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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制度的建立与博士生导师的分布

中国现代学位制度始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

中期，宋史方向的研究生培养大致稍晚于这一时

期。从 40 年代开始至“文化大革命”之前，已故和

健在的老一代宋史前辈多有硕士研究生学习的

经历。
中国的博士学位制度则是在 1980 年以后建

立的。1981 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广铭先生获

得第一批博士生导师资格，其后，1984 年，河北

大学漆侠先生，四川大学吴天墀先生，1986 年，

云南大学李埏先生、杭州大学徐规先生等也先后

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中国宋史方向的博士研

究生培养由此展开。
1994 年，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的审批

权由国务院下放到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和科

研单位，这使得博士生导师人数遽增。
此前，国务院审批的博士生导师共有五批。

这五批当中，宋史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只有 7 人，

而从 1995 年至 2008 年 13 年当中，据不完全统

计，博士生导师人数达到 52 人①,分布在 21 个

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占 2007 年教育部公布的

全国 33 个中国古代史博士点的 2/3。

2.博士学位论文与青年学者的宋史研究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博士研究生的培

养有了较大发展，博士学位论文已成为衡量和检

视宋史方向青年学者论著水平的主要标识。尽管

其中也不乏有高水准的硕士学位论文，特别是在

90 年代以前有较多优秀的硕士学位论文②。从数

量上看，到 2008 年，据初步统计，自建立博士学

位制度以来，宋史方向博士学论文约计 173 篇，

其中 80 年代 9 篇，90 年代 38 篇，2000 年以来

126 篇。再从质量上看，从 2000 年起，宋史学界

开展的代表最高水平的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的

评审，已可看出博士学位论文在现今中青年学者

论著中的地位之一斑。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成立

于 1999 年，用于奖励海内外中青年学者（50 岁

近 三 十 年 来 国 内 宋 史 研 究 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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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中国期刊网以及部分高校宋史方

向博士点的同仁提供。感谢北京大学邓小南、浙江大学包

伟民、四川大学刘复生、上海师范大学戴建国、云南大学

吴晓亮、暨南大学范立舟、河北大学王茂华诸位先生提供

相关信息。
① 这里的统计只限于参加中国宋史研究会的学者。
② 如葛金芳《唐宋之际的经济演进与社会变迁》（《宋辽夏

金经济研析》）1981 年；魏天安《宋代行会制度概论》（《宋

代行会制度史》）1981 年；张其凡《论赵普》（《赵普评传》）
1981 年；邓小南《北宋的考课与循资———宋代磨勘制度

研究之一》（《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1985 年；虞云

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1988 年；杨果《宋代翰林学士考

述》1985 年（《中国翰林制度研究》）；王善军《宋代宗族和

宗族制度研究》1992 年。都是优秀的硕士论文。括号中书

名系作者经修改后出版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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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包括大学本科生及研究生）所撰写的辽宋

