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元史新研 》

《宋史丛论 》

台湾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在 19 9 3年出版了黄宽重的《宋史丛论 》
。

黄宽重原为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 员
,

近年借调为台湾清华大学历 史研究所教授兼

所长
。

富于著述
,

已 出版的有《南宋史研究集 》
、

《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 》二书
。

《宋史丛论 》共收论文

与知识性作品十八篇
,

都是近年发表的
。

本书分
“

论著
” 、 “

研究讨论
” 、 “

杂姐
”
三部分

。 “

论著
”

部分
,

收论文六篇
。

有《马扩与两宋之际的

政局变动 》
、

《秦桧与文字狱 》
、

《南宋两浙路社会流动的考察 》
、

《宋代 中韩文物的交流 》
、

《 (胡澹庵集 >

的传本与补遗 》
、

((( 四库采进书目 )的补遗问题
:

以淮商马裕呈进书 目为例 》
。

作者多年来的研究重点

是南宋地方武力
,

同时也注意南宋政局的变动
、

典籍文献的版本补遗 以及中韩关系等问题
,

这些论

文正是原有专题研究的继续
。 “

研究讨论
”
部分

,

收文章六篇
,

其中三篇是《海峡两岸宋史研究动向 》
、

《典籍增辉— 中国大陆学界整理宋代典籍的回顾 》
、

《南宋史研究与教学的几个议题 》
。

另有书评三

篇
,

分别评介 《婚姻与社会
·

失代 》
、

《宋史职官志补正 》
、

《宋蒙 (元 )关系 史》三书
。 “

杂沮
”
部分共六

篇
,

分别是 《宋代宫廷的新年生活 》
、

《时代与脸谱
:

漫谈历史人物的评论 》
、

《扭 曲的脸谱
:

从台奸
、

汉

奸问题看历史人物评论 》
、

《从科举取士到榜下择婿 》
、

《维护国家利益的外交家— 富弼 》
、

《韩国
`

事

大主义
’
下的外交政策 》

。

作者在《海峡两岸宋史研究动向 》的最后一部分
“

结论
:

两岸异同的比较及展望
”

中指出
,

两岸学

者应
“

从回顾过去
,

检讨以往的研究成绩为基础
,

来展望未来
。

未来的十年
,

既是海峡两岸经济
、

政

治
、

社会发展的转披点
,

也是学术发展的重要时刻
。

因此
,

我们在致力个案研究的同时
,

更要总结以

往的成果
,

寻找新的方向
” 。

这是海峡两岸学者应该共勉的
。

( 东 文 )

《蒙元史新研 》

著名历史学家萧启庆教授的论文集《蒙元 史新研 》
,

已于 1 9 94 年 由台湾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萧启庆教授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
,

后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
。

他长期从事蒙元 史研究
,

卓有成就
,

主要著作有 《西域人与元初政治 》 ( 1 9 6 6 )
、

《元代军事制度 》 (英文
,

1 9 78 )
、

《元代 史新探 》

( 1 9 8 3) 等
。

本书为他近十年所撰论文的结集
。

共收通论
、

专论
、

研究动态等各类文字十一篇
。

首篇

《蒙古帝国的崛兴与分裂 》
,

旨在从宏观的角度
,

对蒙古帝国由兴起到分裂的一些重大 问题
,

提出 自

己的看法
。

《说大朝 》一文 由国号 的变革分析蒙元国家性质的转化
。

《大蒙古国时代衍圣公复爵考

实 》
、

《大蒙古国的国子学 》讨论了蒙古国时期儒学的地位
。

《元代蒙古人的汉学 》
、

《论元代蒙古人之

汉化 》着重探讨了蒙古人受汉文化的影响
,

指出
“

前辈学者显然低估汉文化对蒙古人的影响
”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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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元史研究中的重点之一是统治著英问题
,

过去有《元代四 大蒙古家族 》之作 (收在 《元代史新探 》

中 )
,

收入本书的近年作品 《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 》可以说是前文的继续
。

作者强调指出
,

“

汉军世家的历 史显示 出元代政治地位及社会身分的取得决定于
`

根脚
’
(即家世 )而非

`

民族 ”
, 。

作

者研究的另一重点是蒙元军事制度
,

本集中《蒙元水军之兴起与蒙宋战争 》
、

《宋元战 史研究的新丰

收 》便是这方面的新成果
。

后一文虽是评介之作
,

但亦就宋元战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 自己看法
。

《近

四 十年来台湾元 史研究的回顾 》
、

《近四 十年来大陆元史研究的回顾 》
,

分别对四 十年来台湾地区和

大陆的元 史研究加以评述
,

并分析了各自的成就和缺点
,

作者指出
, “

前二十余年间
,

台湾元 史方面

著作的质量可能与大陆相当
。

近十余年来
,

大陆无疑已超越台湾
” 。 “

海峡两岸元 史研究仍有若干共

同的薄弱环节
,

… … 有待两岸学人共同努力
,

加以 弥补
。 ”

萧教授长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
,

近年转任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

(东 文 )

《中国史稿 》第 7 册 (清史 )即将出版

在《 中国史稿 》第 6 册出版七年多后
,

《中国史稿 》第 7 册即将于 1 9 9 5 年上半年出版
。

第 7 册出

版后
,

《中国史稿 》的编写
、

出版工作全部完成
。

第 7 册的内容 为清前期历 史
,

计分 9 章 47 节
,

约 60 万字
,

改用五号仿宋字 (字体 比前 6 册小一

号 )排印
,

共 8 35 页
,

装订成一册
。

这一段历史将近 2 00 年
,

本册将政治
、

军事史分三段叙述
,

即清朝

建立 (大体为顺治朝 )
、

康乾盛世
、

清朝中叶 (乾隆后期至道光前期 )
。

民族
、

经济
、

对外关系
、

文化史的

叙述虽不分阶段
,

但也尽量阐明其发展
、

变化
。

全书的写法
,

依据 《中国史稿 》的传统
,

加强对历史问

题的分析
,

又吸取读者意见
,

避免空泛
,

力求写得充实
,

容纳较 多材料
。

近十余年来
,

清 史研究有很大

的发展
,

仅清朝断代史或明清 史就出版多种
。

《中国史稿 》第 7 册编写组成 员认为
,

珠玉在前
,

使《中

国史稿 》的最后一课很难上好
,

只有尽力而为
。

各作者努力做到
,

凡在清史传统课题如垦荒
、

赋税
、

资

本主义萌芽等以及政治
、

民族
、

对外关系
、

文化等史的某些部分有过一些研究的
,

就写好 自己的心

得
,

又增写清初复明运动
、

清朝 人 口急速膨胀等专节
,

阐述清 史中一些过去被程度不同地遭到忽视

的问题
。

各作者也比较注意参考和吸收已有的研 究成果
。

编写组希望
,

经过努力
,

本册能够反映出

清 史的基本线索和重要问题
,

使全书具有一些新的内容
,

并多少表现出 自己的特色
。

在全书即将面世之际
,

据编写组某成 员谈
,

由于作者水平不高
,

涉猎未广
,

编写组的期望没有完

全达到
。

整个清史专题研究水平 比其他断代史还相对逊色
,

对此也有影响
。

全书出版后
,

望读者多

多批评
、

指教
。

(老 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