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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内容概要

极有说服力的文字版“清明上河图”：有趣，好读，充满奇妙细节，引人入胜！
区别于 “×朝那些事儿”的文化快餐：巨量史料，近百幅宋画，还宋朝文明以本来面目。
人们对宋朝的评价，几乎可以分成对立的两派。那么，到底宋王朝是“积贫积弱”、“皇权专制的高
峰”，还是宋朝乃“现代的拂晓时辰”呢？
本书作者通过对海量的各类记述宋朝的文献和各种各样的宋画的解析，从生活、社会、经济、法政四
个层面展示了中国封建历史上可能最为文明、现代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驳斥了关于宋王朝“积
贫积弱”“皇权专制的高峰”的传统论断，还宋朝文明以本来面目。
作者以“现代性”为线索，在书中布了一个大局：
“瓦舍勾栏”，描述宋人过着像宋瓷一样的精致生活；
“契约时代”，展示宋人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
“全民皆商”，细描了中国的重商主义年代；
“共治天下”则充分体现了宋朝制度的分权与制衡之美。
此书内容之博达，作者用意之良苦，可以想见！他非常严谨地论述了封建历史走到宋朝开始走向近代
化这一论题，彻底颠覆了一些史学家对宋朝“积贫积弱”“太窝囊”的判断。
该书既适合专业人士，也适合大众阅读，文笔优美，观点新颖，有趣并充满见解。 比如宋代开封的城
市白领不在家中做饭，而是“叫外卖”；比如《清明上河图》展示的酒店业“灯箱广告”；比如南宋
杭州出现的“猫粮专卖店”；比如宋代大城市的“证券交易所”；比如诞生于宋代的纸币；比如宋朝
高度发达的契约；比如宋代立法的“民主审议程序”；比如非常缜密的宋代司法程序；比如十分讲求
分权制衡的权力构造⋯⋯这些历史细节组合起来，便展现出一种非常“现代化”的宋朝社会景象，让
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我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不仅是重新认识宋朝，也是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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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作者简介

吴钩，历史研究者，被称为“天下第一宋粉”，主要关注领域为古代的政制与社会生活，习惯以社会
学与政治学为分析工具，对正史野稗、前人笔记所记录的古代社会、官场细节及其背后隐秘进行梳理
分析。在《博览群书》《书屋》《社会科学论坛》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等刊物发表有多篇历
史社会学随笔。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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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精彩短评

1、生活史集子，原本是读得兴趣盎然的。但想到满腔历史里扒出来的论述没有表现太多借鉴作用，
就索然了。
生活史这一段，我算是过去了。现在要开始更多连接。
2、“太和酒楼三百间，大槽昼夜声潺潺”能解读为太和楼有三百个包厢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
少楼台烟雨中”能理解为南朝有四百八十座寺庙吗？居然把文学手法当史实理解，暴露了作者处理文
献的短板。作者在后记中说不想本书变为《明朝那些事》那样的快餐读物。可是，脑子还是要冷静，
想要两年就写完一个朝代的这么多方面就注定这只能是一本快餐读物。
想给四星的，多一星送给这个软实力强到空前绝后的赵宋。但是呢，历史类读物不比文学虚构类，态
度一定要严谨，解读文献分析事实的能力差就是最大的硬伤。如果不可信那简直不如不读。
3、作为一个汴梁人，读这本书充满了亲切感，自豪感，当然，还有深深的失落感。本书略厚，个人
感觉后面没有前面有趣，可能是最后读的有些急躁了吧。
4、算通识读本。装帧和配图不错。
5、书中描述了很多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生活的细节，引用相关古代文字作为佐证，的确有很
多地方与现代社会相似，让我对宋朝有了重新的认识。但不足之处是有些论点举证太过单薄，有牵强
附会之意，也有些许前后思路不一之感。