夏金史研究领域的优秀学术著作及论文。迄今

已进行五届评审，共评出获奖论著 22 部（篇）①，

其中博士学位论文修改稿计 17 部 （篇），约占

4/5。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 2008 年 6 月底，从

1986 年起迄今共有 173 篇宋史方向博士学位论

文获得答辩通过。按照传统的学科领域分类，制

作下表，大致可以看出近三十年来宋史方向博士

学位论文的选题取向。
从下表可以看出近三十年宋史方向博士学

位论文选题取向有三个特点。一、1995 年以前选

题基本限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其中又以

经济史为重；1997 年以后，社会史受到关注，成

为新的选题取向。二、制度史一直受到较大的关

注，但这里的制度史主要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典章

制度，而用现代制度史理论者虽然也有但并不多

见。且在整体研究中所占比重从 1995 年以后呈

下降趋势。
三、法律史的课题直到近五年才受到关注，

而民族、人物方面的选题更是少之又少。可见，这

些领域未能引起青年学子的注意。
这三个特点是一个大概的情况，为了更全面

地了解近三十年宋史方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取

向，还须再作细致的分析。先看经济史。
经济史 55 篇，其中涉及商业（包括城市、货

币、外贸、市场、信用、消费方面等）约 20 篇；财政

（包括管理、专卖、新法、理财、分配思想等）9 篇；

地域或区域经济 6 篇；社会阶层及人口 5 篇；交

通管理 2 篇；手工业 2 篇；土地制度 2 篇；其他还

有军事后勤物质保障、西夏经济、农业管理、叶适

经济思想、旅游经济、畜牧业、荆江河道变迁、黄
河治理、城池建设等计 9 篇。显然，商业、财政问

题受到较大关注，而农业、手工业，特别是土地制

度、地租形态、社会阶级、经济关系等传统性的经

济史问题受到冷遇。
政治史 46 篇，职官制度（任官、台谏、胥吏、

武选官、枢密院、转运使、提点刑狱司、制置使、服
饰制度、外交制度、通进银台封驳司、贬降官、荫
补制度）16 篇；军政（包含括收兵权、厢军、边防）

① 一等奖 3 部，二等奖 7 部（篇）、三等奖 5 部、优秀奖 7 部

（篇）。其中只有 1 部署于辽宋西夏金史专业。
② 这里的统计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制度史

研究，是从当年各选题中选出，只作分析依据，并不单作

统计数据。
③ 本年度的数据是不完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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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篇；官员群体（武将、宰相、谪宦、进士）7 篇；政

