宋代不能实行“乡举里选”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
析，吕祖谦则认为其根本原因是错把学校看作一个“官司”，这种观点十分深刻。
而朱熹从学校取士的现实弊端中，提出了学校教育与科举分途的观点，要求将理学
思想纳入到科举考试的内容当中去。从“乡举里选”的论争到“科举理学化”方案
的提出，是宋代君主专制背景下士人争取政治权力的一种努力，也是国家与社会之
间权力博弈的一种结果。 
    宋初外戚将门陈州宛丘符氏考论 
    何冠环  香港理工大学  五代至宋初的陈州宛丘(今河南准阳县)符氏将门，自后唐的
符存审起家，到其子符彦卿封王建藩，五代时期之大半，符氏不仅是声名显赫的将
门，遗因后周世宗先后娶符彦卿两女为后，又拥有外戚身份．入宋后，在宋太祖一
朝，以前朝外戚及强藩之嫌，符氏多数时间为太祖所忌而不获重用。然而，被太祖
培养为继承人的皇弟赵光义(即宋太宗)，在后周世宗时娶符彦卿第六女为妻，故符氏
又拥有『准外戚』的身份。虽然符皇后在太宗即位前一年已死，但并不妨碍符氏在
太宗朝恢复为戚里之家。太宗除重用藩邸旧臣外。也比太祖更喜用外戚武将统军作
战．在太宗、真宗两朝，符彦卿两子、第三代的符昭愿和符昭寿都颇受重用，先后
领军出战和镇守大藩。但其才具有限，并未建立功勋、重振家声。仁宗朝以后，  符
氏除第五代的符惟忠外，再未见出色人物，这个在五代至宋初一度显赫的外戚将
门，走上衰落之路。关于宛丘符氏的事迹，杨果教授早在1992年即为符彦卿写过一
篇深入浅出的传记。另外，研究家族历史的学者也注意到陈州符氏这个名门。2005
年胡坤教授发表了以符彦卿与周世宗及宋太祖朝政治为核心课题的专论(符氏家族与
宋初政治)。本文即在杨文及胡文的研究基础上，参考其它史籍有关记载，考论宛丘
符氏将门在整个北宋的事迹。 
 
    论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的家世与仕途 
    徐红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宋朝科举考试制度的渐趋完善使出身于各个阶层的
读书人均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官员的选拔开始与其家世发生脱离。
但宋初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的情况似乎表明，家世与官员选拔仍然保持着一定程
度的联系，不过这种联系已与魏晋之时世家大族控制选官完全不同，家世背景更多
的是为他们的后代提供较好的教育条件和人际环境。本文所论太平兴国五年的进+，
出身于高级官员家庭的人数不仅大大减少，而且在仕途的升迁上并不顺利；反而是
出身于中下级官员家庭和寒素家庭的读书人开始在科举考试中迅速崛起，并占据了
官僚阶层的绝大部分。尤其是中下级官员家庭出身的进士，他们的家庭均十分重视
文翰，并注重对子弟的文化教育：同时，他们的祖、父一般均有一定的官职，在官
场上摸爬滚打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势必也会渗透到子孙后代的日常教育中，这些
均使他们在以后的官宦生涯中受益非浅，并使他们成为对宋朝政治、经济、文化等
各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群人。 
 
    宋代的祈吉巫术及其表现形式 
    范荧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陈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中国民间巫术在其传承、演进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特点是，原始巫术与原始崇拜的
互相渗透与结合，祈禳性巫术即为其主要表现形式。祈吉以避凶，攘灾以趋吉，本
是同类巫术的两个方面，但宋代以来，以祈求吉祥为目的的巫术活动在民间尤为盛
行，以至成为城乡中最常见的民俗事象之一。两宋时期，除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及
一些封闭的乡村仍有攻击、毒害他人的“黑巫术”外，大部分地区更流行为自己和



家人祈吉求祥的“白巫术”，民间巫术的这一变化，实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条件密切
相关。其一，为加强集权统治，朝廷屡下禁巫令，从而对群体性、攻击性的巫术活
动起了一定抑制作用。其二，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士人阶层和城镇居民对巫术行
为中极端愚昧、荒诞的部分多持排斥态度。其三，佛、道二教的深入民间，遂使其
崇拜仪式对巫术的施行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其四，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
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出现显著变化，追求现实世界的幸福美满逐渐成为民俗心理的主
流，这对巫术活动的演化方向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宋代祈吉巫术的施行方
式多种多样，其基本特点是散在地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和人生仪礼的诸多环节之
中。除以祈求、祷告的形式求取“吉祥”之外，民间还盛行使用吉祥语和吉祥物，
期以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尽管在后世的传承中，人们习以“民俗”来看待，而淡
忘其原初之本意，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其中的“交感巫术”原理和语言、文字、
灵物崇拜的含义。 
 