另外有一点，书中在很多地方出现某某事物很可能是马可波罗传往欧洲的，且不说马是否真正到过中
国这一未定之论，也不说这些“先进”事物是否真起源于中国，那这么多文化的传播都归功到一个人
身上，未免太过自欺欺人了吧。每每看到相关词句，都觉得拉低了这本书的b格。
6、看看后记就知道作者是个很自负的人了。看不起X朝那些事儿，自以为写的作品趣味学术兼有，只
能呵呵了。
7、不严谨。
8、给人对宋朝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按照作者的说法，中国的历史发展到宋，才是真正的高峰。当
然，读史应该广纳言，细考究，因为没有看过 别的宋史作品，很难给出客观的评价。
9、书读了不少，但见识颇浅
10、很有意思的一部介绍宋代的作品，从科普性扫盲性来说值得四星，史料的引用也很严谨。但是，
有过度吹捧美化宋代之嫌疑，一些评论或者论断有点武断了。2016.01.01—2016.01.10
11、彩樓歡門
12、剽窃抄袭的出来死个妈先
13、一开始看着还不错，然而越到后面越反感。敢情你作者比黄仁宇余英时还牛逼，动不动就是人家
这个说得不对那个是错。敢情大宋朝宇宙第一，没得可比，就差发明航母潜艇计算机了。请问既然那
么牛逼怎么还是被灭了？所以这篇文章里面提到的内容有待考证。真是白瞎了我几个小时的时间。
14、了解宋代日常生活的闲书，读来有点趣味，不过作者有时候太刻意强调与近现代的对比了。装帧
很精致。
15、感觉里面的一些观点有点先入为主，缺少学术方面的严谨性，但仍不失为一本较好的宋代文明史
通俗读本。
16、随便看看！
17、条目清晰，文字有趣。多引宋人笔记、文集，可读性强。然言似溢美，论少深刻。综观全书，仍
有颇多可参考之处。
18、豆瓣应该增添“负粪”评价。
19、看完对宋有大大的改观。只是隐隐还是觉得宋没有作者说的那么完美，从笔记里固然能翻出光鲜
的一面，若有论敌较真，相信也可以找出完全相反的史料。不管他了，先去宋人的青砖小路上走一走
20、虽然也被嘲为是历史发明家，但确实是让人兴趣盎然很好读的入门史书。
21、1.这本书不是讲大方向政治制度或者文化变化的，到时从小初入手，给人更强的代入感。
2.装帧很不错哦。
3.但是很多是参考《东京梦华录》的，我也不知道可靠性高不高。
4.没有什么对比性的解析，有点一味说好的感觉。

Page 4



《宋》

来自理工学生的愚见
22、生活细节好看
23、其实可以当做宋代历史资料整理集合看。
24、崖山之后再无中国
25、排版非常精良，装订虽不利于阅读，却也是非常细致，内容冗杂，作者涉猎之广可见一斑，分章
分节，概括清晰，使读者读之不甚费力/且不说史论与史见，文史硬伤也清晰可见，从文中旁征博引处
可知，所谓学术性，只不过是修饰门面，区区一常识耳。X朝那些事是文化快餐，你这个顶多就是时
速120码外卖
26、一本可以让我看得眼前一亮的历史书，角度新颖，解读方式也有趣，最重要的，是让我看到了一
个与之前印象大不一样的宋朝。
27、一句话，一个引用，一个现代汉语翻译。跟我写论文的方法差不多，没啥意思也没啥东西。过个
目录就能懂一半。
28、文献综述，看着图乐儿~~
29、资料罗列，从宋代笔记中寻找现代化的痕迹，很多时候都是硬套，就像新儒家要从经典中找到分
权一样牵强。
30、全书可以算是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注解合集，然而三观还是受到了极大冲击
31、对宋朝生活点滴的介绍，给我们带来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思考。
32、通俗易懂有趣。
33、百科全书般的事无巨细，可见作者之用功用心。在开始阅读之前，我知道宋这个朝代确实有着不
同寻常之处，但读毕此书，不想还是大大超乎我的意料，真是太神奇和让人神往了。若此书句句属实
，那么毫不客气的说，直至目前为止，宋是中国历史文明文化之顶峰。
34、装帧漂亮，内页插图和排版也不错，材料一般，议论吓人。我大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35、这本书花了不短的时间翻完。更感兴趣当然是饮食民俗一类，后半部分的政治，立法也让自己抛
却了许多成见，这是一本会让人更爱我宋的书。
36、作为一个“宋代近世说”的拥护者，按照道理说这部书应该很合我的口味，但是很不幸并不合拍
。这部书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连生活史都算不上，只能说是一部整理过后比较完整的风物志。任何一
个时代都是十分复杂的，抽取一个时代的许多片段并不能说明这个时代的大特征，何况是中国这种大
国。宋代诚然是中国古代许多领域发展的一个高峰，但是这样的结论需要更加详实可靠得论证而非这
种断章取义的堆砌。对于历史材料的运用需要审慎，而不能随意引用，牵强附会。记得前年我读过一
本《唐朝风物志》，该书从唐诗中还原了所谓“大唐”，而这部书却从宋人的文艺作品中描述了所谓
