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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竹淇（1906.1～1967.5）　字砺生，湖南衡东县珍珠乡小江人。毕业于南岳岳云中学，考入北京师范
大学历史系，之后留校任教。抗战爆发后，任西北联大（北师大同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等校组成，
校址在陕西城固）讲师。3年后南下，任湖南大学副教授，后升教授。1953年10月，调入广州中山大学
，任历史系教授。知识渊博，精通文史，主要讲授《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历年培养
出的研究生数以百计。教学之余，呕心沥血从事著作，为现实服务。著有《岳飞抗金史略》、《两宋
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等1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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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扎实的工作在政治潮汐退去后还依然有其价值
2、李纲大爷你害死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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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诚如某豆友所言：扎实的工作在政治潮汐退去后还依然有其价值。——作为史料汇编，书中对“
农民战争”的定义毫无疑问是过宽了，显然是当时潮流影响所致；但作者史料搜集整理的基本功扎实
，编次也见水平。以高宗朝为例，不仅会编、要录和宋史中的列传本纪都搜罗到了，各类文集、笔记
里的资料也很全，甚至地方志和宋元话本相关段落也没放过。虽然还是有一些缺漏（比如建炎三年漏
记了罗成举事、海寇朱明的作乱时间算得不对等等）和瑕疵（有些时间考证不够精确，再吐槽一遍李
纲大爷你坑死我了。。。），但整体上还是非常好用的材料手册，搭配阎邦本《宋代农民起义的高涨
》一文，高宗朝的民变兵变相关记载就差不多算找全了。然后相比之下同样是早年的老人老文，关履
权老师那篇《论两宋农民战争》就显得坑点儿了：不仅统计不够完整（主要是也没说清楚统计标准）
还错了好几处，比如何白旗就从绍兴二十年一下给支到绍兴十二年了，显然是看错了数。。。幸亏没
直接照着做图Orz另外既是应时之作，在时易世变之后再看，也难免会有些材料之外的感触——感觉
在当下的宋史学界，拿高宗朝作翻案文章也算是潮流之一了。试图往时髦课题上贴的种种“合理化”
解读之下，绍兴十二年宋金和议后屡屡发生的民变，似乎已是没人愿意再去碰的老黄历。就像秦桧专
政期间屡屡兴起的文字狱和长长的知识分子死亡名单，并不妨碍诸多高人继续分析收兵权与和议的合
理性、甚至不惮于直接拿来装“军队国家化”和”反民粹主义“的新酒一样。所以潮汐从未消退，也
不可能消退，只是换了一波潮头而已。实际上我自己也在被这潮流影响，否则不会在看到刘光世杀良
冒功二十万（数字可能有夸张，姑从要录等书）、老韩平范汝为也差点要屠城幸亏有李纲拉住的记载
时，不停的嘀咕这么个世道干嘛要冻杀不拆屋扼杀不掳掠？干嘛要住完了民宿不光收拾铺盖还要打水
扫地？须知在天朝最大的生存奥义之一，就是“差不多得了”啊~总之我以前倒还能想明白这个问题
，现在却觉得怎么也想不明白了。不过想到这种“不明白”大约可以证实自己还是个聪明的现代人，
还没有完全读书读傻掉，又感到了一点可笑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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