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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 ! 成为良吏政绩的重要指标
之一 " 如何确定这些史料的真
实性 # 从常识而言 ! 这种程式
化的记述难以尽信 ! 但由于汉
唐史料的匮乏 ! 我们在史传中
很难发现其中有虚饰和作伪的
直接史证!而在史料较为丰富和
完整的宋代却保存有大量相关
记述" $宋会要辑稿% 中专门有
$狱空%一节!辑录了宋代大量的
&狱空'史料" 宋制(凡各地上奏
狱空!君王均下诏褒奖 !并相应
减少官吏磨勘年限!各级官吏为
获得升迁的便利 ! 往往铤而走
险!制造&狱空)假象!或将系囚
秘密处死!或藏匿他处!或*部内
系囚满狱!长吏辄辄隐落 !妄言
狱空+! 或 *自勤发谴致狱空+,

宋代与汉魏南北朝时期相去数
百年 ! 时代不同 ! 典制有别 !

但人同此情 ! 事同此理 ! 宋代
*狱空+ 之制的实施过程为我们
观察汉唐地方行政的具体实施
提供了某些旁证 ! 使我们有理
由对汉唐良吏传中 *囹圄空虚+

记载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在中古史研究中!能否引入
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与视角!

使不同时段-不同地域的史料相
互佐证!探寻更为宏观的历史线
索 # 罗新教授近年发表的 .黑
毡上的北魏皇帝% /!田余庆先

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 中华

书局#

!"#$

年0 提供了一个更
为广阔的观察视野, 他注意到!

.北史% 记述北魏孝武帝即位仪
式 ( &用代都旧制 ! 以黑毡蒙
七人 ! /高 0 欢居其一 , 帝于

毡上西向拜天讫 ! 自东阳 - 云
龙门入,+ 这与 .旧唐书% 所载
突厥可汗即位仪式 - .辽史 %

所载契丹可汗即位仪式惊人地
相似 ! 而蒙古成吉思汗也是由
七个人用黑毡抬上大汗宝座的!

其中举毡人数和毡子颜色 ! 竟
与 .北史 % 所记魏孝武帝的即
位仪完全一样, 作者由此推测(

这种被拥戴者以毡托负起来登
上首领职位的即位仪式是内亚
游牧政治体的古老传统 , &尽
管拓跋鲜卑以前及同时的资料
已不可见 ! 但之后上千年间的
证据不仅足以证明拓跋的 1代
都旧制 2 的确存在并且曾为北
魏长期遵用 ! 而且也说明了内
亚传统的独立性和连续性 ! 为
我们理解古代中国历史中的内
亚因素提供了一个便利的窗
口,+ *无论资料如何不全面 -

不充分 ! 无论解释如何不足以
令人惬意 ! 从现有的研究可以
看到 ! 举毡立汗无疑是内亚草
原古老且富有强韧生命力的政
治文化传统, 已有的证据显示!

拓跋鲜卑 - 突厥 - 回鹘 - 契丹
和蒙古都沉浸在这一传统之中,

而且还可以推测!与拓跋同时的
柔然! 与回鹘同时的黠戛斯!与
契丹同时的奚!以及许许多多其
他曾经结成较大政治团体的所
谓部族!都不太可能置身这一传
统之外, +344将不同时代-不同
民族-不同语言文字的史料在内
亚乃至全球史的视野下融会贯
通!无疑是一次新奇而大胆的尝
试!引人入胜!令人掩卷长思,

当
然 ! 扩大中古史研究的
史料视野不等于无节制

地使用旁证 ! 我们应当清醒地
认识到基于直接史料证据和旁
证史料同史实之间客观联系的
不同性质和程度 ! 它们对史实
的证明效力有所不同 ! 我们对
所谓 *旁证 + 史料要保持足够
的警惕 ! 在研究中应尽力克服
主观因素的干扰 ! 避免牵强和
武断 , 著名史学家陈垣对于无
版本依据的 *理校法 + 曾有一
段精辟的评说 ( *所谓理校法
也 ! 遇无古本可据 ! 或数本互
异 ! 而无所适从之时 ! 则须用
此法 , 此法须通识为之 ! 否则
卤莽灭裂 ! 以不误为误 ! 而纠
纷愈甚矣 , 故最高妙者此法 !

最危险者亦此法 ,+ /!校勘学

释例 " # 中华书局 #

#%&%

年 0

此语借用到所谓中古史研究中
的 *旁证法 + 也同样适用 ( 旁
证的引用与合理的推测是史学
研究中极高明的 *上乘武功 +!

