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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6-9-16 15:22:33 来源：中国宋代历史研究 作者：本站 阅读525次 
   
本站按：2006年8月，中国宋史研究会在上海召开第十二届年会，本站长因故未能参
加，不得亲睹诸位大家风貌，甚为遗憾。为使学界未赴会师友周知会议梗概，特借
会议所发《论文搞要》文稿一篇，狂录一日有余，总算将两万余字尽然录入上网。
如有错谬，请诸位看在我很辛苦的份上，多多原谅是荷！ 
 
  欢迎各位提供更多信息！最好是电子文本。 
 
 
 
(论文摘要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类) 
 
    一、政治 
 
    金中都“永安”考 
    刘浦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金史·地理志》在叙述中都大兴府沿革时，有“(辽)开泰元年更为永安析津府”
一说，施国祁认为这是“刊本颠窜”所致，并以此为线索，得出海陵王贞元元年改
称析漳府为永安府，次年更名大兴府的结论。然而本文提供的证据表明，在《迁都
燕京改元诏》中已有“仍改永安析津府为大兴府”的说法，说明《金史·地理志》
的诡异记载绝非像错简那么简单。事实上，“永安”一名是海陵天德三年所改的燕
京新地名，所谓“永安析滓府”即“燕京析津府”之意，元朝史官因不知“永安”
一名的来历，于是便想当然地误以为“永安析津府”为辽开泰元年所改。施国祁受
此误导，从而臆想出一个子虚乌有的“永安府”。 
 
    宋初和平统一战略及实践 
    程民生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在和平建国及收兵权的基础上，宋初统一战略中，和平统一的设想前所未有地突
显出来，在战略中广泛实施，并在一些地方大获成功。出现了在武力威胁下不战而
降的荆南模式；没有直接的军事威胁，但朝廷做出过明确的归顺要求，最终主动归
顺的吴越模式；既没有任何军事威胁，朝廷甚至也没有做出明确的或暗示的归顺要
求，自觉纳土的漳泉模式。宋政府英明的统一战略和高超的政治手段，为国家的统
一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前所未有的伟大贡献，在分裂时期提供了和平统一的可行
性，值得充分肯定。 
 
    试论伪齐国的疆域与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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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昌宪  南京大学历史系 
    作者认为本课题的研究，将有助于金代特别是金初行政区划的研究。本文探讨了
伪齐国的疆域与政区，认为伪齐时期的辖境应划分为汴京开封府、河南府路、归德
府路、山东东西路、大名府路和陕西六路，即永兴军路、鄜延路、环庆路、秦风
路、泾原路、熙河路。并对各路辖区、所辖州府军进行了研究。 
 
    试论北宋前期过度集权及其影响 
    汪圣铎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宋初，接受中晚唐五代历史教训，加强了中央集权，这是必要的和有积极意义
的。但由于历史的惯性，当时这种加强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在宋朝政权巩固以
后，特别是宋辽议和以后，本应逐步纠正矫枉过正即过度集权的问题，但宋朝统治
者未能与时俱进，及时调整政策，相反，却继续加强集权，从而给国家管理造成种
种弊端。这种过度集权表现为朝廷人臣不能独当一面，将从中御，上下级官员隶属
关系混乱，地方政权软弱无力等。过度集权弱化和模糊了管理层次，使管理僵化、
脱离实际，不但在当时造成恶果，而且对整个宋代造成恶劣影响。对此宋人已有较
深刻的分析和认识。 
 
    从王安石变法的实施途径看变法的消极影响 
    李裕民  陕西师范大学 
    评价王安石变法历来多从变法内容下手，本文换一个角度，从实施变法的途径去
考察。变法途径主要有四：一、设立变法的专门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二、鼓
励神宗发扬独断的作风，即不顾众人反对实施变法；三、改变监察机构的性质，由
监督者变为政府的附庸；四、用人以是否拥护和执行新法为尺度。这些手段的效果
是明显的，使新法比较顺利地推行到全国，不仅神宗在世的十几年，他死后新法一
度被废八年，仍能东山再起，一直推行至北宋灭亡。 
    它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1、皇帝时代最进步的体制——皇帝与士人夫共治天下的
政治体制遭到破坏，专制性加强。神宗时已显示出弊端，徽宗时更御笔屡降。仁宗
时罕见的诏狱，己成家常便饭，以诗得罪的乌台诗案，为同类案件开创了极坏的先
例。励精图治的神宗尚且如此，到徽宗手里，更六贼当道，弊政横生，最终亡国亡
身。论其原由，不能不说是新法首开其端。2、监察机构成了政府的附庸，为权臣的
产生开辟了道路。当权者利用监察机构打击对手，权臣成了南宋的毒瘤，是导致南
宋灭亡的重要原因。3、宋代的用人，变法以前，要看学历(是否进士)、资历、政
迹，还要有足够的推荐人，官场风气比较正。变法以后，社会风气大坏，政府成为
腐败的温床。4、为后来的掌权者利用新设机构实施自己所谓新法开创了先例，出现
了徽宗时的讲议司，东城所等。 
 
