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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十二讲》

内容概要

《宋史十二讲》选取斧声烛影与宋初政治，武将与宋代社会，包拯与吏治——宋代的贪污与廉政，江
南财富的聚集——宋代经济重心的南移等12个能够代表宋代特色的大问题，进行细致入微、通俗深入
的阐释，以使读者明了宋代在中国历史发展序列中的独特地位，改变认为中国历史只是王朝的循环更
替、皇帝家史的变化的习惯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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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十二讲》

作者简介

张全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宋电、历史地理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华五千年
生态文化》（合著）、《宋太祖的人生哲学》、《中国历史地理学导论》、《也论宋代官员的俸禄》
，等等。
　　李文涛，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与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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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十二讲》

书籍目录

第一讲  宋朝的历史地位  一、对“积贫积弱”说的质疑  二、宋朝在中国历史序列中的位置    （一）生
产关系的变革    （二）经济与文化发展  三、文化的扩张与文明的渗透  四、南宋——中国文化模式的
定型期  五、宋朝留给后世的遗产  六、打破王朝体系看宋朝第二讲  斧声烛影与宋初政治  一、宋太祖
辞世的千古之谜  二、宋太宗的继位  三、宋太宗地位的巩固  四、宋太宗政策的调整    （一）右文轻武
政策形成    （二）开始出现朋党政治的苗头    （三）守内虚外政策的出台  五、家事与国事——宋朝大
臣的选择第三讲  君子党，小人党——党争与宋朝政治  一、党争的表现  二、出现党争的原因    （一）
科举与党争    （二）地域与党争    （三）台谏势力的病态发展  三、党争的内容    （一）国是之争    （
二）学术之争    （三）用人之争  四、党争的理论依据    （一）议论相搅：皇帝容忍党争的理论依据    
（二）君子小人：士大夫有党的根据  五、党争的结果    （一）出现权相或皇权强化    （二）朋党之争
的恶性循环    （三）仕风全面颓败第四讲  武将与宋代社会  一、武将须读书  二、二次削兵权  三、以
文制武    （一）文贵武贱    （二）不信任武将    （三）以文抑武  四、以文抑武的不良影响第五讲  宋代
的皇权与相权  一、作为制度规定的相权  二、作为政治运作之中的相权    （一）宰相与参知政事的关
系    （二）宰相与军权    （三）宰相与财权    （四）宰相与人事权    （五）宰相对台谏的控制    （六）
宰相对皇权的限制  三、实际生活之中的皇权  四、宋代相权兴盛结果  五、宋代相权兴盛的原因  六、
皇权与相权的矛盾第六讲  包拯与吏治——宋代的贪污与廉政  一、两宋的贪污状况  二、宋代的反贪实
践与成效  三、包拯及其反贪实践  四、“包公戏”的出现与流传第七讲  造反的秀才——科举与宋代社
会  一、科举制度的完善  二、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的发展    （一）“奇童出盛时”，“妇女多能诗”   
（二）“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    （三）“板本大备，儒者逢时？    （四）从《春秋》到《三字
经》  三、科举制度对政治、经济的影响  四、科举制度对世人心态的影响  五、户籍——猫与老鼠的游
戏  六、南与北——科举争论长久的话题  七、官与吏——谁统治谁  八、落第者的出路第八讲  江南财
富的聚集——宋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一、经济重心南移的表现  二、经济重心南移对文化的影响  三、经
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四、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第九讲  海上丝绸之路——宋代的蓝色文明  一、宋代海外
贸易兴盛的原因    （一）陆路梗阻    （二）航海技术的突破    （三）制度上的鼓励  二、海外贸易与宋
代财政、社会生活  三、港口与腹地——宋代海外贸易对东南沿海的影响  四、从“头枕三河、面向草
原”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第十讲  他者——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  一、战争——偶尔的选
择  二、儒家文化向周边的渗透  三、汉制逐步推广  四、经济一体化的加强  五、相同观念的逐步形成   
（一）正统观    （二）忠孝观    （三）天命观  六、宋朝眼中的他者第十一讲  宋代文化的强势——新
儒学的复兴  一、宋学的产生  二、宋学产生的过程  三、宋学的发展与演变    （一）王学的兴盛    （二
）洛学复兴与分流  四、朱学独尊地位的形成  五、理学独尊的影响    （一）礼治秩序重建    （二）内
圣经世路线的高扬    （三）理想人格的建树  六、被误解的程朱第十二讲  千年田，八百主——唐宋变
革与社会转型  一、海外学者的观点  二、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基本看法  三、对唐宋变革学说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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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十二讲》

