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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毅教授（1934-2024）可以說是對當代國際宋史

學界影響最為深遠的學者之一。筆者身為師從逾五十年

的學生，有緣認識他的學行與風範；近年來，又因協助

整理他所捐贈的珍貴圖書文獻，細讀了著作與書信，得

以更全面了解老師的一生。謹彙整所見，並闡明其研究

成就與對宋史學界的貢獻，以慰恩師在天之靈。

1955 年到 1963 年，是王德毅教授宋史啟蒙與奠基

研究的時期。1955 年王教授考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

入學後曾修習方豪教授的「宋史」和姚從吾教授的「遼

金元史」，因受姚教授的啟蒙，對宋金關係產生興趣，

開始蒐集史料，鑽研南宋洪皓與洪适、遵、邁父子，於

1958 年撰成〈記洪邁使金始末〉；次年完成十餘萬字的

〈洪容齋先生年譜〉，先後發表於《香港大學生活》（第

4 卷第 3 期，1958 年 7 月）與《幼獅學報》（第 3 卷第 2 期，

1961 年 4 月），從此開啟了長達七十年研究宋史的生涯。

1961 年春，王教授獲姚從吾教授推薦，進入國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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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編纂《明人傳記資料索引》的工作，該書二冊，分

別於 1965、1966 年出版。

從臺大到中央圖書館八年期間，王教授的生活條件

雖然頗為艱辛，卻開始踏入史學領域，並選定研究宋

史，特別是以南宋史為職志；更因接觸珍藏典籍，參與

整理，得有機會遍覽史籍，累積鑑別版本的眼光，且打

開了寬廣的視野，為往後的研究奠定深厚的基礎。

1963 年夏天，恰好臺大歷史系有助教缺額，在姚

從吾教授推薦下，王教授回到母校，展現才學，開始肩

負教學、研究與服務三個角色，致力宋史研究及作育英

才，對臺灣史學界發揮具體影響與貢獻。此後歷講師

（1966）、副教授（1969）、教授（1973），直到 1999 年

屆齡退休，職涯凡三十六年；指導 8 位博士、32 位碩

士，發表十餘本專著及百餘篇學術論文。特別是在「宋

史座談會」創建伊始即參與會務，更自 1998 年起擔任

召集人，服務宋史學界超過六十年。可以說，王教授為

宋史研究與發展奉獻了畢生的心力。

王教授研究南宋史，是從整理編纂年譜和人物索引

資料的過程中，閱讀眾多古籍，從中發掘層面甚廣、

且有意義的議題，進而提出具原創性、引領學術發展的

專題。王教授的著作目錄即充分展現其所涉及議題的廣

度。而其中所聚焦的三個議題，不僅立基於堅實的史

料，且兼具引領學界研究發展的觀點：

其前後共發表 26 篇論文，論題包含三大方面：一

是由李燾父子年譜，開展出對宋代史館編纂之官方史書

的研究，如〈神、哲、徽、欽四朝國史修纂考〉（1963）、

〈北宋九朝實錄纂修考〉（1971）、〈宋代的日曆和玉牒

之研究〉（1984）、〈宋代的聖政和寶訓之研究〉（1986）。

二是史家與史著，這方面涉及人物與專題很多，而以

司馬光與《資治通鑑》為重，如〈李燾評傳〉（1985）、

〈劉道原的史學〉（1966）、〈范祖禹的史學與政論提要〉

（1966）、〈司馬光和資治通鑑〉（1971）、〈劉攽及其史

學貢獻〉（1972）、〈司馬光的思想與著作〉（1979）、〈袁

樞與通鑑紀事本末〉（1986）、〈中國史學史的研究與展

望─宋代篇〉（1996）、〈宋代江西的史學〉（1997）、

〈宋代史家的唐史學〉（1999）、〈宋代史學的特質及其

影響〉（1999）、〈宋代福建的史學〉（2000）、〈宋敏求

的家世與史學〉（2003）、〈南宋四川的史學〉（2006）、

〈蕭常《續後漢書》及其影響〉（2007）、〈商輅與《續資

治通鑑綱目》〉（2009）等。三是典籍文獻的史料價值，

包括〈朱熹五朝、三朝名臣言行錄的史料價值〉（1967）、

〈永樂大典及其價值〉（1985）、〈論地方志在史料學上的

地位〉（1985）、〈宋元地方志的史料價值：以選舉與學

校為例〉（1985）、〈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的史料

價值〉（1988）、〈宋人墓誌銘的史料價值〉（2004）等。

相關論文包括〈宋代身丁錢之研究〉（1968）、〈宋

代的養老與慈幼〉（1968）、〈南宋義役考〉（1968）、〈略

論宋代國計上的重大難題〉（1971）、〈南宋雜稅考〉

（1971）、〈李椿年與南宋土地經界〉（1972）、〈南宋役

法的研究〉（1974）；而《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1970）

一書榮獲中國學術獎助委員會資助出版，最具代表性。

這是王教授在編纂《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的基礎

上，選擇與時政發展有關的人物進行的專題研究，包

括兩個方面：一是人物、時代與人際關係，比較重要

的如〈呂夷簡與范仲淹〉（1971）、〈宋孝宗及其時代〉

（1973）、〈岳飛的歷史地位─兼論民國以來的岳飛

研究〉（1990）、〈黃榦的學術與政事〉（1991）、〈宋高

宗評─兼論殺岳飛〉（1992）、〈崔與之與晚宋政局〉

（1996）、〈南宋抗金名將徐淮魏勝的事功〉（2001）、〈劉

錡順昌之捷及其影響〉（2005）、〈趙汝愚與南宋中期政

爭〉（2011）。其中〈呂夷簡與范仲淹〉一文，對此後學

界深度討論宋代士人與人際關係的認知，具引領作用；

如王瑞來教授即譽此文為開闢草萊、對後學有啟示與助

益的重要論著；而〈宋孝宗及其時代〉一文也是有助於

認識宋孝宗與了解南宋中期政局發展的重要論文。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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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與士風，如〈杜衍─北宋賢相的風範〉（1989）、〈兩