    宋朝卖官述略 
    王曾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国古代卖官鬻爵的出现和发展，至少有三个普遍性的条件：一是商品经济的某
种程度发展，使官爵可以成为商品；二是官爵成为肥缺，方得有愿意买官的可能；
三是自秦汉以来，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各种形式的官员等级授职制，方
得有卖官的可能。马克思主义是主张直接选举制，而否定各种形式的官员等级授职
制。等级授职制正是各种官场腐败，也包括卖官现象的温床和根源。古代公开的卖
官制度的创设和发展，虽然各代不同，但人体都是与财政，特别是财政的困难密切
相关的。然而豪贵和官员的私下卖官，则随着各级官员辟举制的削弱，中央授官制
的发达而开拓了更大的空间，故更加兴盛。私下卖官其实也很难用得上“非法”两
字，特别如唐中宗时的“墨敕斜封”。但是私下卖官更体现了超越制度规定的非制
度化的人治的特点，这在专制政体的官员等级授职制下具有必然性。一个时代的卖
官，总是与政治的昏暗和腐败程度成止比，总是成为一个时代政治昏暗和腐败程度
的重要标尺。梁元帝萧绎早已总结出“鬻官者，欲民之死”的名言，因为卖官的结
果，无非是纵容买官者加倍贪黩。他们不仅要偿还买官的成本，还须追加利息，多
多益善，其结果无非是不遗馀力地刻剥百姓。依据古代的儒家舆论，腐恶的卖官现
象，也与中国自古相传的各种可怕而可憎的政治遗传基因一样，是作为反面事物而
受谴责的，处于无理地位。但另一方面，卖官现象仍是滋生不息，且有变本加厉之



势。其故非它，既然上述产生卖官现象的社会政治条件一直存在，即卖官现象有丰
厚的滋生沃土。又如何能做到正本清源式的根治呢?这是研究古代卖官应得的教训。 
 
    宋代“台阁”涵义考 
    杨芹，曹家齐中山大学历史系 
    “台阁”一词，在史籍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宋代史料亦然。关于‘‘台阁”之
涵义，以往学者多依汉制，解释为尚书台(省)的别称。然而这一解释，似乎不太符合
“台阁”在宋代的涵义。本文从现存的、涉及“台阁”一词的文献材料入手，加以
解读和分类，以例子证明宋代“台阁”可视为御史台和馆阁的一种合称或别称；宋
人在使用该语时，或会因为场合的不同和表达的需要而侧重于某一方，但有时亦可
并举。并就二者并称的原因加以初步的解答。 
 
    走向象征化的皇权 
    王瑞来  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二十余年前，在《历史研究》我先后发表了《论宋代相权》和《论宋代皇权》两
篇文章，引起不少的关注和评论。以后我一直没有中断对皇权和中国政治史的研
究，只是90年代以后发表的有关论著多为日文，几乎不为国内学界所知。本文首先
介绍日本学界的皇权认识以及我对皇权问题的继续研究。 
    后来的研究深入到政治生活的细部，来考察权力运作的具体状态。有关研究成果
于2001年汇集成书，以《宋代的皇权与士大夫政治》为题在日本出版。本文主要移
译了书中的主要观点。其中，对皇权和相权分别加以重新定义，提出了宰辅专政的
概念，认为无论皇权还是相权，都是同一权力系统中的一部分，互相制约且互相依
存。针对宋代的政治特征，我特别强调了士大夫政治的提法，并指出，在士大夫政
治之下，政治斗争的主要形态是党争，而不是所谓的皇权和相权之争。 
    由于我的思考并不仅限于宋代，而是通史性的通盘思考，所以本文展示了几个与
皇权有关的图形。一是关于皇权结构模式，我认为不是通常所形容的金字塔形，而
是拱桥形。二是从圆形到椭圆形的权力与权威的转化图。三是皇权变迁的坐标图。
根据我的考察，伴随着政治制度的渐次完备，皇帝逐渐从具体的行政事务中脱离。
皇权也逐渐由具体的行政处理权向象征性的裁决权转化。在文中，我分析了皇权走
向象征化的原因，并试加说明中国为何没有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的问题。最后，作
为余论，简单地谈了一下对于制度史研究的想法。 
 