    浅析宋代家训的和谐因子 
    宋东侠青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传统家训在调适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时，主要是论述父子、兄弟、夫妇“六亲”
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以袁采《袁氏世范》、司马光《司马氏书仪》、《温公家
范》、刘清之《戒子通录》、朱熹《朱子家训》等为例，重点分析宋代家训在协调
“六亲”关系中所表现出的和谐因素。 
    l、在父子关系上，强调父慈子孝，长少有序。即如朱熹言“父之所贵者，慈也；
子之所贵者，孝也”。父子是家庭中的纵向关系，是传统社会中保持家族延续、发
展的重要纽带。因而子辈须绝对服从、孝顺父辈就成为最根本的家庭道德规范。但
值得指出的是，也有不少家训同时提出了“父慈”的要求，要家长在不失权威的条
件下，对子女家人宽以待之。否则，父不慈则子可能不孝，于己于家均不利。同
时，朱熹《家训》还强调“孝”是真心实意的孝，是子女为报答父母养育之恩而真
诚情愿地付出。  2、在夫妻关系上，强调夫义妇顺，相敬如宾。“夫之所贵者，和
也；妇之所贵者，柔也”。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中第一组横向关系，是家庭的核心
与基石，要求夫妻关系要和睦。夫和妇柔是夫妻相爱的关键。 
    3、在兄弟关系上，强调兄友弟恭，兄弟僖僖。“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
者，恭也”。“兄不友则弟不恭”。兄弟是在夫妻关系中衍生而来的第二组横向关
系。宋代家训很强调兄友弟恭的伦理原则，认为兄弟不和，不利于家族的兴旺发
达。朱熹《家训》强调兄弟之间要友爱。“友”“恭”是兄弟姐妹之间团结的根
基。 
 
    张栻后代考析 
    蔡东洲西华师范大学 
    张栻的后嗣在专制时代就是朝廷和地方官府关注的问题。然因宋末局势的动荡和
文献记载的分歧，张栻的后嗣在当时就已变得模糊不清了，加上明清张姓家族对张
栻的追宗认祖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混乱。民国《绵竹县志》编修者作《紫岩张氏》
谱系表，对此进行梳理，但疏谬众多。今人论著虽有涉及，但未曾对历史文献、方
志谱牒矛盾而混乱的记载加以辨析。本文通过对张栻后嗣的梳理和考析，认为历史
文献中关于“有后”、“无后”的记载都有其事实依据。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
道碑》和杨万里《张左司传》关于张栻“绝嗣”的记载，盖指张栻没有嫡传子嗣，
并非无后人：《宋史》之《度宗纪》和《文天祥》关于张栻“有后”的记载，盖指
犹子焕、炳等，并非亲生嫡传；清代多种《张氏家谱》关于张栻“后代”的排列，
盖追宗认祖所致，不足为信。 
 
    宋末元初吴兴士人社会初探 
    近藤一成早稻田大学 
    宋代，以州为单位实行科举的初次考试一解试。这是这一时代特有的制度。由于
礼部试以上并不按地域选拔合格者，因而造成了最终科举合格者的地区差异。而出
人意料的是，作为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江南，虽然在宋代之后文人学者辈出，被
称为文化荟萃之处，但是在宋代，总的说来科举合格的人数并不多。 
    考察科举的地区特点，如果不关注科举合格者的绝对数量，而是关注不同时期科
举合格人数的变化，那么南宋时期，包括江南在内的东南地区、特别是两浙(浙东·



浙西)，以及福建两路诸州的科举人数变化类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递增、持平、递
减。其中，递增的典型是沿海地区的明州和温州；递减的典型是江南地区的常州和
湖州。前者被认为是东南地区中相较而言新开发的前沿地区，后者则被认为是已开
发的发达地区。由此可推断，科举合格人数的这两种变化趋势是相互关联的。那
么，南宋时代，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科举合格人数日益减少的原因何在?由此又产生
了怎样的地域特点?本文将以南宋时的湖州为例，探讨这些问题。 
    南宋末至元初，身为宋朝宗室却在元朝为臣的元代表性文人·政治家赵孟颊，以
及出生于宋朝下级官员家庭、自身却以宋朝遗臣自居的“爱国词人”周密，两者都
是湖州人。两人虽境况迥异，但终其一生都交往频繁。本文将从湖州的地域文化的
视角，来探讨“贰臣”与“忠臣”间的交往情况。 
 
