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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史》，元脱脱等奉敕撰，凡135卷，包括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此外附《金国语
解》1卷。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始议修辽、金二史；宋亡，又议辽、金、宋三史，但因正统问题争论不休而
搁置。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决定辽、宋、金“各与正统”，开始修撰，次年十一月告成。
参加修纂的有沙剌班、王理、伯颜、赵时敏、费著、商企翁，以及作为总裁官的帖睦尔达世、贺惟一
、张起岩、欧阳玄、揭侯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等，其中欧阳玄的贡献尤大，撰修辽宋金三史的
发凡、举例以至书中的论、赞、表、奏等，主要皆出自他的手笔。
    金朝有较完善的修史制度，设国史院和记注院。
国史院设监修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和编修官等，掌管监督、修撰国史事宜。
记注院，掌修起居注，记录皇帝言行。
还有秘书监设著作局，掌修日历，逐日记述有关朝政事务。
金朝当代史的记录和撰写，除起居注、实录、日历以外，还修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当代政书、别史、
杂史、传记等。
如《大金吊伐录》4卷，《大金集礼》40卷等。
金元之际，时局动乱，张柔、王鹗等为保存、抢救金朝史料作出重大贡献。
张柔在汴京陷落时，独入史馆，取出金实录及秘府图书，入元后，献给朝廷。
王鹗不仅致力搜集金朝史料，并在元初受命修金史。
因此阿鲁图《进金史表》称，“张柔归金史于其先，王鹗辑金事于其后”。
    元修《金史》由于有金朝实录、国史为依据，加之刘祁《归潜志》和元好问《壬辰杂编》、《中州
集》小传等可资参考，资料较为丰富。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金代“制度典章，彬彬为盛，征文考献，具有所资”，而且“相承纂述，
复不乏人”；又说，《金史》“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
”。
清人赵翼也说，“《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
    《金史》虽有“良史”之誉，但也存在乖于体例、纪传不符、氏名不一、自相矛盾，以及某些重要
人物不为立传等失当和疏漏之处。
    《金史》较系统地记载了女真族的发展及金朝历史，其中关于女真及其有关各族早期事迹，多不见
其他史书。
《金史》的志较为详备，为了解、研究金代社会经济、各项制度、行政区域等保存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
《金国语解》一卷，用汉语标出并解释《金史》中某些官称、人事、物象、姓氏等女真语称谓，是解
读《金史》及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重要文献。
《金史》是研究金代历史最基本的资料。
    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下面就如何看待金代历史略作说明。
    金朝是女真族于12世纪建立的王朝，历时120年。
在此期间，北部中国社会发生许多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对金朝本土，而且对同时期的南
宋以及后来中国历史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是政治与制度方面。
    女真人在建立金朝之前，处于原始社会后期，建国后迅速进入阶级社会。
随着女真社会由部落联盟发展为国家，其最高统治者也由部落联盟长一都勃极烈而成为皇帝。
不过，这时的金代社会仍保留有相当多的女真族特点。
完颜阿骨打称帝后，一度采用贵族议事制度——勃极烈制。
许多军国大事的决策，须经勃极烈会议商议。
到熙宗、海陵王时，金代社会发生了许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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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官制的确立，它既承袭了中原汉制的某些传统，又非一如汉制，而是有所保留和变通。
金朝行台、行省之设，在我国行政区建置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后来为元朝承袭和发展，成为地方最高
行政机构。
又如金朝科举制度，也是继承唐宋之制，并有创新。
女真进士科的设置，在我国科举制度史上堪称创举，元朝设蒙古进士科，清朝设宗科，都与金制有渊
源关系。
又如，北京作为我国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与巩固，对后世中国影响尤为重大。
海陵王完颜亮于公元1153年从金上京(今黑龙江阿城)迁都燕京(今北京)，改称中都，遂成为金朝的政治
中心。
后来元、明、清均以这里为都城。
北京作为我国政治中心的地位是从金朝确立和巩固起来的。
    二是经济方面。
    金朝统治期间，北方中国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东北地区得到开发，中原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作物种类增加，农业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畜
牧业也很发达；手工业在辽宋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其中火器制造业、雕版印刷业等，均达到很高水
平。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商业、与邻国贸易及货币流通也发展起来。
交钞的使用和随后取消交钞兑界之制，使之成为无限制通用的货币，在中国纸币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
意义。
不过，金朝晚期的通货膨胀也是历史上所罕见的。
    三是文化方面。
    金代在文化科技的某些领域里，如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及自然科学、医学等，都取得很大成就。
如女真人创造女真大小字，为丰富祖国的语言文字作出了贡献；汉语语言学出版了几部对后世有影响
的著作；文学既延续宋文学的传统，又形成本朝特色，并且出现了元好问等杰出文学家；艺术中的书
法、绘画等已达到很高水平。
此外，金代的天文、历算、数学和医学等也有重大发展。
金代文化从金初没有文字，到中后期“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其发展是相当迅速的。
