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式 ! 内容进行细致辨析 "

对本案相关行政司法过程做
出新的推测 " 认为本案并非
由地方发起的基于一般行政
程序的自纠 " 而是特定政治
背景下由中央主导推动的反
贪案件 " 并结合史传讨论了
本案的政治背景 # 评议人罗
新认为 " 关于许迪案已经有
多角度的丰富研究 " 而本文
又做出了推进 $ 关于文中对
案件的政治背景的挖掘 " 罗
新认为与其将这类反贪案件
与辽东军事活动联系起来 "

不如将它们一并置于孙吴财
政危机的背景中考虑$

新问题! 新解读

除了以文献 % 文书整理
为基础支撑起新的研究 " 赵
益在座谈中谈到了新视角的
重要性 $ 他说 & '史料的开
掘就是领域的开掘 " 有新的
问题 % 转换眼光 " 会发现史
料中更多的信息和可能 $( 对
于那些早被重视 % 经过了良
好整理的文献资料而言 " 这
一点尤为重要 # 本次会议姚
乐 % 于溯 % 叶炜三位所报告
的论文都尝试以新鲜的视角
处理并不新鲜的材料#

姚乐论文 )萧梁 '三品
蕴位 ( 考论 * 关注萧梁官班
体制 $ 围绕这一话题 " 学界
已经进行过漫长的探讨 " 从
姚文中回应前人诸说所占篇
幅之多便可见一斑 $ 在纷纭
的论争中 " 作者能够提纲挈
领 " 条分缕析 " 对主要观点
做出简明扼要的评判或辩驳 "

体现了作者对这一问题思考
之深入 $ 关于这一问题的基
础材料是 )隋志 * 所记萧梁
三品蕴位 ! 勋位职官 " 此外
散见于纪传的相关记载 " 也
在历次研究中被翻检利用 $

作者依托官制史研究的积累 "

对 )隋志 * 记载重行录文标
点并进行考释 " 依然纠正了
此前的不少误解 $ 在此基础
上 " 借助音韵与训诂之学的
启发 " 作者对蕴位 ! 勋位的
性质与作用提出了与前人不
同而又合乎情理的解读 " 颇
有四两拨千斤之感 $ 作者还
就南朝官制的基本史料情况 "

提出 )隋志 * 编纂者存在使
用北朝隋唐系统的制度观念
曲解南朝职官体系的现象$

叶炜 )从不书志主名字
现象看中古集本与石本的异
同先后 * 一文同时关注出土
墓志和文集所收墓志避免写
出志主名 ! 字的现象 " 虽然

利用墓志 " 但并非追求新资
料之作 " 而是尝试对墓志作
系统性研究 $ 全面联系出土
志石与文集的资料利用方式
令人耳目一新 " 与之相应的
则是观察视角之新 & 关注墓
志的制作过程 ! 关注避讳文
化的因素 $ 文章认为墓志不
书名字的现象 '主要与避讳
的性别因素以及避讳 ! 称谓
风俗及其变化相关 ( $ 评议
人邓玮光认为集本不书志主
名字有可能是文集为彰显作
者文采 " 或为尊重死者而不
书 $ 张学锋提示了一方武周
时期墓志材料 " 对讨论当时
撰写墓志文和镌刻志石时的
避讳处理问题有特别价值 "

又建议将同时有石本 ! 集本
的墓志做全文对勘 " 或许能
有更多发现 $

中古史书中出现了大量
对时人记诵能力的记载 " 而
且广泛涉及各阶层人物 " 但
因史笔雷同又不无夸饰 " 往
往被读者视为浮词滥调而遭
到忽视 $ 于溯的报告 )行走
的书簏 & 中古时期文献记忆
与文献传播 * 却认为 " 在这
些 '被抛弃的史料 ( 背后 "

隐藏着重要的文献史和文化
史信息 $ 当时人常以诵得的
文献与抄本相互校补 " 所诵
文献具备版本意义 " 可称之
为 '记忆本 ($ 记忆本在某些
方面更能满足人对书籍的要
求 " 因以风靡一时 + 惟其获
取艰难 " 抄本又在通过不断
的技术变革模拟记忆本的强
项 " 最终导致记诵的现实意
义下降 " 中古以后人们的记
诵观念也更理性化 $ 中古文
献的形成和流传史 " 因为记
忆本的加入 " 要比过去想像
的复杂 $ 评议人陈爽认为这
篇文章思路精巧 " 很具启发
性 " 但将中古时代作为一个
整体加以探讨似乎过于笼统 "

可以再进一步考虑前后时期
是否存在变化 " 又建议将文
中使用的术语 '手抄本 ( 改
为 '写本 ($ 陈志远认为中古

时代写本占据优位 " 而记忆
本是一种补充 " 本文对二者
关系的定位可以斟酌$

从文字资料跨入考

古资料

处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
书 " 主要而言都是针对文字
的工作 $ 历史专业背景的学
者在面对出土文物时 " 总难
免将视线集中于其上的文字 $

张学锋在座谈中指出 " '从
文献到出土文书这一步不难 "

难的是如何从文献 ! 文书跨
入到文物 " ,,把没有文字
信息的文物利用起来 " 从中
读出历史的信息 ($ 他扩展恩
师永田英正关于史料运用的
教导 " 认为无论对于传世或
出土的文字资料 " 还是文物
资料 " 都应该追问三点 & 为
什么是这样的内容 " 为什么
以这种形式 " 为什么在这里 "

'把 这 三 个 疑 问 搞 通 以 后 "

没有文字的地下遗迹现象同
样 可 以 作 为 史 料 来 被 我 们
利用 ( $

陆帅的论文报告 )萧梁
前 期 的 北 来 降 人 & 新 刊 梁
-普通二年墓志 . 小考 * 就跳
出单纯对墓志文字内容的关
注 " 将墓葬整体环境纳入研
究 视 野 $ 虽 然 论 文 题 目 称
'新刊梁普通二年墓志 ( " 但
实际上这方墓志并非新近发
现 " 而是已面世近

!"