    晚宋士大夫奢靡之风述论 
    喻学忠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 
    士风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晚宋士大夫奢靡之风是晚宋士风的一个重要内容，
它有多种表现，上至宰相，下至普通士人，都表现出奢靡的风尚，是一种普遍存在
的社会风气。形成奢靡之风的主要原因有：皇帝生活奢靡，形成诱导之势；皇帝对
士大夫奢靡的纵容；政治腐败促进了奢靡之风；十大夫道德沦丧。最后阐明奢靡之
风对晚宋政局造成了严重影响与危害：助长了晚宋政治腐败；毒害了整个社会风
气；造成晚宋士大夫不能倚仗：加剧晚宋的经济危机。 
 
    宋代家庭中的奁产纠纷－以母亲为中心 
    高楠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宋代社会中，大多数母亲独立掌控自己的奁产，她们生前对奁产的处置一般不会
引发家庭矛盾。母亲去世后，其奁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所以，家庭成员常常因奁
产的分配而涉讼，姻亲之间也有为此对簿公堂者。与以往判案相比，因当事人关系
多元化，案情情节的复杂化，且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可为依据，故执法过程中更易
渗入个人情感，其判决更具随意性和灵活性，突显出天理、国法、人情综合运用的
特征。 
 
    疫病流行的时空分布与宋代社会的变迁 
    韩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宋代是中国古代疫病频发的时期，无论从发生频率、时空分布，或者疫病种类、
社会反应层面，都有一种不同于前代的特征，显示出两宋时期中国古代国家在疫病
的认识和应对方面具有相当的组织能力和活力。那么，宋代疫病的时空分布、发生
频率如何?它的时间和地域布局是否与宋代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 
 
    两宋都城消防问题研究 
    陈欣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宋代经济与文化处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项盛时期，其城市管理制度也走上了一
个新的台阶。面对全社会恶性火灾连绵发生、后果严重的具体情况，统治阶层开始
思索一整套完备的防火、灭火体系。本文试从宋代都城所发生的大型火灾案例出
发，对导致城市频繁灾情的原因作初步探索归纳，同时也阐述了宋朝的防火制度及
其对后世消防工作的影响。 
 
以道自任，社稷为重 
    ——文天祥古典爱国主义思想述论 
    郭学信  山东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文天祥之所以能被列为仁人志士的伟人之列，乃是由于其叙事本体充满了以“正
气未亡人未息”为精神支柱的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 
    一、法天不息，自强兴国。这是文天祥古典爱国主义思想最具特色的内容。这一
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天地与道同一不息”为中心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基础之上的。
正是从自强不息这个宇宙的根本法则出发，文天祥针对南宋理宗朝的弊政，提出了
改革不息、自强兴国的理论。 
    二、“以人民社稷为重”。文天祥在继承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基础上，基于
“民心必无变，宗社必无危”的认识，提出了“以人民社稷为重”的思想，把人民



和社稷看作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爱民与爱国是统一的。他认为作为一个君子，
决不能只注重内心道德的修养，而不追求外在事功；圣贤应以心忧天下的情怀去关
心、爱护人民。 
    三、成仁取义，崇尚气节。文天祥承继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正气精神，认为客观
物质世界就是在正气战胜邪气的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的。这一法则表现于自然、社
会中是如此，体现在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身上亦是如此，所以他指出，具有
正气品格者，就会“常也由其道，变也不失其节”。文天祥在抗元实践中凸显出来
的斗争不息精神和成仁取义的浩然正气，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钓鱼城的历史与文化》摘要 
    刘道平重庆市合川钓鱼城管理处 
    本书2006年7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宋蒙(元)钓鱼城之战的
历史背景、36年抗战经过，钓鱼城保卫战的历史地位、世界意义、人物评价，并从
多角度、多层面详尽地记述了钓鱼城古战场的历史遗存、景观特色、保护开发建设
成就以及学术研究、旅游发展等内容。全书共分八章，在第一章中突出了钓鱼台、
钓鱼山与钓鱼城的唯一性；在第二章中突出了钓鱼城保卫战的历史地位及作用，并
在大事年表中，综合各家史料，正确记述了所发生的事件和年代，纠正了有的出版
物中把公元1231年西和州(甘肃和县)发生的事，拉扯到四川合州等诸多史实错误。对
钓鱼城36年抗战，首次划分为四个时期；在第四章中对钓鱼城古战场的摩崖石刻及
碑记，首次作了准确全录介绍；在第五章中，从全新的角度，记述了钓鱼城的保
护、规划、开发建设与管理，特别是保护开发建设大事记，是翔实独有的文献资
料；第六章钓鱼城的历史研究与著述，也是迄今为止首次作了全面介绍；第七章钓
鱼城的诗词、楹联集录，就作者见闻所及，首次作了全录介绍，可谓广博丰富；第
八章记述名人与钓鱼城、钓鱼城的旅游发展概况及未来展望等。全书约30万字，有
历史景观图片200余幅，附有古今人名索引1190余人。图文并茂，资料详实，是迄今
为止，最为丰富、准确、完整的一部钓鱼城历史读物。 
 
