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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起!唐先生多次被作

为"反动学术权威#卷入政治风
波$

!"%&

年!他因家庭出身%社
会关系和&思想保守#为由被审
查! 一度辞去中国古代史教研
室主任的职务$

'"%(

年!他被视
为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权
威#!在武大历史系受到多次批
判$

)"**

年!&北朝四史#的点校
工作被迫中止! 他回到武大接
受批判$唐刚卯回忆!

)"+,

年代
中叶武大&批唐'长孺(打吴'于
廑()! 父亲还被从北京揪回武
汉批斗 $ 朱雷记得 !

)"+(

年
)$

月! 一位余姓教授作为美国国
家科学院"汉代研究代表团)团
长与唐先生在故宫会面时 !他
陪同在旁 ! 余先生问唐先生 *

&+文革,中您受冲击了吗- )唐
先生答*"照例的冲击不能免$ )

在大多数人看来! 唐先生
能相对平安地度过特殊年代 !

主要是因为他为人谨慎$ 余先
生在记录与唐先生的初次会面
中写道*"谈话开始后! 我很快
便警觉到他是一位异常谨慎的

人$他只答复我提出的问题!而
且必三思而后言! 但从头到尾
没有主动地问过我任何问题$ )

当时! 余先生见唐先生的一个
目的! 是想试探他肯不肯与西
方学者合作! 参加 .剑桥中国
史/魏晋南北朝卷的写作!即由
他择题用中文撰写一章! 再请
人译成英文$朱雷记得!唐先生
当时竟对余先生说自己不懂英
语$有趣的是!唐刚卯也是到改
革开放后的某天! 见到父亲与
吴于廑先生讨论武汉大学学报
的英文版摘要应如何翻译时 !

才知道父亲懂英语$

教学与研究

)"&"

年!唐先生进入大同
大学文科学习$唐先生的弟子%

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李文澜记
得! 唐先生曾说自己当年的课
程有罗马法 %商法 %市政管理 %

比较刑法%西洋现代史!却没有
中国史$ 唐先生在大学期间常
去光华大学 &蹭课 )!由于旁听
了不少吕思勉先生的课! 开始
自行攻读中国古代史学$

唐先生早年专注辽金元史!

后来转向了魏晋南北朝史的研
究$这个转变大约发生在上世纪
-$

年代初$

)"-)

年!唐先生在
担任光华大学讲师之余! 除了
继续研究宋辽金元史! 还将研
究时段上延至先秦两汉及魏晋
南北朝$李文澜记得!唐先生晚
年回忆个人经历时曾说!&我不
会民族文字! 所以选教秦汉至
唐这一段)$ 张忱石记得!唐先
生曾说由于自己只懂英语 !不
懂俄语 %蒙语 %波斯语 !所以转
向了魏晋南北朝的研究$

)"-*

年!唐先生晋升为国
立武汉大学教授$

)"%%

年!他
招收了首批副博士研究生高
敏%陈国灿$ 张忱石说!这个举
动在当时学术圈中是罕见的 $

上世纪五六年十代! 很多教授
由于担心自己在各类运动中
&被揭发 )遭批判 !不愿意带研
究生! 即使带来也让学生毕业
后尽量去外地工作!&但唐先生
愿意带学生! 而且还希望他们
毕业后能留校)$

陈国灿说! 唐先生虽是初
次指导研究生! 但要求相当严

格!寒暑假也不休息$唐先生规
定他们第一年要埋头读书 !首
先得通读 .资治通鉴 /!至少熟
读其中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 !

还要读新旧.唐书/%.隋书/等$

每周三下午! 他们去唐先生家
汇报学习情况$ 唐先生博闻强
记!随时会提问!还要追问*&你
这么说!有什么依据-)有时候当
场答不上来! 唐先生就要求他
们回家思考!第二周再来汇报$

)"%"

年!唐先生招收了第
二批研究生朱雷%卢开万$朱雷
说! 考上研究生后就是接连的
劳动%运动!唐先生便让他们去
家里上小课$后来!政治环境愈
发恶劣! 唐先生就给他们开了
书单!要求他们自己学习$

)"*)

年! 唐先生招收了第三批研究
生杨德炳%鲁才全$ 此后至&文
革)结束!他没有招过研究生$

)"**

至
)"+)

年 ! 唐先生
去襄阳下乡$

)"+)

至
)"+-

年!

