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7年 辽 金 元 史 研 究 概 述

陈建勤

　　 1997年的辽金元史研究 ,在已有的基础上 ,又有了新的拓展。其中 ,尤以蒙元史的研究成

果最引人注目。

一、辽金史研究

关于辽金政治的研究。何天明近年注重研究辽代的政府机构。他在《辽代北宰相府的设立

及职官设置探论》(《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 5期 )一文中认为 ,类似于北、南两府宰相的主管

官虽早在耶律阿保机即位前就已纳入契丹官制之中 ,但作为政权机构一部分的北宰相府 ,其草

创时间应是辽太祖元年 ,而当时的宰相府还没有固定的办公衙署。在《试探契丹北枢密院的职

能及历史作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 2期 )中 ,何天明考述了契丹北枢密院四个阶段

的职能变化与历史作用 ,以为契丹北枢密院是辽代的军政核心 ,其职能包括兵机、武铨、群牧及

行政、经济、文化、司法等。孟凡云《论辽代后权的双重性及齐天后失败之原因》(同上 ,第 6期 )

一文 ,则考察了辽代后权独立与依附性并存的双重性 ,指出无子而居后位的齐天后的失败 ,说

明 依附性是后权的最基本特性。此外还有关树东《辽朝御帐官考》(《民族研究》1997年第 2

期 )、柳孟训《耶律德光的历史作用》(《学术交流》1997年第 4期 )等。

关亚新《论金代女真族的村社组织—— 谋克》(《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 3期 )一文 ,对谋

克的形成、特点及作用作了探索。王景义的《略论金代的勃极烈制度》(同上 )则探讨了金代官制

勃极烈制度的产生、发展、作用等 ,以为勃极烈制虽带有原始军事民主性质 ,但对金朝政权的建

立和巩固作出了贡献。此外还有靳华《史鉴对金世宗施政的影响》(《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

年第 2期 )等。

关于辽金人口与经济的研究。孟古托力的《辽朝人口蠡测》(《学习与探 索》1997年第 5

期 ) ,将辽代人口按民族划成五大部分逐一考索 ,求得了公元 1114年和 1000年两个标准时间

的总体人口 ,并指出了辽代以契丹人为主体 ,汉族人为多数 ,其他民族共同构成的人口特点。王

兴文的《金代盐业初探》(《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 2期 ) ,对金代盐业资源、盐制、盐价、盐课及

盐使设置与管理等进行了探讨 ,认为金代盐业虽然不很发达 ,但盐利在国家财政中仍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郭正忠《临潼金代解盐银铤考》(《文物》 年第 期 )一文 ,对本世纪 年代以

来临潼出土的 5笏盐司银铤作了研究 ,认为它们不是“盐税银”,而是盐司收到的商人买盐“入

纳银”,它们原属私财 ,并对银铤铭文作了考释。曾代伟的《金朝物力通检推排法浅论》)《民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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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1997年第 5期 ) ,系统阐述了金代通检推排法的颁布、修订、施行及经验教训 ,指出通过此

法分享了贵族富豪家财 ,不能简单地斥为是对普通民户的搜刮掠夺。

辽金教育、科举、文化与社会生活的研究。黄凤岐的《论辽朝的教育与科举》(《社会科学辑

刊》1997年第 4期 ) ,对辽代的官私学、师资教材及科举制的创立、形式、内容、影响等作了较系

统的阐述。辽代契丹贵族子弟以军功、门荫授官 ,专门选拔汉人入仕的科举制常被斥之为“民族

歧视”。对此 ,周怀宇颇有异议 ,他在《辽王朝的科举制考察述论》(《安徽史学》1997年第 4期 )

一文认为 ,这种政策客观上调节了各少数民族在科举制中不平衡的地位 ,对各族融合和中华民

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张文毅、董丽《契丹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的汉化》(《辽宁大学学

报》1997年第 2期 )一文 ,论述了契丹在文学、儒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及风俗习惯诸方面接受、

吸收汉文化的影响 ,从而创造了以汉文化为核心 ,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的辽文化。

辽墓壁画是反映契丹民族社会生活的生动材料。刘素侠的《从辽墓壁画看契丹人的社会生活》

(《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 3期 )指出 ,由辽墓壁画可以看到契丹人游牧、渔猎、居住、饮食与