“大宋”，二者毛病相同，哗众取宠，自以为是，不可信服。此外，此书的装帧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
中，稍加翻看几遍必然崩坏，那么，再好的铜版纸也不算一个合格的出版物。唯一可取可能是有趣吧
37、算是一本比较全面的宋代风物志，但在史料的引用上不够精细，很多观点用“文学作品”作为例
证，但其实诗歌中许多时候存在文学作品的夸张和虚构，比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不能用来推断真
的有四百八十座寺庙，作为例证有些牵强，也降低了可信度。但作为了解宋朝风物的一个途径，还是
不错的，确实呈现了一个软实力很强、市民文化蓬勃的赵宋。启蒙、入门或者只是为了乐趣的话，可
以一读。【作者顺手黑了一把《明朝那些事儿》，但其实我觉得这本书也难逃文化快餐之嫌⋯⋯】
38、看了这本书，目历一个朝代的兴起至衰落，散发着人性的光芒。让我不得不相信平行时空的存在
，是有人将我们现代的理念穿越带回古代，还是说，是我们现代学习古代的精髓治国。爱上这么个充
满着烟火气的朝代。可是文章后半部分太过枯燥，无心阅读，草草一览而过。
39、哈哈哈哈即使广西师大，诚如诸位恶评。
40、右翼五毛
41、在杭州游玩后买下读完的 :) 更喜欢南宋纪录片里第一集和宋画的一集的描述 书是通俗历史 略粗糙
但提到很多有意思的细节值得深入研究 赞对人情味的重视 
42、虽然看作者微博是个愤青，但仍喜欢他描述的大宋。而且有理有据，观点都还比较考究。
43、内容繁杂又太琐碎，没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部分章节让人眼前一亮
44、这一分是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全凭自己喜好，专挑一个好的方面来讲
，不在自己专项研究领域的历史也是胡乱扒，为说丑一个朝代专挑野史，不具备一个历史学者基本素
养，可能就像有的人说的"只是单独的有趣罢"，该书作者现在完全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受不得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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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批判，真是让人恶心得不得了！
45、一点都不有趣，就是个资料文献= =
46、颠覆了我对宋朝的印象，宋朝之后无中国，崖山之后我华夏文明、精英尽毁于蒙元之手！
47、史料未加考证便使用，对于诗歌和文学作品中的夸大和溢美视而不见，很多处叙述并不符合实情
。全书对宋代经济文化等多加渲染褒奖，作者赞成宋代近世说，但对元明清有过多横加指责，且刻意
回避了宋代孱弱的军事和很多时候的党争与扯皮。不过全书内容丰富、图文对照，毋宁说是一部精彩
的宋代风俗志和文化史，展现了宋代文化活动和经济发展的发达，也让我们对宋代一改往日积贫积弱
的固化认知。内容三颗星，装帧加一颗，吴钩并不是什么太高水平的历史作者，但是还是有一定诚意
的，建议不要太把宋代所谓的近世之说当回事。
48、挺有趣
49、刷新印象~
50、已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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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精彩书评

1、在《重新发现宋朝》小试牛刀之后，吴钩先生更上一层楼，在一年之后推出了这本大部头的《宋
：现代的拂晓时辰》（以下简称《宋》）。并由以学术精神著称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无论从
史料、史识还是装帧、设计，这本书有很大的超越。翻开这部厚重精美的著作，细细读来，其中不乏
可圈可点之处。一直以来，吴钩先生在微博上颇为活跃，他因为对宋朝的极力推崇，因此被戏称为“
宋粉”。对经常关注他微博的读者来说，书里的一些内容或许在他的微博上有所出现；但微博过于碎
片化，通过本书，人们对吴钩的宋朝研究可以一窥全貌，作者的思路也更加完整和成系统一些。在《
宋》这本书中，吴钩将“现代性”作为全书主题和线索，由此展开枝节叶脉，分门别类，用点点滴滴
的细节，拼凑了生动的历史大局——“瓦舍勾栏”描述宋人过着像宋瓷一样的精致生活；“契约时代
”展示宋人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全民皆商”细描了中国的重商主义年代；“共治天下”则充分