他借调到北京在中华书局点校
&北朝四史 )$

)"+%

年至
)"(*

年!他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在北
京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

)"+(

年!研究生恢复招生后!唐先生

招收了包括张弓%黄正建%李文
澜% 王素在内的

(

名硕士研究
生$ 王素说!自带了研究生后!

唐先生基本每年寒暑假才去北
京整理吐鲁番文书$ 如果在北
京忙不过来! 他会提前给学生
们布置作业%开书单!并让其他
老师检查学生们的学习进度$

唐先生的多名弟子都提
到! 唐先生对他们治学的最大
要求是&贯通)$ 虽然学生们主
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 !

但唐先生并不提倡他们在断代
史里绕圈圈! 而是重视历史时
期的前后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
后! 他特别强调要关注国外的
学术思想和动态$余先生曾说*

&在
)"+(

年那场短短的谈话过
程中!我得到一个清晰的印象!

就是唐先生完全承认学术研究
的全球性$ )

李文澜记得! 唐先生从一
开始就教导研究生要学好日
语!&主要是阅读能力! 要了解
日本学者的研究)$ 为此!唐先
生请了毕业于奈良女子大学的
日语老师给学生们开小灶 !教
授大家专业日语! 并训练大家
日译中的能力$

除了要求学生对史料熟
悉! 唐先生还注重培养他们的
框架性思维$黄正建介绍!唐先
生自己选定的社会史和文化史
文章! 大多从小问题入手去研
究社会和文化问题$ 从一首诗
或一篇传! 都能联想到学风或
风俗$唐先生的弟子孙晓林说!

唐先生最关注中古社会基础性
问题! 如土地上劳动者的身份
这样的基本经济关系问题 !还
有典章制度方面的职官% 军事
兵制等等!创获尤多$学生们受
其影响也多在这些领域中耕
耘! 少有人专门去做人物的个
案研究$

张弓记得! 刚入学时唐先
生就对他们说! 历史研究不能
没有理论思维! 要重视马克思
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 唐先生
在

)"%$

年通读了.资本论/!细
致研究.反杜林论/.家庭%私有
制及国家的起源/.俄国资本主
义的发展/等著作$

)"%)

年!他
再次通读 .资本论 /!深入研究
.国家与革命/等著作$ 在唐先
生给他们开的书单上! 除了史
学方面的必读书目! 还有不少
上述马列主义的书 !&共

%)

本
书!要求我们在一年内读完)$

)"%%

年 !唐先生所撰 .魏
晋南北朝史论丛/一书出版!同
年

"

月陈寅恪先生去信称*&寅
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
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 )张弓
认为!当时陈寅恪自称&不宗奉
马列主义 )!主要是反感 &穿靴
戴帽 )%&以论代史 ) 的恶劣学
风!而唐先生与&时贤)不同$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学人
!

!"#$

年! 唐先生投身了一项

功在千秋的事业"""整理吐鲁番

出土文书#所谓吐鲁番出土文书!是

指
%"$"

年到
!"&$

年!在新疆吐

鲁番县阿斯塔那和哈拉合卓两地以

及乌尔塘和交河古城发掘清理

'$(

余座晋到唐的墓葬时!发现的

近
)(((

件 $含残片% 汉文文书#

!"&$

年!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

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武

汉大学历史系组成吐鲁番出土文

书整理小组!由唐先生主持整理#

不料! 项目开始之初就发生了

悲剧'唐先生在新疆考察时!右眼突

然失明了#关于失明原因!坊间有多

种传言#据唐先生写给夫人的家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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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游天池!于

