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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 卷中 $晋书地理志之误 %

条! 那为何错至如此呢" 缘在
#晋书 $ 成于众手 % 参加编写
者有二十多人% 彼此之间既不
相互关照% 又缺乏统一的加工
修订& 这也是众手成书的官修
史书的普遍问题 % 刘知几在
'史通 ( 中对此即多有批评 &

二是往往误刘宋制度以为东晋
制度% 最明显的例子是侨置州
郡名称& )晋志( 中东晋的南
兖 * 南徐 * 南青 * 南豫等州 %

南东海* 南琅琊* 南东平* 南
沛 * 南清河 * 南下邳 * 南东
莞* 南平昌* 南济阴* 南濮阳
等郡 % 其实都是刘宋时的名
称 % 东晋时并无这个 +南 ,

字 - 而出现如此低级的失误 %

盖因编修 )晋书$ 的唐初史臣
多属文学之士% 既不懂地理之
学% 又乱抄沈约的 )宋志$ 一
类前人史书&

关于 )南齐志$ 之 +简,&

与 )宋志$ 的繁冗相反% )南
齐志 $ 的主要缺憾在于太简 &

萧齐年祀虽短% 政区却度属宏
多% 置立不少% )南齐志$ 对
此略而不书处太多% 如清人牛
运震即指出. #南齐志( +第
存郡县名目大概 % 疆域沿革 %

邑里物产% 均阙如也% 岂特户
口不详而已 , / &读史纠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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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 . #南齐志 ( +记述之
法 % 以州统郡 % 郡下仅具县
名% 鲜有注释% 而沿革且尽缺
略0 既未言物产风俗% 亦未言
户口数目% 盖一残缺之郡县名
册表耳11又未举缺略之故以
告人 % 其何以自解于后人耶 "

总而论之 % 惟视北齐 * 北周 *

陈书等 % 聊胜于无耳 &, 按姚
氏责备之 +未举缺略之故以告
人 ,% 应该是疏于检索 & 据南
宋高似孙 )史略$ 所引 )子显

进书表 $. +素不知户口 % 故
州郡志辄不载& ,看来)南齐志$

的简略% 主要还是材料不足的
缘故 %当然也与 )南齐书 $的叙
事风格向称简洁有关&

关于 )隋志 $ 中有关梁 *

陈政区内容之 +散 ,& 按 )隋
书 $ 十志本名 )五代史志 $ %

是修成后才编入先前成书的
)隋书 $ 的 & 这些志或按梁 *

陈* 北齐* 北周* 隋的次序记
述% 面貌比较清楚- 或以隋为
主为纲% 梁* 陈* 北齐* 北周
四代的面貌就不清楚 & )隋
志 $ 属于不清楚的情形 % 如
梁* 陈政区仅以小字夹注% 不
仅谈不上系统* 全面% 而且失
之简略 * 零散 & 然而问题在
于% )隋志$ 中关于梁* 陈政
区的记载 % 又是最值得重视
的 * 最为集中的第一手资料 %

如此% )隋志$ 中梁* 陈政区
记载之 +散,% 也就造成了梁*

陈政区研究的极大麻烦&

那么% 对于上述这些或乱
或错 * 或简或散的正史地理
志% 我们在利用时需要注意些
什么呢 " 从笔者的经验出发 %

这里提出四点.

其一% 做足心理准备& 文
献资料的数量多寡 * 难易程
度 % 自会影响到研究的路径 *

联系到研究者的素质& 以先秦
史与明清史为例% 有关先秦史
的传世文献既少% 行文又或简
练或古奥% 有关明清史的文献
资料则数量巨大 * 类别众多 &

如此% 从事先秦史研究% 既要
求研究者具备古文字学* 音韵
学* 训诂学* 考古学等方面的
素质% 又要求研究者具备竭泽
而渔的史料搜集功夫% 并养成
不盲从后世注疏家解释的习
惯- 从事明清研究% 则要练出
从恒河之沙一般的文献资料中
披沙拣金乃至点石成金的本
领% 还要有足够的体力% 能到
藏书机构* 到田野广泛采集关
键或独特的文献& 而具体到三

国两晋南朝政区的研究% 从事
者首先需要掂量掂量自己的素
质 * 性情是否适合于处理这
+乱,*+错,*+简,*+散, 的文献
资料& 理乱%需要好记性*心平
如水 %纠错 %需要好眼光 *考证
功夫%而充实简略的记载*梳理
零散的资料%需要好的悟性*广
事扩展% 需要好的逻辑推理能
力*不可急躁&

其二% 明确成志次序& 如
研究两晋政区 % )宋志 $ 比
)晋志 $ 更加重要 % 更加是第
一手资料 & 这不仅因为 )晋
志$ 断限在统一之初的太康初
年% 显得太早% 而且因为 )晋
志$ 的不少内容% 尤其是永嘉
以后及东晋百余年的记载% 部
分来自 )宋志 $% 柴德赓就直
言 )晋志$ +钞撮 )宋书$ 而
未精密, /&史籍举要(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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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呢" 很简单% )晋书$ 的

成书时间晚于)宋书$& 古人编
书修史%往往抄袭%所以明确典
籍的史料来源或承袭关系非常
重要& 就关涉三国两晋南朝政
区研究的几部正史地理志来
说%其成志先后如下. )宋书2
州郡志 $ )南齐书2州郡志 $

)魏书2地形志 $ )晋书2地理
志$ )隋书2地理志$3 这里特
别补充说明一下 )魏书2地形
志 ( /以下简称 &魏志 # ! &

)魏志 ( 在州郡县的注文中 %

常会提及晋*宋*齐*梁的政区%

而当 )魏志 (与 )晋志 ()宋志 (

)南齐志()隋志( 说法有异时%

其取舍的原则% 还是需要考虑
到成志的时间先后&

其三% 考证断限年代& 正
史地理志所记载的政区% 理论
上都是某个特定年代的情况 %

明确这一点% 是正确利用正史
地理志资料的前提& 历史地理
专业的学者都有这个意识% 其

他专业的学者就不一定了% 于
是往往闹出笑话& 如周振鹤批
评清人刘文淇所著的 )楚汉诸
侯疆域志 (% 直接套用两百年
后的 )汉书2地理志 ( 所载郡
县 % 划定汉元年各诸侯的封
域% 结果 +谬误百出% 几无一
是 % 必须重加考订 , /&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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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汉墓联系着西汉的长沙
国 % 曾有几位考古专家径以
)汉书2地理志( 所载十三县认
定长沙国的辖境% 又在此基础
上大事发挥% 论述长沙国的政
治状况 * 经济发展 * 文化面
貌* 科技水平& 这便差之千里
了& 汉初马王堆汉墓时期的长
沙国% 比汉末 )汉书2地理志(

的长沙国大了两倍以上& 然而
问题在于% 正史地理志的断限

专题

左一到四为湖南长沙走马楼吴简 右一到三为湖南郴州西晋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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