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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辽、金、元三个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和西夏、两宋的历史或相联系，或相衔接，
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自魏晋南北朝隋唐之后，又一个多民族大迁移、大组合、大融合的历史面貌。
辽、金、元三朝历史的重要，还集中反映在它们都是以少数民族即契丹、女真、蒙古等族的贵族为主
建立的皇朝，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因此，关于辽、金、元三朝历史的研究，历来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
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产生了一些名家和名作。
同研究辽、金、元三朝历史比较起来，史学界关于辽、金、元三朝的史学的研究，就显得薄弱一些。
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文献资料的局限，二是关于史学的研究，人们首先要关注史学上的那
些影响巨大的传世之作。
由于这两个原因，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辽、金、元史学尤其是关于辽、金史学研究，就显得很不够
了。
清代学者如钱大昕等曾经做过一些考证的和补作性的工作，然而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似也未曾引起
人们应有的重视。
随着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的发展与深入，研究者对辽、金、元史学有了更多的关注，不论是对个
案的研究，还是对整体面貌的概括，都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反映了史学史研究者对中国史学是多民
族史学积累、汇合而成的学术理念更加自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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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0～14世纪中期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反映这一时期历史文化内容的辽金元史学内涵丰富。
从辽、金、元三朝修史制度形成和发展的轨迹看，它们大体上遵循了以往朝代形成的优良的史学传统
而有所变通。
民族史撰述的增多，各族史家不同的史学见解与共同的追求，以及历史思想的变化都昭示了时代的特
征和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
值得重视的是，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成为这一时期历史思想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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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君主也将改革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展。
海陵王在政治上对统治机构作了新的调整，废除行尚书省，政令统一于朝廷，取消中书、门下二省，
实行尚书省一省制；在经济上对猛安谋克户继续推行“计口授地”制，加速了女真族由奴隶制向封建
制变革的步伐。
金世宗统治时期，不再推行南侵政策，致力于调整社会矛盾，发展生产、详定制度，出现了所谓的“
大定之治”。
到金章宗时期金朝社会发展至鼎盛，从经济制度方面完成了女真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
应该说，女真族在金代的跨越式发展与东北地区的开发是金代推进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重要贡献。
与辽、金两朝相比，元朝在边区经营与治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大。
研究边疆历史的学者认为，自成吉思汗崛起于漠北到元顺帝退出大都，北归朔漠，前后160多年的时间
里，主要是蒙古族居住的北疆地区在经济、文化方面获得显著的发展。
①的确，漠北作为蒙古统治者的根本之地，在成吉思汗到蒙哥统治时期，它是蒙古国的政治中心，随
着蒙古统治者对邻境的征服，它的经济也相应的丰富和发展起来。
元朝的建立和发展更是极大地促进了北方地区的开发。
由于战争的结束，社会秩序逐渐稳定，经济政策得到了有效的贯彻，北方草原地区的畜牧业更加繁荣
，草原与其他地区的联系空前加强，农牧之间的经济互补成为可能，大批工匠进入蒙古人居住地区，
加速了那里手工业的进步。
从整个元朝的历史发展着眼，我们可以看到，在大统一的背景下，由于不存在此疆彼界的区别，元朝
各民族之间的接触频繁，边疆地区的开发普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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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辽金元史学的多民族特点》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2004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师从瞿林东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入学之初，瞿先生根据我从前所学专业，就将我的学位论文题目初步定为《辽金史学的民族特点》，
在搜集、排比辽金史学资料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辽金元之间学术传承的密切，于是也将元朝史学纳
入考察范围。
由于我天性鲁钝，加之刚刚开始中国史学史的学习，这篇学位论文的撰写让瞿先生十分劳神费心，从
开题报告的撰写，到论文提纲的反复讨论、修改，以及文字表述问题的准确与否，每一个环节无不凝
结着瞿先生的心血和劳动。
为了让我尽快领会史学史的研究路数和方法，瞿先生耳提面命，课上讲、课下讲，细心修改我写的每
一篇小文章，我就是在瞿先生的督促、鼓励与批评中按时完成了学位论文的撰写。
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在毕业论文答辩后的当晚，瞿先生召集邱锋、杜永梅和我，讨论各位答辩专家提
出的意见，明确我们今后论文修改的重点。
三年的学习时光匆匆而过，然而，瞿先生的教诲却深深印人我们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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