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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视野下的中晚唐政治史研究
!!!评"清流文化与唐帝国#

中
晚唐政治史研究在过去
十多年经历了突飞猛进

的发展! 已成为中古史研究中
最令人瞩目的焦点之一" 这其
中! 包括大量中晚唐墓志在内
的新出石刻资料的刊布与整
理! 无疑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
外因"而新世纪以降!中古学界
对#唐宋变革$这一命题的重新
关注! 以及学界自身逐渐意识
到的亟待改变的重前轻后的唐
史研究时段的不平衡! 也很大
程度地激发了学者对中晚唐的
重新认识和深入考察% 不过更
重要的原因还是! 一些优秀学
人与高水平研究的出现! 以其
别开生面的研究方法和高屋建
瓴的研究格局! 直接推动了学
界对这一领域的重视" 陆扬的
研究及其新进出版的 &清流文
化与唐帝国 ' (北京大学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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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一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全书分上 *下两篇 !除作
为附录的 &西方唐史研究概
观 '为学术史评述 !以及下篇
中 &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
志的史学分析 '一文为针对魏
晋南北朝墓志整理成果的专
业书评外 !主体由七篇唐史研
究论文构成% 其中大部分之前
曾作为单篇论文刊载过 !此次
为集结成书 !做了一定的修改
扩充% 另有部分文章则是作者
在此前研究基础上的重新撰
写% 这些文章从最初发表到此
次集结成书 ! 几近十五年 !而
作者对中晚唐历史的思考 !时
间跨度则更长 % 指出这一点 !

并非说明此书是十余年来作
者所撰写唐史论文的汇集杂
糅 +也不仅仅表示这是作者在
某个特定主题下对其以往研
究进行条理整合的系统化展
示 +从笔者的角度来说 !我更
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个连续而
不断深化的过程 !一个展现作
者思考脉络的绝佳文本% 因此
这篇书评的目的 !就是以期望
对这种思考脉络的复述与评
价 !来重现作者心目中的中晚
唐世界 !同时探讨这一思考对
中晚唐研究的价值及对我们

的启发%

从
研究范畴来说!&清流文
化与唐帝国'(以下简称

"清流#) 一书可以被归类于政
治文化史的范畴(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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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 #政治文化 $一词 !很容易
使我们联想到作为作者导师的
余先生在其巨著 &朱熹的历史
世界 '中对 #政治文化 $所作的
释义% 余先生在其书的&绪说'

中解释到!#政治文化$ 相当于
英文的#

&'()*)+,( +-(*-./

$!大致
指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
动的风格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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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第二层涵义 !则兼指政治
与文化两个互别而又相关的
活动领域(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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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余著的研究路径相似 !

&清流 ' 一书同样采取了政治
史和文化史交互为用的研究
方法 !即以政治史的视角处理
权力结构及其实际运作 !而以
文化史的视角把握时代的种
种观念和理想 !但并不对后者
作孤立的处理 !而是把它们和
实际的政治生活联系起来作
观察(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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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所涉及的两大主题,,,制
度 化 内 廷 的 出 现 与 特 殊 的
-文 $!大致也是围绕这两个视
角展开!并且互有关联的%

特殊的-文$是&清流'一书
中最重要的主题% -文$是我们
在讨论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和
群体时经常运用的一个概念 !

具体到唐代的研究中! 一种是
将-文$的概念限定在-文学$的
范畴中加以讨论! 比如涉及文
学体裁的古文与骈文! 关于文
学思想的古文运动* 经学复兴
等% 另一种则是将-文$作为宽
泛意义上的文化! 这在历史领
域中运用得更多! 有时也将其
与-武$作为对举的概念% 但在
使用后一种-文$进行政治文化
的研究时 !我们对 -文 $的内涵
则很少做分析% 因而看似可以
利用-文$来解释中古社会发展
的很多历史现象! 但其实并不
具有真正的解释力%

&清流'一书中所指的-文$

有具体的所指 !它是一种特定
的文学观 !并由这种文学观指
导了一种特定的文学实践% 这
种文学观有别于我们今天对
中古文学作品的评价 !而是认
为 !评鉴文学创作的最高标准
或文学的价值 !必须要与 -治
术$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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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用作
者的话说 !就是好的文字必须
具有 -体国经野 $的政治功能 !

而优秀的文字工作者就是要
运用 -文 $的手段 *或发挥他
-文 $的才华 !对实际的政治运
作发挥作用并产生影响% 而实
现这种最高的政治目标的文
字就是在充分了知政治形势
下 !通过文字恰如其分地实现
政治的沟通 !维系政治的平衡
或瓦解政治危机%

有关这种文学观产生的
过程 !作者在书中并没有展开
详细的讨论 !但据作者的分析
来看 !皇权的出现应是推动这
一文学观产生 *发展的重要驱
动力 % 这一文学观大约在武
后 *玄宗时代初露端倪 !是武
后创建新文治模式的重要手
段 !从这时起 !文字的政治功
用开始显现出来 *并且已经为
政治精英所清楚认识了%

