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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的发展和演变》

内容概要

《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精)》论述了宋学的发展和演变、唐中叶以来经济文化思想领域里的变化、宋学
的形成阶段、宋学的发展阶段、宋学的演变阶段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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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的发展和演变》

作者简介

漆侠先生(1923.3.12-2001.11.2)，字剑萍，笔名范今、万钧、泛金、季子涯，山东省巨野县人。1944年考
入设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6月转回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48年
大学毕业，即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成为著名的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
。1951年3月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3年12月转入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大学前身
）任教， 1961年晋升为副教授，1979年晋升为教授，1984年获得河北省第一个博士学位授予权。漆侠
先生历任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室主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历史研究所所长、宋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河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河北省民盟副主委、河北省政协常委、河北省社科联副主席、中国史学会
理事、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农民战争史学会理事长、河北省历史学会会长、省管专家、河北大
学文科资深教授等。
??漆侠先生在史学领域耕耘五十余载，建树非凡，声被遐迩。在中国古代史、宋辽夏金史、中国农民
战争史、宋代经济史、宋代学术思想史等领域都有开创性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受到国内外
学界的广泛赞誉和尊敬。先后出版了《隋末农民起义》、《唐太宗》、《王安石变法》、《秦汉农民
战争史》、《宋代经济史》、《辽夏金经济史》（合著）、《两宋政治经济问题》（合著）、《求实
集》、《知困集》、《探知集》等学术专著，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五十多篇。《王安石变法》
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依据大量的历史资料，深刻地分析了王安石变法的社会背景、新法的渊
源和内容、变法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变法的性质和作用，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扛鼎之作。著名
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价："《王安石变法》一书，对于熙宁新法进行了认真的探索，超越
了前此所有的同类著述。"在宋代经济史研究方面，漆侠先生的宏篇巨著《宋代经济史》依据丰富的史
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宋代农业生产、土地关系、手工业发展、国家专利制度、商业和城市经
济、对外贸易、货币及经济思想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索和论述，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
见解。被史学界誉为中国经济史和宋史研究中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并先后获河北省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从1994年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宋学的发展和演变”起，漆侠先生的学术研究重点转向宋代学术思想史方面。在《宋学的发展和演变
》中，漆侠先生摆脱了以往思想史研究的局限，把思想史的研究与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紧密联系起来
，为宋学研究开辟了新途径。该书课题已基本完成，写出了约30余万字的手稿。漆侠先生在对宋辽夏
金代政治、经济、学术思想都有了深入研究之后，决心写一部能够反映当代学术水平的辽宋西夏金断
代史，并于2001年5月向教育部申报了这一课题。然而，同年12月该课题通过审核获准立项时，漆侠先
生却已经离开了我们。
??漆侠先生在史学理论方面具有深厚的功力和独特的创见，已写出《历史研究法》十余万字。漆侠先
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蕴深厚，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见解超远，不仅在大量具体历史问题上做出精深
的研究论述，而且在中国封建社会分期、中国农民战争研究的基本理论、宋代经济在封建经济发展中
的地位、历史人物评价等重大学术问题上，都有独到的见解。漆侠先生是中国最杰出的真诚的马克思
主义史学家之一。由于漆侠先生学术成就卓著，贡献巨大，漆侠先生曾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五一"劳
动奖章和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史学家"栏目中列有漆侠先生的
专门词条。
??漆侠先生在河北大学近五十年的教书育人中，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呕心沥血、诲人不倦，为国
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自1982年以来，又培养了硕士研究生38名，博士研究生23名（其中韩国
籍博士研究生1名）。这些研究生多数已成为各个单位的学术带头人和业务骨干，桃李遍天下。在培
养研究生过程中，漆侠先生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传授基本知识、培养科
研能力与加强道德品质修养并重。对学生既高标准，严要求，又竭力奖掖，呵护关爱。在教书育人中
，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一套科学、完整、独具特色的方法。他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治史、执教、
育人"的教学成果，荣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
??漆侠先生带领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的师生，始终围绕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和学术交流
，精心规划，艰苦奋斗，不断加强宋史研究中心的建设。2000年10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通过了
教育部专家组的严格评审；2001年3月，该中心终于被评为本学科唯一的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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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的发展和演变》

