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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史学札记》这本文集，是自己自20世纪80年代调到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简称“北京市社科联
”)工作，直到退休至今写作的有关历史学方面的文章汇集。
所汇集的文章包括书刊公开发表的、内部刊物登载过的以及未曾发表的三方面的文章。
    自1979年调到北京市社科联工作，长期分管有关历史学专业方面的学会工作，先是在1980年恢复重
建了20世纪60年代吴晗时期的北京市历史学会，继而又筹备成立了北京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
，1981年，又协助北京市历史学会将该学会的北京史专业组改组成为北京史研究会。
长期历史学专业的工作和参与多方面史学领域的学术活动，开阔了视野。
因此文集的内容，涉及比较广泛。
    文集定名为《史学札记》，是为了把比较广泛的内容和不同类型的文章，便于归类，因而形成四个
部分。
第一、二部分“史海钩沉”分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两部分；第三部分‘‘古今北京”，内容是
有关北京历史方面的文章；第四部分“抚今追昔话圆明”，是由《人民日报》(海外版)约稿，为其撰
写的15篇连载文章，名为“抚今追昔话圆明”的专栏。
15篇文章在文集中只采用了几篇，又增加了几篇专栏以外的文章。
该部分文章串．联起来，可以成为圆明园兴衰的简史。
    由于史学领域内容广泛，因此文集所涉．及的题材、内容是方方面面的问题，成为这一文集的特点
。
    因为所写文章的时间不同，跨越二十余年，每篇文．章都有着不同的环境、条件及个人的思考，同
时也受到写作时空及客观条件的局限，有的文章不免带有时代性的标记。
在整理这些作品时，一般末作修改，除了个别错字，文章内容保持了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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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桑　移天缩地在君怀　人间天堂　圆明园遭劫焚　同治重修圆明园　兰亭与兰亭八柱　梅石碑与青
莲朵　圆明园怪石——青云片、搴芝、绘月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对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和整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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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就是所谓“南选”。
这种制度的实行，一方面可以选拔岭南各州的人才，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加强了以武则天为代表
的封建中央对南方权力的控制。
总之，在武则天时代，对科举制度的发展，实际是为了削弱长期存在的衰败的旧士族势力的“门荫”
制度，它对腐朽的官僚世袭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此后，在唐代一直坚持了这一制度。
第三，广泛地网罗人才。
在武则天时代，为了巩固她的统治基础，除了发展各种科举制，以选取更多的进士之外，同时更进一
步破格提拔选用新的人才。
在天授二年（691年），又设置“试官”。
当时派专人前往各道、州访求人才，不经考试，有的就授给侍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著作郎等“
美职”。
据说在武则天临朝称制的那一年，一天就选了一百三十多人，并给予拾遗、补阙等职。
所以当时流传的谚语说：“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脱校书郎。
”（张鹜《朝野佥载》卷一）由于朝廷的官吏编制有限，于是就把增加的名额作为“试官”。
武则天还在宫廷中召集了一大批文人学士，组织他们大量修书，先后“撰定《列女传》、《臣轨》、
《百行新诫》、《乐书》等，大氐千余篇”。
（《新唐书武后传》）并且进一步用这批人批改诏令，参决朝政，这样也把宰相的权力逐步掌握到她
自己的手里。
武则天这种滥置官员的办法，从积极方面看，扩大了她的统治基础，并也确实能够从中挑选出一些有
才之士。
而消极的方面，随着官吏的增多，则加重了国家财政上的负担。
第四，改编《姓氏录》。
唐太宗时，曾命高士廉等撰修《氏族志》，其目的是为了抑制和打击旧的门阀士族的势力，以巩固李
唐王朝的统治。
此后经过数十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到了武则天时代，新兴的地主阶级——庶族地主的力量有了很大
发展。
因此，他们进一步要求政治上的地位，要求打破旧的门阀制度。
在这种新的客观形势下，于是将原《氏族志》改编为《姓氏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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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承蒙同行执友——中国人民大学王汝丰教授、王道成教授，二位热情的支持。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志给予真诚的指导和纠正原稿中的疏误，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忱。
书中部分吸取了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恕不注明。
本书的缺点和不足，期待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还要提及大学同窗、我的夫人赵若麟，在一些文章的写作和文集整理过程中，一直得到她帮助
。
本书得到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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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学札记》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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