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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史及南宋都城臨安研究(續上下)》由辛薇主編，本書收有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地區

及日本、韓國等海內外近對南宋歷史文化素有研究的專家學者關於南宋及南宋都城研究的論

文 90 多篇，從南宋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各個層面探討了南宋的歷史地位以及政治、經

濟等各項制度和南宋的燦爛文化，既有宏觀也有微觀。如對南宋時期的西湖游船的大小進行

了研究，對南宋人物進行了個案研究等等。這些論文涵蓋面廣，不僅代表了學者本人近期的

研究成果，也反映了當前南宋史研究的前沿水準，是對近年來海內外南宋史研究的一次大檢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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