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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怀王曰#$许仪而得黔中%美

利也& 后而倍之%不可& "故卒许

张仪与秦亲& '

떫同样是屈原劝楚怀王杀

张仪%(史记)的记载是自相矛

盾的 %在 (楚世家 )和 (屈原列

传)샯有不同的说法 & (史记*

楚世家)#+张仪已去 % 屈原使

从齐来 % 谏王曰 # $何不诛张

仪, " 怀王悔 % 使人追仪 %뢥

及- '(史记.屈原列传)#+是时

屈平既疏%不复在位- 使于齐%

맋反 % 谏怀王曰 # $何不杀张

仪, "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对

比 (张仪列传)%(楚世家 )(屈

原列传) 所讲述的内容差异之

处有二# 一是增加了屈原使齐

而返的细节 / 二是怀王后悔 %

只是张仪已去% 追之不及- 폈

其是第二点 % 明显与 (张仪列

传) 中怀王坚持采纳张仪之说

相悖- 这个情节被(治通鉴)

删去%很有可能是 (史记 )自相

矛盾的缘故% 쟒删去之后并不

影响之后的故事进展- 故事最

终是按照张仪设计的套路走

的%司马光采用了 (张仪列传 )

作为史源% 于是屈原失去了第

一次出场机会-

풪代学者李冶在 (뺴斋古

今黈)卷三中对(史记 )有这样

一段评论#

!屈原传"原劝楚怀王杀张

仪# 其事纤悉备书$ 좻 !楚世

家"载劝杀张仪者乃为昭雎#뛸

屈原没不复见$ 죴以为简策繁

多#튪使姓名互着 #퓲在 !ퟳ氏

春秋传"폐之#在!迁史"맊无此

例$죴以为昭雎本主此事#原特

副之#퓲 !屈原传 "싔无昭睢一

言#뛸原之事迹明白乃尔$솽者

皆无所据#뫎耶%此盖旧史去取

失当# 쮾马迁笔削时不暇前后

照顾#쯦其所载 #룷自记之 #쯬

使!世家"폫!쇐传"틬辞$

按%(史记) 无昭雎劝怀王杀张

仪事-(世家)与(列传)异辞者%

쓋谏怀王入秦事% 벴下文将提

到的屈原第二个可能的出场机

会%李冶误记-

(治通鉴)周赧王十六年

0!"#"$%%1第三条%秦昭王诓骗

楚怀王入秦% 楚大臣昭雎劝怀

王勿行- 在此% 司马光取的是

(史记*楚世家)中的说法- (史

记*楚世家 )# +楚怀王见秦王

书%뮼之%欲往%恐见欺 /无往 %

恐秦怒- 昭雎曰#$王毋行而发

兵自守耳- 秦虎狼%不可信%有

并诸侯之心-"怀王子子兰劝王

行%曰#$쓎何绝秦之欢心- "于

是往会秦昭王-'然而(史记*屈

原列传) 좴说#+时秦昭王与楚

婚%欲与怀王会- 怀王欲行%屈

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

如无行- " 怀王稚子子兰劝王

行%쓎何绝秦欢- 怀王卒行- '

劝怀王勿入秦的究竟是

谁%(史记)本文内有两说-关于

这一点%上文曾提及%믆汝成也

注意到了 %他认为 (通鉴 )将此

事属昭雎而不属屈原%쓋是+췑

漏'- 这个判断恐怕有些武断-

纪传体史书中% 纪传异词是常

见现象- 在没有相对合理的证

据2 理由判定哪一说更为准确

时% 比较谨慎的方法是暂采本

纪% 这似乎是很多史学家在实

践中常用的方法%(通鉴) 틠有

此例- 如卷五周赧王五十一年

0!&#&$'(1+秦武安君伐韩 %拔

九城%햶首五万 '条 %依据的是

(史记*秦本纪 ) 的记载 #+0昭

王1 四十三年% 武安君白起攻

韩%拔九城%햶首五万- '而(史

记*白起列传)所载这次战争的

战果是+拔五城'%并非九城-

然楚国为战国之一%在(史

记)中没有本纪 %떫我认为 (楚

世家)相对于 (屈原列传 )等楚

国名人的传记而言% 发挥着与

本纪统摄列传相等同的功能 -

这样理解的话%(楚世家) 的史

料等级当优先于 (屈原列传)-

(治通鉴)前六卷关于战国的

叙事中% 是否有其他取世家而

舍列传的例子, 有% 쟒仍可以

(史记*楚世家)与(史记*屈原

列传)的差异取舍为例- (治

通鉴)卷三赧王三年0!&#&)*$1

뒺%+秦师及楚战于丹阳' 条叙

事 %쓋综合 (史记 )中的 (秦本

纪)(楚世家)(张仪列传) 等文

献而成- 其下文有+韩2캺闻楚

之困% 南袭楚% 至邓- 楚人闻

之 %쓋引兵归'%벴采用 (史记*

楚世家)之文 - 此事在 (史记*

屈原列传) 中被表述为#+캺闻

之%袭楚%至邓'%짙了韩国的参

与% 也缺乏对楚国应对措施的

交代%不为(通鉴)所取-

폖如卷四周赧王三十七

年 0!+#&$,-1第一条 #+秦大良

造白起伐楚%拔郢%징夷陵- 楚

襄王兵散 %遂不复战 %东北徙

都于陈 - 秦以郢为南郡 %럢白

起为武安君 - '这段整体上取

自 (史记*白起列传 )%떫相比

之下%(治通鉴 )짙了一个细

节- (史记*白起列传)#+攻楚%

拔郢%징夷陵%遂东至竟陵- 楚

王亡去郢东 %走徙陈 - 秦以郢

为南郡 - 白起迁为武安君 - '