,&

日乘机赴库车#下机后发现我的

右眼失明!据当地医生判断!大致可

以断定是网膜脱离# ))今天先在

乌鲁木齐医院诊视一下!大概即在

数日内飞京!由冶秋同志介绍进同

仁医院诊视# *

但这一突发事件并没有影响

整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从
%"&$

年

起!朱雷&陈国灿等武大年轻学者先

后随唐先生进京整理文书! 参与了

拆揭&拼缀&录文&标点&断代&定名每

个环节#陈国灿记得!文书都是从新

疆运到北京的!由于是出自千余年

前古尸身上之物!在拆揭环节即困

难重重#尤其是有大量没有拆开的

纸鞋&纸靴!还有纸棺"""纸都极

薄易脆!拆揭一点都很费功夫#

朱雷说! 拆揭后的工作是拼

缀!拼缀后的工作是录文# 因为有

近万片断裂开的小残片!如果不进

行拼缀! 复原成较为完整的文书!

是很难进行录文的#但出于对文物

的保护!最开始他们不能直接拼缀

残片!而是要用那些摄印都不太清

楚的小照片试做拼缀!甚至根据这

些小照片做录文#当时唐先生也和

大家一样拿着小照片去做录文工

作# 那时他右眼已失明!左眼戴镜

矫正也只有
(-,

度#在如此困难的

情况下!唐先生想了个妙招!即在

照片背后用台灯照射!让文字从正

面看起来清晰些! 大家纷纷效仿#

到了录文核对阶段要使用原件!考

虑到文书上多有血污!且带有尸臭

味!细菌甚多!大家都劝唐先生少

接触!唐先生却说'(我不看原件!怎

么知道对与不对+ *坚持每道工序

皆不免省#

完成拼缀和录文后!接着是对

文书进行归类# 陈国灿记得!一开

始文书整理是按照文书性质!即官

文书和私文书进行分类!但唐先生

认为!当时对很多文书的性质并不

清楚!很难分类# 他对唐先生说!当

年法国人马伯乐整理斯坦因所获

吐鲁番文书时按照性质分类整理!

结果有很多文书要么无法归类!要

么归类不准确!弊端甚多# 与其这

样!不如参考考古学!以墓葬为单

位整理!这样既能以原始面貌客观

呈现!又不会混乱&遗漏!还能为后

人的研究提供依据#在第二天的讨

论会上! 唐先生让他提出这个建

议!众人经过讨论后!统一了按墓

归类整理文书的做法#

!".%

年!刚刚硕士毕业的王

素加入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王素

说!在整理吐鲁番文书时!唐先生

每件文书都要过目#由于目力日渐

衰退!他就半躺在靠椅上!让学生

们读给他听# (他常常会打断我们!

说哪个字有问题!要与文书原件核

对# 有些释文他不满意!他会找文

书原件来看!然后自己修改# *

在文书整理期间!最让陈国灿

感慨的!是唐先生提出每周固定一

天为(文书开放日*!邀请在京学者

一起来研究# (唐先生提倡学问大

家做! 他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多

交流才可以互相启发# *而且!来的

人只要有单位开具的证明!还可以

抄录文书带回去研究# 一时间!来

了不少社科院&北大&北师大&中国

历史博物馆等机构的研究者!有些

学者还带了学生一起来看文书#

王素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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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国

家文物局牵头的整理小组原有
)

个!仅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完

成了所有工作!共拼缀较完整文书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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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吐鲁番出土文书-录

文本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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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 文书均按照原式抄写

影印!有关文书情况如墨色&缺残

等也一一标明!对字迹模糊&缺笔&

残坏之字也尽可能推断注明 #

%"..

年!王素主要负责编辑的,吐

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全
*

卷

正式立项!于
%"",

至
%""/

年陆

续出版#王素说!他保存了
/(

余封

唐先生的来信!基本都是谈文书的

整理和出版工作# 时至今日!记者

仍能在唐先生家中看到数本吐鲁

番文书整理时期的笔记!如图"!学

术价值颇高# 王素受中华书局委

托!拟于近日前往整理#

唐先生与吐鲁番文书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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