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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文书$文物 % 中古史研
究的资料利用与开掘 & 学术
讨论会在南京六朝博物馆报
告厅召开 ' 会议由南京大学
六朝研究所与北京大学中古
史研究中心共同召集 " 来自
中国社科院 ! 北京大学 ! 南
京大学 ! 吉林大学 ! 南京师
范大学 !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 ! 江苏省
社科院等单位的二十余位学
者与会'

近代以来 " 中古史研究
名家辈出 " 成果丰硕 ' 但相
较于其他断代史研究 " 今天
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资料
利用方面明显更依赖传统史
料 ' 在这片已经过精耕细作
的领域里 " 如何寻找新的研
究空间 " 成为学人的共同困
惑 ' 为此 " 会议围绕中古史
研究的资料利用与开掘这一
核心问题 " 组织了若干专题
报告和座谈 ' 会议座谈嘉宾
包括 % 陈苏镇 ! 罗新 !北京

大学历史系 "! 陈爽 !中国社

科院历史所 "! 赵益 !南京大

学文学院 "! 张学锋 ! 胡阿祥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 " 专题
报告有%

陈鹏 !吉林大学文学院 (

)东晋南朝的 *十八州谱 & 与
州郡著姓+,

陈爽 )-世说敬胤注 . 所
见东晋佚史考+,

陈志远 /中国社科院历

史 所 ( )六 朝 的 转 经 与 梵
呗+,

邓玮光 !江苏第二师范

学 院 历 史 系 " )许 迪 案 小
考+,

方圆 !南京大学历史学

院 " )南朝佛教仪式疏文得
名源流考+,

陆帅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

发展学院 " )萧梁前期的北来
降人 % 新刊梁 -普通二年墓
志. 小考+,

姚乐 !江苏省社科院历

史所 " )萧梁 *三品蕴位 &

考论+,

于溯 !南京大学文学院 (

)行走的书簏 % 中古时期的文
献记忆与文献传播+,

叶炜 !北京大学历史系 (

)从不书志主名字现象看中古
墓志集本与石本的异同先后+'

重视基础性的文献

整理工作

谈到史料的拓展 " 一般
会想到出土文字资料的发现 '

就魏晋南北朝史领域而言 "

这类资料主要是简牍 ! 文书 !

墓志 ' 整理新出资料当然是
史料拓展的重要途径 " 除此
之外 " 陈爽在座谈中特别强
调了对传世文献的整理 " 这
也是他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古
史研究中心高校人文社科基
地重大项目 *中国中古史籍
与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 的一
个主攻方向 ' 陈爽认为 " 史
学史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史
学十分繁荣 " 但其中绝大部
分著作已经亡佚 " 史料学意
义上的魏晋南北朝史学捉襟
见肘 ' 借助数字化技术 " 今
天更应该重视魏晋南北朝史
料的辑佚工作 " 也更应该和
有条件注重对近似资料的史
源学辨析'

陈爽的论文是对 )世说敬
胤注 +中保存的东晋佚史条文
进行辑佚 "目的是 *提醒大家
在追寻新史料的同时还要特
别留意旧史料 &' 文章指出 "

)世说敬胤注 + 多有长段的引
录"较 )刘注 +那样的零星节引
更能反映佚书原貌 "且所引史

料约七八成不见于他书 "所记
世系也多较他书为详 "值得重
视 ' 评议人于溯认为 "传统辑
佚学有三个弊端 %缺乏后期研
究 !忽视辑出文与其出处的关
系 !对 *佚 &的理解偏窄 ' 本文
的工作重点在佚文的后期处
理 "这是今后辑佚学发展的一
个方向' 由于)敬胤注+流传曲
折 "脱讹较多 "给标点 !理解带
来困难 "于溯 !罗新等也对录
文中一些具体的字句释读提
出了意见'

陈鹏的论文 )东晋南朝的
*十八州谱 &与州郡著姓 +同样
关注佚书 "即东晋时贾弼和萧
梁时王僧孺编撰的两份全国
总谱' 文章首先关注佚谱的文
献形态 "结合史料记载 !零散
佚文及敦煌出土的唐代谱牒 "

尝试考察两种十八州谱以怎
样的体例著录诸州士族' 在此
基础上又讨论了总谱编纂与
当时对地方士族的评定和管
理问题' 评议人姚乐提出了与
作者不同的对 *十八州 &的理
解 "对于萧梁评定士族的方式
与目的也做了深入阐发'

中古史研究重视 ! 依赖
传世文献 " 其实焦点颇为集
中 " 而很多 *边角料 & 长期
受到冷落 " 陈爽讨论的 )敬
胤注 +! 陈鹏关注的六朝谱牒
文献都是如此 " 陈爽就特别
指出对于 )敬胤注 + 的文献
学和史学史研究几乎空白 '

另一类往往被忽略的是宗教

文献 ' 一般的历史学研究与
宗教史研究长期存在壁垒 "

本次会议中陈志远与方圆对
宗教文献的讨论 " 则都带有
打通世俗与宗教文献的整体
视野'

陈志远 )六朝的转经与
梵呗 + 一文探讨中古佛教史
家如何对转经僧 ! 梵呗僧的
事迹进行编纂 ' 文章首先提
出宗教文献中的高僧传类作
品 *在结构上非常接近官修
正史 &" 而且与正史构建了对
一代历史的总体认识一样 "

高僧传也 *构成了早期佛教
史发展的整体脉络 &" 由此倡
导 *以 批 判 性 的 解 读 分 析
)高僧传 + 的史源与编排体
例 &' 文章还注意到尚未被宗
教史研究者充分开掘的古小
说和墓志资料的重要价值 "

通过内典外典的糅合 " 力图
突破齐梁佛教史家构建的图
景 ' 评议人杨晓春 /南京大

学历史学院 ( 建议将 *转经 &

一词改为 *转读 &" 并认为这
篇论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

赵益认为高僧传分科也受到
史书类传的影响 ' 罗新指出
女性在中古佛教造像记中大
量出现 " 却几乎不见于佛教
文献 " 认为女性对于宗教的
早期推动应有重要作用 " 但
缺少传统文献所关注的英雄
式人物 " 呼吁思考如何把佛
教史研究与真正的社会 ! 被
淹没的大众相结合'

方圆的论文 )南朝佛教
仪式疏文得名源流考 + 尝试
在中国传统疏类文书的整体
中认识佛教仪式中的疏文 '

文章认为佛教疏文是由于仪
式所需的证明性而借用了世
俗传统的 *疏 & 之称谓 " 但
这并不表明仪式内涵产生了
变化 ' 评议人陈志远认为以
往的相关研究集中于出土文
书 " 本文则从 )大藏经 + 中
搜集早期佛教仪式疏文 " 是
有益的补充 ' 赵益认为本文
偏向于文体学研究 " 并提示
*疏& 字原本有条陈的含义'

与受到冷落的部分传世
文献相比 " 走马楼吴简这样
公布稍有时日的出土文献反
而经过了当今学者密集的整
理与研究 " 但这并不表示最
基础的文书学复原与整理已
经达到极致 ' 邓玮光的论文
)许迪案小考 + 讨论的是走马
楼吴简中一个已经引起广泛
关注的案件 ' 自上世纪

&"

年
代末以来 " 围绕许迪案的讨
论是以四份木牍资料为主的 "

本文则借助 *横向比较复原
法 & 复原出两份竹简本案件
文书 ' 通过对这两份文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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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金石证史!补史的观点"今日已引起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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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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