“捺钵”生活及契丹人的绘画水平。张国庆、朴忠国撰写的《辽代契丹习俗史》(《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7年版 , 23万字 ) ,是我国迄今第一部全面论述辽代契丹族习俗的专著 ,该书阐述了极富古

代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契丹人的生产、生活、人生、社会、娱乐、宗教信仰、习俗及契丹习俗源流

等。王曾瑜《宋辽金代的天地山川鬼神等崇拜》(《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 1期 )一文 ,对辽金

的多神崇拜进行了考述。

周腊生的《金代贡举考略》(《四川大学学报》1997年第 4期 ) ,对金代科举考试作了新的探

索 ,指出金代举行进士考试 43次 ,共约取士 15000人 ,状元 74名。马明达《金代书画家任询考

述》(《暨南大学宋元明清史论集》1997年 10月 )一文 ,对任询生平事迹、书事成就作了评述。安

贵臣、蒋维忠的《金代的忠孝意识评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 2期 )指出 ,儒家思想

中的忠孝观念为金朝统治者、庶民所接受 ,为推动女真社会的封建化起了促进作用。此外还有:

苍松《论女真文化体及其演进》(《求是学刊》1997年第 2期 )、王春雷《从一枚金制佛像看金初

佛 教的盛行》(《中国文物报》1997年 10月 12日 )、张敏杰《关于徒单镒“状元”说之我见》(《北

方文物》1997年第 3期 )、任崇岳《王鹗与〈汝南遗事〉》(《元史论丛》第 6辑 )。

关于辽金民族与对外关系的研究。王成国在《略论辽朝统治下的汉人》(《社会科学辑刊》

1997年第 5期 )一文中 ,对汉人进入辽朝境内的时间、地理分布、汉人代表在辽朝的政治地位

与影响等作了论述 ,指出辽境内的汉人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但他们却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

量。魏志江的《论 1020— 1125年的辽丽关系》(《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 1期 ) ,深入研究了那

个时期的辽朝和高丽国之间的关系 ,认为 1020— 1125年是辽丽朝贡体制全面确立 ,辽丽关系

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 ,由于金的崛起和辽金战争的展开 ,高丽国停止对辽的朝贡 ,辽丽关系遂

告终结。申友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撰成《中国北族王朝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7年

10月版 , 15万字 )一书 ,该书对辽金元时期东蒙古地区民族分布、人口与社会结构、社会经济、

民俗传统、民族融合等方面作了系统的研究。

31997年辽金元史研究概述



二、元史研究

1997年 ,元史方面出版有综合性著述四部。刘迎胜新撰的《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11月版 , 23万字 ) ,作为二十五史新编本之一 ,基本上采用纪传体撰法 ,全书分“纪事”、“传

记”、“志”、“表”四部分叙述。“纪事”章概述蒙元军政要事与皇位传承情况 ;“传记”章则为蒙元

时期帝王将相、谋士文人、外交使臣及起义首领共计 74人列传 ,并附加评议 ;“志”章论述蒙元

部族、文化情况及政治、兵制、经济等项制度 ;“表”章列有元帝系、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钦

察汗国和伊利汗国世系表。姚大力的新著《漠北来去》(长春出版社 1997年 8月版 , 18万字 ) ,

选择成吉思汗帝国的兴起、大蒙古国的三次西征、灭南宋、管理西藏、对云南的统治、蒙元时代

的中外关系、中元政治中的“国俗”与儒术及红巾起义与元朝灭亡等重大历史史实进行了生动

的阐述。此外有达林太等著《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3年 3月版 )、邱树森

的论文集《贺兰集》(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 9月版 )。本年度还出版了《元史论丛》第 6辑 (所

收文章将在以下专题中分别介绍 )。

关于元代政治的研究。对于封建社会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调整、完善产物的元代行省制 ,

李治安近年作了系列研究。他在《元代行省制起源与演化述论》(《南开学报》1997年第 2期 )一

文中 ,对元行省制的来源、三个发展阶段、行省地方最高官府体制的确立条件等作了新的探讨。

以为世祖末成宗初 ,随着大规模征服战争的结束 ,行省由临时派出处理军政事务的机构而逐步

过渡为地方最高官府体制 ,但仍长期保留有派出机构的性质。在《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