那么! 这种文字是以何种
文学体裁表现出来! 书写这种
文字的又是哪些人呢. 作者指
出! 这种文学体裁就是以 #诏
书$ 为代表的各类表状笺启类
应用文! 它是中晚唐文学精英
最在意* 也是其眼中文学价值
最高的一类文字% 而撰作这类
文字的代表人物就是拥有草诏
权的#词臣$% &清流'一书中有
三篇文章,,,&上官婉儿和她
的制作者'(以下简称 "上官婉

儿%)*&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
的词臣与词臣家族'(以下简称

"词臣 %)及 &冯道的生涯 '就是
专门研究唐五代不同阶段的代
表性词臣的%

&词臣'一文是通过六方不
同时期的词臣墓志! 勾勒词臣
这一群体从武后时代到五代初
期的发展脉络% 其中可看出词
臣地位的逐渐上升! 其在内外
廷体系中职务转迁的逐步制度

化! 以及其对自身身份认同感
的日益增加% 此文同时也是一
篇对此时代词臣墓志进行系统
研究的文章% 作者一开始就明
确指出词臣墓志的两个特点 /

撰写详细!书写质量较高%因为
这类墓志大都由同时代的著名
文臣撰写! 撰写者对志主多半
有很强的理解! 在写作时往往
也会将自身的角色认同代入到
写作对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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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接着!通
过六则不同时期的案例! 作者
展现了词臣墓志在书写过程中
的一些变化! 比如对词臣意义
作出清晰定位的文字何时出
现* 其是如何成为评价词臣的
固定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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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再进一
步! 作者也分析了词臣墓志撰
者的写作心态与他们试图传达
给心目中读者的究竟是何种意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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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而通过这类书写!

一种怎样的舆论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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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它是如何引起人们政治心
态变化* 并潜移默化地改变政
治文化的% 现代读者在阅读这
类文字时! 是否意识到了这些
问题! 有没有忽视其中的微妙
意旨或造成误解!等等%

可见! 作者不仅创造性地
首次指出! 文字书写与唐代政
治的关系* 其所具有的影响唐
王朝历史进程的重大意义 +还
通过他对史料书写意义的重新
阐发与实践研究! 让我们看到
了历史书写对唐史研究的重要
影响%

至于选择上官婉儿和冯
道这两位引起古今中外史家
反复争论 *定评不一的历史人
物来进行重新研究 !则并不是
作者想在原有的阐释框架下
再去为两者的身份或名声进
行辩护 !而是要重新树立一个
真正有意义的评价体系% 这个
评价体系是以唐五代当时人
的政治文化理念 *而不是后来
者的理念为依据的 % 作者指
出 !只有将上官婉儿与冯道置
于 上 述 所 说 的 这 一 特 殊 的
#文 $与政治的关系中 !对两者
的评价才是有价值的% 因为婉
儿和冯道正是他们那个时代
上述这种 #文学观 $最典型的

实践者 !以及唐五代政治文学
精英眼中的楷模 !这才是作者
重新关注上官婉儿与冯道的
意义所在%

当 #文 $与政治相结合 !政
治功用成为文学精英对 #文 $

的核心认知 !#文 $也成为政治
才能的一种主要的衡量标准 +

以 #文 $为途径来推行的新政
治模式 !也通过制度与用人措
施 (比如 #科 举 $与 #内廷制
度 $)弘扬这种理念时 !一个新
的精英群体及与之相关的文
化也诞生了 !这就是作者所说
的#清流$与#清流文化$%

"

唐代的清流文化' 是全书
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较

为清晰地解释了 #清流 $的定
义 *主要特点和意义 % 在作者
使用这个概念前 !我们对在唐
史研究中使用 #清流 $一词还
是极为陌生的% 其实正如作者
在序论中所说 !他也是近年来
才开始采用 #清流 $和 #清流文
化 $这些概念 !并且 !迄今也很
难在英文表述中找到恰切的
名词 *所以只能用自创的专有
名 词 来 进 行 指 涉 (序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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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 作者的这一为难恰恰说
明 ! 在对历史现象的复杂性 *

以及追寻历史内在脉络这一
点上 !作者有相当的敏感和自
觉% #清流$在唐代文献中出现
过 !因此它比其他概念更能反
映唐人的真实认识% 但即使如
此 ! 这个出现频度并不高 *且
对现代研究者而言并不具有
不言自明含义的概念 !也需要
首先对它的内涵 *特点进行充
分的说明 !才能用它来概括复
杂多变的历史现象 % 也因此 !

它无法在另一种文化的体系
下找到恰切的语汇来进行表
达% 所以#清流$一词对读者而
言虽然较为陌生 !但并不是作
者哗众取宠的选用 !而是精心
考虑后的结果%

作者指出 !清流并非一种
制度上的身份 !而是依托社会
想象和政治成功所形成的一

李碧妍

已故日本中古史学者谷川道雄曾感慨!尽管年轻学者在历史细节的研究中已取得超过他们的成绩!

但和他们这辈曾为历史分期论争论得不可开交的学者相比! 年轻学者对宏观的历史问题已经不感
兴趣了" 而在一个早已习惯以材料与选题为导向的研究时代!史家能否重新唤起那种久违的#对解
决历史问题保有极大乐趣与信心的情感!能否在对古代世界的研究中寄托历史情怀$ 也许!这也是
我们希望更多学术%清流&能出现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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