??漆侠先生在海内外史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他不仅多次成功地主办了中国宋史研讨会，而且先后应
邀赴美国圣地亚哥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东洋文库，新加坡国立大学及中国香港、
台湾等地的众多兄弟院校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对加强海内外宋史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做出了重大贡
献。
??漆侠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家和教育家，在长期的科研与教学中形成了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始
终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治史、执教和育人，在科研与教学、理论与实际、教书和育人
等方面实现了完美的结合。二是具有气势宏伟、高屋建瓴的学术大师风范。三是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
和百折不挠的追求精神，自强不息，奋进不止。漆侠先生在人生道路上曾遭遇不少磨难，但他始终挺
直脊梁，坚持原则，襟怀坦荡，笃学诚行，追求真理，把全部心血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的学术事业和
教育事业。
??德高望重的漆侠先生具有强烈的受国之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信仰共产主义。1962年即
申请入党，廿年追求，终遂宿愿。为人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率直，爱憎极其分明，终生克己助人。工
作勤勤恳恳，不分酷暑严寒，几十年如一日。其卓而不凡的高尚品格和执着不变的敬业精神，为青年
学子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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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的发展和演变》

书籍目录

总论 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第一编 唐中叶以来经济文化思想领域里的变化  第一章 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
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  第二章 唐中叶以来文化思想领域里的变化（上）：汉章句
之学及其衰落 唐叶叶春秋学研究的突破  第三章 唐中叶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变化（下）：以韩李柳刘为
代表的儒生士大夫对复兴儒学所做出的努力第二编 宋学的形成阶段  第四章 宋不形成前儒释道三家思
想的渗透、沟通及其向纵深处发展（上）：释智圆对儒学思想的认识  第五章 宋不形成前儒释道三家
思想的渗透、沟通及其向纵深处发展（下）：晃迥对佛道思想的认识  [附]儒家的中庸之道与佛家的中
道义  第六章 北宋初年文风学风的巨大变革 欧阳修在宋学形成阶段中的先锋作用  第七章 宋学的奠基
者：宋初三先生在经学上的贡献  第八章 李觏：一个面向社会实际、与时代息息相关的杰出思想家  第
九章 以范仲淹为领导的庆历新政与宋学的形成第三编 宋学的发展阶段  第十章 荆公学派与辨证法哲学 
第十一章 王雱：一个早慧的才华四溢的思想家  第十二章 中庸之道与司马光哲学  第十三章 王安石、
张载哲学比较研究  第十四章 苏蜀学派及其对《易》《老子》哲学思想的阐发  第十五章 理学的主流—
—程颢程颐“洛学”在思想领域中的对立第四编 宋学的演变阶段  第十七章 二程理学突然兴发  第十八
章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鼎足而立的讲学形势及其演进  第十九章 浙东事功派代表人物陈亮的思想与朱陈
“王霸义利之辨”  第二十章 叶适献身于恢复事业的不懈努力及其对理学的批判参考书目后记

Page 5



《宋学的发展和演变》

章节摘录

　　其实，利用“兵”转移土地所有权不限于河北。唐中叶到五代，“兵”是决定政治、经济及其一
切的因素。兵头子们以“兵”抢占皇位，以改朝换代；兵卒子们则在改朝换代之际公然抢掠财物。兵
官们往往腰缠万贯，广占田园。宋初跟着赵匡胤起家的武夫悍将如石守信、王全斌、米信、安守忠辈
哪个不是如此？安守忠布施给广济禅院的两处庄田达四十七八顷之多。自宋建国以后，这种急遽的土
地所有权的变换方式才有所改变。　　新兴土地兼并势力在中唐以来至为猖獗。李翱在一道策问中指
出，更定两税法之后，“及兹三十年，百姓土田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有力者除具有各种权力
（包括军事上的）之外，是否也包括拥有雄厚经济力量的兼并者？在皇甫浞的一道制策中说：“周之
受田有经制，汉之名田有恒数。今疆畛相接，半为豪家，流庸无依，率是编户。本于交易，焉夺富以
卑贫？将欲因循，岂损多而益少？酌于中道，其术如何？”策问中还指豪家占有的疆畛，“本于交易
”，即从土地买卖而来，那么是否挟有货币力量的富商大贾也成为新的土地兼并势力？通过资财兼并
土地，这是两宋三百年土地兼并最常见的一种形式。　　总之，自唐中叶土地关系的变换中，以山东
士族为代表的旧的土地势力已彻底跨台，新兴土地势力（即武将以及所论有力者、富商大贾）则扶摇
而上，居于社会最高层，这是土地占有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　　土地占有关系的再一重大变化是：
均田制破坏之后，均田制下的农民成为名副其实的自耕农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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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的发展和演变》