用》(《历史研究》1997年第 5期 )中 ,李治安指出了元行省制的三大特点: 一是行省的两重性和

代表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 ,二是行省主要为中央政权 ,兼替地方分留权力 ,三是行省权力大而

不专。其作用在于创立了一种以行省为枢纽、以中央集权为主、辅以部分地方分权的新体制。这

种新体制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刘如臻的《元代江浙行省研究》(《元史

论丛》第 6辑 ) ,专门探讨了江浙行省的建置、选官、职掌及元末农民大起义后的江浙行省。张帆

的 专著《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7月版 , 20万字 ) ,着重研究了宰相机

构、名号、任免、职权、僚属等问题 ,尤其对元代皇帝与宰相的关系、宰相内部关系、宰相权重原

因及相权的突出表现诸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考察。肖启庆《元代的通事与译史》(《元史论丛》第 6

辑 )一文 ,考析了蒙元时期译职人员的来源、设置、功能及政治与社会地位。认为元朝译职人员

的功能主要是为统治阶层内部沟通 ,有一定的政治前途 ,充分反映了沟通人物在多元民族国家

中的重要性。周清澍的《关于别失八里局》(同上 )则重申此局设在京师大都 ,而不是别失八里。

桂栖鹏《元代进士仕宦研究》(同上 )一文考证元代进士显宦者 111名 ,指出元代进士的升迁制

度除受元代官员迁转制度的制约外 ,还要受到各自才能、族别、家庭背景、登科年份与名次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陈朝云、淮建利的《试论元代官员的乘驿接待制度》(《中州学刊》1997年第 4

期 ) ,探讨了元政府官员的接待制度、驿站供给的食宿条件、交通工具以及元廷采取的一系列维

护这项制度的措施。此外还有姚继荣《略论元朝仕进制度中的民族歧视政策》(《青海社会科

学》 年第 3期 )、雷莉《元朝管理青海方略初探》(《青海民族研究》 年第 期 )、曾晓玲

《从萨都剌诗歌看元朝政治的衰变》(《内蒙古大学学报》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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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代经济的研究。陈高华的《元代的酒醋课》(《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 2期 )一文 ,首

次对元代酒醋课的起源与发展变化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指出 ,元代的酒课 ,或官榷 ,或散办 ,不

同时间与地区时有反复变化。作者认为 ,无论是官榷还是散办 ,元代酒的生产、销售都要受政府

管理。文中还对元代酒的产销管理机构酒务、酒醋课管理部门、酒醋课的数额等作了考察。在

《元代商税初探》(《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 1期 )一文中 ,陈高华又探讨了元代

“汉地”赋税制度来源与商税的种类、内容、收入、收税机构、防漏税法令等。认为 ,元代商税是一

种交易税 ,只有住税而没有过税。商税是三十取一 ,主要取之于全国三四十处大中城市。并指

出 ,元代走漏商税的主要原因是权贵、僧道的公开逃税与税务官吏的营私舞弊。高树林的《元代

赋役制度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年 7月版 , 23万字 ) ,则是迄今第一部研究元代赋役的

专著 ,该书对元代赋税、工商税、办役 ,以及诸色户计和民军站匠户、禁榷、矿治户计及诸色杂户

诸问题作了考察 ,尤其是深入剖析了元代实行南北税制不一、“税粮”、“科差”、税役渊源等问

题。姚恩全《论元代江南租佃经营模式下劳动力的组织管理》(《辽宁师大学报》1997年第 4期 )

一文 ,考察了四种劳动力组织管理形式 ,指出 ,由于佃农身份地位及生产经营自主性的变化 ,提

高了生产力。邱树森《元代回回人的商业活动》(《元史论丛》第 6辑 )一文 ,着重研讨了蒙古国时

期及元代的回回商人、回回商人对元代外贸的贡献、回回商人与“ 脱”钱诸方面。认为通向漠

北的草原丝绸之路和云南通天竺的朝觐之路的开辟 ,与回回商人有密切的关系。修晓波的《元

代色目商人的分布》(同上 ) ,稽考群籍 ,爬梳剔抉 ,按地区对元代色目商人的活动作了考察 ,指

出: 色目商人遍及全国 ,愈往东南 ,色目商人愈多。高荣盛致力于元代经济方面的研究。他在

《元代匠户散论》(《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 1期 )一文中 ,研究了蒙元时期工匠的来源与类