章节摘录

　　在朝廷之上，重文轻武主要表现为以从军为耻，导致文武官职互换困难。中国自古就有“出将人
相”之说，文臣改任武职，武将改任文官的现象屡见不鲜。可到了宋朝，却由于长期存在重文轻武现
象，导致文官不愿意任武职，武官罕有转任文职，文武官职之间的转化出现了相当大的障碍。　　在
“与士大夫共天下”思想的支配下，科举制度的迅猛发展及其地位的日益显赫，不仅使文官队伍不断
膨胀，而且从文也成为世人追求的目标。诚如宋人所云：“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就不能不
严重地腐蚀了军功的感召力。于是，优秀人才不再愿踏入军营，文臣更不愿改换武职。如宋太祖时，
颇为尚武的文臣辛仲甫就不愿改换军职。宋真宗时，状元出身的陈尧咨虽射术高超，但却拒绝出任级
别更高的武职。宋仁宗庆历中，范仲淹与文臣韩琦、庞籍及王沿共同主持陕西对夏战事，宋廷一度下
令将四位统帅改换为观察使（武职）。范仲淹等人接到任命后，先后上书坚决辞之，“不肯拜，此事
遂寝”。可见即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也不愿沦为武官。宋神宗、哲宗朝，以兵略见长
的何去非，著有《何博士备论》、《司马法讲义》及《三略讲义》等兵书，但其最大的愿望不是效法
孙膑、李靖等前代军事家，而是孜孜以求将武职身份改为文臣。这种社会价值观，无疑会影响武将队
伍的发展，制约r其群体综合素质的提高，造成了军事将领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后果。　　由于文优于
武，文臣蔑视武将，武官能换成文职的就更少了。整个北宋时期，比较有名的仅有一例，即最后位居
高官，被封为“庆国公”的夏竦。　　南宋，已经到了武举要凭文章方能入选，才做得成武官的地步
。宋代武举一改唐代武举只重武艺的做法，变为既要考武艺，又要考策论，从整体上表现出一种崇文
抑武的倾向。　　崇文抑武政策的长期实行结果造成军功在社会上普遍被抛弃。“状元登第，虽将兵
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同在一朝，差异如此
，文臣自然鄙视武臣和军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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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十二讲》

编辑推荐

　　本套丛书包括：《宋史十二讲》、《金元史十二讲》、《先秦史十二讲》、《秦汉史十二讲》、
《两晋南北朝十二讲》、《唐史十二讲》、《明史十二讲》以及《清史十二讲》，共八册，将自2009
年1月起陆续推出。　　“横看成岭侧成峰”，天波浩渺的中华历史对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亿万华夏儿
女来说，不仅是一笔值得骄傲的精神遗产，更是深奥无比的智慧宝库，我们希望能通过我们有限的努
力，唤起广大读者无限的理性和认知，不断地发现历史的真相，不断地接近历史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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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十二讲》