年 " 作
为为数不多的南朝墓志 " 此
前也受到了一些研究者注意 $

由于该墓志的图版和录文一
直没有完整公布 " 研究的展
开受到制约 $ 新近公布的图
版并未提示任何墓葬信息 "

得益于对南朝墓葬 % 考古资
料的长期关注 " 作者注意到
该图版正属于此前已经公布
的发掘简报中的墓志 $ 作者
还进一步注意到墓葬之外的
地上遗迹 " 推测在另一份资
料中公布的石辟邪很可能属

于这座墓葬 $ 由此 "得以在全
面的墓葬环境中对这方墓志
记载的内容作更深入的讨论$

这方墓志原本三千余字 "

但现在能够辨识的仅四分之
一左右 $ 由于关键位置的残
泐 " 此前学者对墓主身份多
存在误解 " 也使得这方墓志
定名不一 $ 新刊图版虽然亦
不甚清晰 " 作者克服诸多困
难 " 释读出大量文句 " 判断
墓主应为由北奔南的冀州人
士 " 曾长期参与淮水一线的
军事活动 " 包括浮山堰的建
设 $ 在墓葬环境与墓志内容
的对比中 " 作者注意到墓志
所记墓主身份属南奔武将 "

官位亦非极显赫 " 而此墓葬
的整体形制则接近萧梁宗室
墓葬 $ 对这一矛盾 " 作者从
墓主事迹的稽考出发 " 联系
当时的南北政治局势及梁武
帝的政策倾向予以解读$

在 讨 论 环 节 " 吴 桂 兵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0 指出此
方墓志提及丧葬仪轨的安排
及人员 " 是非常贵重的材料 $

张学锋特别肯定了以纯粹历
史学背景出身的作者能够对
考古环境有如此关注 " 并指
出此墓葬形制与南朝宗室墓
在本质上一致 " 类似墓葬的
材料尚有不少 /包括尚未公
刊者 0" 但大多数墓主身份不
明 " 这也使本墓葬的资料值
得继续关注 $ 张学锋还提示
作者除了从官位的角度审视
墓主身份等级 " 还可注意可
能的爵位因素$

将文物考古与历史研究相
结合" 是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
的一个强项 $ 利用会议间隙 "

与会学者走访了陵墓石刻% 城
墙 % 水道等六朝遗迹 " 张学
锋% 杨晓春% 许志强 /南京市

考古研究院0 等长期从事考古
研究的南京学者信手拈来深入
浅出的解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
印象 $ 在座谈时 " 陈爽表示 &

'北大和南大各有优势 " 有很
强的互补性" 特别是南大历史
学院有很多从事一线文物考古

工作的学者" 通过这两天的接
触" 他们对考古资料的解读给
了我们很大的冲击和启发$(

结语 " 文献#文书#

文物

综合传世文献% 出土文字
资料和文物进行研究" 面临的
一个问题是如何定位彼此关
系$ 传统的金石证史% 补史的
观点" 今日已引起反思$ 仅仅
将出土资料中的文字与传世文
献记载做简单比对" 这样的研
究已经不能满足学界要求$

所谓 '新 ( 资料 " 是相
对于以正史为中心的传世文
献的 '旧 ( 资料而言 $ 这不
是单纯时间意义上的 '新 ( "

更 是 资 料 本 身 性 质 上 的
'新 ( $ 只有充分理解新资料
所特有的性质 " 才可能真正
发挥它们的价值 " 而不致只
是把它们削足适履地嫁接入
传统史料已经绘出的历史画
卷中 $ 文书学的研究 " 以及
对文书性质的深入认识所推
动的行政运作研究 " 是当今
'新 ( 资料推动史学发展的一
个范例 $ 中古墓志的大量出
土虽然也刺激了家族个案研
究 " 促使今人更清醒地认识
到南北朝晚期攀附士族的现
象 " 但与出土文书带给史学
研究的冲击似乎还不能相比 $

学界对于在葬礼中使用 % 安
放在墓穴中的墓志 " 还没有
足够独立的认识 $ 本次会议
中与墓志相关的报告都有意
尝试对墓志特性的认识 " 但
从资料本身的合理利用到历
史视野的拓展 " 其间有很长
的路要走$

除了新近发现的资料 "

那些长期受到冷落的 '边角
料 ( 文献 " 也能够通过对其
资 料 性 质 的 再 认 识 而 成 为
'新 ( 资料 $ 简牍文书的研究
是由于超越了对单支简牍的
内容的关注才得以别开生面 "

而今天史学研究利用中古文
献的佚文 " 基本上还停留在
对单条文字内容的利用 $ 在
佚文背后 " 还需要了解中古
时期的文献制作与流传 " 文
本的拆分与重组等 $ 这些涉
及传统的文献学 % 辑佚学 %

史源学的话题 " 今天应该重
新受到重视 $

无论对于正史还是佚文 "

简牍还是碑志 " 与其说我们
缺少的是资料 " 不如说我们
最终期待视角与观念的突破 $

而这种突破若想造成深刻的
影响 " 必定要以更深入 % 全
面地认识资料本身为基础$

!本讨论会纪要由会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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