    对金代文化的历史地位，从金末到元清，都有较高的评价。
元好问说金源“典章法度几及汉唐”。
元人修《金史》称：“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
以文而不以武也”。
清人赵翼说：“金代文物远胜辽元。
”可见金代文化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四是社会生活方面。
    金人的社会生活，诸如服饰、丧葬、宗教等，既受到中原汉人影响，又对南宋和后世产生一定影响
。
女真人的某些服饰，在北宋故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乃至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都有流行，颇受欢迎，
曾遭南朝官府的明令禁止；金人的火炕，至今仍是北方一些农村居民的起居之所；北方流行的火葬虽
非始自金代，但在当时得到推广；女真人中盛行的萨满教后来在清代满族中仍很流行；金代兴起的新
道教——全真、大道、太一诸派到元代有了进一步发展。
    五是民族融合方面。
    金国境内，除女真人外，还有汉、契丹、奚、渤海人等，由于频繁的战事以及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
秩序而采取相关措施，造成人口大量流动，在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的联系与融合。
尽管金王朝没有实现中国的统一，但是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过很大作用。
    在我国历史上，凡是民族斗争与融合的重要发展阶段，往往也是在观念上关于所谓华夷、正闰问题
讨论最为活跃并在理论上有所发展的时期。
金初太祖、太宗时期，称宋为“中国”，金朝自为正统的观念尚不明显，到熙宗、海陵时期，这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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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有了新的发展。
海陵王反对重诸夏而夷狄及以在域内区分正统与僭伪的正统论。
这种华夷狄平等的主张，固然同他的政治雄心相联系，为其统一江南制造舆论，但不可否认，他对传
统观念的否定和批判是符合历史发展大势的。
到世宗、章宗时期，金朝社会发展到了鼎盛阶段，统治者的正统观念也益形强烈。
这一观念，对推进金代各民族融合，推动北方文化发展，以及对后世特别是元清两代产生了一定影响
。
金代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实践与理论上，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综上所述，在金朝统治的120年间，北部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取得很大进步，金朝的历
史地位是不应被忽视的。
    本书在选目上，“本纪”全选，借以系统掌握金朝历史发展脉络；“列传”选择各方面有代表性的
重要人物；“志”选地理、兵、食货和百官等志，可以从中了解金代社会经济发展和重要政治制度；
“表”则仅选《宗室表》。
在所选的本纪、列传和志中，兼顾其重要及有可读性的段落，而“表”则仅节选小序。
译文力求准确、通俗、流畅、简洁。
不过限于编译者的水平，无论在选目还是译文方面，必然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尚请读者不吝
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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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金朝统治的120年间，北部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取得很大进步，金朝的历史地位是
不应被忽视的。
《白话精华24史：金史》在选目上，“本纪”全选，借以系统掌握金朝历史发展脉络；“列传”选择
各方面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志”选地理、兵、食货和百官等志，可以从中了解金代社会经济发展
和重要政治制度；“表”则仅选《宗室表》。
在所选的本纪、列传和志中，兼顾其重要及有可读性的段落，而“表”则仅节选小序。
译文力求准确、通俗、流畅、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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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四月壬辰，崔立将太后皇后、梁王、荆王及各宗室都迁往青城，甲午北上，崔立之妻王氏准
备了仪仗护卫送皇太后和皇后至开阳门。
当天，宫车三十七辆，太后在前，皇后在后，妃嫔又在后，宗族男女共五百多人，连儒佛道人员、医
生、工匠、绣女都北迁。
四月，大元军人京城。
当时崔立在城外，元兵先到崔立家中，将妻妾宝玉都带走，崔立回家后大哭，但也无可奈何。
天兴三年六月甲午，传说附近有宋军，李伯渊等人假装与崔立商议防宋之计。
第二天晚上，李伯渊等人火烧外封丘门以惊动崔立。
当夜，崔立很不踏实，一晚上起来上百次。
天亮时，李伯渊等人来相约崔立去观察火情，崔立跟随苑秀、折希颜等人骑马前去，告示城内百姓十
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男子都到太庙街集合。
返回时崔立走到梳行街，李伯渊想送崔立回二王府，崔立多次推却不去，李伯渊一定要亲自送他，崔
立不怀疑，仓促之中在马上抱住崔立。
崔立回头问：“你要杀我啊？
”李伯渊说：“杀了你又何妨。
”立即拔出匕首横刺崔立，洞穿手抱崔立之处，再刺，崔立落马而死。
伏兵出来，元帅黄掴三合杀死苑秀。
折希颜后到不知情况，见崔立落马，以为是与人打架，想上前劝架，却被军士砍中，折希颜负伤走到
梁门外，被人追到斩杀。
李伯渊将崔立尸体系于马尾，到内前号召大家说：“崔立杀人抢劫，奸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难有
，是否当杀？
”万众齐声说：“千刀万剐也难称心。
”于是割下崔立之头，朝承天门祭哀宗。
李伯渊以下军民都大哭，有人挖了崔立的心生吃掉。
将乱党三人之尸挂在门前槐树上，树忽然拔起，人们说是树有灵气讨厌其尸玷污了树。
接着，有人告发崔立藏有宫中珍宝，便抄了崔立的家，将崔立之妻王花儿赐给丞相镇海部下的军士。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史>>

编辑推荐

《金史》为白话精华二十四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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