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 雷 教 授
朱雷教授

,

浙江海盐人
。

1 9 3 7年生 于上海
,

现任武汉 大

学历 史 系教授
、

博士导师
、

系主任
、

校学术委 员会委 员
,

并

任 中国唐史学会理事
、

中国敦煌吐晋番学玄理事
、

湖札省史

学会理事
、

敦煌研 究院 兼职研 完员
、

湖北省政协常委
、

中国

大百科 全书隋唐五代史卷副主编
。

朱雷教授 1 9 5 5年考入武汉 大学历 史系
, 1 9 5 9年本科毕业 后

,

考取唐 长孺教授 的研 究生
,

主攻魏晋南北朝隋唐 史
。

1 9 6 2年研 究生毕业
,

在武汉 大学历 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 史研 完室从

事科研工作
。

1 9 6 1年前后
,

参加 唐长孺教授主 编《 中国通 史参考资料 (魏晋南北朝分册 ))) 的

编选工作
。

在研 究室 的资料建设方 面
,

他广泛翅 搜集
、

摘录 了《 全唐 文》资料卡 片
、

斯坦因文

书中有关社会经济资料
,

并为各类石 刻题 记进行录 文和校勘等
, 又寸以 后的研 究提供 了诸 多有

利的条件
。

1 9 7 3年秋
,

朱雷教授开始 西行
,

至洛 阳
、

西安
、

天水
、

兰 州
、

敦煌
、

新疆等地参观考察
,

初步接触吐鲁番 出土 文书
。

1 9 7 4年秋
,

赴新疆整理 出土 文 书
。

1 9 7 5年秋
,

正式借调到 国 家文

物局古 文献研 究室工作
。

同年 前后
,

在著名 历 史学家唐 长孺教授 倡议下
,

国 家文 物 局 组 成
“

吐鲁番出土 文书整理组
” 。

朱雷教授作为整理组的主要 成员之一
,

远 离家 乡
,

克服重重 困难
,

长期工作生 活在北京
、

鸟鲁木齐和吐香番盆地
,

与其他同仁一道为这批珍贵 文书残 简的发掘

整理
、

缓合
、

定名
、

断代
、

研 究等付 出 了大量心血
,
协助唐 长孺教授 完成 了 《吐鲁番出土 文

书 》 (全 10 册
,

文物 出版社 已发 行 8 册 ) 的整理
、

定稿工作
。

这部著作以 它极 高的史料价 值 和

高难度的整理
、

研究工作为学术界所震惊
,

国内外学者纷纷撰 文给予肯定和推 崇
。

80 年代初
,

朱雷教授调 回武汉 大学历 史 系
,
继续从事魏晋南北朝 隋唐 史和敦煌吐 音番文书的 研究工作

。

朱雷教授学识 渊博
,
目光敏锐

,

具 有历 史学
、

文献学
、

古 文学方 面的深厚功 力
,

同时
,

也 兼通文学
、

书法
、

艺术乃 至佛教典籍
,
尤 其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典章公 丈制度有着纯

熟的素养
。

在研 究方法上
,

他首先 以 马克思主 义唯物 史观和辩证法 为指南
,

并注 意继承
、

汲

取 优秀的传统史学研 究方法
,

深 受近代 以 来史学大师王 国维
、

陈寅格
、

唐长孺等前辈学者的

影响
,

善于从具 体 问题入手
,

微 中见大
,

旁征博引
,

融会贯通
,

透过具体的史料
,

考察社会

结构
、

典章制度的演 变
,

从 沉睡千年的 古 文书中探 索历 史时代布满荆棘的 史地之谜
,

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史学研 究风格
。

他 勇于探索
,

不 断进取
,

在史学领域 内辛勤耕耘
,

取得 了丰硕 的

研 究成果
。

1 9 8 0年
,

朱教授发表 了《吐晋番 出土北凉货薄考释 》一文
,

深入
、

细致而 全面地研 究 了吐

普番所 出北 凉货薄文书
,

解决 了其中一些 长期 以 来悬而 未决 的 难题
,

其观点 为国内外学术界

广 为引用
。

日本著名学者池 田 温教授予 以 高度评价
,

认为这是一篇优秀的研 究成果毛
“

将历来

被视作翅氏高昌末期 的该件文书考定为北凉承平年间的货薄文书
,

作者详尽地搜集 了中国科

学院 图书馆
、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有关 文 书残 片
,

对其用语
、

性质作 了周 全的探讨
” ,

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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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该货薄内容的理解也是极深 刻的
。

它的学术价 值正如 国内知名 学者姜伯 勤 教 授 所 说
“

正在改 变着国内外籍帐研究的面貌
” 。

198 3 年
,

朱雷教授和唐 长孺教授一起应邀 出席 了在 日本东京召开的第31 届 国际 亚 州
、

北

非人 文科 学学术会议
,

并在会上宣读 了《试论翅 氏高昌时期的
`

作人
,

》一文
,

同样受到学术界

的重视和好评
。

本文 第一次系统地研 完 了初次发现的 6 世纪越 氏高昌的私属
“

作人
” ,

提 出 了

一个有启发性的创 见
,

指 出高昌私属作人与南朝宋齐的
“

十夫客
”