    关于廉洁学术风气的刍议 
    那楚格民盟一．    所谓廉洁的学术风气。一般来讲，“廉洁”是一个社会所提倡
和认可的行为，而廉洁的学术  风气由是指学术界在其社会活动中，遵守公认的社会
规范，在社会群体中逐渐被认同的以廉洁  为导向的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二．廉洁
的学术风气之社会功能。1．有利于拒腐倡廉观念的形成：2．有利于社会监督；3．
有利于遏制  学术腐败蔓延。三．加强廉洁的学术风气建设。力戒学术权力化、学术
市场化(商品化)倾向。 
 
    宋代峒丁的组织与运用 
    刘馨珺  台湾嘉义大学史地学系 
    [峒丁』在《宋史》中，是指广西左、右两江，邕、钦两州的溪洞乡兵。就广义而
言，本文认为峒丁是由西南溪蛮少数民族构成的地方武力，主要分布于湖南、湖北
及广西一带。宋朝对诸蛮的管理政策，从基层衙门开发控制地方的程度，概分为
生、熟二类，其中生蛮是距离州县堡寨较远，且不属王化者，所居之地称为『生
界』，而缴纳赋役的州县百姓是为『省民』，在生界与内地之间，则杂居着熟户、
山徭与峒丁。北宋以来，官方逐渐加强对峒丁的教阅训练，迄蒙古南侵时，南宋遗
曾运用大批的峒丁对抗蒙军。 
    宋朝将徭洞的归附者称为归明人，为了有效控制少数民族的社会，除了建置州
县、征收赋役与订定管束法规外，还有两顼政策，一是封赐溪峒酋长归明官职，二
是组织峒丁成为可用的乡兵。自北宋神宗朝(1068－1085)以后，地方官团结聚集峒丁
数量达十余万以上，峒丁的管理法条增多，相关问题也随之浮现。 
    本文以『峒丁』为研究核心，问题焦点是：一、厘清峒丁的定义。二、峒丁的来
源，包括峒酋的出身及峒丁的分布。三、峒丁的训练教阅、赏罚与管理。四、峒丁
的功迹，包括两宋峒丁在抵御交趾、平乱、勤王和抗蒙的战绩，以及支持修建城池
和军需运补等工作。藉由探讨『峒丁』的过程中，更清楚宋代边区的地域扩展与社
会活动，并思考宋代官方对于特殊地区的控制能力。 
 
    蒙元时期汉人世侯文化素质之探讨 



    符海朝河南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 
    蒙元时期以史天泽、张柔、董氏兄弟为代表的汉人世侯，其初兴之时，在其综合
素质中，武人特质最为明显，这种特质当然非常有利于他们在金末剧烈的动荡环境
中攻城掠地，发展自己的势力；蒙古统治者开初也正是看到了他们这股可以利用的
武力；但是对于当时急需保护的汉文化而言，和蒙古贵族最为接近的汉人世侯，如
果不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一方面自身的对汉文化危机的认识没有一种行将灭亡的
感受，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劝说蒙古贵族保护汉文化。 
    汉人世侯通过和北方儒士们的长时期的频频接触以及个人的主观努力，其文化素
质较之初兴时期逐渐提高，增添了一些士大夫独有的文化气息，有的喜欢文学、史
学、医学和艺术，有的能说国语(蒙古语)，有的喜欢藏书，有的资助儒士们出书，不
再仅仅是一介武夫，这种综合素质的变化，将使他们在战争中，更少地受蒙古族军
人滥杀之风的影响，更多地重视人的生命和文化的保护，从而也更有利于他们利用
自己的有利位置，向蒙古权贵宣仁“汉法”的优越性所在。以前蒙古史学界多未对
此问题作过探讨，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番分析，求教于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同人。 
 