体现了宋朝制度的分权与制衡之美。与许多学术性专著不同，本书语言平实，以普通历史读者为阅读
对象，为此在书中插入了100余幅宋代风情画。中国传统绘画重写意，因此常常很难将绘画作为历史的
记录工具，但宋朝绘画却有所不同，出现了大量写实性的美术作品，而且这些代表中国古代艺术巅峰
的作品有许多都流传至今。《宋》的封面就是一幅完整的《清明上河图》。有时候，图片的信息量远
远超过文字。这些图片与文字相得益彰，使《宋》就如同一幅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一样，古老的
宋朝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随着宋朝的夜生活、瓦舍勾栏、贵族的娱乐活动、美食、节假日，甚至
宋朝人的沐浴、刷牙以及天气预报、城市化、福利体系、书院一一呈现，这个充盈着拂晓之光的朝代
显现着不输于当今社会的人性化、法制化、商业化的迷人之处。作者以优美而富于时代感的文字，将
宋朝城市化、福利体系、书院、民风等，描绘成一幅趣味横生的充满生活气息的历史长卷。可能是为
了便于大众读者理解历史，作者在写作中采用了大量现代语汇，比如宋代开封的“城市白领”不在家
中做饭，而是“叫外卖”;比如“猫粮专卖店”、“证券交易所”和“灯箱广告”等⋯⋯在这方面，同
样对宋代生活史兴趣盎然的李开周先生更是乐此不疲，在作品中大量使用现代口语。相比之下，吴钩
在《宋》中仍然保留了书面语写作。历史写作离不开各种史料。从《宋》的下注看，全书所引史料极
多，从正史到野史笔记，以及国外汉学著作，不一而足。作者通过对各类记述宋朝的文献和各种各样
的宋画的解析，从生活、社会、经济、法政四个层面，展示了中国历史上可能最为文明、现代且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宋代文化发达，文人和民间写作者甚众，各种野史笔记多不胜数。因为印刷技术
的普及，流传下来的宋代史料远远超过以手写为主的汉唐。早先曾有漆侠先生的经典作品《宋代经济
史》，如今吴钩在《宋》中更加展现了其对史料的爬梳、整合、分析能力。在作者颇接地气的叙述之
下，那些枯燥的商业信贷、冶金煤矿、制造工业以及对外贸易等历史显得娓娓动人，让人看到一段有
血有肉、似曾相识的中国历史。
2、作者试图通过宋朝政治、经济、社会的诸多现代化来说明宋朝是近代中国的开端，但是由于作者
号称第一宋粉，所以难免牵强和美化。尤其是政治方面，比如说太祖碑文有大宪章的作用，显然太过
夸大，太祖碑文是规范皇权，而不是约束皇权，规范是为了保护皇权的持久性，根本原因在于太祖武
将夺权，通过重文轻武来抑制武将势力，制度化的形式就是太祖碑文。其实，我们从宋朝文官和武官
的命运，便可看见皇权之大，比如苏轼和岳飞，个人命运系于君主一人之上，而且奸臣专权，更能说
明权力之集中。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就是绝对皇权，中国一直都是有限皇权，一方面受到文官集团的
束缚，明朝及时如此专制，皇帝也经常面对文官集权无力，只能采取制衡手段，最突出就是军权与相
权的矛盾。另一方面，皇权受到受到地方的束缚，春秋战国有分封的诸侯国，魏晋南北朝有地方士族
门阀，唐代有军阀割据，中央与地方权力不断博弈。所以说，宋朝只能算是开明的专制。交流微信
：xpweekly
3、在大学里，就读到过陈寅恪先生评价宋朝的著名的话：“华夏民族之文明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
天水一朝”（赵氏郡望在天水，故以天水指代赵宋）。当时的确很不能理解，想不通我们从小印象里
积贫积弱、丧权辱国，与靖康之耻、亡国之恨联系在一起的宋朝何以能当此赞誉。　　后来又多读了
一些书，了解到海内外史学界有“唐宋变革论”之说，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
革，可以说是从自然经济和贵族政治的中世纪初步进入了商品经济加平民政治的近代。由此方初步明
白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对中国古代历史细节了解得越多，就越来越觉得：过去受西方
中心主义影响造成的一种成见——认为中国自秦以来2000多年历史处于停滞状态，总是在原地循环—
—是错误的。从秦汉时期的古典帝国，到南北朝和隋唐的中世纪帝国，再到宋以后已颇具近代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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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帝国，中华文明从社会经济结构到政治运行机制，从社会各集团构成到思想文化形态，都有很深