别 ,“系官工匠”的劳作方式、系官匠户的身份待遇诸问题 ,以为元代工匠并不常年入局劳作 ,经

济状况较一般劳动者要好。高荣盛又发表《元代市镇管窥》(《江海学刊》1997年第 3期 )、《元代

畜牧业概观》(《元史论丛》第 6辑 )二文 ,前文探讨了元代市镇分布及基本面貌 ,尤其考察了中

心城市的城市管理制度、经济功能、中小工商业者、居民结构变化以及大都、上都的商业市场 ;

后文对元代畜产品的需求、畜牧业管理、牧地分布及畜牧业兴衰进行了论析。王培华的《土地利

用与社会持续发展: 元代农业与农学的启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 3期 ) ,指出元代

耕地面积的扩大、粮食单产较唐宋时的提高 ,主要在于当时农学家对土地利用的新认识。此外

主要还有田俊迁《成吉思汗发展经济的措施和指导思想》(《西北史地》1997年第 1期 )、陈崇凯

《元明中央对西藏经济的扶持政策及作用》(《西藏研究》1997年第 2期 )、叶世昌《元代的信用

和信用机构》(《河北学刊》1997年第 3期 )。

关于元代思想文化、宗教的研究。陈得芝在《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南

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 2期 )一文中 ,对宋季士风、宋元之际的江南士人动向、元初江南士人思

想和政治态度的演变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 ,两宋养成的不良士风 ,使得士人中坚守气节、拒仕

元官者仅占少数。入元后 ,因受元廷歧视 ,南士抵触情绪浓重。到世祖末、成宗初 ,随着尊儒重

士政策的实施 ,南士对元统治由不满而趋于“认同”。王风雷《论成吉思汗教育理论与实践》(《内

蒙古社会科学》 年第 6期 )一文 ,从广义教育的角度 ,对成吉思汗在军事教育、法制教育、

习俗教育、伦理纲常教育等方面的理论及实践作了论述。胡务的《元代庙学的兴建和繁荣》(《元

史论丛》第 6辑 ) ,探讨了元代庙学修建类型及资金、庙学的规模结构、发展过程、分布特点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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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元代各朝所修庙学一览表”。马明达的《元朝三皇庙学考》(《暨南大学宋元明清史论集》

1997年 10月 ) ,对元朝独创三皇庙学的基本情况作了一番考察 ,认为三皇庙与孔庙相并列 ,实

质上是以医学与儒学相并列 ,这是蒙古人特有的文化观念与中原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乌力

吉 《关于“腾格里”的探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 6期 )一文 ,疏理了“孟克腾格里”、

“胡日穆塔腾格里”、“额色润腾格里”这三个“天”的意义。指出三个“天”的具体应用很混乱 ,并

不规范。此外主要还有: 白春雨《成吉思汗统战行动中的哲学内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

第 5期 )、宝贵珍《论成吉思汗的伦理思想及其政治意义》(《黑龙江民族丛刊》1997年第 2期 )、

舒振邦、舒顺华《儒学在元代蒙古人中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 5期 )、孙宏曲《元

代 初社会思潮中的返儒倾向》(《河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 4期 )、张志勇《元代儒学与契丹名

士》(《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 2期 )、马明达《元代雕塑家钩沉》(《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

第 1期 )、汤惠生《关于萨满教和萨满教研究的思考》(《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 2期 )、程越

《金元时期全真道宫观的道士生活》(《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 2期 )。

关于元代民族、边疆及对外关系的研究。刘迎胜《关于元代中国的犹太人》(《元史论丛》第

6辑 )一文 ,分元以前犹太人移居中国的文献记载、元代的术忽回回、元代杭州的犹太人与犹太

寺院称呼四部分 ,对元时期犹太人在中国的情况作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周良霄在《札记二篇》

(同上 )中 ,分别对蒙元时期“色目”、“南人”与“北人”的概念范围作了界定。曹相《云南契丹后裔

探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 4期 )一文 ,认为入滇契丹人最初即是随蒙古军征战至