治文化（士人交游、科举理学化、官民沟通、占星

历法、君主信息渠道）5 篇；行政两篇；此外还有

党争、士风、党禁、官员惩治、皇城宫苑、国家安

全、吴越国史、荆南国史、仁宗政治等 9 篇。政治

史的选题特点是以职官制度、军政为大宗，但进

入 21 世纪后，政治文化受到较多关注。
文化史 35 篇，新儒学 （包括理学和新学）9

篇；宗教 6 篇；文化典籍研究 5 篇；新儒学学术史

4 篇；史学 3 篇；此外文化史总论、文化重心、学
校教育、禁书、年谱、书法教育、科技思想等 8 篇。
新儒学学派的发展及影响是文化史关注的，其中

北宋王安石和南宋朱熹是热点中的重点。
社会史 19 篇，基层社会组织与阶层 6 篇；家

族、宗室 5 篇；巫文化 2 篇；女性婚姻 2 篇；此外

社会救济、忠节观、茶、诗歌与社会等 4 篇。社会

史的研究起步较晚，从现有的论文选题来看，主

要集中在基层社会、家族和民间信仰三个方面。
总的来说，虽然范围广泛、题材多样是论文

选题的主要特征，但还存在极不平衡的现象，如

宋代法律、民族、政治人物、地理、科技、性别、军
事等方面的选题留有很大的缺口，今后应当向这

些选题薄弱领域拓展、开掘。

1.选题与近三十年国内宋史研究之关系

首先，论文选题反映了宋史研究热点和重点

问题的转移。在改革开放头十年（1978—1988
年）王安石变法、土地制度、宋江及农民起义、宋
与辽夏金蒙古的政治斗争，曾是宋史学界讨论的

热点或重点问题。但其后二三年这些讨论已出现

转冷的趋势。而近三十年博士论文选题几乎很少

涉猎这类问题，这与博士论文开始选题正与转冷

趋势在时序上相一致有密切关系。其后，区域经

济史、行业部门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逐步进入

宋史研究领域，因而与此相关的选题便像雨后春

笋一样，受到青年博士们的青睐。
其次，论文选题反映了近三十年宋史研究的

基本特点。近三十年宋史研究取得成绩显著的领

域，笔者以为有两方面比较突出：一是研究领域

不断有新的开拓；二是对典章制度的梳理。国内

宋史研究在 1980 年以前，落后于其他断代史研

究，其主要表现就是不能正确清晰地解释和了解

宋代的典章制度，以致受到许多史学前辈的批评

和不齿。近三十年这种状况已有了很大改变。论

文选题始终关注制度史研究，应当说是宋史研究

大背景之使然。
第三，论文选题反映了宋代历史的特征。在

中国历史上，宋朝不武常为后世叹惋，但宋朝的

经济和文教取得了很高的发展水平，受到中外史

家的较为一致的肯定。近三十年宋代经济史是宋

史研究中取得较大成绩的又一领域，不过，宋代

经济史在近三十年发生了由政治经济学设定的

经济史范畴逐步向带有市场特征，以及西方新经

济理论设定的经济史范畴的转型。论文选题取向

反映了宋代历史特征和研究方法变化的趋势。
新儒学的发展演变无疑是宋代取得巨大发

展成就的文化当中最为闪光的亮点，论文选题在

文教方面特别关注新儒学自然与此密不可分，而

王安石、朱熹备受选题青睐，也是与他们在北宋

和南宋新儒学所居代表性地位分不开。
论文选题避开学界已取得较深入研究的问

题，是近三十年选题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有

两种情况，一是对已深入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的

课题，比如职官制度前有邓广铭的职官考证，后

有龚延明、朱瑞熙的扛鼎之作，所以相对来说这

方面的选题就比较少，而大多数制度的研究是在

经济、财政、文教及其管理等层面；二是用新方法

另辟蹊径，与传统的方法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在

经济史当中最为明显。
2.指导教师学术专长、兴趣与论文选题的关

系

由于学生选择报考时对导师的选择、国家对

博士生完成学位论文的要求、指导教师对论文选

题的认可与否等因素，教师学术兴趣和关注点都

对论文选题有很大影响。一般地说，指导教师希

望学生选择与自己熟悉或较为熟悉的学术领域

和课题选作论文的题目。这有利于教学相长和便

于指导。教师学术兴趣对论文选题影响较大的又

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指导教师本身已建构

了一定的学术体系，或者说具有学派性质，如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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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李埏先生在经济史研究上自成一家，因而他

们分别在河北大学、云南大学建立起以宋代经济

史研究为特色的研究机构和群体，两位先生在培

养博士生时，都很注意引导选作经济史方面的论

题。另一种情况是指导教师有意开拓某一方面

的研究领域，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建立新的学科

方向，如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近年从政治文化的

角度，提倡活的政治制度史研究，她指导的学生

论文选题多与此相关。
3.海外史学研究取向对论文选题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证性研究占据主导地位

的同时，西方历史学的研究取向也在不同程度地

影响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内地的宋史研究。
虽然国内宋史研究者并没有自觉和刻意追随西

方历史学研究取向的转移，但是在某些方面确实

有某种程度上的契合，比如：20 世纪 80 年代中

后期悄然兴起的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研究，日益

受到中青年学者的关注而成为典章制度史之外

的又一研究热点或增长点，而且问题研究微观细

化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发展，域外新的学术视角渐次被引入国内，诸如

环境史、区域史等。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提高，以

及网络信息的高速发展，观察社会问题的角度也

日益繁复开阔。与之相应，研究倾向更趋多样化，

士人阶层、家族宗法、性别观念、民间信仰、社会

生活、基层社会、地域文化、宋学诸学派等课题，

纷纷进入论文选题者的视野。而旅游经济、国家

安全问题、信息渠道、惩治腐败等，都是新形势下

产生的社会问题，也被引入历史的考察。

20 世纪初以来的学科划分是从西方传入的

治学方法。这里所讲宋史专业之外的诸学科论文

选题，系诸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中对宋代社会历

史文化的研究。亦即历史学所研究的政治、经济、
军事、法制、哲学、思想、文学、教育、宗教和在政

治学中的宋代政治、经济学中的宋代经济、军事

史中的宋代军事、法学中的宋代法制等。目前笔

者所见宋史专业之外诸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的有

关宋代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主要是近十年的数

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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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缺少高校相关专业博士点的资料，故只能依据 1999 年

才有统计数据的中国期刊网。

上表统计表明，从 1999 年至 2007 年，总计

约 73 篇。其中宋代文学篇数最多，其次是哲学、
经学、文化、艺术、宗教、法律，其他是包括一些单

篇组成的论文。若再细分则更能看出非宋史专

业论文选题的取向：哲学、经学（包括春秋学、诗
经学、中庸、理学等）12 篇；诗人及流派 11 篇；文

化与文学的关系 7 篇；宗教 （包括民间信仰）6
篇；音乐 5 篇；宋诗分类 3 篇；馆阁与文学两篇；

法律（女性、涉外）两篇；其他还有女性文学、民间

巫术、关羽崇拜、笔记、画院、中医、营造技术、文
献整理、墓葬服饰、士风与文学、文言小说、女真

语、傀儡戏、杂史、法帖等 17 篇；此外涉及宋代制

度等方面（制置使、土地制度、田税制度、地方行

政制度、文化地理、辽夏关系）8 篇。
从以上的统计与宋史专业论文选题比较，可

以看出有三点不同。一、宋史专业论文限于现代

学科的分类，基本不涉及宋代文学的选题，尤其

是文学审美和批评的选题。对美术、音乐学科的

选题也是如此。因而非宋史专业的论文在这些方

面对宋史专业有很大的补充。二、非宋史专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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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宋史专业之外诸学科论文的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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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人从 1995 年起开始担任各高校宋史方向博士学位论