刻重要的变化。当然也有一以贯之而不变的东西，一是中华文明传统一脉相承没有中断，二是基本上
维持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我以为，这两点与其说是停滞，倒不如说是中华文明的伟大成就。
要知道从世界范围来看，能维持文明传统不中断、能维持如此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大一统，
实在是绝无仅有。　　而问题就在于中国为何在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关键时期逐步落后，而没有先于
西方或与西方同期进入启蒙时代，开启工业化、民主化的近现代历程？这一关键时期的落后，使得中
国在鸦片战争后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差一点亡国灭种。直到历经空前的大动荡、大革命，才开
启现代化之路，而到现在也还在奋力追赶西方。　这个疑问也可以说始终萦绕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
分子心中，而不断试图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解答。　　吴钩的《宋：现代的拂晓时刻》一书也对这个问
题提供了自己的答案。　　这本小书作者写得通俗浅显，但并非戏说，而是广泛搜罗史料，把反映宋
代近代化特征的众多历史细节分门别类汇集在一起：包括世俗化、市民化的社会生活，繁荣的城市社
会及经济，发达的商业活动和市场体制，理性化、一定程度上分权化的政治、司法体制等方面。特别
是作者对宋代政治运行中“虚君实相”、“共治公议“、“重视法治”等近代化特征的揭示，对宋代
司法制度为防止冤假错案而制定的严密的互相制衡的体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法制的巅峰，就是对现
代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解读，最让我印象深刻。读了以后令人对中国在宋代发生的社会历史进步
印象深刻，不能不感叹宋所达到的历史高度。　　作者充分肯定了宋代的历史进步，认为宋代已经达
到了“现代的拂晓时刻”。然而为何宋之后现代并没有来临，反而迟到了近七百年呢？作者认为，这
是由于落后民族的侵略迟滞了历史的发展。　　作者的这个观点，我觉得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既然宋
代的中华文明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可是为什么这种文明却不能把文明成果转化为足够的力量
去保护自己，不被征服？　　 一个当时历史条件下高度发达的文明，却无法抵挡落后的渔猎、游牧民
族的侵略，在靖康之难中短短几年就沦丧了大半江山，并最后被彻底征服，这难道不是说明这种文明
还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不是说明这种文明的脆弱吗？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起读过的历
史小说《金瓯缺》（曾获茅盾文学奖，在宋史爱好者中口碑颇佳）。小说作者徐兴业详考史籍，以悲
壮苍凉的笔墨，叙述了北宋末年表面上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的锦绣江山是如何沦亡的。　　这部小说
反映了，靖康悲剧的主要责任在于北宋朝廷的上层！当时北宋朝廷从皇帝到执政大臣，众多上层人物
只知争权敛财、穷奢极欲、敷衍塞责，而全然不顾国家民族的安危、不顾中下层人民的死活。与辽金
的和战决策犹如儿戏，等到战端一开，却又胡乱指挥。当金兵长驱直入时，又只会逃跑或者干脆投敌
。如此，怎能不败？怎能不亡？　　对民族存亡、百姓安危还有着责任心的忠臣良将，却受到权臣昏
君所制，终不能力挽狂澜、有所作为。广大下层百姓积极抵抗，但由于缺乏组织、得不到朝廷的呼应
，最终也陷于失败。终于造成了“神州陆沉”的历史悲剧！　　从这部小说中，我以为能够窥见宋代
中华文明的致命弱点。 文明发达的一个副产品，往往是内部矛盾的复杂、尖锐，特别是上层与下层的
对立与隔阂。这就成为文明的软肋，成为发达文明致命的弱点。而比较落后的文明，却往往内部分化
水平不高，矛盾较少，上、下层之间比较团结，因此能够凝聚成强大的实力，战胜内耗的发达文明。
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谓“上下同欲者胜”。　　宋代虽然有着繁荣的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有着高度发