宋士風〉（1991）、〈宋代士大夫的道德觀〉（1997）、〈宋

代士大夫的辭官風氣〉（1998）、〈宋朝士大夫的仁義觀

─為紀念文天祥誕辰七百七十週年而作〉（2006）等。

此外王教授亦發表多篇家族世系與典籍解析的論

文，如〈宋代成都宇文氏族系考〉（1991）、〈宋代的常

州葛氏族系考〉（1996）、〈宋代的新喻劉氏家族世系及

其家學〉（2000）、〈王應麟《玉海》之研究〉（1992）、〈王

圻與《續文獻通考》〉（2006）、〈商輅與《續資治通鑑

綱目》〉（2009）、〈晁公武研究〉（1982）、〈廣東方志學

家郭棐及其著作考〉（1985）、〈國史研究與相關之工具

書〉（1990）等，都有助於增益學界對宋代家族及典籍

文獻的認識。

歷史學的專題研究是藉由資料的蒐集、整理與深入

解析之後，提出具有原創性的觀點，最能展現學者的史

識、學養與功力。宋代雕版印刷發達，官府與士人所記

載及保留多元且豐富的史料，涉及範圍至廣，不易充分

掌握；研究者多限於學力及專業，只能選擇個人專長的

領域，並利用部分史料進行研究，難有全面性的理解與

深入的探討。王教授因長期博覽群籍，又由人物資料索

引入手，涉及時勢、人物至多，因此觸及的研究領域至

廣。特別是他所聚焦研究的兩宋史學、社會經濟、人物

與時勢等議題，不僅皆為該領域具前瞻性的著作，且所

引用的史料與典籍，均成為後學研究的重要基礎。

專題研究是學者個人對專業議題探研的成果，是評

斷學者學術成就的指標；但這一學術業績，除個人學力

與勤奮外，若能借助既有整理的工具書，在獲取訊息、

線索時，可以節省不少時間，故索引等工具書被視為研

究的利器。不過這類工具書籍的編輯、整理，涉及的資

料多、層面廣，編纂者尤需具備精細、耐心及廣覽的功

夫，極其費時費心。然而這些編輯、整理成果，卻只被

視為展開研究的初階工作，其努力難獲學術評價系統的

肯定，專業研究者遂多無意於此。因此工具書多為圖書

館及古籍整理體系作為服務學界的業務而已。但年譜、

傳記索引等書，實為學術研究的支柱，雖記述人物生

平，其間涉及人際、時政與著作等層面甚廣，對時代與

環境的認識更為立體；而其編輯過程中，涉及材料蒐集、

選擇、年月考訂、時代變遷、師友論學的記述等，若由

具備歷史專業能力的學者來擔任這項工作，更具優勢。

王教授在大學時，即曾編纂洪邁年譜，進入中央圖

書館後，又因整理宋元明善本典籍，及參與獲美國亞洲

協會資助，而由昌彼得、喬衍琯、宋常廉等圖書館前輩

共同編纂的《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逐步累積出豐富的

經驗；加以心思細密、不避繁瑣的個性，使其精於考訂，

對年譜、人物傳記索引等編纂工作，自能得心應手、勝

任其職並甚獲肯定。因此回臺大任教之後，在教學之餘，

尤專心致力此項工作，先後整理、編纂出版的年譜，包

括洪邁（1961）、李燾父子（1963）、王國維（1964）、范

石湖（成大）（1969）、顧祖禹（1970）、姚從吾（1974）、

李秀巖（心傳）（1977）、汪立信（1988）等八位，其中

李燾父子及王國維二書，更獲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

資助出版，洵為年譜之佳作。此外尚有徐夢莘年表及待

刊稿本十餘篇。

除了年譜編纂外，影響學界最深的是《宋人傳記資

料索引》與《元人傳記資料索引》（1979）。這兩部人物

傳記索引的體例，是繼《明人傳記資料索引》（1974）

而成。二書雖非王教授獨力完成，卻是其中份量最為重

要的編纂者，編纂凡例即出自其手，《宋人傳記資料索

引》的南宋部分更由其主責。王教授曾回顧參與《宋人

傳記資料索引》的編纂過程，道：「民國五十年春，德

毅進入國立中央圖書館服務，即負責編輯明人傳記資料

索引，歷時一年有半，於文集中史料之編錄、史傳與郡

邑文獻之利用，皆有所體會。及至五十七年秋，又與往

日同事開始合作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到六十二年編

成，由鼎文書局陸續出版，總為六厚冊，都五千二百餘

頁，約載二萬二千人之資料，治宋史者皆稱方便。」

（《元人傳記資料索引》序，頁 2）編纂《宋人傳記資

料索引》成功的經驗，讓他進而完成《宋會要人名索引》

（1978），並接著與李榮村、潘柏澄合作編纂《元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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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資料索引》。這三部人名索引，是王教授付出青壯歲

