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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锋 !正是 ! 就像最近
发掘的碑亭巷玄武外国语学
校工地 " 揭露出来的水道 #涵
洞 #道路等遗迹现象 "基本上
就可以判断为孙吴晚期孙皓
$开城北渠 " 引后湖水激流入
宫内"巡绕堂殿%的遗存! 不仅
其性质可以推定 "而且还能确
定这个地点在孙吴晚期的昭
明宫范围内!

我给出这么多例子" 是想
告诉大家" 在城市考古中" 如
果对文献资料熟稔到一定程
度" 哪怕是淤泥" 也可以成为
我们复原城市遗址的 $史料%!

同样" 废弃在水塘里的建筑材
料" 也不是单纯的废弃物" 而
是还原历史现场的实物依据 !

长期以来" 人们的关注多在于
出土的金银陶瓷器物" 忽视淤
泥# 建筑垃圾等其他材料" 但就
专业的考古学理念来说" 更应该
用好发掘过程中观察到的地层
堆积等现象及砖瓦等出土遗物!

文汇报! 您刚刚非常强调

#建康实录$在建康城研究上的

意义% 并且正着手对这部文献

进行注释% 在这方面大概有哪

些可预期的成果&

张学锋! 在发掘资料尚未
完整公布的状况下" 再次精读

&建康实录' 并非退而求其次"

而是一项积极的举措! 我们正
采取读书班的形式来轮读这部
文献" 一方面是希望班员们能
够掌握文献的阅读方法" 另一
方面是群策群力" 更广泛地掌
握相关的各种信息!

目前&建康实录'通行的点
校本有两种"一是张忱石先生的
中华书局版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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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
孟昭庚等先生的上海古籍出版
社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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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点校本在
所选底本的基础上参校了几乎
所有的版本" 旁及相关历史文
献"出版以来泽被学林"但又各
有长短! 我们的工作是充分尊
重两种点校本的既有成果 "不

再重复文献学意义上的版本校
对"工作的第一步是互校两种点
校本的异同"订正文字 #句读的
错误" 同时参校两种点校本均
未涉及的日本静嘉堂藏陆心源
抄宋本" 做出一个更加完善的
文本!

第二步是对 &建康实录'进
行注释! 就历史文献的注释而
言"传统的文献学方法是以书校
书"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种新的
趋势" 就是在以书校书的同时"

将书本以外的资料也纳入注释
范围之中!这样的尝试从金子修
一主编 &大唐元陵仪注新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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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窪添庆文主编&水经注
疏译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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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杰主编 &水经注校笺图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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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著作中可窥一斑!这些
著作注释历史文献时"在传统的
文献学方法以外"还吸纳了历史
图片#历史地图#出土文字资料#

地面文物# 现场考察图文记录
等"给读者一个崭新的全方位视
域!我们希望借鉴上述几种文献
译注的经验"加入与建康城有关
的城市遗址# 墓葬等的资料"将
&建康实录' 中关于空间分布的
信息尽可能以图示化的形式呈
现出来"使&建康实录'这部传世
文献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现给
读者"为建康城的深入研究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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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构成犹太国的犹太性!

以
色列是众所瞩目的国家!

无论在当代全球政治变
局" 还是千年世界文化格局中"

以色列这个$犹太国%的特殊位
置都无需赘言!关于以色列的中
文书越来越多"不少还是以色列
人写的!我为什么感到有必要再
来组织翻译丹尼尔*戈迪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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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关于以色
列的新 书 (

764-018 9 :3.;/60

</6=34> 3? - @-=/3. A0B34.

"

@0C D34E8 F;;3G ()H$

)呢+

本书是以色列通史"原著出
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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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我国上一本以色
列通史译著 (阿伦'布雷格曼(

)以色列史$%杨军译%东方出版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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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著出版于
*))*

年! 这十几年来"巴以和谈陷入
僵局"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大起
义($因提法达%)让巴勒斯坦人
和以色列人之间的隔阂愈益加
深! 和平既然无望"以色列人开
始更多地向内看"以往被巴以冲
突多少遮蔽的以色列犹太人内
部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以色列
%"I&

年建国后"生
活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遭驱
逐而移民以色列" 这些东方犹
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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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征 #文化
与习俗迥异于欧洲裔的阿什肯
纳兹犹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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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
洲白种犹太移民建国前就来到
巴勒斯坦" 此时大权在握的他
们免不了歧视和剥削东方犹太
人" 让后者心生怨恨!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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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后" 东方犹太人的后代不
仅在人数上早已赶超阿什肯纳
兹犹太人"政治势力举足轻重"

文化影响也正在扩大! 虔诚的
东方犹太人不仅与世俗化的阿

什肯纳兹犹太人矛盾重重 "更
与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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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来自前苏联的几乎
没有任何信仰的犹太移民判若
油水! 由此产生的政治#文化斗
争颇有愈演愈烈之势!

