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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經庭 ◎ 桃園縣立中壢國中教師

究，並致力於探究南宋官員、地方勢力和胥

吏等推動基層社會運作的主要力量，本書可

謂是其多年精心研究的成果。

近年來隨著多元化思潮的流行，學界討

論焦點不再只關注於政治史面向，歷史界開

始將研究面向轉至經濟、社會、文化與思想

等主題的探討，再加上 1980 年代以來美國歷

史學界興起「新文化史」的史學新方向，身

體史、物質史、心態史、日常生活史等成為

研究的趨勢，而從法國興起的「年鑑學派」

也成為新文化史立論基礎的來源。

在上述研究思潮的演進下，以往被視

為主力的政治史顯得相形黯淡，在無法推

出新意的情況下，政治史反而變成配角，

甚至逐漸失去歷史舞臺的光彩。黃寬重教

授並不一頭熱的朝著新文化史的研究腳步

邁進，他反而重新回到政治史的研究脈絡

中，找尋研究政治史的另一種可能性，並

關注近年中國大陸所提出「活的制度史」

觀點，思考將「活的制度史」融入其研究

的可能性，賦予宋代政治史研究更多嶄新

的研究思考深度。換言之，本書的研究主

題－宋代政治史雖是「舊瓶」，但其中卻裝

入許多富有意義的「新酒」。

本文茲就本書內容作一介紹，並提出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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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近日前往書店翻閱新書，正巧見到黃寬

重教授《政策．對策：宋代政治史探索》新

作，作者將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

究計畫成果修改成本書，本書勾勒宋代中央

與地方政府的溝通模式，有助於吾人瞭解宋

代的基層社會運作方式。

作者黃寬重教授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

系取得碩士與博士學位，碩士論文為〈晚宋

朝臣對國是的爭議：理宗時代的和戰協防與

流民〉、博士論文為〈南宋時代抗金義軍之研

究〉，而作者的博士與碩士論文日後也被國立

臺灣大學文學院與聯經出版社出版為《晚宋

朝臣對國是的爭議：理宗時代的和戰、邊防

與流民》及《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兩本專

書。作者取得博士學位後繼續進行南宋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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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閱讀後的感受想法。

  本書介紹

除了「導言」與「結論」外，本書共分

為〈中央集權下的基層權力結構〉、〈地方勢

力與政治適應〉與〈政局變動與訊息流動〉

等三篇，茲就其內文要點介紹如下：

首先，作者提到宋代政治史研究的趨

勢，早期臺灣的宋代政治史研究集中於北宋

一朝，其焦點聚焦於政治事件與歷史人物的

探究，但 1970 年代隨著大量典籍與社會科學

理論的引進，政治事件與歷史人物主題逐漸

不受重視。1970 年代以後，宋史研究的重點

開始強調以個別人物為中心的學術思想史，

開始重視量化統計與理論的社會經濟史，並

著眼於庶民生活的文化史與後現代研究。自

此之後，政治史在缺乏新意的背景下，以傳

統典章制度考訂或政治事件探究為主的政治

性議題，不再受到學界關注，使得政治史慢

慢於宋史研究中消逝。

但政治史研究並不是真正的從宋史研

究中缺席，相反地，近年來在學者的努力之

下，宋代政治史研究又逐漸恢復活力。2009

年關注政治史研究的學者們舉辦歷史研習

營，特別強調政治史研究，及傳統歷史書寫

技術與訓練的重要，並開始思索另一種政治

史研究的可能性。

本書特別提出從活的制度史邁向新的政

治史的概念，此研究趨向源自於中國大陸宋

史學界於 2001 年提出「活的制度史」概念，

2001 年杭州舉辦「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顧與

展望」學術研討會，會後包偉民教授集結論

文成《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90-2000）》

一書，該書呼籲學者應跳脫制度闡釋的藩

籬，由以往強調宏觀、靜態、脫離歷史事實

的文本主義制度史，轉而重視制度的動態發

展與運作過程，嘗試把握制度變遷與背後複

雜的人事權力關係，以更貼近歷史實情。

之後，鄧小南教授所指導的博士生論文

中具體展現此概念的研究成果，其指導的博

士論文論述也多能兼顧動態發展過程與人事

運作的角色，將研究範疇擴及參與政治運作

的各類社會組織與力量，以及文化發展與政

治情勢之間的互動關係等，使政治史不再偏

於上層、中央政治結構，轉而注意下層，地

方性，乃至上下溝通等議題。而鄧小南教授

也主編《政績考察與信息渠道：以宋代為重

心》一書，展現其研究成果。

在上述研究趨向下，作者也從「活的制

度史」概念出發，希冀透過各種歷史案例，

指出制度史研究應把握制度變遷與背後複雜

的人事權力關係，並非視制度為孤立於政治

運作與人事之外的靜態產物。

一、�第一篇〈中央集權下的基層權力結

構〉

在第一章〈沿唐變制－五代巡檢的轉型

與特色〉一文中，作者探究了「巡檢」一職

的演變情況，在唐代巡檢非一項職稱，而是

具有巡迴檢查、巡行視察的意涵，時至五代

到北宋巡檢的職能才開始有了更多面相的發

展，北宋中期到南宋時代，巡檢便扮演著維

護地方基層治安的重要角色。

第二章〈縣邑職役―宋代弓手體系的

沿革考察〉一文中，作者有鑒於過去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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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討論基層社會機構、組織及運作，以及

