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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2022 悦 读 宋 韵 节 正 在 进 行

中。11 月 27 日启动现场，北京大

学教授赵冬梅以“华夏群星闪耀

时”为题，带领线上线下听众，走近

千年之前的“文人天团”——欧阳

修、范仲淹、富弼、司马光、韩琦、李

公麟、苏轼、米芾、黄庭坚⋯⋯细说

宋代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当天直

播观看人次高达26万。

赵冬梅教授从历代王朝疆域

对比切入：宋朝在版图上是“小帝

国 ”，但 在 文 明 史 上 却 是“ 大 时

代 ”，是 华 夏 文 明 的“ 造 极 ”期 。

其中的重要标志，就是科举制度

下的士大夫政治。

通过援引史书上丰富的人物

事例，如范仲淹事君顾全大局、欧

阳修做官以“不扰”为善政、富弼青

州救灾堪称模范⋯⋯赵冬梅教授

介绍了士大夫们的思想追求，以及

诞生这种社会文化的时代背景。

范仲淹等人是宋朝千千万万

士大夫的代表，这些读书人以天

下为己任，高呼“为天地立心，为

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 太 平 ”，高 呼“ 先 天 下 之 忧 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关心

国家政策、公共道德、思想倾向、

社会福利和教育，追求儒家理想

社会的大道。以史为镜，宋代给

我们今天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带

来诸多启示。

以下是赵冬梅教授演讲的部

分内容，扫描左侧二维码可提取

直播回放和讲座实录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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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各位师友，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杭州，跟

大家分享我学习宋史的一点心得。

首先，从帝国疆域版图上看，相对于汉、唐，

宋朝——从北宋到南宋（960 年~1279 年），就版

图而言，是一个空间概念上的小帝国，与金、西

夏、蒙古、西辽、吐蕃等政权并立——这些都是在

我们今天的大中华的范围之内。然而，对于华夏

文明的发展，宋朝却有着跨越时间的深远的影响

力，这个影响力我称它为“小帝国的大风范”。

关于“小帝国的大风范”，卓有见识的前辈学

者已做出了他们的判断。

严复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

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

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

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严复

认为，在宋代发生的一些变化塑造了后来中国的

样子。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钱穆先生：“论中国古今

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

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就宋代而言之，

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另一位大学者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就更进了

一步，他对宋代发生的变化做了一个非常积极正

面的价值判断。陈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

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

必复振。”陈先生说这话的时候是在1940年代初

抗日战争时期，他本人当时正在桂林避难。他觉

得直到 1940 年代，华夏文明的巅峰期仍然是宋

代。“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一直到今天，我想我

们还仍然是在“复振”的路上。

当然，我的祖师爷邓广铭先生有一个相对又

收回来一点的判断，他说：“宋代的文化，在中国

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

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

高度。”

邓先生这个说法稍微往回收了一些。如果

把经济、技术、外来文化等因素加进去，这是一个

更加综合性的判断。但就今天我学宋史的感受，

如果我们谈政治文化、谈文化，毫无疑问我个人

还是站陈先生这边，就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

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文明，是一

个华夏文明的造极期。我个人是站在政治文化

研究者的角度，来认同陈先生的观点的。

宋代作为华夏文明的造极期，有一个非常简

单的标志，是什么？

就是此间有千古风流人物。

这些千古风流人物照耀华夏基础，他们照耀

了过去、照耀了现在，而且我相信只要有汉字在，

只要有汉字所承载的华夏文明在，那么再过一千

年，这些人物仍然能够照耀我们的文明，而且我

相信它也会照耀人类文明。因为这中间

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它是属于全人类

的。

看看苏轼“朋友圈”的

这些人名，你会同意我

的判断——这是一个华夏群星闪耀时。

在这个朋友圈，我们能看到苏轼、苏洵、苏

辙、司马光、吕公著，看到欧阳修、范仲淹、富弼，

还有画家李公麟等等。

在这样一张图上，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内，我

们能够看到华夏群星璀璨的样貌。如果我们把

时间扩大至两宋，那么闪耀其中的群星其实是更

加璀璨的。

这些群星是谁？他们是宋代的士大夫。

刘子健先生（著名宋史专家）在《中国转向内

在》一书曾经这样介绍：“宋朝的士大夫究竟是一

个怎样的群体？他们是受过儒家经典及相关知

识教育的无数个人，因此有时又被称为‘士’。通

过荐举或科举考试，他们成为文官集团中的终身

成员或曰职业官僚。如此这般，他们构成统治阶

级。”

北宋“士大夫”的核心和主流，就是科举出身

的新型官僚。

按照今天一般的讲法，科举始于隋。但是，

科举真正改造了中国社会，是从宋代开始。

我们可以看一些数据，比如北宋的 71 名宰

相中，科举出身的占到了 92%，副宰中占到了

91%。

北宋的蔡襄曾经说过：“今世用人大率以文

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

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

也；知州郡，文士也。”读书读得好的士大夫，在宋

代是包打天下的。

何怀宏先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在《人累

科举》当中有一个总结，他比较宋代社会和唐代

社会说：“唐代虽行科举，但进士在总人口中所占

比重极小，基本上还是一个贵胄社会，或如陈寅

恪所言，是一个有赖于门第的旧贵族与借助于科

举的新贵族并存及相争的社会。”到两宋时期就

发生了重要变化，“宋代考试行糊名、誊录、锁院

等”，通过这些理性的技术手段，可以达到“取士

全然不问门第”，关键就看自己。

因此宋代的士大夫，他们是一群新人，“多出

草野，贵族就无论新旧而皆消亡，社会渐转成一

个完全的科举社会了”。这是一个可以实现“朝

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中国梦的社会。

宋代通过科举考上来的这群士大夫，他们是

一群新人，他们不同于旧贵族。在宋代以前，是

家族决定个人，从宋代开始，可以是个人决定家

族。新人创造了新政治、新文化。新在哪里呢？

苏轼给欧阳修的文集《六一居士集序》写的

序里是这样总结的，这群人“以通经学古为高，以

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他们有非常

高的儒学修养，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为个人理想；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忠诚的对象

不是皇帝个人，而是皇帝所代表的江山社稷。之

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有道统自觉，以真理的继

承人、儒家的继承人为自己最核心的认同。

除此之外，这样一群人作为国家的官员，他

们不是书生，只是读书写文章，他们是实干家，是

能够做事的官员。

刘子健先生这样总结说：“他们是文臣中的

儒臣，守原则，重理想。”“宋代知识分子共同珍视

的价值观念集中在国家事务和社会福利两大领

域。⋯⋯对‘道’的最高追求始终要重于他（们）

对官僚生涯的渴望。他（们）是官员，却从不把自

己局限在衙门的日常争讼中，而是保持着广泛的

兴趣，关心国家政策、道德水准、精英行为、哲

（儒）学倾向、社会福利和教育。一句话，（这群

人）他（们）关怀儒家的理想生活之道。”

这就是士大夫和士大夫所创造的政治。

赵冬梅讲座实录

文字整理 宋浩

20多万人围观北大教授赵冬梅开讲“华夏群星闪耀时”，文字版来了

宋朝士大夫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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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冬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

生导师，致力于宋代制度、政治文化

和历史人物的研究、写作和传播。

主要著作有《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

人 与 制 度 的 互 动》《大 宋 之 变 ：

1063-1086》《文武之间：北宋武选

官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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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阅读我的更多文章吧

宋浩

做一个记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