达的文明成果，但却没有创造出抑制内部矛盾、实现“上下同欲”的机制，没有把发达的文明成果转
化为强大的国家实力的机制。这就是宋代的悲剧、也是中华文明的悲剧。　　我以为造成宋代中华文
明这一致命弱点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汉唐的强盛时代，中华文明依靠领先于
世界的严密的官僚体制以及帝国对农户的控制（编户制、均田制），依靠与帝国休戚与共的军事贵族
，曾实现了高效的资源汲取，实现了将发达文明成果转化为强大的国家实力。　　而在宋代，商品经
济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已经使众多传统的共同体解体，而出现了原子化的社会。社会学家曹锦清先生
就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正是由于中古时期的乡村自然经济和农村共同体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已经解体
，出现的是地权快速流转、农户在商品经济中沉浮不定而急剧贫富分化、失地流亡农民快速增加的这
样一个（相比起中古时代）高度分化、高度流动的乡村社会，而国家原先对农户的严密控制（同时也
承担向乡村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也因此被冲破而消亡，宋代大儒才极力提倡乡村宗族建设，为的是
要重建乡村共同体、建立能为乡村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曹锦清：《宋代以来的中国是如何建设乡
村组织的？》http://www.aisixiang.com/data/84607.html　）　　在此背景下控制了宋代政权的是这样一
个社会集团：士绅官僚集团。他们依靠科举发家，大多数出身乡村庶族地主。他们的土地、财富主要
不是靠国家的授予和历史的传承（像汉唐时期的军功贵族、世家大族），而是靠自己努力经营、兼并
小农以及把做官的权势用种种潜规则转化为物质利益。这样一个社会集团成了在帝国和广大民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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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间人”。然而这样的“中间人”是与“上下”皆不同欲的。对上（君主），他们实质上更像雇
员和老板、经理人和股权拥有者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汉唐时期贵族官僚与国家休戚与共的关系。他们
有绝对的利益动机去对上阳奉阴违来为自己谋私利；对下，他们与乡村小农在利益上是直接对立的，
他们要扩张财富（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这种扩张冲动又特别强烈），就必须要兼并小农。而这又势
必激化社会矛盾，并且与国家要依靠小农来提供田赋、力役、兵役的利益是直接对立的。在这样的社
会集团控制下的朝代，就不能不表现为政治的腐败和国家能力的弱小。　　在像宋代中国这样一个商
品化、市民化、高度分化的社会，要抑制内部矛盾，要建立有效的资源汲取机制以把发达的文明成果
转化为强大的国家实力，秦汉以来中华帝国的老套路已经越来越失效了。掌控发达的官僚机构的士绅
官僚越来越成为社会上唯一有力的集团，成为腐败的黑洞，汲取着发达文明创造的财富却不转化为积
极的成果，而是在种种潜规则中白白耗费掉。　　要走出这一文明的困局，我以为需要超越森严的官
僚政治体制，而建立更多不同阶层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从而消除士绅官僚集团对政权的垄断；需要
更多地发挥地方、民间的力量，引入分权、自治的机制，以缓解大一统中央集权所造成的地方、民间
虚弱——总之，需要把消极臣服于权力的古代臣民转化为能有效参与政治从而与国家休戚与共的近代
公民、塑造新的政治共同体，才能缓解“上下不同欲”，才能创造新的有效资源汲取机制使发达的文
明转化为强大的力量。　　然而，这的确是宋及以后几百年的中国所没有实现的任务。我以为，这里
的原因有传统中华文化缺乏相应的思想资源和制度想象力，有高度发达的官僚体制和士绅官僚集团强
大的自我维护的能力，有落后民族征服带来的社会倒退，等等⋯⋯　　作为现代人，回望近一千年前
宋代中华文明的悲剧，不禁有“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之感，然而，若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岂不悲夫!