文的评阅人或匿名评阅人，并主持《宋史研究通讯》博士

学位论文摘要栏目，从 2000 年起参与邓广铭学术奖励基

金的评奖活动，迄今为止，至少阅读过现今已统计宋史方

向博士学论文 170 余篇中的 3/ 5 以上。所以对宋史方向

博士学位论文大致有一个总体印象，有一些看法，但不一

定成熟，敬请批评。

文虽较关注宋代文化的发展，但大都是从文化的

角度审视文学生长的背景和环境，或是为宋代文

学在宋代文化发展中定位。非宋史专业选取有关

理学方面的论题比宋史专业的论文选题范围广，

宋史专业论文选题侧重理学学派发展过程，和理

学人物所起的作用，而非宋史专业则对儒家经典

在宋代的发展给以较多的关注，特别是儒家经典

对宋代文学思想、文学审美价值形成的影响。注

重从思想到思想的内在理路。三、非宋史专业的

部分论文选题与宋史专业相仿，如涉及宋代的制

度等，但这些论题大致是由从事唐史、元史、历史

地理、民族史专业的教师指导，因而选题不出史

学的范围，但亦有较细微的差别，即非宋史专业

的论文是以唐代历史、历史地理、民族史等专业

为立脚点，来观察、研讨宋代历史问题。

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学位制度的发展和完

善，宋史方向博士学位的培养工作也已从无到有

渐趋形成规模。从论文选题这一侧面可以看出，

宋史研究取得可喜的进步，研究领域不断扩大，

问题讨论日趋细致深化，而非宋史专业从不同的

专业视角对宋代文化、思想、艺术、哲学等的研

究，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宋史专业研究之不足，

使得宋代历史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后继有人的

大好局面。
当然这只是从论文选题表现出来的一种繁

荣景象，但如果把论文选题与论文写作联系起来

考察，实际上还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隐患和不足。
其中有四点尤应引起重视。

第一，理论的缺失。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唯

物史观的误解。20 世纪后二十年，宋史研究取得

长足进步，这既与现存的宋代资料得到充分利用

和挖掘分不开，同时也与唯物史观的推动密不可

分。但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有一种

片面的把阶级斗争学说等同于唯物史观的倾

向。这种倾向对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影响甚

大，论文的撰著者在回避使用阶级分析方法的

同时，不仅选题极少涉猎过去运用唯物史观带

动起来的诸多历史问题的讨论，而且普遍弱化

理论的学习。而且由于理论的缺失，其史学的批

判精神较前辈学者有明显的退步。具体表现就

是，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历史叙述的主

体要由统治阶级改到普遍的民众社会”发展方向

相反，历史叙述的主题又由普遍的民众社会重新

返回到精英、贵族的历史。
二是缺乏解读资料的新方法。20 世纪二三

十年代学界就提出有无发现新材料和使用新方

法是观察史学进步的重要标示的观点。宋代文献

资料较之汉唐有了很大的增加，但 20 世纪几大

新材料的发现：殷墟甲骨、流沙坠简、敦煌遗书、
黑水城文献、内阁大库书籍档案等，都与宋代关

系不大，因而使用新方法对于宋史研究就显得很

重要和具有特殊的意义。20 世纪对已存材料解

读的“新”方法影响最为卓著的，当属唯物史观和

日本学者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到 20 世纪末叶两

种新方法均遇到如何再发展的问题，前者如上面

提及的，唯物史观被片面地等同于阶级斗争学说

而遭遇许多学者的有意回避，唐宋变革论经过国

际宋史学界几代人的耕耘，大都有了定论，再发

展的空间余地不大。这种大背景也深刻反映在博

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撰写上。虽然部分青年学子

尝试改变这种现状，试图用新方法、新视角来撰

写博士学位论文，他们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很

感兴趣，并以此作为建构及解释历史发展的因

素。如用欧美社会学中的精英理论解释宋代的士

人社会，就是一个显例。至于是否适合宋代社会

历史的实际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在相当多

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中，由于理论的缺失，平铺直

叙，就事论事的文风很盛行。因而加强理论方法

的创新和探索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众所周

知，研究历史不仅仅只是记述或叙述历史，而更

加重要的是解释历史，我们之所以从 20 世纪以

来，在国际汉学界宋史研究交流的平台上能够主

导潮流、影响研究取向的方面尚相当有限，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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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论文选题相关的几点思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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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即在于我们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尚不足以让

