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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个人的一部中国古史研究论文集。
从内容看，虽然大部分是宋代的，只有少量涉及前朝后代；但个人近年努力于贯通中国古今，故其中
的不少论述，并非仅适用于宋史。
点滴者，在知识海洋中个人学术成果微小之谓也，与另三部《锱铢编》、《涓埃编》、《丝毫编》为
姐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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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曾瑜，汉族，1939年生，上海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等。
著有《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荒淫无道宋高宗》、《宋朝兵制
初探》、《金朝军制》、《宋朝阶级结构》、《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辽宋西夏金社
会生活史》（此书与他人合撰）等专著，历史系列小说《靖康奇耻》、《河洛悲歌》、《大江风云》
、《转战湖汉》、《扬威南北》、《关山怅望》、《忠贯天日》等七部，论文和译文二百余篇，另发
表论文选集《凝意斋集》，论文集《锱铢编》、《涓埃编》、《丝毫编》。
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辽宋西夏金部分和《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的编写。
近年来开始发表若干杂文，如《腐败就是今天的国耻、党耻》（《北京观察》1998年试刊第3期）、《
巴黎公社原则和苏维埃政权的灭亡》（《北京观察》2000年第3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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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对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一些思考二 中国古代卖官鬻爵的教训三 秦汉至隋唐五代卖官述略四 宋朝卖
官述略五 辽金元卖官述略六 忧国忧民启深思——读《中国反贪史》有感七 也谈劝戒贪赃的《戒石铭
》八 “清官”考辨九 正确评价宋朝的历史地位一〇 宋朝宣抚使等的属官体制一一 辽宋金之节度使一
二 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一三 完颜亮用人的某些特点一四 金熙宗“颁行官制”考辨一五 关于金
朝翰林待制以下带“同知制诰”衔的考辨一六 辽宋西夏金的避讳、称谓和排行一七 辽南京城考辨两
则一八 宋朝的文武区分和文臣统兵一九 辽宋金代的孢和孢兵二〇 中国古代的砲——人力抛石机二一 
中国古代的战场指挥信号——兼说号炮的来历二二 试论辽朝军队的征集和编组系统二三《宋史·兵志
》一段文字的考释二四 南宋后期扬州屯驻大兵番号和今存南宋扬州城砖文考释二五 也谈扬州城砖中
的南宋军番号二六 山西沁县城内关帝庙宋碑中有关军制的考释二七 也谈河北境内的辽宋时代古地道
——兼说杨延昭抗辽二八 韩世忠大仪镇之战述评二九 南宋对金第二次战争的重要战役述评三〇 世界
上首次使用火药兵器的海战三一 胶西海战地名考证三二 南宋亡国的压山海战述评三三 中国古代文化
专制主义批判三四 读《海客述奇》谈科学精神三五 书同文和标准话三六 孟子在宋代亚圣地位之确立
及其影响三七 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三八 关于刘恕参加《通鉴》编修的补充说明三九 上
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历代名臣奏议》序言四〇 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三国演义》四一 用现代史学
眼光审读《水浒传》四二 开拓宋代史料的视野与《三言》、《二拍》四三 司马迁笔下的刘邦——流
氓无赖四四 从《汉武大帝》谈古代若干名物及其变化四五 从《汉武大帝》谈古代席地而坐等礼俗四
六 袜的故事四七 金鱼的故事四八 辽、宋、金三史校读札记四九 《宋史》与《金史》杂考五〇 《宋史
·张所传》校注五一 《宋史·职官志》考订札记五二 《宋会要·礼》校勘札记五三 就整理和校点《
皇朝中兴纪事本末》致辛更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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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几天前，我给张政烺师的夫人傅学苓先生通电话，随便说到我准备写此文。
出乎我意料者，是傅先生表示强烈的赞成，赞成我宣传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并且告诉我，说
张先生在生前对马克思主义的研读非常认真和用功，以至他所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单行本，封面都
无例外地磨损。
这也可纠正人们对张先生的一些误解，似乎张先生是只重考据之学。
当然，众所周知，张先生是很不赞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作教条式的照搬。
已故的前辈史学家，如胡如雷先生、漆侠先生等，都对马克思主义下过很深的研读功夫。
比我年长十岁的汉唐史专家张泽咸先生，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相当精熟。
我自问对马克思主义的研读功夫下得不深。
我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从未有过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奢望。
但是，我们这些人又多少掌握了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面对着如今普遍存在的指鹿为马的现象，又不
免有所议论和感慨。
就内心而论，我是敬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他们无疑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学者，而恩格斯的知识面还更
为广阔，他们有着为广大劳苦大众谋解放的博大胸怀，甘愿主动抛弃了本可享受的剥削阶级上等人的
生活，所以才能创立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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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点滴编》：宋史研究丛书（第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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