*走火入魔+ 的风险也较寻常历
史阐释成倍增加 ! 研究者既可
以通过天才的假说使一些悬而
未决的历史线索豁然贯通 ! 也
可能因为一条史料失察或误读
而满盘皆错 ! 既 *高妙 + 又
*危险+, 研究者需要具备广博
的史才 - 敏锐的史识和谦慎的
史德 ! 推测越是大胆新颖 ! 文
章越是引人入胜 ! 史家越是要
反躬自省 ! 戒惕于心 ! 时时留
意 ! 如履薄冰 ! 避免落入小说
家言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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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作过!西省考"#如今有了考古

遗址的映证#相关研究又往前推

进了一大步$ 在研究萧梁台省职

吏时#我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南朝

尚书上省% 尚书下省的方位问

题#陈老师在评议时对我报告中

的相关看法作了指正#他对中古

宫城结构的全面推考#则带给我

更多启发$

以
史料利用为主题的本次

研讨会# 交流者们的报

告将一%二%三类史料都覆盖在

内了$ 在侧重上#可以看到大家

主要还是以一类为本为主#以

二%三类为辅#用后者去补充前

者$ 这是最传统也最&正派'的路

径$ 研究的议题#邓%陆二位着眼

于政治#陈鹏博士!东晋南朝的

&十八州谱'与州郡著姓"着眼于

士族#拙文!萧梁&三品蕴位'考

论"着眼于职官制度#传统问题

占据了半边天$ 用传统史料做传

统问题# 注定是一条难行路#但

个人相信#其前景绝不黯淡$ 因

为一旦深读正史就会发现#前人

没能回答的问题其实极多#就连

文献本身的整理点校都还有不

少需要修正的地方#近年中华书

局联合古代史%文献学学者重新

点校二十四史# 动因即在于此$

我选择萧梁官班体系中的三品

蕴位作为切入点#提出与前辈们

不同的看法#也是因为发现中华

本!隋书(百官志"的断句存在问

题#而该问题误导了很多学者$

我是穿过历史地理学之门

走进中古史地界的#起初关注重

点是汉魏六朝政区#然后由政区

而职官#由职官而人事#由人事

而政治#从确定的&物'出发#一步

步向充满不确定性的&人'靠拢$

在行进过程中#深感不管政区建

置#还是职官制度#均有大量悬

而未决的难题散在沿途等待$ 拿

官制史来说#中古的一类史料就

那么些#二%三类史料里的信息

也有限#特别是南方墓志数量远

少于北方的情况下#研究东晋南

朝职官# 纵然辅以出土文献#也

是捉襟见肘$ 那将中古史料用

完#是否便走投无路了呢) 我不

这么想$ 考虑到历代制度的延续

性#上则秦汉%下则唐宋的官制

材料#都可为我们所用$

游逸飞近来刊发的游戏文

字!制造辛德勇"里#将北京大学

中古史的研究趋势概括为&立足

魏晋#放眼秦汉'#可以理解为内

容均是归于中古#而起乎秦汉乃

至先秦$ 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

法"又名!科举前史"#他起初被

委派去研究清代科举与选官制

度# 后扩展为研究中国科举史#

再进一步回溯#这才走向了中古

的九品之法$ 此种贯通的视角#

不仅可&通古今之变'#增加研究

的纵深#提升我们对任一断代的

理解#在考证具体问题时#前后

时代的史料#也可为我们提供补

益$宋代政事堂&堂后官'等吏职

人员的设置% 任命与升迁资料#

能够协助我们构拟中古台省令

史们的职业图景*南京大学宋史

专家李昌宪老师近年推出的著

作!宋朝官品令与合班之制复原

研究"# 亦能加深我们对中古官

班制度的理解$又#敦煌%吐鲁番

文书中的唐代籍账材料#或许也

可为东晋南朝史上纠缠不清的

黄%白籍问题#提供最终解决的

思路$

只要抱有通史的观照#任何

断代的史料都能为其他时代所

用#而他国的史料#也可加深对

本国史的认知$日本学者将贵族

制社会的理论驾轻就熟地运用

于中国史研究之上#对中国的中

古时代有着亲切的理解#这是因

为日本的近现代原即脱胎于贵

族制社会#且国家各层面长期保

留贵族制的残余$日本走进与走

出中古时代#比中国大约晚了一

千年#于是他们的中古史料得以

大量保存至今$这些史料及其研

究#绝对可以拿来用作理解中国

中古时代的镜子$ 事实上#国内

个别敏锐的学者#已经开始从事

这方面的工作了$

走
出中古走向通代# 走出

中国#走向东亚%走向世

界#视野有多宽广#史料就有多

丰富$ 对中国中古史研究来说#

可资利用的&云史料'可谓无穷

无尽$ 这让我回想起中学时代的

地理课本#编者用严肃的笔调诉

说着对能源枯竭的担忧$ 按照

!"

世纪中叶学者们的推想#在

我们这代人的有生之年#石油会

枯竭#煤炭也会枯竭#长此以往#

工业革命带来的福利将难以为

继$ 可事实是#半个多世纪以来#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探索的深入#

石油越采越多#预期枯竭时间不

断延后$ 与此同时#新能源也在

突飞猛进地发展#犯不着杞人忧

天$ 同样#中古史研究绝不会在

可预见的未来面临史料竭尽的

危机#我们这些用传统方法研究

传统问题的 &工业派'%&农耕派'

学者# 只管一路向前$ $作者单

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专题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学人
!"

"

$上接
'&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