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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刘浦江 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2＋2＋4＋400
页，80万字定价58.00元                    前言 在中国古代史中，辽

金史是一个相对比较“单薄”的断代史，不论是就史料数量而言还是就研究状况而言。尽管如

此，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毕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学术资源，而今当

我们回眸百年学术史时，这册《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就是最好的见证。 近三十多年来，

有不少学者曾编辑整理过辽金史论著目录。迄今为止，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各种形式的此类目录不

下二十种，其中最早的是由日本学者岛田正郎编纂的《日本辽史学论著目录》（见台北《大陆杂

志》34卷第5期，1967年3月15日），该目录只收录用日文发表的辽史论著，时间截止于1964年
12月。最早的中文论著目录是台湾学者高志彬、赵振绩编辑的《辽史论文目录索引》，1970年
刊布于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史学通讯》第6期。80年代中期宋德金所编《辽金史论文资料索引

（1949-1982）》（见《辽金史论文集》附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是大陆学者编辑

的第一种辽金史论著目录。1991年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丛禹所编《辽金史研究论著索

引》一书，收录的时间范围为1900年至1990年，共计收入3349条，是迄今为止同类目录中收录

数量最多的一种。 自1992年明确自己的学术方向之后，我就开始着手搜集辽金史论著目录。自

认不是一个以灵性见长的学者，所以只好在穷尽史料和研究文献方面下点儿笨功夫。那时还没有

电脑，先后抄了千余张卡片，94年以后才将这些卡片录入电脑。此后陆续补充，渐成规模。老实

说，当初编这份目录，只图方便自己检索，原本没有公诸于众的打算。直至近年，不期然木已成

舟，于是试图整理出版。这是一桩相当繁难的事情。我的目录初稿因系多年积累而成，来源非常

复杂，问题自然很多。自去年以来，主要做了两件工作，一是补遗，二是正误。最有效的办法莫

过于核对原刊，我逐期查阅了50余种中文期刊及7种日文期刊，这些刊物所发表的辽金史论文大

约要占到本书全部条目的三分之二以上。 在此书整理出版的过程中，康鹏同学协助我做了许多

具体工作。日本冈山就实女子大学李开元教授、河南大学刘坤太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

所周峰先生、北京大学党宝海博士以及王超同学也先后提供过不少帮助。本书之得以问世，有赖

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张希清教授、李孝聪教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姜锡东教授，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包伟民教授，以及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浩教授的大力支持。上海

辞书出版社社长李伟国先生，史地编辑室许仲毅先生、余岚女士以及责任编辑王继红女士，为本

书的顺利出版尽心尽力。借此机会，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

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共同推出

的“二十世纪宋辽金西夏史研究论著目录”的第一种，同时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项目“十至十三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科研成果之一。本书的编纂和出版得到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项目基金、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项目基金和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学术基金的资助，

同时还得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CCK国际学术基金的资助，特此一并致谢。                       

编者                       2003年3月                     

编例 1） 本书尽可能完整地著录20世纪辽金史领域的所有中外文论著，时间下限迄于2000年
底，但其上限并不限于1900年，20世纪以前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亦一并收入。共计著录辽金史

论著9216条，其中辽史部分4721条，金史部分4495条。 2）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辽

史，下编为金史。其分类之详略，主要取决于条目数量的多少。 3） 本书著录的辽金史论著，

计有汉、日、俄、朝、蒙（包括国内出版物使用的蒙文和国外通行的新蒙文）、英、法、德等八

种文本，考虑到排版的困难，外文论著目录均译为中文。 4） 若有重复发表的情况，其所有出

处均予以登录；但发表之后再收入各种文集者不在此例，只著录其原始出处。 5） 为方便读者

查阅，凡兼及辽金两朝的研究论著，原则上分别收入上编和下编的相关门类；但考古文物资料及

学术动态之类的文章，则酌情收入上编或下编，不再重出。 6） 著录项目包括序号、篇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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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出处四栏。每条目录均按顺序分别编号，上、下编自为起迄，上编序号前加A，下编序号前

加B，以资区别。 7） 本书著录篇目，尽可能核对原书原刊。如篇名、作者等项内容，原书刊目

录与正文不符时，一般以正文为准。 8） 凡作者为两人者全录，三人以上者只录第一人，作

“×××等“。 9） 按照国内学术界的惯例，考古发掘报告发表时多署单位名称，而在文末注明

执笔者。为了反映实际情况，本书一般署执笔者姓名。在执笔者不详的情况下，署名仍旧。 

10） 中文论著部分所收录的译文，作者姓名之前均标明其国籍；外文论著部分因按语种编排，

一般不再标注作者国籍。 11） 外文论著部分，西方学者凡有中文姓名者，尽量取其中文姓名。

但中文论著部分的翻译作品，其作者之译名则据原书刊照录。 12） 日文论著部分，书刊名称等

或有涉及“满洲“者，系指由日本关东军扶植建立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为保持文献资料的原

貌，本书均一仍其旧。 13） 出处一项中，如有同名书刊，则于书刊名称之后标注出版地。如：

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甘肃）；东方学报（东京）、东方学报（京都）。 14） 书后附

录《作者索引》，系按作者姓氏笔画排列，在每位作者姓名之后列出其所有论著的序号，以便检

索。   15） 作者用笔名、别号、简称者，以及外国作者译名不统一者，本书均按发表时所署

姓名照录，而在《作者索引》中互相参见。如：贾敬颜（参见伯 颜）、伯 颜（即贾敬颜）；邓

广铭（参见邝又铭、宗 牧）、邝又铭（即邓广铭）、宗 牧（即邓广铭）；傅海波（参见福赫

伯）、福赫伯（即傅海波）。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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