精彩短评

1、漆侠先生晚年力作
2、很经典的作品 是作者的代表作作来的
3、大家之作，功力深
4、这本书京东和**都没货了 孔网和淘宝也都是30块左右 而且还要运费 这个时候 当当货源比较充足的
优势又显露出来了 书是精装的 非常好 谢谢当当
5、这本书是受同学之请而买的，他的毕业论文就是要写这方面的，因此作为参考书目就购买了。
6、好书！好服务！
7、漆老的东西既广博又有深度，非常人所能及，此书足为其代表作，揭示了中国思想史发展演变的
一个片段，最大限度地揭示了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
8、宋史专家漆侠先生的遗作
9、研究宋代文学、文化、学术的参考书
10、偶然在当当上看到这本书，真是意外的惊喜！毫不犹豫，下单吧！
11、材料虽多，着重于史事，不能深入义理。另外，荆公的学术虽然很重要，但矫枉过正也不是特别
好的做法。一些基本的前见其实有误。anyway，资料翔实，3.5星。
12、年代局限感最强烈的一本漆侠先生的书。
13、《漆侠全集》第六卷，本书应该视作《王安石变法》的内篇，即从学术思想角度看宋代政治与经
济发展。从写作基调上，基本上延续了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关于宋明理学的批评，不过
显然漆侠对于唐宋经济社会变革问题，有着自己的认识，因此在这部书中，将此问题与宋学发展结合
起来。当然，关于宋代学术，漆侠开篇将汉学视作微观，将宋学视作宏观，在写作过程中，则将宋学
塑造为实学、经世之学，而将理学视作空疏之学，这些看法都没有脱离传统马克思思想史的看法。不
过，有意思的是，漆侠是要给王安石的新学视作宋学的代表，并将此与宋代理学进行对比，然后贬低
后者。比如，对于南宋学术，就是以杨时为代表，然后认为理学家助纣为虐，迫害王安石新学传统，
导致学术衰败，然后强调南宋叶适和陈亮对于理学的批判，可见立场鲜明。
14、漆侠先生关于宋代思想的专题研究，不可多得的大作
15、漆先生的临终之作，了解宋学的必读之作
16、漆侠先生的大作确实值得细细研读，对于治宋学来说是必备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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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的发展和演变》