云南的契丹族官兵。尚衍斌的《元代中书省的畏兀儿族大臣》(《元史论丛》第 6辑 ) ,则考索了在

元中书省、行中书省中任职的畏兀儿族大臣状况。王 《大蒙古国兀鲁思封授问题管见》(同

上 )一文 ,研究了有关成吉思汗在位时的兀鲁思封授、东西道诸王各兀鲁思封授地域等问题。苏

北 海的《元代金帐汗国的建立及其统治》(《新疆大学学报》1997年第 3期 ) ,对金帐汗国的兴

亡、民族、经济文化与宗教信仰等逐一作了论述。罗贤佑的《元代畏兀儿亦都护谱系及其地位变

迁》(《民族研究》1997年第 2期 ) ,对不同时期畏兀儿亦都护的政治、军事活动及其作用 ,作了

较系统的探讨。毕奥南《乃颜—— 哈丹事件与元丽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 3期 )一

文 ,通过平定乃颜——哈丹叛乱 ,考察了元廷与其内属藩国高丽的关系 ,指出在平叛上高丽国

与元廷保持一致 ,赢得了元统治者的信任 ,但元廷从没有取消过对高丽实行众建分势的策略。

林远辉《元代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暨南大学宋元明清史论集》1997年 10月 )一文 ,认

为元廷虽然对安南等国发动过侵略战争 ,但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是主流 ,且比过去有所发

展。其它还有: 林远辉《宋元时期中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关系的发展与华侨》(同上 )、李迪《元

代与马八儿国、俱蓝国关系初探》(《内蒙古师大学报》1997年第 6期 )等。

关于元代历史地理的研究。陈得芝《赤那思之地小考》(《元史论丛》第 6辑 )一文 ,对赤那思

之地作了精审考论 ,认为赤那思之地应是指成吉思汗大 耳朵所在地 ,至于成吉思汗大 耳朵

的具体地点 ,尚有待考古发现。苏北海的《阿力麻里古城的位置及其历史发展》(《西北史地》

1997年第 1期 ) ,探讨了伊犁地区阿力麻里城的地理位置、历史发展及伊斯兰教、经济文化情

况。庄景辉《元代泉州的繁盛及其原因》(《光明日报》 年 月 日 )一文 ,对泉州海外贸易

的兴盛、港市繁荣及元廷对泉州港建设在政治、经济、交通、市舶制度方面的积极经营作了分析

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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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代人物的研究。陈高华在《大蒙古国时期的东平严氏》(《元史论丛》第 6辑 )一文中 ,

对山东东平严氏集团的盛衰作了精细的考论。指出 ,严实父子在家族世袭、中下级官员任命、民

事刑事案件审判等方面有相当的独立性 ,但军队调遣、赋税上交、派遣质子及元廷派驻达鲁花

赤、各投下在东平分地置官员等则又表明 ,严氏父子的自主权是有限的。该文还阐述了严氏父

子收容儒士 ,以及在文化上所作的贡献。王启龙《元朝帝师八思巴家世考述》(《中央民族大学学

报》1997年第 6期 )一文 ,考述了八思巴所诞生的款氏家族之源流 ,以为这个显贵佛教家庭为

八思巴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忽必烈与八思巴、噶玛拔希关系新探》(《清华大学学报》

1997年第 2期 )中 ,王启龙又对忽必烈结交八思巴的复杂过程、他们与噶玛拔希之间的关系等

问题作了新的阐释。萨兆沩《一位蒙古族化的色目诗人萨都刺》(《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 1

期 ) ,认为萨都刺虽称色目人 ,但西域少数民族特性早已基本消失 ,其族籍应是蒙古族。吴海涛

的《贺惟一与元末政治》(《阜阳师院学报》1997年第 1期 ) ,研究了贺惟一在元末的主要活动。

桂栖鹏《元代蒙古族状元拜住事迹考略》(《浙江师大学报》1997年第 3期 )一文 ,除勾勒拜住仕

履外 ,又指出拜住晚年寓居高丽 ,曾担任高级官职 ,从事文化交流活动。杨志玖一直关注马可波

罗的研究。他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历史研究》1997年

第 3期 )一文中 ,针对英国弗兰西丝·伍德博士著作中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一事 ,指出 ,伍德

博士虽多方论证 ,但说服力不强 ,游记中确有一些错误夸张甚至虚构之处 ,但准确可靠者也不

少 ,若非亲见难以解释。杨志玖又在《马可波罗问题争论的焦点何在》(《光明日报》1997年 10

月 4日 )中 ,提出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中国史籍中未发现有马可踪影 ,包括其人之名及在中国