探討以弓手為主的宋代基層武力研究，但

過去並沒有學者能將二者充分結合起來進

行討論，故作者以弓手為主，將唐宋基層

武力與社會的關係進行勾連。本書發現宋

代透過縣尉復置和弓手改隸強化了中央集

權，並將帝國力量深入地方社會，而弓手

的職能、角色發展，也不斷在不同政治環

境下被重新塑造與建構著。

第三章〈近民作縣―基層社會的權力

結構與運作〉一文中，作者並不將焦點放

在縣以下的「鄉里」虛級行政單位，而是

聚焦於宋代政制特色所塑造出的縣級基層

場域，以縣政作為論述核心，從「權力結

構」與「實際運作」兩個層面出發，討論

縣政管理的演變及其中所牽涉的各種權力

關係。作者發現為了配合中央集權體制，

宋朝財稅與武力呈現中央化的傾向，進而

導致地方財政更加困窘，於是地方勢力適

時出面填補空缺，使得基層社會得以維持

運作，彌補州縣政府的不足，使得南宋形

成地方豪強與菁英∕地方官員∕基層武力

與胥吏構成基層社會的三個支柱。

二、第二篇〈地方勢力與政治適應〉

第一章〈洛陽豪雄―兩宋之際洛陽地方

武力的國家認同〉討論新舊政權交替時，地

方豪強如何面對時局，為了生存與發展中，

他們在各政權間見勢而變，反叛無常。本章

以宋朝皇陵的維護與破壞為觀察焦點，討論

擁護南宋翟氏勢力與依附完顏金、劉豫齊政

權的孟邦雄勢力消長情況，翟氏家族平定賊

亂守護皇陵，但原本被任命為守護宋代皇陵

的孟邦雄在投靠劉豫齊政權後，為表示效忠

齊政權，不僅協助劉豫剷除阻礙齊政權統治

的地方勢力，更執行盜掘永安陵的任務，不

過盜掘宋皇陵的舉動卻也讓孟邦雄招來殺身

之禍。

第二章〈四明風騷―宋元時期四明士

族的衰替〉從既有的家族研究基礎出發，從

「衰替」的角度，探討長時期地區士族之間

的關係與變化情形，進而掌握四明地區（今

寧波市）士人家族間的互動及其對個別家族

和地域的影響。由於四明地區接近南宋的行

都臨安（今杭州市），因此四明士族長期在

南宋政局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將家族與

地域社會放在歷史發展脈絡中理解，可更

理解家族興衰、菁英階層內部流動與地方社

會結構三者間的緊密變化與結合。四明士族

進入蒙元統制時期後，雖然大多免去了一場

屠殺的浩劫，但在新的外來政權統治下，不

僅受到監視行動，更被重賞鼓勵告密，使得

許多士人受到無辜的牽連，而四明士族也逐

漸在戰亂與改朝換代的情勢下，逐漸走向衰

敗一途。但作者認為新政權的到來並非四明

士族沒落的主因，主因應在於家族人際關係

聯繫的變化，家族一旦不合或沒落、社會對

立，其所建立的婚姻關係也難以發揮功效，

而士人興趣與家風的改變，也深刻影響家族

的衰落。

三、第三篇〈政局變動與訊息流動〉

第一章〈令決於中－北宋晚期程氏父

子對廣西的經略〉探討北宋晚期宋廷經營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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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的情況，藉以掌握新舊黨爭與執政更迭對

宋廷推動邊疆政策的影響。宋朝中國對西南

的拓展狀況，與當時的政策有密切的關係。

宋神宗與王安石君臣對廣西採取積極開邊政

策，卻也引發不同程度的衝突與戰爭；隨

後，宋廷又打消統一交趾的念頭。宋廷以程

節與程鄰父子在廣西執行拓邊任務，但正值

新舊黨交替執政時期，其兩人的績效難以持

續，但他們從軍事轉向民政的執行策略，卻

為南宋經營與開發廣西奠定重要基礎。程鄰

雖非進士出身，而以蔭補身分追隨其父經略

廣西，恩蔭補官在宋代較難獲致高位，再加

上宋代重文政策下，蔭任官者難跟科第出身

者相比，遂使程氏家族日漸消寂。

第二章〈庶無稽遲－宋、蒙廣西戰役

的軍情蒐集與傳遞〉以訊息傳遞為視角，

討論南宋理宗寶祐五年到景定元年，蒙古

由大理、安南侵宋期間，宋廷如何蒐集安

南、大理與羈縻溪洞的情報，進而瞭解蒙

古由西南邊境發動攻宋的過程，以及宋廷

的因應之道。

  結　語

以往歷史學界討論政治史研究時，大多

聚焦於「政策」面向，透過政策內容的論述

與分析，試圖找出各朝發展的軌跡，但正所

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上級所規劃的各

項政策，實際上指派到地方社會後，恐將出

現不同與原本設想的運作情形。在本書中，

作者試圖消弭「政策」與「對策」的鴻溝，

將中央政策與地方對策做了十分適切的連結

討論，走出政治史另一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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