相似
,

这一重大 发现促进 了

学术界对此一类型 中古依附 身份奥秘的进一 步揭示
,

其结论 为中日 学者在有关论著中多处引

用
。

同年
,

发表了《敦煌所出 <唐沙州某市 时价薄 口 马行时估 ) 考》一文
,

对本件残纸作 出 了正

确的定名
,

并据此对唐代 的
“

市
” 、 “

作
”

制度进行 了深入考释
,

被 学术界誉为
“

近年敦煌
`

市
,

`

行
’

组 织研 究方面的一篇力作
。

1 9 8 6一 1 9 8 7年
,

朱雷教授获美国王安研 完院 汉学奖助金
,

完成 了 30 万字的专著《唐 代 籍

帐制度研 究》一书的撰 写
、

定稿工作
。

1 9 8 6年
,

在联邦德 国汉堡 召开 的第 32 届 国际 亚州
、

北

非人 文科学学术会议上摘要发表 了《六至 七世 纪 高昌地 区的 东西 贫易》一 文
。

1 9 8 7年
,
以 《地域社会在六朝政 治 与文化上所起的作用》 为研 究课题的 日本历 史学者考察

团访 问我国之际
,

朱雷教授撰 写 了《释道安与襄阳 》一 文
,

提 出道安 法 师南投襄阳年代的新证
,

并收入《 中 日共同研 究报告书》 ,

由 日方 以 汉文 出版
。

同年 7 月
,

朱雷教授 出席 了在香港召开

的 国际 敦煌吐普番学学术会议
,

提 交 了《唐代的计帐与 乡帐制度研究 》一 文
,

在充分利用吐鲁

番 出土 文书的基拙上对唐代 乡帐与计帐制 度进行 了探索
,

提 出 了许 多颇具 启 发性的 见解
。

1 9 8 8 ,

年 朱雷教授在《敦煌吐晋番文 书初探》 (二辑 ) 上分别撰 写 了《唐代
“

点籍样
”

制度初

探 》
、

敦煌 两种写本 (燕子赋 ) 中所 见唐代浮逃户处置的 变化及其他 》两篇论 文
,

前者首次对吐

普番墓葬所 出唐
“

点籍样
”
文 书进行 了探索

,

指 出
“

点籍样
”

的性质应是对
“

户籍
”

进行
“

点籍
”

之

后 所作 出的定薄
,

并对
“

点籍样
”

制度产生 的原 因
、 “

点籍样
”

与
“

手实
” 、 “

户籍
”

的差异提 出 了新

论
,

从而填补 了唐代籍帐制度研 究领域的 空 白卢
、

; 后 者则通过敦煌所 出两种 变文写本《燕子赋 》

中迥异改写及增添描述部分的 比对考察
,

发现唐代对于浮户处置措施的 变化诸 问题
,

揭示 出

武则天括户的时间始 于 圣历 2 年
,

从 而对传统的长安 2 年括户说进行 了修正
,

并探明 了唐代

浮逃户处置 变化的历 史过程
。

这 两篇论 文 同样显示 出朱雷教授 对于唐代文献典制和吐普番文

书方面 的精深 学力
。

此外
,

朱雷教授近年来还分别在《 文物 》
、

《 出土 文献研 究》
、

《 中国古代史论丛 》
、

《 武汉大

学学报》
、

《魏晋 南北朝 隋唐史资料》
、

《 敦煌吐普番学术论 文集》
、

《古 代长江 中游的经济开发》

等书刊上先后 发表 多篇学术论 文
,

有力地推动 了魏晋 南北朝隋唐史与敦煌吐普番文书研 究的

进展
。

他的学术实践和 学术活 动
,

在国内外学术界赢得 了较 高声誉
。

除研 究工作外
,

他先后 为本系本科生
、

研究生
、

进修生开设 了
“

敦煌吐普番文书研 究
” 、

“

敦煌吐香番文书文献学
”

等课程
,

深入浅 出
,

悉心 讲授
,

深受好评
,

并经常深入学生 中间
,

认真辅导
,

解答各类学术问题
,

同时
,

向学生进行 爱国主 义
、

共产主 义思 想教育
,

为武汉大

学历 史 系的教学改革和教 学实践做 出 了贡 献
。

目前
,

他除 了承担 大量社会工作和教学任 务之外
,

还承担 了国家教委
“
七五

”

规划重点科

研项 目《唐
“

格
” “

式
”

拾遗》一书的撰 写
,

并孜技不倦地从事其他科研工作
。

同时
,
积极耘收博

士
、

硕士研 究生
,

为繁荣祖 国史学
、

培 养新生 力量
。

(冻国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