月的心血結晶。

王教授退休後，甚至仍為協助中研院史語所強化漢

籍資料庫的內容，校勘與增補上述三部資料索引及《朱

子語類》、《續資治通鑑長編》、《清史稿》等典籍。更

為重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將長期費心蒐集的 30 餘

萬張明人傳記卡片，仔細翻檢、整理，以備出版《明人

傳記資料索引新編》及電子化作業，而勞心費神。1 此

一矢志提升資料索引品質的精神，實在令人感佩。

除此之外，王教授尚致力於編成《歷代詩史長編人

名索引》（1972）、《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總目》（1979）、《中

華民國臺灣地區公藏方志目錄》（1985）、《明遺民傳記

資料索引》（1990）、《明人別名字號索引》（2000）、《清

人別名字號索引》（1985、2001）等六種重要工具書，

其涉獵之廣、用力之勤，實非他人可比。以《名人年譜

總目》為例，王教授自述在撰成《洪邁年譜》之後，即

有與喬衍琯教授合編該書的計劃；其後得知史語所的王

寶先先生正編總目，乃將彙集的數百家名人年譜相贈。

到了 1978 年，在王編基礎上，共彙得一千三百餘人，

由華世出版社出版。此後又新增 389 人，總目人數達

1,715 人，遂於 1998 年增訂編成《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總

目》，轉由新文豐出版社出版。

王教授畢生致力編輯的人物傳記與年譜等成果，

正是目前學界推動甚熾之「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

（CBDB）最重要的建置基礎。哈佛大學宋史同道包弼

德（Peter K. Bol）教授就說，沒有王教授傾畢生之力編

纂之人物傳記、年譜等索引為基礎，就無法在數位時代

進行此一深刻影響學界研究發展的資料庫計劃，同時深

信未來的數十年，學界仍將繼續借重他的努力與成果。

包教授和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教授都懇切表示，

王教授畢生致力編纂各類年譜、人名索引等工具書的辛

勞，是造福國際學術前進的重要貢獻。

宋史座談會成立迄今超過六十年，是臺灣人文學界

在戒嚴時期未登記立案、組織鬆散，卻長期定期集會，

且歷時最為悠久、成果最為顯著的學術社群。宋史座談

會是 1963 年劉子健教授來臺訪問期間，邀集先前的宋

史研究會成員─包括宋史學界的姚從吾、方豪、蔣復

璁、趙鐵寒、全漢昇，以及文學界的屈萬里、戴君仁、

孫克寬等人─於當年十一月成立，由趙鐵寒教授為召

集人；甫任臺大歷史系助教、年僅 29 歲的王教授則擔

任秘書，義務性地負責製發通知及會議紀錄等實際會

務。該會除定期舉行座談會，邀約宋遼金元史學者報告

專題研究，並彙集同道研究論文，編纂《宋史研究集》

外，更聯絡外國的宋史研究學人。在六十年的歷史中，

共召開超過 220 次的座談會，出版 36 輯《宋史研究集》，

並邀請多位日本、美國及中國大陸學者，討論觸及宋遼

金元等多元時代與領域的議題。1972 年趙鐵寒卸任主持

人，由宋晞教授接任；1998 年復由王教授繼任，直至

2016 年 5 月卸任，前後主持會務十八年。王教授自座談

會創始即參與且實際推動會務發展，並保留相當完整的

史料。這些資料充分見證王教授是為宋史座談會奉獻心

力最多，並長期推動臺灣宋史研究發展、參與國際學術

交流的核心人物。

1 較詳細內容參見王德毅，〈《明人傳記資料索引新編》簡介〉，《明代研究》14（2010.6）: 163-168。

1994 年 7 月 19 日宋史座談會會後於六福客棧合照，前右
