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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应当建立一支研究宋史的宏大队伍就我国目前对各个断代史的研究情况来说，辽宋金史的研究是
断代史研究中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
与日本的辽宋金史研究情况相较，我们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辽金史的研究方面，也得承认是落后一
些的。
现在只谈谈宋史的研究。
宋史研究在近代之所以不曾得到长足的发展，原因之一，应在于前代人没有给我们遗留下较多的研究
成果。
《宋史》一书在元代末年修成以后，明代即有很多学者对之很不满意，有的要重修而未果，例如汤显
祖、归有光等；有的则已经有了成书，例如王洙的《宋史质》、柯维骐的《宋史新编》、钱士升的《
南宋书》等。
但明代学风，驰骛于空疏议论者较多，而笃实缜密则非所趋重，故上举诸入，不论已有成书与否，其
着眼点之所在，都不外乎“史法”、“义例”、“文章”、“褒贬”等事，却不注意对元修《宋史》
史料的增补和失误的订正诸方面，对后来之研究宋史者实无多少助益可言。
清代的史学家们，包括乾嘉学派的人物在内，因大都没有机会看到《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
系年要录》等书，所以致力于宋代史事之研究而写成专书者，仅有清末陆心源的《宋史翼》诸书是颇
见功力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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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史十讲》为邓先生宋史论文的选集，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诸
方面，按专题课的形式编排。
 作者不仅对宋代重大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如赵匡胤、太宗即位之谜、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岳飞
、辛弃疾等进行了考查与评价，而且对北宋的开国和皇位继承、北宋的家法和政治改革运动、北宋的
募兵制度与当时积贫积弱和农业生产的关系、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南宋初年对金斗争中的问题
等作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作者不但从宏观上对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和文化政策的关系以及宋学予以论述，并对宋学和理学加以
辨析，纠正了自己以前的提法，而且对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周敦颐的师承与传授以及朱
熹和陈亮关于王霸义利的争论等具体问题详加阐释。
另外，作者还对北宋中叶一群失意官僚的聚会餐以及王安石与蔡京的饮食进行描述，再现了历史人物
的日常生活状态，也是宋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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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广铭（1907—1998），著名历史学家。
字恭三。
1907年出生于山东省临邑县。
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此后倾毕生精力从事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唐宋辽金史的教学与研究。
1945年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
1950年起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文革”后，出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
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等院校
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曾先后当选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
。
被学界誉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
其学术著述被汇集为十卷本《邓广铭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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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宋太祖夺后周的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却不料他的天下也被别人在孤儿寡妇的手中劫夺了去。
当宋太祖开国之后，曾用尽心计，立定了许多防微杜渐的政策，却也不料“季孙之祸，不在颛臾，而
在萧墙之内”。
劫夺的人非他，即太祖的介弟赵光义，庙号称为太宗者是。
我说太宗的继统是用劫夺的手段取得的，这不唯与历来谈这问题的人的意见相反，即现今也尚有许多
人对这问题仔细研究推考，所得出的结论，也和我在上边所说的大不相同。
我知道，在现今也还能够找到很多很多的史料，可以证明上边我那个说法是不对的。
把这许多史料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分作两类：第一类是可以证明宋太祖太宗之兄终弟及，乃是出于他
们的母亲杜太后的意思的；第二类，则可证明这传弟而不传子的主张，一切皆出于太祖本人。
所可惜的，是这两类材料多少总有些歧互难合之处，因而它们并不能并行不悖。
自然，人们还可以说，只须二者之中有一类是可以信靠的史料，岂不也就很够推翻上边的那项结论了
吗？
无奈，这两类史料又不是正相反背着的，因而，证明了此一类之为伪，仍不足表明另一类之必真。
我说的这两类史料，其中所举述的事由虽不相同，而其说明宋太宗之承统乃是受有遗命的，则并无二
致。
我以为，假如这两项遗命中之任何一项，不论是杜太后的或宋太祖的，在当时确实是太宗承统的依据
，则在他继承帝位之初，必即应昭告天下，俾众周知。
若然，则在所公布的一项材料之外，便绝无另行制造一种理由或藉口的需要，且亦根本无此可能。
然而，当太宗即位之初，想来必正是群情危疑，众口悠悠之际，他却实在并没有宣告任何一项遗命以
杜众口而塞疑窦。
是则太后或太祖之果曾有遗命与否，大可怀疑，因而在这两项史料当中，是否果有可以凭信的一种，
也自然难以遽定了。
这两类史料出现的时间而论，大都是在太祖去世之后不久，便陆陆续续地相继问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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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邓广铭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被学界誉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
本书为邓先生宋史论文的选集，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诸方面，以专题
课的形式编排。
我们除作更正讹误、统一体例、核对引文等必要的编辑工作外，其他则一仍其旧，保持作品原貌。
需要说明的是，为方便读者了解邓先生的治学方法与学术历程，特把《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为本书的代前言，并把作者为《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写的“自传”附在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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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宋史十讲》的代前言《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和所附《自传》，为读者了解邓先生的治学
方法与学术历程提供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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