的真实身份等。此外主要还有: 石金民《成吉思汗的用人之道》(《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

2期 )、丹林《多达纳波对蒙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的贡献》(《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 2期 )、陈

松柏《试论张养浩的最后岁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 3期 )、李棣华《试评元监察官

杨朵儿只》(《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 5期 )。

关于元代文献及史学的研究。蔡美彪在《马可波罗归途记事析疑》(《元史论丛》第 6辑 )一

文中 ,对《游记》中有关归途记事的真伪问题作了辨析 ,包括马可归途身份、阔阔真公主和“蛮子

国王的女儿”、马可在波斯及奉使英法辨伪等。那木吉拉的《释〈蒙古秘史〉中的“塔马察”》(《内

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 1期 ) ,研究“塔马察”的语源及其用于人名时的读音或称呼 ,从而揭

示了古代蒙古人名词汇、音变现象和蒙古与突厥、契丹等古代北方民族在人名、官名上的传承

关系。杨富学《回鹘文献所见蒙古“合罕”称号之使用范围》(同上 ,第 5期 )一文 ,利用回鹘文《七

星经》,论证“合罕”、“合罕皇帝”称号并非专指窝阔台汗。并指出 ,在西域、敦煌发现的回鹘文写

刻本中 ,与汉、蒙、藏有关的资料不少 ,值得重视。顾诚的《〈至正直记〉的作者为孔克齐》(《元史

论丛》第 6辑 ) ,认为该书作者不是孔齐 ,而是孔克齐 ,孔齐乃孔克齐的误写。江湄《欧阳玄与元

代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 3期 )一文 ,系统论述了欧阳玄的家学、交游与史学成

就 ,认为欧阳玄主持编修宋、辽、金三朝正史 ,参修《经世大典》等 ,功绩卓著 ,应予以充分肯定。

此外还有: 马明达《元修〈三阳图志〉和〈三阳志〉》(《文史知识》1997年第 9期 )、修晓波《〈元史〉

土土哈、不忽木列传订误》(《文献》 年第 期 )等。

本年度元史其它方面的研究文章主要有 宝音德力根《成吉思汗葬地“大 秃克”及相关的

几个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 年第 期 )、群克加、雷英《成吉思汗灵柩迁移过程》(《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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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研究》1997年第 2期 )、卢明辉《13世纪以后亚欧大陆“草原丝绸之路”与蒙古游牧文化的

变化》(《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 6期 )、奇格浩斯《试述古代蒙古的经济立法》(《内蒙古师

大学报》1997年第 5期 )、杨平《从元代官印看元代的尺度》(《考古》1997年第 8期 )。

1990— 1996年 间 明 清 天 主 教

在 华 传 播 史 研 究 概 述
①

张先清

　　 1990～ 1996年间 ,我国大陆学者在明清天主教传华史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据

笔者不完全统计 ,此期间 ,大陆学者先后出版了 22部有关的书籍 ,在各级刊物上发表的相关学

术论文约有 150多篇。现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 ,将这一阶段国内学界对明清天主教传华史的研

究状况作一简单回顾 ,以供研究者参考。

一、有关专著和论文集

主要有下表中所列 15部:

编撰者 出版年 书　　　名 出版者

宋伯胤编 1990 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 陕西师大出版社

孙江撰 1990 十字架与龙 浙江人民出版社

董丛林撰 1992 龙与上帝: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台北锦绣出版社

李亚宁撰 1992 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 十七、十八世纪中西文化关系引论 四川大学出版社

孙尚扬撰 1992 明末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和冲突 台北文津出版社

陈卫平撰 1992 第一页与胚胎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 上海人民出版社

樊洪业撰 1992 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伍昆明撰 1992 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 中国藏学出版社

孙尚扬撰 1993 利玛窦与徐光启 北京新华出版社

许明龙编 1993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 东方出版社

林华等编 1994 历史遗痕 ——利玛窦及明清西方传教士墓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朱维铮主编 1994 基督教与近代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村富主编 1995 宗教与文化论丛 ( 1994) 东方出版社

林金水撰 6 利玛窦与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孙尚扬撰 6 明末儒学与基督教 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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