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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名 辽 金 史 专 家 陈 述

!!"!!"!""##先生所著 $辽史

补注 % 近日在中华书局出版 &

돏可谓辽史学界一大盛事' 此

书始撰于上世纪 $% 年代 &历

经数十载的改撰增补 &至作者

去世时仍未完全定稿 &实乃陈

先生最重要的遗著 &更是其毕

生研究辽史之结晶' 全书依元

修 $辽史 %뻉有卷帙 &先录原

文 &볌而广征相关文献 &逐段

加以补注 ' 据粗略统计 & $补

注 %所引文献逾九百种 !닎见

景爱 "陈述学术评传 #뢽录三

"쇉史补注征引文献 $%뮨木兰

出版社%!""# 年& 내其所据为

出版前之稿本 '& 쯤然此项数

据对直接征引与转引文献未

加区分 &所得结果当较实际情

况为多 &떫仍可大致反映陈先

生在蒐罗史料方面所投入的

心血及取得的成就' 今本共编

为十册 & 排版字数约 &'% 췲

字 &较原中华书局点校本 !主

要点校者亦为陈述 # 之 "% 췲

字&增广颇多' 如此鸿篇巨制&

뾰称辽代史料之渊薮 &治斯学

者自须常备案头 & 反复研磨 &

其中的学术意义也只有在研

究各具体问题的后来人与之

产生对话 (엶撞时才能真正彰

显 )同理 &对于这笔学术遗产

的全面评价 &当然也需要学界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消化吸

收方可切实展开' 与书中宏富

的内容一样&$辽史补注 %的编

纂形式本身亦颇值得考究 &其

中不仅关涉到古代史书补注

传统之源流 ( 폅长与不足 &同

时也蕴含着对辽史学界既有

成果的总结 (对新兴取向的提

示&本文即尝试从这一角度略

作管窥'

듓陈寅恪 !쇉史补

注序"쮵起

上世纪 '% 年代初 & 陈述

撰成$辽史补注序例 %!中华书

局本题作 $自序 %#&陈寅恪为

之序&开首即云 *+裴世期之注

$三国志%&짮受当时内典合本

子注之薰习 &此盖吾国学术史

之一大事 &而后代评史者局于

所见 &不知今古学术系统之有

别流 & 著述体裁之有变例 &乃

以喜聚异同 & ퟸ长烦芜为言 &

其实非也 ' ,陈寅恪提出此说

实际上是基于两个背景 *其

一&南朝宋裴松之注 $三国志 %

是现存第一部以大量增补史

事为主要内容的史注著作 )其

二 &以刘知几为代表的后世史

评家多批评裴氏 +喜聚异同 &

不加刊定 &其击难 &ퟸ长烦

芜,!"史通(补注#''陈寅恪认

为裴注所开创的史注传统取

材详备 & 实有保存史料之功 &

又见陈述$序例 %+所论宁详毋

略之旨 ,正与此合 &맊称 +$补

注 %之于 $辽史 %&亦将如裴注

之附陈志 &늢重于学术之林 ,'

$辽史补注 % 在正式问世之前

的七十多年间一直享有盛誉 &

为学界所期待 (훵目 &很大程

度上与陈寅恪此序的高度评

价及其中所论古史补注传统

源出佛典说的广泛流传密不

可分'

将 $三国志 %裴注这类史

注体例之渊源追溯至佛家经

典合本子注 &是陈寅恪的著名

论断之一 &돽此序文外 &짐见

于氏著 $퇮树达 -论语疏证 .

序%/뛁 -싥阳伽蓝记 . 书后 %

/탬高阮重刊 -싥阳伽蓝记 .