精彩书评

1、在九十年代末，余英时因为要为《朱子全书》撰写序言，开始系统阅读朱熹的著作，序写完后，
觉得意犹未尽，所以扩大研究范围，将整个宋代思想史纳入研究视野，撰写出了鸿篇巨制《朱熹的历
史世界》。这部书的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大陆甚至为此专门举办了专题研讨会，相关
专业的专家纷纷撰文评述。与此同时，宋史研究专家漆侠也默默撰写出《宋学的发展与演变》，讨论
宋代学术的起源、特征以及后继发展。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于宋代思想进行了详尽的评述。这两部宋
代思想史专著，由于论题接近，研究对象类似，但是结论却大相径庭。这就不免让人感觉到历史学虽
然史料可能相同，但是结论可以完全相反，甚至南辕北辙。本文作为读书札记，只是想记录对两本书
处理相关问题的比较，述而不论。限于篇幅，我想就三个论题展开比较。第一，宋代思想的起源；第
二，王安石变法的评价；第三，程朱理学的评价。对于上述三个问题，余英时和漆侠两位都进行过详
细的研究和评述，我们将两者对比起来，也许会有不小的启发。首先，我们看一下他们是如何看待宋
代学术的起源。余英时认为，宋代学术起源于古文运动、改革运动和理学运动的结合，因此，他从北
宋初期的古文运动开始讨论，认为这是宋代学术发展的起点。范仲淹和王安石改革则是宋代学术的中
程，而二程与朱熹的道学或者理学，则是发展的结果。因此，他总结南宋朱熹学说时，是将其视作北
宋王安石与二程理学的总结。漆侠则另辟蹊径，他从陈寅恪的隋唐变革谈起，认为门阀递变为文士，
这是一场重要的变革，而唐中期以来都是这个变革的后续发展，宋代学术是这场变革的最终结果。当
然，他认为唐代中期的历史变化是值得关注的，宋代许多问题，在唐代中期都有所体现。宋代的古文
运动，是承接韩愈与柳宗元的古文运动，而理学则是承接韩愈、李翱的学说。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对
于宋代学术的划分，认为宋代学术最为精彩的是经世致用的范仲淹和王安石，因此对于两人进行了高
度的评价，而将理学视作王学的对手，在南宋葬送王学的恰恰是理学和政治。其次，对于王安石变法
的评论。余英时这部著作，虽然以朱熹命名，但是最精彩的却是北宋王安石变法，以及相关的研究。
因为，这是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历史一幕，也是他所认为士大夫精神最高的体现。因此，在这部
书中，一方面要保持王安石政治理想，一方面又要将其与理学融合，所以才出现了朱熹并不反对变法
，而是认为王安石学术纯属佛道。这种看法，恰恰就把理学与王学的关系，转化成体用关系，从而完
成了余英时学术的核心塑造。漆侠的成名作，恰恰就是《王安石变法》，因此撰写起这部分，驾轻就
熟。不过，问题也就在于此，毕竟王安石变法是一件政治事件，如何将其与宋代思想结合起来，这仍
旧是一个问题。因此，漆侠通过处理王安石的《周官新义》和王雱的著作，来阐述王安石的思想，又
将其与司马光的思想加以对比。也就是说，漆侠倒是真去思考王安石思想与改革之间的联系，但是处
理的结果如何，我们不做评论。最后，关于理学的评论。对于理学，这是余英时这部著作的核心，也
是备受学界争议的焦点，在书后所附三篇回应文章，就是对于宋代理学的心性与政治关系问题进行了
答复。不过，仔细阅读这本著作，就会发现所谓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实践，其实还是侧重于北宋范仲淹
与王安石变法，而南宋，朱熹及其门人弟子，是没有真正进入到政治领域。因此，虽然余英时认为要
为宋代理学士大夫的政治实践进行研究，但是研究的结果并不令人乐观。他只是用了巧妙的手段，将
王安石与二程的学说，为朱熹所继承，这样就转变了理学的无为形象。而漆侠则是明确指出，宋学是
范仲淹和王安石代表的经世之学，而理学则是空疏和空言，两者绝不相干，而且认为南宋杨时恰恰是
帮助宋高宗毁掉王安石改革成果的帮凶。那么，漆侠对于理学的评价，自然就在不言之中对于上述三
个问题的讨论，我们发现两人在前两个问题上，其实分歧并不大，分歧在于对理学的评论。在对于理
学的评论中，余英时采取了写作诡计，将朱熹视作王安石遗产的继承者，而漆侠则是南宋理学为王学
的终结者。如何评价两位对于宋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我想也许名气并不是关键，而是在于对于宋代学
术评价的实际与否。两人都认为宋学精神在于政治实践或者经世致用，但是对于政治实践的主体，则
有不小的分歧。不过，我认为余英时将理学士大夫视作宋代政治实践的主体，不免是文过饰非，反而
是漆侠所标举的范仲淹和王安石更实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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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的笔记-第460页

        由于程氏兄弟是在与时代政治对立的条件下建立了洛学，并是在民间缓慢地发展起来的，因此与
早期宋学形成了极其明显但却易被人忽略的重要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宋初三先生、李觏、欧阳修对
经学的探索，旨在致用于现实政治，从而汇集成为庆历新政，通经与政治实践紧密结合，没有任何脱
离现实生活的教条主义气息；程氏兄弟的洛学以及张载所代表的关学，是作为熙丰反对派而形成的。
这样，理学的创建，就从早期宋学创建者们通经致用、变革社会现实的政治实践方向上倒退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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