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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宋代军队经营问题由于史料较缺，又相当零散，搜集破费力气，考辨更需功力
，因此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做系统完整的研究。王云裳编著的《宋代军队经营问题研究》
系统研究了宋代军队以“回易”为主的经营活动的方式、主体、政策与实行，以及主要
的经营项目等问题。并探讨了形成宋代军队经营活动尤其活跃的原因以及造成的影响等
问题。《宋代军队经营问题研究》史料丰富，考证翔实，在考辨中品评，论从史出，分
析精当，是一部功力扎实、不尚空谈、注重实证的学术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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