大多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
虽然世俗化了"但他们中仍有一
小 部 分 所 谓 的 哈 瑞 迪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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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强抵制现代世俗文
明"以独特的服饰和自成一体的
居住区刻意与世俗世界划清界
限"力主犹太教自古以来的神圣
启示一点一划都不可废弃!其中
有些人更坚持神权政治或异族
统治的理念"视犹太复国主义者
的建国大业为渎神的洪水猛兽"

他们反对以色列政府"其不遗余
力的程度"即使与巴勒斯坦人相
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色
列建国时"哈瑞迪人的数量微不
足道"政府便网开一面"免除了
他们的兵役! 但近年来"由于高
生育率"以及部分东方犹太人的
加入" 哈瑞迪人口迅速攀升"政
治和经济势力已不可小觑!他们
的拒服兵役以及他们的世界观

造成了以色列社会的严重分化!

与哈瑞迪人相比"来自埃塞
俄比亚的犹太移民人数更少!黑
皮肤使他们的犹太身份广受质
疑"或明或暗的种族歧视令他们
长期沉沦于社会底层!近年来他
们以暴乱为形式的反抗不时见
诸报端!

以
色列犹太人的内部矛盾
不仅根植于不同的籍贯

和文化传统"也来自不同的现实
主张!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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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约旦河
西岸涌现的犹太定居点"有的以
色列人视之为保障国家安全的
必要屏障"有的坚持认为去那里
定居只是重新回到圣经时代神
的$应许之地%"有的则警告一旦
把那里大量的巴勒斯坦人纳入
统治" 犹太国的犹太性就会瓦
解!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最
有利于国家利益"捍卫自己立场
的决心也就更加坚定"故而这个
问题不仅是巴以和谈中最棘手
的问题之一"还是以色列国内最
具争议的问题之一!

戈迪斯此书写于这类内部
矛盾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视野
之际"对它们的来龙去脉做了见
树见林的交代"这是有别于同类
著作的特色之处! 因此"本书并
非又一部顶着通史名号的阿以
战争史# 巴以冲突与和谈史"再
加犹太移民史"而毋宁是在此基
础上对整个以色列社会的鸟瞰!

作者想谱写的"不是以军乐为主
的铜管乐" 而是多声部的交响
乐,作者想捕捉的"与其说是政
治事件#军事行动#谈判桌#协议
内容#营救策略"不如说是这些

东西背后的人# 他们的性格#他
们的观念!

戈迪斯此书也写于巴以冲
突调和无望之际! 事实上"自上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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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起" 一批以色列学
者根据以色列和英国的解密档
案陆续写出了一批实证性著作"

挑战了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主
流叙事"其影响之大以至于今日
要讲述以色列的故事"就不得不
面对两种深刻对立并仍在交锋
的叙事- 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

究竟是一场犹太人发起的殖民
运动...就像这批 $新历史学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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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主张的"

还是一场犹太民族的自我解放
运动...就像传统观点所坚持
的+ 相应地"以色列国有没有扮
演殖民压迫者的角色+是不是它
所自我标榜的民主国家+这种争
论多少可以视为是对巴以冲突
延伸进学术领域的折射"哪怕争
论双方基本是以色列人!

戈迪斯对这场争论的态度"

书后的引用文献就有反映!就新
历史学家的旗手而言"对于主张
巴勒斯坦人的视角不能忽视#中
文世界也有译介的艾兰*佩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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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引了一篇论
文"还是转引自他人文章! 对于
写出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
的巨著#认为以色列在绿线之外
的殖民活动是构成巴以和谈主
要障碍的阿维*施莱 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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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引! 他倒是大量
引用了$新历史学家%一语的发
明 者 本 尼*莫 里 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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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但在
()))

年巴
勒斯坦人第二次大起义爆发后"

莫里斯已经戏剧性地从政治左

翼转向政治右翼了...这也是
不少以色列人思想转变的一个
缩影!

当然" 不同于新历史学家"

戈迪斯对以色列的社会与文化
更有兴趣, 而较之传统叙事"他
更在意追溯$犹太国%的观念史"

在裁剪史料时更偏好表现以色
列人集体记忆中的关键事件"因
而更善于揭示政治行为背后的
民意"更擅长捕捉以色列人心态
的演变轨迹!戈迪斯在很多人眼
中属于温和的保守派"他大体上
似乎在走中间路线-既不回避以
色列的恶行"也不吝于赞美它的
善举! 毫无疑问"关于以色列的
过去"争论永远不会结束! 但如
何记忆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当下的现实"也包含了如何塑
造未来的设想"这是更值得我们
关注和思考的!

戈
迪斯

H"S"

年生于纽约
市一个犹太书香门第"家

学渊源深厚"祖父是美国保守派
犹太教的领袖和著名学者"叔叔
是当今美国犹太社团的领袖拉
比之一!他儿童时代就在以色列
生活过几年"后来在美国完成高
等教育"

T"

岁时举家移民以色
列"目前任教于耶路撒冷的沙莱
姆学院 (

QL-10M :3110U0

)"这是
以色列第一所按照美国常青藤
学府办学模式打造的强调研读
经典著作的博雅学院!这种背景
使他迥异于那些以色列背景的
现代以色列历史的研究者!他在
观察以色列时"既有那份能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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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犹太人的内部矛盾不仅根植于不同的籍贯和文化传统!也来自不同的现实主张"戈迪斯的背
景使他迥异于那些以色列背景的现代以色列历史的研究者! 他从小接受的传统犹太教育是以学习
#塔木德$为核心的!自然无法接受对流散地犹太传统的全盘否定%

戈迪斯和他的*以色

列(一个民族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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