    论两宋在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中的地位与作用 
    王德忠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唐亡至元实现全国大统一，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分裂时期，政治格局的分合嬗变
十分剧烈，民族关系空前活跃。尽管两宋己不再具有汉唐那样俯视宇内的气概和威
势，常表现出受制于周边民族和少数民族王朝的被动态势，但仍在重新走向统一的
趋势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一、两宋管辖下的中原地区虽经济发展不平衡，仍为全国经济最发达、最先进的
地区，从社会生产的各部门来说，不论是财富总量，还是生产技术所达到的水平都
处于领先的地位，对周边各民族、各王朝产生了巨大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在中原与
周边、在各民族之间，经济交流更加频繁，全国范围的经济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经济成分多样性特色更加突出。 
    二、两宋是中国传统文化主脉的继承者，而且在思想学术以及文化诸领域作出了
超越前人的新成就。两宋的文化成就对周边各民族、各王朝产生了强大辐射作用，
如儒学、佛学、道学的广泛传播，极大改变了周边各民族的精神面貌，各民族的文
化成就中既有受到中原文化巨大影响的因素，又有表现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因子，迎
来了中华民族多样性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三、两宋日臻成熟的以专制皇权为中心的国家制度被周边各王朝所效仿，结合自
身的民族特点和王朝的政治需要，形成各具特色的国家制度，丰富了古代国家控制
和管理的理论和实践。 
 
    宋代的护照 
    一一日本僧成寻的巡礼一一 
    远藤隆俊    (日)高知大学 



    宋代，特别是北宋前半期，中国与日本之间虽没有正式国交。而贸易商人，僧侣
往来等民间交流仍非常活跃。如本文考察的日本僧侣成寻，于神宗熙宁五年(公元
1072年)乘宋船远渡中国，朝拜了天台山及五台山。但他并没有像遣唐使那样乘坐正
式的使节船，他是如何办理入国手续的?作为外国人他如何在中国自由旅行，又是如
何在中国滞留的呢?过去的研究并没有澄清这一点。本文以成寻的著作及收录在《参
天台五台山记》中的数件公文书为线索，从他巡礼中国的手续，或者说护照的方面
进行探索。首先，成寻进入宋疆界时，即提出天台山巡礼的申请，从而得到杭州府
的通行证(公移)，而成寻到达台州后又领到台州停留的许可(公据)。与此同时，台州
也向天台山国清寺发行认可成寻等人停留许可的<帖>；而国清寺也向杭州以及台州
寄送了<返牒>，正式承认了成寻等人因修行而滞留的资格。另一方面成寻等人在台
州滞留期间，通过台州府向朝廷奏明了天台山巡礼等事宜。后枢密院颁布了含有皇
帝旨意的<箚子>，允许成寻等人的上京请求。同时台州府就护送事宜向两浙转运使
咨询，并根据两浙转运使的回复下达了<牒>。由此官方向成寻颁发了<帖>及<牒>等
文书。而成寻也就得以实现上京及五台山巡礼的愿望了。 
 
    赵宋当朝盛世说之造就及其影响 
    ——宋朝“祖宗家法”与“嘉祐之治”新论 
    曹家齐中山大学 
    北宋中期，当其“祖宗家法”愈加显露弊端之时，以范仲淹、欧刚修、石介、李
觏等人为代表的士大夫，把回向“三代”作为理想的政治目标，掀起了革新运动。
其精神被王安石所继承。但是随着熙丰变法的失败，“祖宗家法”却更受推崇，并
由此制造出堪与“三代”、贞观相媲美的当朝盛世说——“嘉祐之治”，从而使占
主流的政治目标由推尊“三代”转向效法当朝。赵宋当朝盛世说由“祖宗家法”和
“嘉祜之治”有机结合而成，并以“祖宗家法”为核心。此说被南宋所接受，束缚
着南宋人的思想和行动，最终使南宋对盛世之追慕成为泡影。另外，赵宋当朝盛世
说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对宋代之评价。 
 
