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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21日至23日，“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在
上海师范大学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及日本、韩国等国家
的160多位学者。会议共收到论文120多篇。学者们围绕宋代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等领域的诸多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课题涉及到辽、西夏、金、蒙元等历史问
题。兹就会议交流的成果择要作一介绍。 

一、政治。在大历史观的视野下，程民生论述北宋政府英明的统一战略和高超的
政治手段。何忠礼则论证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王曾瑜探讨宋代的卖官现象，认为等级授职制正是各种官场腐败的温床和根
源。韩国学者曹福铉探讨宋代官员收受贿赂的问题。王瑞来分析皇权走向象征化的
原因。汪圣铎认为，宋初加强中央集权有矫枉过正的倾向，在整个宋代造成了恶劣
影响。曹家齐则认为“祖宗家法”和“嘉祐之治”的结合，束缚了南宋人的思想和
行动。李裕民论述王安石变法的消极影响。朱瑞熙阐述宋代官场的迎送制度，并分
析其作用。邓小南就宋代的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提出若干关注点。苗书梅研究地方
官员的朝见、朝辞制度。陈峰分析宋太宗朝科举出身的文官在政坛上的作用。在官
制方面，还有李全德考察宋代封驳制度；丁建军论述宋代官员的印纸批书；祖慧探
究宋代科举唱名赐第与期集仪制。 
    包伟民对宋代城郭的坊区制度进行了考察。贾玉英探讨唐宋时期道、路区划制
度的变迁。梁中效和何玉红则剖析南宋川陕地方行政的运作。郭东旭探讨宋代“干
证人”的内涵、权益及司法境遇。香港学者黄慧娴考察北宋明法科及新科明法的运
作。孔学述讨论宋朝详定编敕所；朱云鹏论述了宋代赦法与崇道之间的关系。 
    宋周边国家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也进入学者的视野。李昌宪认为，考察伪
齐的疆域与政区，有助于金代行政区划的研究。曾震宇探讨了金初东宫官的性质。
刘复生论述宋代的羁縻州制度以及羁縻州的变化。李清凌认为，北宋的番官制上承
前代汉官、羁縻制，下开元、明、清土司制度的先河。胡小鹏考证“小食国”的记
载。黄纯艳分析熙宁战争对宋越关系的影响。日本学者远藤隆俊探讨外国人入宋时
的手续问题。 
    二、经济。李华瑞从自然灾害与政府治理对策的角度，对北宋黄河问题作了新
的探索和补充。王天顺对于10—13世纪河套经济的多种形态与其环境的同步衰退进
行了探索。韩国学者李瑾明则考察南宋时期福建地区的水利建设和地域性差异。魏
天安对“女合得男之半”的宋代继承法原则进行了辨析。黄启昌及赵东明分析宋代
遗嘱继承的特点。高楠论述宋代由母亲奁产而导致的纠纷。 
    葛金芳在阐明义役的实施概况、发展阶段和运作方式的基础上，区分义役的不
同类型。李晓论述了寄籴制度的演变过程、出现背景和实施情况。戴建国对宋代籍
帐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探讨。戴扬本辨析建隆元年的户籍数字。日本学者小林隆
道论述元丰帐法的影响。赵瑶丹及方如金阐述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财政思想。周方
高考察宋朝推广农业技术问题；肖爱民谈辽朝养牛技术；张显运论宋代牧羊业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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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交通方面，史金波利用黑水城遗址发现的西夏文文献，结合汉文史料对西
夏物价及商业税等进行探讨。张锦鹏阐述唐宋时期产业内部的分工；魏华仙探讨宋
代的节日市场；张金花论述宋代妇女的商业活动。 
    三、社会。日本学者近藤一成以宋末元初的湖州为例，对士人社会进行了探
讨。林文勋论述宋代“富民”阶层的崛起及其历史意义。陈国灿考察北宋宰辅的出
身和入仕途径。刘树友剖析宋代城镇主要行业雇工的形态。喻学忠论晚宋士大夫奢
靡之风。程郁论述宋代士大夫蓄妾现象。吴铮强与徐红从科举观察宋代的士人群
体。何冠环考述宛丘符氏将门在北宋的兴衰。蔡东洲对张栻后嗣进行了梳理和考
察。宋东侠着重分析宋代家训中的和谐因素。 
    韩毅考察宋代疫病流行的时空分布及其社会影响。范荧及陈江探讨宋代的祈吉
巫术。刘馨珺聚焦西南少数民族的“峒丁”问题。关树东考察金朝的社会风气变
迁。符海潮分析蒙元时期的汉人世侯文化素质。 
    四、文化。姜锡东辨析北宋周敦颐等理学五子的理学体系。何俊分析宋儒论学
行道之旨趣。汤勤福探讨朱熹与陈亮的论辨问题。来可泓则从朱熹注《大学》观其
哲学。安国楼对比司马光《书仪》与朱熹《朱子家礼》。方笑一剖析王安石《尚书
新义》。吕变庭阐述北宋“天人二分”观对科技的影响。 
    虞云国根据《通鉴注》剖析胡三省的宋史观。张明华探究《新五代史》的注
文。余慧婷分析李焘对宋仁宗的评价。李传印及邓锐论述宋代史学功能的社会化。
燕永成评价宋代的两汉史研究。张希清对官箴文化及《戒石铭》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龚延明对两宋科举方面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梳理。曹刚华考察《大藏经》在两宋
民间社会的流传情况。肖建新认为《新安志》是我国古代方志发生转折的重要标
志。杨倩描对吕嘉问《与元翰札》的写作年代、历史背景及作者进行了考论。方健
对新发现的北宋叶清臣等八位名臣的佚简作了考释。伊永文对《东京梦华录》中华
书局标点本的错误作了订正。辛更儒考述《永嘉先生八面锋》一书。马玉臣探讨毕
仲衍《中书备对》目录的意义。 
    邹其昌对《营造法式》的艺术设计思想进行了探究。韦兵则论述星占观念和历
法颁赐对宋夏关系的影响。张邦炜及卢俊勇考察黄庭坚经行宋代夔州路的遗迹。王
晓如探讨终南山地区宋代的历史文化资源。陈灼考证了绍兴年间无尽老人碑；邓之
金调研南宋宝顶山石窟的“异体字”。 
    五、人物。今年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诞辰770周年，与会学者深入探讨了文天
祥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宋朝造就的士人精神。台湾学者王德毅指出，宋末文天祥
等三杰以死报国，与儒家仁义观在宋代的提倡密不可分。王曾瑜指出，新时代纪念
文天祥要弘扬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内涵的爱国正气。舒仁辉及温瀛论述文天祥就义
的传统文化背景。俞兆鹏评论文天祥胞弟文璧降元事件。俞晖则分析张世杰的功
过。沈东梅分析了宗泽的行为与遭遇及其对南宋政局的影响。 

从会议提交的论文看，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其中不乏严谨扎实的精心之作，充
分反映了近年来宋史学界学术质量的提升。本次会议与会者大多数是中青年学者，
展示了宋史界生气勃勃，可持续发展的学术风貌。会议还选举产生了以邓小南教授
为会长的新一届理事会。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  程郁、周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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