4、转一则作者的访谈：宋朝是一个摩登时代在吴钩眼里，宋朝不能用人们已有的那些“电视剧知识
”来评价，如“积贫积弱”“太窝囊”等等，相反，宋朝是“现代的拂晓时辰”，更是一个非常
“morden”的朝代。深圳晚报记者 李福莹因为经常写文章、发微博“吹捧”宋朝，历史学者吴钩有一
个美称：“宋粉”。对于这个称呼，吴钩先是自嘲：“我是宋粉，宋慧乔的粉。的确，宋慧乔是最吸
引我的韩国女明星。没有之一。”然后才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其实我想说的是，与其说我是‘宋
粉’，不如说我是‘文明粉’。我不是粉宋朝这个王朝，而是粉宋王朝表现出来的文明成就。”在今
年9月刚刚出版的新书《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中，吴钩的这种“风趣”“接地气”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用文字勾勒出一幅“清明上河图”，“图中”有宋朝的夜生活、开封白领如何“叫外卖”、大城
市的“证券交易所”，甚至宋朝人的沐浴、刷牙以及天气预报等都有触及⋯⋯在吴钩眼里，宋朝不能
用人们已有的那些“电视剧知识”来评价，如“积贫积弱”“太窝囊”等等，相反，宋朝是“现代的
拂晓时辰”，更是一个非常“morden”的朝代。我是宋粉，不是“宋吹”深圳晚报：大多数人都叫你
“宋粉”，但也有人批评你是“宋吹”，为什么你认为宋朝是最好的朝代？吴钩：我是宋粉，不是宋
吹，因为我不吹，所说的宋朝成就，完全基于史实，并无夸大之处。如果汉朝、唐朝或者明朝、清朝
也有宋朝同样的文明成就，我也可以成为一名汉粉、唐粉，或者明粉、清粉。深圳晚报：你眼中的“
文明成就”是什么？吴钩：我觉得“文明成就”不是指疆土特别辽阔，不是沙场杀敌如麻，不是耀兵
异域扬我国威，不是万邦来朝。我心目中的“文明成就”，是指政治开明一些，社会宽松一些，经济
繁荣一些，生活富庶一些。套用徐老怪电影《智取威虎山》里座山雕的话来说：一个字，就是老百姓
过得更富足、更自由、更有尊严、更有幸福感。如果用我前面提到的那些“文明”指标去衡量中国历
史上各朝各代，你也许就会发现，一直被贬低的宋王朝，无疑是“文明成就”最高的一个时代。没有
之一。深圳晚报：本书有很多特别“morden”的叫法，如“夜生活”“叫外卖”“城市白领”等，是
为了更通俗易懂吗？是否有史料依据？吴钩：写这本书，我不敢说披阅了多么巨量的史料，但自认为
参考了非常多的学界专家的研究成果。我想写的并不是顾影自怜的学术文章；也不希望将文章写成“
×朝那些事儿”这样的文化快餐。我更愿意以做学问的态度，来写更有可读性的文字。书中或有“惊
人之论”，但这些论点，都有史料支持，而非“故作惊人语”。一个站在近代门槛上的王朝深圳晚报
：宋朝一直被当做窝囊的王朝，为何你却认为她是“现代的拂晓时辰”？吴钩：研究宋史的张邦炜教
授曾经感慨，“从前人们一提到汉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讲到宋代，就贬就抑：积贫积
弱。”其实何止是“从前”，直至今日，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也是如此。中国人看待中国历史，往往摆
脱不了对国运的关注，因而影响及情感的取舍。而海外学者能够以超然的心态去评估一个王朝的文明
表现。许多海外汉学家在论及中国宋代的时候，特别喜欢使用“革命”之说。比如英国汉学家伊懋可
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经济革命”；日本学者斯波义信也列举了宋朝的农业革命、交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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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革命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迁⋯⋯唐代是中世纪的黄昏，而宋朝则是“现代的拂晓时辰”。深
圳晚报：既然早在11—13世纪的宋王朝，中国就已经产生了近代化，为什么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
的近代转型还会显得那么艰辛、一波三折？吴钩：宋朝的覆灭不可跟其他王朝的更迭相提并论。用那
个时代的话语来说，叫做“亡天下”；用今天的话语来说，不妨称为“文明的中断”。为什么是“文
明的中断”呢？请允许我先引用周良霄《元代史》序文中的一段话：“宋亡之后，元王朝统一中国，
并在政治社会领域带来了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
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