+遂东至竟陵 ' 这个细节 %(史

记*六国年表 ) 秦昭王二十九

年的条目中也有 - 떫对比 (史

记*楚世家 )#+0쟪襄王 1 二十

一年 % 秦将白起遂拔我郢 %징

先王墓夷陵 - 楚襄王兵散 %遂

不复战 %东北保于陈城 '%没有

+东至竟陵 ' 的说法 - 因是楚

事 %司马光落笔的时候虽主要

参考了 (白起列传 )%떫还是依

据 (楚世家 )删去了 +东至竟

陵'一节-

通过以上数例%我们看到%

当世家与列传相龃龉时% 司马

光舍列传而取世家的案例是多

见的-벴便不能说是绝对原则%

也应该被视为是 (通鉴 )쏖缝

纪传矛盾的常用手法- 以这一

标准反观屈原事迹 %我们可以

得出这样的结论 #(治通鉴 )

不载屈原事迹 %并非由于司马

光对屈原其人 2其文有何特殊

看法而刻意删削 %而只是史料

选择的自然结果- (史记)所载

屈原两次重要的政治参与 %都

自相矛盾 %屈原因此失去了出

现在(治通鉴)샯的机会-

当然% 这个结论仍然无法

完全解释屈原不见于(通鉴)的

现象- 比如(治通鉴纲目)所

补充的屈原沉江事迹 %(通鉴 )

能补一笔也是可以的- 本文的

真正目的% 是想通过这个案例

解示一点 #重视 (通鉴 )的史料

来源%及其取舍之意%不仅可以

为很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开启新

思路% 也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

理解这部经典著作-

题!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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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뿚述.쇵凤翥 李锡厚 林荣贵

陈述先生与!쇉史补注"

!辽史补注"是辽金史专家陈述先生以六十年时间对#뛾十四史$횮一的!辽史"뷸行全面订补的长篇

巨著%튲是当代辽史研究不可绕过的重要资料&룃书成书日久%틲种种缘由%좥年底才由北京中华书

局出版&뷼日%陈述先生的硕士研究生'춬为辽金史领域研究者的刘凤翥'샮锡厚'쇖荣贵三位先生%

폫!辽史"탞订组成员和中华书局诸位编辑在伯鸿书店举行座谈%믘顾跟随陈先生读书的往事以及

他们所了解的!辽史补注"&

튻

刘凤翥 !我和锡厚 2죙贵

既是北大 0历史系 1 同学 %폖

都是陈述先生的研究生 - 这

次借着这个机会 % 我们一起

缅怀先师陈先生 % 学习先师

的皇皇巨著 (辽史补注 )%这

确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情 - 틻水思源 %我们首先应当

有一颗感恩的心 % 感谢陈先

生把我们领进辽金史这一学

术领域 % 使我们在这一领域

得以驰骋发展 % 不断取得学

术成就 %实现人生价值 -

룹据日记%我是 *%'$ 年 /

月 *, 日报名考陈述先生的

+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史专业 '

研究生的 - 当月 $) 日 0탇期

三1%在考研究生之前 %首次拜

谒陈先生 - 쓇天晚上 %我冒昧

地去先生府上拜访- 先生愉快

地接待了我- 他对我说#+学问

的事必须一步一步地来 %不能

期望一锹就能掘一个井 - '他

还说 # +쟠出于蓝而胜于蓝是

历史规律 %如果不胜于蓝学术

就不能向前发展了 - '我问他

考研究生应当看哪些参考书 -

他说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都是

你们学过的 %看看讲义或教科

书就行了- 我说好多中国通史

课没有讲义 % 也没有教科书 -

他说翻翻听课笔记也行 %既然

你报考的是东北古代民族史 %

就不会太远了- 我意识到陈先

生给我划了考试范围- 돵次见

面 %他对晚辈的关怀和平易近

人的长者风范给我留下了美

好记忆-

当年我在包头市度暑假 -

% 月 ( 日 %接到杨明新同学的

来信 - 我当天的日记中有 #

+信中通知我说 % 我已考取科

学院民族研究所陈述教授的

辽金史研究生 -这真出于我的

意料之外 -33我应该好好地

跟陈述先生学习 %为民族史做

出贡献 - '% 月 *- 日 %我报到

后 %陈先生让我逐字逐句地仔

细阅读(辽史)(金史)(풪史 )%

有问题随时问他 - 他不仅言

教 %也不时身教 %例如在一个

盛夏的某天 %我去他家 %我敲

门 %他揭开门上瞭望窗的布一

看是我%就说#+你等一会- '原

来他穿着短袖背心 %进去穿上

中山装 % 系好扣子再来开门 %

当时我不理解大热天的为什

么还穿上中山装, 后来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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