    “便宜行事”与中央集权 
    ——以南宋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运行为中心 
    何玉红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建炎三年五月至绍兴三年，南宋在川陕地区设置宣抚处置司，以张浚为川陕宣抚
处置使，赋予川陕宣抚处置司“便宜行事”的权力。在此期间，宣抚处置司一度以
“便宜”任免官员、发行货币、制造度牒、赐封神灵等。宣抚处置司的“便宜行
事”，导致地方权力强大，触及中央集权统治，中央为此采取种种制约措施，如强
调“行事”中的“上奏”程序，对与法令不符的‘‘便宜行事”予以否定和更改，
对有违中央旨意之“行事”予以禁止，还通过缩小宣抚处置司统辖区域，设置副使
等措置来分化宣抚处置司的权力。南宋中央对宣抚处置司权力的节制、分化过程，
实际上反映出朝廷对宣抚处置司“便宜行事”带来的权力旁落局面的担忧，力图将
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防止地方权力太大。在“便宜”之权使用与节制的背后，其
实质内容是南宋中央与地方间在权力分配问题上的冲突。南宋中央最终罢免张浚，
废除“便宜”之权。川陕宣抚处置司“便宜”之权的授予、运作、废除的过程，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南宋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行政运行的绝佳个案，从中展现出了
南宋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互动的演变轨迹。 
 
    金人对“中国”的认识 
    赵永春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金人进入中原，即援引“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等汉儒学说和理论，自
称中国，但他们并没有将辽、宋排除在中国之外，实际上萌生了多统意识，或称多
中国意识(也可以称为大中国意识)。后来，金章宗虽然想变多统为一统，但并没有收
到预期效果，多统意识在金人中仍有重要影响，直至金末，修端等人终于提出了以
辽史为《北史》，北宋史为《宋史》，金史为《北史》，南宋史为《南宋史》的修
史方案，正式提出了宋、辽、金均为正统的多统思想，为元朝宋、辽、金“各与正
统”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金人自称“中国”，但并不将辽、宋排除到中国
之外，无疑是一历史进步。 
 



    政治选择与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 
    ——以宋朝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方面探究为中心 
    陈峰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宋初逐渐确定的治国方略以及处理文武关系的政策，使文臣群体的政治地位不断
提高。在宋太宗朝后期内政外交路线的引导之下，以科举出身为主体的文官在政坛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至宋真宗时代，王朝终于完成其政治上的选择，文官队伍遂成
为统治的政治中坚角色，传承了士大夫的衣钵。这种政治格局长期延续，从而使宋
代的文官士大夫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影响力。 
 
    《契丹国志》中的“小食国”考 
    胡小鹏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契丹国志》卷21“诸小国贡进物件”条载：“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
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已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
献”。诸小国中唯独小食国何指，迄今未有确考。从其周边民族情况看，当亦属某
突厥．回鹘集团。 
    两书中“火食”、“小食”并举，似乎有连带关系。以“大食”定“小食”是人
们容易想到的思路。两书将“大食”、“小食”并举，还使人联想到《新唐书》卷
43下《地理志七下》安西道上的“大石城”、“小石城”。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没有
什么确切证据，基本是从大食、小食应存在某种对应关系的预设条件出发，围绕大
食国(喀喇汗朝或阿巴斯王朝)的情况，对小食国做出上述推测的。从宋元史籍的记载
看，可以肯定地说，《契丹国忐》和《文献通考》中的“大食”、“小食”不存在
对应关系。“小食”乃“小石”的异写，即《王延德行记》中的“小石州”，《经
世大典》中的“塔失八里”，在今新疆哈密市东北的石城子一带。“小石州”得名
于当地的石山、石城。宋辽时期的“小食”是以哈密为中心的一个突厥－回鹘集
团，独立于高昌回鹘，入元后称哈密力。 
 
    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几点初步想法 
    邓小南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本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而是笔者为集体研究成果《政绩考察与信息渠
道——以宋代为中心》所作之前言，反映我们对于相关问题的初步思考。 
    本论题的关注点，主要在于“信息”的传递渠道问题。“信息”一词，在古代文
献中，作为音信、消息的概括语，至少在唐宋时期已经频频出现。在中央集权的政
治体制下，信息情报与政令指挥的流动，交织为国家的行政网络。网络中的关节
点，体现着某种政治地位；在各个关节点上对于信息的处理，则反映着政治权力的
运作方式。而信息与政令的流向，实际上体现着时代的政治秩序与权力格局。 
    所谓“政绩考察”，从宋代的实际运作状况来看，既包括常规课绩，也包括督稽
与监察，二者各有侧重，却非判然两途。应该从课绩与监察制度的交汇、从其结合
层面进行研究；对于在案“政绩”的得来过程、“实绩”的可靠程度之类关键问
题，亦应予以关注，以期贴近宋代的历史现实。 
    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是历史的问题，也是当代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也是实践
问题。值得引起学界进一步的关注。 
 