序%훮文' 所谓 +合本子注 ,늢

非佛典固有成词 &而是陈氏提

出的一个新概念 ' 쯻在 /支愍

度学说考 %称 +中土佛典译出

既多 &往往同本而异译 &于是

有编纂 0合本 1 以资对比者

焉2&+其大字正文 &母也 &其夹

注小字 &子也 &盖取别本之义

同文异者 &쇐入小注中 &与大

字正文互相配拟 &即所谓 0以

子从母1&0事类相对 1 者也 2'

可知&陈氏所谓 +合本子注 2是

指汇集不同佛经译本 & 制成

+合本 2&加以比较研究 &以一

本为正文 !母本 #&复以小注形

式呈现异文!子注#' 쯻认为裴

注聚异同 (存史料之法即受此

影响' 有研究者指出&+合本子

注 2 概念的核心当在于 +合

本 2& 而陈氏本人对于这一概

念的理解和阐述亦存在前后

矛盾之处 !닎见吴晶 )陈寅恪

*뫏本子注+쮵新探 $%"헣江社

会科学$!""$ 年第 %! 웚&폚溯

"陈寅恪*뫏本子注 +쮵发微 $%

"史林$!"%% 年第 & 웚''

对于陈氏援内典为裴注

来源的观点 &周一良表示过明

确质疑 &认为裴注 +多为补遗

订误 &而非字句出入 &往往连

篇累牍 &达千百言 &这与同本

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

不同2!"캺晋南北朝史学著作

的几个问题 $%쫕入 "캺晋南北

朝史论集续编 $% 北京大学出

版社%%''% 年'&指出了二者在

注释内容和篇幅方面的巨大

差异' 뫺宝国则在肯定周说的

基础上进一步着眼于经学影

响的消退 (南朝知识至上的风

气及晋宋之际书籍整理 (学术

总结的盛行等方面分析了裴

注的成因 !닎见 "몺唐间史学

的发展 !탞订本 '$%北京大学

出版社%!"%( 年&"횪识至上的

南朝学风 $%"文史 $!""' 年第

( 웚&"뚫晋南朝的书籍整理与

学术总 结 $% "훐 国 史 研 究 $

!"%) 年第 % 웚'& 从历史背景

的角度重新解释了裴注的出

现 & 뿍观上也消解了陈氏之

说 ' 尽管仍多有论者力主陈

说 &떫似乎又都无法提出切实

的论据 &如认为 +合本子注对

史注内容是否起到影响或许

还存在争议 & 떫在体式上 &子

注对史注 &폈其对史书自注无

疑产生了许多积极的作用 2

!헔宏祥"ퟔ注与子注 $%"文学

遗产$!"%# 年第 ! 웚'&其所谓

子注体式是指史书小注的出

现始于裴注 &这显然忽视了经

学注解中早已出现的小注传

统 !如最为典型的汉代章句

等 #' 而裴松之本人即为当时

的经传学家 &著有 /集注丧服

经传 %& 其以经学之小注形式

融史学之时代内容 &似更近情

理 ' ퟛ合现有研究成果来看 &

陈寅恪之说从内容 (形式等方

面都很难得到史料的支撑' 中

国古代史书补注传统的出现

似乎还是应该放在史学脱胎

于经学而在魏晋以后逐渐取

得独立地位的内在理路中理

解 & 晋宋之际的社会风气 (컯

质学术条件的转变构成其背

后的实际动因'

陈寅恪/辽史补注序%在上

引开首一段后又称 +헔宋史家

著述& 如 /탸资治通鉴长编%&

/三朝北盟会编%&/붨炎以来系

年要录%&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

之遗意2&是将南宋史家长编考

异之学亦归于合本子注之余

脉'似乎在陈氏看来&랲以小注

保存不同材料之史注皆可溯源

于此' 떫这里存在的问题就更

为明显*首先&史家自注与后人

补注在功能上存在本质区别 &

著史者自撰考异& 实欲明正文

去取之原则&信以传信&疑以传

疑& 而与后人补注前史时尽力

蒐罗 ( 워陈排比大异其趣 )其

次& 宋人长编考异之学始自司

马光 /通鉴考异 %&陈氏所举南

宋三史皆祖法于此&然温公/考

异%늢非附于/通鉴%原文&而在

书外别本单行& 与前代史注判

然有别& 更与佛家合本子注相

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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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