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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史论》

内容概要

《渤海史论》包括渤海国史研究现状与认识、渤海国的建立、渤海国的巩固与发展、渤海国的强盛时
期、渤海国的消亡、渤海国的社会经济、渤海国的政治制度、渤海国的文化等十二章，以历史演进为
主线，尽可能客观和实事求是地阐明渤海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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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渤海国史研究现状与认识
第一节 中国的研究现状与认识
第二节 朝鲜、韩国的研究现状与认识
第三节 日本、俄罗斯的研究现状与认识
第二章 渤海国的建立
第一节 高句丽的灭亡与渤海国的建立
第二节 建国年代与建国地、建建国集团及国号、年号
第三节 渤海国的种族构成与主体民族
第三章 渤海国的巩固与发展
第一节 大祚荣的开国时期
第二节 大武艺的武治时期
第三节 大钦茂的文治时期
第四节 废王至简王的中衰时期
第四章 渤海国的强盛时期
第一节 宣王中兴与全盛时期
第二节 大虔晃、大玄锡的极盛时期
第五章 渤海国的衰亡
第一节 渤海国的衰落和灭亡
第二节 东丹国
第六章 渤海国遗民的反辽斗争
第一节 渤海国遗民的迁移
第二节 渤海国遗民的初期反辽斗争
第三节 定安国
第四节 燕颇的反辽起义
第五节 大延琳的反辽斗争
第七章 渤海国的社会经济
第一节 社会形态与经济制度
第二节 农业
第三节 畜牧和渔猎业
第四节 手工业
第五节 商业与贸易
第八章 渤海国的政治制度
第一节 中央统治制度
第二节 地方统治制度
第三节 军事制度
第四节 品阶制度
第五节 法律制度
第九章 渤海国的疆域与行政区域
第一节 渤海国的疆域
第二节 渤海国的行政区域
第十章 渤海国的水陆交通与对外交流
第一节 水陆交通
第二节 对外关系与交流
第十一章 渤海国的文化
第一节 思想与宗教
第二节 文学与艺术
第三节 风俗与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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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建筑
第十二章 渤海国史研究中的争论焦点与我们的认识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附录四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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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的渤海史研究是从19世纪末曹廷杰、景方旭等作历史地理考证开始的，但专门的研究应首
推20世纪初唐宴的《渤海国志》、黄维翰的《渤海国记》、金毓黻的《渤海国志长编》等著作的问世
。唐宴所著《渤海国志》成书于1919年，全书分纪、志、表、传四卷，约三万余字。“纪”分“原始
”、“纪年”、“后纪年”三部分。“原始”部分记述渤海先世，即肃慎、挹娄、勿吉、靺鞨辐事；
“纪年”部分记述十三代王之事（其中将四世王大元义归入成王大华玙世记述，另缺王大玮楷）；“
后纪年”部分记述辽、宋、金时渤海遗裔之事。“志”分“地理”、“职官”、“舆服”三部分。“
表”分“朝贡”、“征战”两部分。“传”分“同姓”、“异姓”、“刁遗”三部分。黄维翰所著《
渤海国记》系他的晚年之作，初稿完成于1929年。后又经修改但尚未完全改定即已去世，乃由其友人
鲍奉宽编辑成书。该书约七万字，分上、中、下三编，计十六章。此书在征引史料方面已较唐宴《渤
海国志》广有增益，不仅征引中国史料，还征引朝鲜、日本史书，多有发明创见。如康王大嵩磷乃文
王大钦茂之孙，即据日本史书得知，十四世王大玮楷则从《唐会要》得知，凡此种种。另外，在“下
编”九章中立“朝贡中国”、“交聘日本”、“比邻新罗”三节，界定渤海与唐朝、日本、新罗三者
间的关系，颇具见地。但黄维翰引用朝鲜、日本史料时每引第二手资料，且不注意核对原文史料，出
现了不少错误。金毓黻所著《渤海国志长编》广系唐宴的体系和黄维翰的长处而完成的渤海史料研究
之集大成，是他壮年之时的力作之一，所谓“以七年之功搜集材料，用三年之力编撰成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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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点琐碎
2、不片面，不偏激，比起国内有些学者指桑骂槐式的酸溜劲儿，本书更值得翻翻。由于语言的优势
，书里引用了很多朝、韩方面的论著，用来了解“南北国时代”论很有助益。但书校对得不仔细，错
字漏字比较多；三位作者也似乎没有达成统一，前后有些观点是矛盾的。另外，重复得比较严重，不
够精练，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关注得不够，整体缺乏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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