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
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宋朝平民生活质量高于唐朝深圳晚报：体现一个朝代的
生活水平，“吃”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可否谈谈宋朝的“美食”？吴钩：在中国饮食史上，两宋是
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期，中国人的食物开始从匮乏向丰盛过渡。今天任何一名厨师必须熟悉的烹、烧、
烤、炒、爆、溜、煮、炖、卤、蒸、腊、蜜、葱拔等烹饪技术，正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现在我们能
够品尝到的火腿、东坡肉、涮火锅、刺身（宋人称为“脍”）、油条、汤圆、爆米花、各式糕点等美
食与小吃，也是发明或流行于宋代。你去看《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上面收录了名
目繁多的宋朝美食。深圳晚报：作为宋朝的超级粉丝，你眼中宋朝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吴钩：宋朝
肯定存在很多问题，不然就不会灭亡了。特别当我们以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准去衡量宋朝，更是可以发
现她的问题其实也挺严重。比如宋朝虽然整体上比较富庶，但还是也有许多温饱不保的穷人。再比如
宋朝的军事力量虽然不弱，但最后还是无法抵御强敌，令人扼腕。我之所以更愿意多说宋朝的成就，
是因为这个时代被今天的许多人低估了，甚至被抹黑了，因此需要另一种声音来纠正视听感。（2015
年09月20日《深圳晚报》）
5、看完这本书我想说的第一个词就是“文献综述”，这就是这本书给我的第一感觉——作者从生活
、社会、经济和政治四个方面展现了宋朝社会的现代性，每一方面又分别展开详细论述。如果只论内
容的丰富性和内容的新奇性（至少对于我这个对于宋史一无所知的人来说），那么这本书是可以看一
下的。读这本书也可以感受到作者所下的功夫，无论是参阅的古籍还是现代的文献，不可以说不多。
但是问题就出在内容的丰富上，这本书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将这些丰富的内容重新组织起来，只是简
单的平铺直叙，很多时候作者都是前面写一段古文，然后在跟一两句翻译，这样的文章是无法勾起读
者的兴趣来的。作者这样写文章就和我们写的低水平的文献综述一样，只有材料的罗列而没有自己的
分析。作者自称是“天下第一宋粉”，从书中可以看出来，作者的确对宋朝的各个方面都推崇备至，
全书都洋溢着一种赞美之词。作者这样崇拜宋朝也比较好理解，因为宋朝无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社
会生活等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展现出了一定的“现代性“。然而，作者
欠缺的是对这个近乎完美的宋朝给予评析，想想也知道——这么好的朝代为什么疆域越来越小，为什
么抵不过一个落后的蒙古部落？对于宋朝缺乏应有的反思可以说是这本书第二大硬伤。最后，这本书
还是让我大开眼界的——原来宋朝这么精彩、这么发达！这是我原来所想不到的，借用陈寅格先生的
一句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我觉得这样的评价，宋朝当之无
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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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宋》的笔记-第5页

        “宋人笔记沈平《乌青记》”是怎么个出处？

2、《宋》的笔记-第60页

        宋人笔记《文昌杂录》：“祠部休假，岁凡七十有六日（这个合计休假日数似乎有误）：元日、
寒食、冬至各七日，天庆节、上元节同；天圣节、夏至、先天节、中元节、下元节、降圣节、腊各三
日；立春、人日、中和节、春分、社（春社）、清明、上巳、天祺节、立夏、端午、天贶节、初伏、
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社（秋社）、秋分、授衣、重阳、立冬，各一日；上中下旬各一日。⋯⋯
百司休务焉。”

3、《宋》的笔记-第61页

        明人笔记《古今事物考》称：“国朝正旦节放假五日，冬至三日，元宵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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