精彩短评

1、刚买的，还没看~
应该还行吧~~我是买来做论文参考书的~~
2、逻辑不甚明晰，同一讲之间前后重复、不同讲之间互相矛盾的情况屡有发生。不够严禁，行文间
不经意就会出现断语。
3、覆盖面挺广 只是专题 非连贯宋史也
4、通俗易懂，适合阅读，还不错
5、pdf~
6、感觉是为了说明他自己的观点而选的史料所以有点偏激╮(╯_╰)╭。
7、最近读苏轼作品，读书之余，看看宋史，很有必要。拿到这本书，粗粗看了一章，觉得很不错。
喜欢读史的朋友应该喜欢这本书。开篇关于宋代的历史，纠正历来的一些说法，读后很受启发。
8、作为茶余饭后读物很不错！
9、挺不错的，背景介绍略少，简单直叙，推理议论
10、很受益的一本
11、内容不错，很有见解！值得一读！
12、宋史需要多少研究
13、枯燥。。sigh
14、全面肤浅有最新研究成果
15、和听讲座的感觉差不多，您和我在这里，历史在那里，简单的说，就是不生动。
16、据说最近宋史很热 这本书一般 科普类吧泛泛而谈 也没什么新调调 还好是kindle电子书不肉痛，不
建议买实体书。
17、富，弱，词，文，武，夷
18、有新意的地方不多
19、其实挺有趣的，看得出作者想写得有趣一些。
有些观点很新颖。
另外感觉作者对宋的评价比较高，也比较客观。
20、知识还算系统化，但缺乏新的观点
21、刚够到手。
22、女儿喜欢历史，看关于宋代的历史电视剧要求我买的。
23、宋朝的概况，值得一览！
24、从政治、经济、科举、文化、外交等12个问题对宋朝进行了介绍。
25、教科书
26、一直认为邓广铭先生治学严谨，此书同样很好
27、书很不错，内容涉及多方面，读来也不会觉得乏味，不是纯粹的历史，总之很好
28、当今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更多的是由宋朝开始塑造的。唐宋之际变化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要
远大于南宋亡于蒙古的影响。许多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
29、这教科书很一般
30、跟教科书很像，一直在说一直在说。。。
31、宋史,我们应该重点借鉴的
32、写得比较有趣，有史实依据，不人云亦云
33、大而空，泛泛而谈。我真想让这专家来把当代也如此纸上谈兵一番，唐宋变革期还是日本美国的
学者走在前面，中国就是吃干饭说空话不干事的学者太多。
34、宋不愧是中国文人都向往的朝代⋯⋯这一系列都算科普。我要开始读讲谈社的系列了。可是凛冬
将至，我想重温俄罗斯之冬，诚邀友人们陪读《罪与罚》。
35、看到讲武将的部分竟然以水浒传为基础在那分析 果断不再看了
36、朋堂新儒学权相海商文臣科举八股江南财富etc.内容要点可以但是书写的太一般了。
37、纯总结性质的一本书，写的很浅，但是公平的讲，梳理的还算清楚。
38、看宋代文学史的时候，有人推荐了这本书，很不错，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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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十二讲》

39、这样的书就是浮光掠影的，不要指望太深太细太全面。不大了解历史的也可以轻松看得懂。
40、看不同的人写同一段历史，对照看挺有意思，至少能明白为什么不能轻信一家之言
41、印象中的宋朝总与软弱、腐败连在一起，看了这本书，对宋朝300多年的历史、宋朝在中国2000多
年封建史上的历史地位，甚至是对明清及今人的影响有了一个更全面准确的认识。从国力上来讲，宋
朝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上顶峰，超载了唐代；在军事上，与周边的少数民族势力形成均势，以金钱买
和平的思路，确保了长时期的稳定；在文化上，重视教育和文化，以才取士，科举制度达到顶峰，涌
现了无数的饱学之士，可谓灿若星河，就边造反的起义军领袖也是熟读经典的；在对外交流上，开辟
了海上丝绸之路，扩大了中化文化的对外影响，使中国人的思想更加开放；在科学技术上，四大发现
中的三大发明是在宋代形成的。甚至，专家认为，近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是在宋代形成的。当然
，由于重文轻武造成了宋代疆域的狭小，缺乏军事力量的支撑，最终被少数民族所取取代。但300多年
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足使后人尊敬！
42、宋粉一时有点无语。
43、翻一下就好。史料不完整，分析也不细致，前后两章，看看就好
44、很好的书籍，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宋代历史
45、若对宋了解不多，看看此书会受益良多，浅显易懂。不过内容有改进的余地，有的章节重复，有
些观点不够客观。
46、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按专题讲，有新观点，读后有收获。
47、考研复习书
48、选的切入点都很好，但是太泛，没有积淀和深度。
49、两星半
50、从文字角度来来说，典雅简约，不会太俗也不会太艰涩难懂。但希望对一些专业术语做适当的解
释，毕竟是大众读物。从内容角度来说，有一定理论深度，有论有据，不是故事会型
51、不能细扣，随便看看还是挺有趣的。
52、教科书范，兴趣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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