    宋代士大夫家庭蓄妾现象之估量 
    程郁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陈鹏的《中国婚姻史稿》谓“一般士大夫虽亦家有伎妾，已不若前代远甚，从正
史及笔记来看，宋诸名臣蓄妾并非个别现象。从司马光为亡妻所作传看，则无论康
儿是否庶出，司马光家中的确蓄有妾室。在以女性为墓主的墓志铭中，女主人的
“不嫉妒”“善待妾媵”，更作为士人贤妻的重要善迹，往往见于文字。这类的记
事一般不见于男性的墓志铭，这当然和女性的角色有关，而也间接说明，妻妾之矛
盾正是家庭的主要矛盾，如何待妾也就成为衡量妻“贤”与否之标准。而尤为男性
士人所称道的贤妻，更不惜拿出自己的奁产来主动为丈夫纳妾。有些士人仕途未必
亨达，家业未必富有，却也妻妾双全。这类家庭子女数都不多，看来蓄妾主要为了
生子续祀。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家庭夫妻都很年轻，而家中已有妾的存在，甚
至有先纳妾再娶妻者。有些墓志铭虽未明载其家媵妾的存在，但不少墓主子女成
群，而且其年龄相差很大，不少近于两代人，笔者仅根据文集数种，即找到不少多
子女家庭，这样的家庭很可能是妻妾并存的。 
 
    宋代城镇雇工分布的主要行业述略 
    刘树友渭南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化传播系 
    宋代雇工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曾广泛分布于当时社会的各个行业和各个领域。本
文立足城镇的生产、商业、生活服务及文化教育四大行业，着力探讨了宋代城镇主
要行业雇工的形态。 
 
金世宗、章宗时期政风士风刍议 
    关树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金朝的社会风气实际在号称盛世的世宗、章宗时期已趋败坏。民风自不待言。就
政风而言，当时相对仁厚，但也有苛刻的一面。其次崇礼教，重文治，重儒贱吏。
世宗时选官以德才兼备为标准，用人重德行成为一时风气，且吏治尚严。而铨选循
资守格，官员多墨守成规，不思上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举贤、不直言，依违
苟且成风。章宗时，“廉升”与荐举制逐渐导致官场的奔竞之风。奔竞之风又助长
苟且之风。世宗注意遏制女真贵族的骄横之风，章宗则采取纵容态度。世宗章宗时
士大夫逐渐从熙宗党狱、海陵王虐杀的阴影振作起来，不少士大夫遂以天下为己
任，尚气节，敢言敢为。世宗时学风、士风相对淳厚，章宗时学风文风渐趋衰陋，
士风有失醇正。章宗时士大夫甄别君子、小人之风成为打击朋党的诱因。而党狱对
士风的消极影响很大。 
 
    《大藏经》在两宋民间社会刊刻、流传考 
    曹刚华华东师大历史系 
    两宋时期《大藏经》在民间流传甚广，地方寺院、私人刊印者屡屡皆是。笔者爬
梳宋人文集、宋元地方志，搜集史料，从刊行方式和流传范围考察，以进一步了解
《大藏经》在两宋民间社会流传的情况。 
 



    宋代“富民“阶层的崛起及其历史意义 
    林文勋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唐宋时期，在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基础上，财
富力量崛起。随之而来，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富民”阶层。这个阶层，既
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同时又拥有良好的文化教育，有别于汉唐时期的“豪门士
族”。“富民”阶层一经崛起，迅速成为社会的中间层和稳定层，它极大地推动了
契约租佃关系的发展，在乡村社会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发展推动力，并引起了国家乡
村控制方式的变化与调整，从而使唐宋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发生
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最终促成了唐宋以来“富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所以，
从本质上来讲，中国中唐以来的社会，就是一个“富民社会”。 
 
    宋代城郭的坊区制度 
    包伟民浙江大学 
    城市是人类不同于乡村的一种聚居形式，在城市形成的初期，国家多采用与乡村
相似的方法来管理城市。随着城市的进一步成长，更多地展现其与乡村相异的特
性，国家也必然会制订出一整套适应城市特点的行政制度来管理它们。历代城市发
展水平不同，时有进步，其对城市的行政管理因此形成一种新的体制。学界早已关
注此一论题，上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开创性的《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
中，首先提出了传统封闭性的坊制崩溃的论点。此后，除有不少中外学者在各自关
于唐宋城市的论著中涉及这一论题，更有学者专文探讨，代表性的有陈振《略论宋
代城市行政制度的演变——从厢坊制到隅坊(巷)制》等。尽管如此，由于史料发掘不
足以及文献解读差异等原因，关于宋代城市行政管理制度的讨论还存在不少空间，
可供发挥。故草成此文，分坊役、坊额、郊坊、别称四部分，略述己见。结论以
为，坊作为城郭基层行政管理单位，迄南宋末年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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