我们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因此随着时代、社会的

进步，人们的视野必将会有全新的变化，促使人

们考虑新的研究领域，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关注

现实、关注时代变化、关注新的思想生成，努力探

索引领史学发展或新的解释历史的思想和方法，

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第二，现代信息数据技术的高度发展，为年

轻学者，甚至为非历史专业初入宋史方向的博士

生，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大量论文所需资料成为

可能，那种以掌握史料多寡作为衡量史家能力高

低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这大致也是现今博士学

位论文在短短三年间字数动辄逾数十万言的主

要原因。但是由于相当多的青年学生过分依赖数

据库，而缺乏对基本史料的阅读理解，缺乏对宋

代历史发展的总体把握，论文叙述很难把握问题

本质与现象之间的联系，丰富的历史内容失去了

多彩的颜色，变得单调而孤立。只见树木，不见森

林的现象颇为严重。
第三，科学规范化应继续努力改进，虽然现

今的博士学位论文都要求有必要的学术史回顾，

可以说绝大多数论文都能巨细无遗的搜罗相关

信息，这无疑是进行科学规范训练的一大进步，

但是只做到此，那还是不够的，因为科学规范不

仅仅是在论文前面开列以往的研究成果，更重要

的是要说明你的论文在哪些方面继承和引用了

前人的研究，你的研究在哪些方面是在前人已有

基础上向前推进的，这方面的训练今后也需要加

强。
第四，博士生导师的素质堪忧。新中国成立

以来为宋史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老一辈研究者，

绝大多数已谢世。现今宋史研究的中坚力量是一

批毕业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年龄在 40~50 多岁

之间，他们大都是从“文革”动乱后积攒十年的人

才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有比较丰富的社会阅

历，又逢 80 年代注重人文学科研究的淳朴环境，

因而有志于献身学术研究。这是这一代人的优

势，不足处主要是所受教育因学科分类越来越

细，因而知识面较窄。众所周知，历史学是我国传

统的卓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一门学问，然而由于

它的研究难度较大，培养一个合格的研究人才极

为不易。就中国古代史而言，要想做一个合格的

研究人员不仅要求具备一般的历史学素养，而且

还要求有小学、经学、文学、佛学、音韵学、目录

学、版本学等专门知识，显然这一代学者都还不

具备这种贯通的学术素养，这实际上就是这一代

不如老师辈的主要地方。毋庸讳言，1995 年国务

院下放博士生导师遴选权以后，博士生导师队伍

的整体水平呈下降趋势。更令人堪忧的是，随着

各地高校博士生导师遴选制度日趋行政化、教条

化，使得许多导师自身没有较高的论文写作能力

和素养，却要指导博士生撰写学位论文，因而博

士学位论文泥沙俱下的现象日益严重。而且在这

种大背景下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博士，正在陆续走

上博士生导师岗位，成为再下一代宋史方向学人

的领路人，这不能不令人对未来的宋史方向乃至

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一种忧虑。

【作者简介】李华瑞，男，1958 年生，首都师范大

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西夏史中国

古代经济史。

【责任编辑：侯林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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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苑撷英·

清代宗族祖坟述略

清代宗族的祖坟，被视为安放祖宗体魄之所，地位崇高；虽为民间之事，没有像皇家山陵那样的体制，然也

多所规范，墓穴空间布局，在理想的条件下遵行昭穆制、房支葬区制和坟丁护坟制。宗族视维护祖坟为重大事

务和重要活动内容，成为宗族建设的重要环节，培土护林，竖立碑石，绘制坟图，载入族谱，反对盗卖坟山田地

林木，不惜破财打官司，感念祖宗功德遗泽，设置祀田，进行持久不懈的墓祭。祖坟的存在令族人由观念上的祖

宗认同，进到组织上的建立清明会之类的团体，令族姓的天然血缘事物变成为宗族社会群体，成为宗族的一种

载体，与祠堂、祀产、族谱共同构成宗族实体元素；祖茔还能为宗族编纂族谱提供实物史料。北方宗族不被学者

看重，若给祖坟以应有的地位，以之为视角观察宗族史，可知它是北方宗族存在和活动的特点。
（摘自《安徽史学》2009 年第 1 期 作者 冯尔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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