起田浩、王德毅、朱瑞熙、宋晞、程光裕、葛紹歐，後右
起黃寬重、梁庚堯、柳立言、蔣義斌、李紀祥、馬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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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教授在中央圖書館的任職雖為期甚短，卻因整理

編輯善本書目，得以詳閱以蒐藏珍貴典籍為世所重的央

圖特藏組館藏，且從實際參與中，獲得鑑別版本、考釋

典籍及解題書目等一般學史者難得的經驗與能力。因此

除專題研究外，編纂如前所述的各種書目、索引等工具

書，嘉惠學界的宏圖，乃為王教授的終生職志。

其實王教授對宋史研究方面深具實質意義的作為，

乃是協助將外界難以利用的圖書館珍藏典籍整理出版，

此舉除嘉惠學界，更是學術研究的開展。1949 年之後，

西方學界企望繼續展開中國史研究，但限於當時形勢，

導致外界難以直接自中國取得典籍史料。因此，隨國民

政府播遷來臺的重要文史研究機構，如中研院史語所、

故宮博物院、國立中央圖書館等，其所珍藏的善本古

籍，以及各級政府、黨政的檔案文書等，遂成為西方學

界珍視的研究資源。然而，這些古籍及文獻資料，或隨

典藏單位僻處荒郊，或尚待整理，借閱使用甚為不便，

不利於研究。因此如何整理、開放乃至出版流通，至關

重要。

當時，美國學界先是興起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興趣，

繼之上溯明清，而後及於開啟中國思想革命的宋史。國

內既成立宋史座談會、編輯宋史研究集，開啟宋史研究

熱潮，遂吸引重要出版社相繼出版如《宋會要輯稿》、《續

資治通鑑長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宋大詔令集》、

《朱子語類》等重要典籍。趙鐵寒教授為使宋代史籍出

版更具系統，遂著手蒐集，進而編成《宋史資料萃編》

一、二輯由文海出版社出版（三、四輯由王民信教授主

編）。並且由他與王教授於每部書首前撰寫解題，介紹

擇用版本、重要內容及其研究價值，期使研究者對兩宋

政經環境及書目有更清晰的了解。其中王教授對《靖康

要錄》、《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及《五朝、三朝

名臣言行錄》所撰的解題，考訂撰者生平事蹟、古籍版

本及學術價值，尤有助於學者掌握書籍訊息。此後他又

多次協助新文豐出版社出版《宋史新編》（1974）、《宋

代蜀文輯存》（1974）、《慶元條法事類》（1976）等多種

宋史研究典籍。這些典藏的出版，對學界研究宋史的貢

獻，實與索引的編纂不分軒輊。

個性耿直，清貧自守，專致研究，乃王教授一生的

寫照。他畢生致力研究、教學，培育四十位博碩士，也

在課堂上為眾多的歷史系學生傳道、授業、解惑，可謂

桃李滿天下。

研究方面，則在政治、社會環境極其艱困的時代，

對史料繁富卻遭受漠視的宋代產生興趣，並長期耕耘南

宋史事的探討。不僅在史學、社會經濟等領域的研究有

開拓之功，更在重視專題研究的學風下，不計名利，潛

心戮力於各類工具書的編纂、史籍的蒐羅與解題。

此外，亦長期為臺灣的宋史座談會奉獻心力，凝聚

臺灣與國際宋史學界。王教授畢生之所付出，與帶來的

巨大貢獻，自當為學界所永銘於心。

王德毅教授（右三）、黃寬重教授（右五）參加 2010 年 11
月 5 日臺大出版中心舉辦「史學叢書」啟動儀式暨梁庚堯
教授（右四）新書發表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