    宋朝官员管理中的印纸批书 
    丁建军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宋朝政府对各级各类官员普遍颁发印纸，用丁记录其任职期间的功过，这项制度
性的措施在宋代实行时间长，使用范围广。 
    印纸批书的内容是了解官员治迹优劣，进而对官员进行奖惩、磨勘、注授差遣的
重要依据之一，也是获得各地各部门治理情况的一个信息米源，因此，政府对官员
的印纸批书有一个总的原则性要求，那就是必须真实。宋朝政府对各级各类官员的
印纸批书内容做了详细的规定，对官员印纸批书的“不圆”、“违限”和“违条
式”等，也做了明确的处罚规定，并往往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需要，对官员印纸批
书的内容进行调整，从而使印纸批书成为了皇帝和政府操控文武百官的一个重要手
段。对众多的官员来说，印纸批书的内容直接关系其仕途前程，他们往往“隐恶扬
善”。因此，围绕官员的印纸批书，宋朝官员和朝廷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隐恶扬
善”与“实事求是”的搏弈。 



    尽管宋朝政府对官员的印纸批书，从填写内容、填写时限、填写格式和填写者的
责任都做出了一系列详细的规定，印纸批书在官员奖惩黜陟方面也曾发挥了一定的
作用，但考察宋朝300余年官员管理的实际情况，印纸批书更多地表现为形式上的完
备和实际作刖的有限。 
    从制度层面看，印纸批书作用的削弱主要由于宋代官员选任管理制度中对资格和
年劳的注重胜过了循名责实——对此，邓小南先生在《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
中已有精到的论述。从执行层面看，则是由于封建官场的腐败，侵蚀着包括印纸批
忆书内的一切制度规定的实际作用。 
 
    北宋经略西北民族地区的思想及实践 
    李清凌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认为，北宋对待西北少数民族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重内轻外，疏于防备到
积极、严密地设防，再到武力进取，强化管理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产生的蕃官
制，上承前代汉官、羁縻制，下开元、明、清土司制度的先河，是北宋民族管理思
想中最具创意的一个亮点。 
    文章分三部分进行论述：一、从重内轻外到积极防御的思想；二、控蕃御夏和开
边拓地的思想；三、宋朝政府对西北部族的管理。结论认为：军政合一制、世袭
制、受制和官级低于汉官制，是宋朝蕃官制和宋政府管理西北少数民族的几个显著
特点。宋朝对西北辖区少数民族实施的蕃官制度是宋朝官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宋朝政府通过这套制度实现了对西北各民族的有效统辖和利用，维护了西北的政治
秩序。蕃官在政府官僚系统中受制和低于汉官；可在部族内部却是集军、政、族权
于一身，俨然一个王国的首领。这套不同于汉唐民族管理体制和宋朝南方地区制度
的做法，是“因俗而治”传统观念在宋代西北地区的具体表现，也是元、明、清西
北土司制度的滥觞。 
 
    宋代“干证人”的法制境遇 
    郭东旭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宋代“干证人”名称与唐之前“证人”之名的内涵有所不同。唐之前的“证人”
是指了解案情，能对案件提供言词证据的人，而宋代的“干证人”则是案件见证人
和干连人的合称，所以“干证人”比“证人”的内涵范围更广。 
    唐代为保证案件的顺利审判，唐律中对证人资格作了限制，对妄作伪证规定了处
罚标准，对“证人不足”案件规定了“赎刑”原则。而宋代“干证人”法，则在继
承唐代“干正人”法的同时，针对司法中出现的弊端，加强了保护“干证人”权益
的立法，使宋代“干证人”法亦发现出文明趋向。 
    在宋代的司法实践中，保护“干证人”法虽在不断完善，申严之诏屡有行下，但
仍低档不住司法专横的冲击，由于对“干证人”与罪犯“捕同捕也，系同系也，讯
同讯也”，致使违法泛滥追证，肆意淹留禁系“干证人”成为一个普遍的司法现
象。正是这种状况，给无辜的“干证人”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使无罪之人受到了不
应有的伤害。这对“干证人”来说，无疑是一场飞来的横祸，使其在被追被禁期间
的命运一直处于凄凉悲惨之中。宋代“干证人”的这种境遇，既是宋代权力蔑视权
利的反映，也是宋代司法腐败的一个突出表现。 

责任编辑: ecoadmin

政治下 » 

  --文章内容列表-- G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请点击注
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最新评论 (共有 1 条评论) 发表时间 作者 回复

文章内容 20070410 10:24 am xiaqigan 0 

更多评论...



Copyright © 2002 2003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phpArticle modified by tphs Version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