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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自幼喜爱读历史小说和人物传记。
犹记得，虽身处帕米尔高原的边城喀什，还几乎集全了《三国演义》的连环画小人书。
后来，在读研究生时，即选择了宋初名相赵普，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
由此，开始了我对宋代人物的研究。
硕士论文《论赵普》及相关研究成果，收入本书，是为卷二。
在此基础上，写成了我的第一部著作——《赵普评传》，约28万字，几经周折，于1991年5月由北京出
版社出版。
嗣后，又应邀写成了《宋太宗》一书，约30万字，作为“宋帝列传”的一种，由吉林文史出版社
于1997年12月出版。
而有关太祖、太宗的相关研究，有些新意的部分，构成了本书的卷一。
结合太祖、太宗与赵普的研究，使我对宋初政治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与把握。
本书的卷三至卷七，是研究宋代文臣与武将的相关成果，其中不仅包括文臣、武将，还有科学家、诗
人等。
其中关于寇准、沈括、刘筠生卒年的考定，字数虽不多，但颇为自得。
有关古代最为著名的清官包拯的两组文章，则多少有“应景奉命”之意。
尤其是关于台湾电视连续剧《包青天》的杂谈十六则，更是有感而发，也许会为正统史学界所不值，
但我以为是有重要的普及历史知识意义的。
寇准与丁谓这对冤家的研究，与我对宋真宗朝的研究是互为补充的。
有关宋真宗朝的研究两文，已收入拙著《宋初政治探研》中。
而有关寇准与丁谓研究的五篇文章，则收入本书，为卷三。
有关吕端与包拯的研究，虽不连贯，但两人都是文臣，且是名臣，故编为卷四。
有关宋代最伟大科学家沈括的两文，篇幅虽小，但仍汇编为卷五。
有关元祜“旗手”陈瓘的研究，是我研究熙丰、元祐党争的一部分，自觉尚有新意。
是故编为卷六。
有关名将杨业、曹彬、岳飞的研究，自有一得之见，尤其是有关杨业的文章，在首届杨家将国际学术
研讨会上颇获好评。
这三篇长文及一篇短文，编为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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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入了作者有关宋代人物研究的论文36篇，另附短文7篇，收入本书的三十多篇文章，绝大多
数已刊发，只有少数几篇未曾刊发。
收入本书时，各文均作少量的文字方面修饰，基本观点则未作丝毫改动。
本书反映了作者三十余年来研究宋代政治、军事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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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赵普欣赏和看重的人，见于史籍者不少，基本均是具有吏治才干的人。
宋琪，《宋史》有传。
他是赵普的同乡——幽州人，是辽国的进士。
《长编》卷10，至道二年(996年)九月载，琪粗有文学，颇谐给，周知人之情伪，尤通明吏术。
本传称其素有文学，颇谐捷，在使府前后三十年，周知人情，尤通吏数。
部有冤狱，琪辨之，免死者三人。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太宗将加擢用，为卢多逊所沮。
究其原因，除了宋琪与赵普交好外，他尤通吏数，恐也是一个因素。
辛仲甫，《宋史》有传。
少好学，及长，能吏事，伟姿仪，器局沉厚。
显德元年(954年)，郭崇镇澶渊，仲甫为掌书记，曾雪冤狱。
赵普向太祖推荐，称他文武兼资，被擢用。
张齐贤，《宋史》有传。
孤贫力学，有远志。
中举后，初通判衡州，时州鞠劫盗，论皆死，齐贤至，活其失入者五人。
为地方官，颇有善政。
知代州，曾击退辽军进攻。
知河南府，时狱有大辟将决，齐贤至，立辨而释之。
史称其议论慷慨，有大略，以致君自负，留心刑狱，多所全活。
赵普曾向太宗力荐他为执政，说他素蕴机谋，兼全德义。
卷郭贽，为赵普所重，《宋史》有传。
曹彬为弭德超所诬，贽极言救解，深为宰相赵普所重。
从本传看，他也不是一个文学之臣。
刘昌言，《宋史》有传。
赵普镇南阳(邓州)，重昌言有吏干。
普留守西京，表为通判，委以府政。
赵普死后，昌言感知遇之恩，为其经理家事。
王化基，为赵普所不喜。
据《东都事略》本传，他举进士，为大理评事，通判常州，知岚州，宰相赵普以为骤用人，非有益于
治也，改淮南节度判官。
《玉壶清话》卷8载此事，说赵普学术平浅，而称化基尤善为诗。
于此可知，赵普不喜化基，还是因其乃文学之臣，无吏治才干。
卢多逊看重之人，史载不多，从李穆这一例看，是文学之臣，不以吏道称。
李穆与卢多逊为同门生，《宋史》有传。
开宝五年(972年)，太祖谓多逊日：“李穆性仁善，辞学之外无所豫。
”多逊日：“穆操行端正，临事不以生死易节，仁而有勇者也。
”太祖日：“诚如是，吾当用之。
”太祖说李穆只有辞学，卢多逊也未道及吏道，可知李穆是文学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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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宋代人物论稿》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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