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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介评

韩 国 磐

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著
、

唐长孺教授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
,

汇集了武

大历史系学者近 6 年来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许多优秀成果
。 《初探二编 》共计论文 17 篇

,

30 余万字
,

图版

2。余幅
。

诚如此编《 前言》所说
,

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大致可分两少( 类
,

一是对文 书本身的整理研究
,

一是

运用文书资料研究有关的史事
,

此编主要是做后一类的工作
。

如按历史事件分类而言
,

编中包括了户籍
、

田

制
、

赋役
、

军事
、

释站
、

交通
、

工匠等各个方面
,

内容丰富
,

异彩纷呈
。

兹先就本编 的主要内容简介如下
:

就有关户籍的论文来说
,

朱雷同志的《唐代
`

点籍样
’

制度初探 》
,

既对
“

点籍样
”

做了 明确的释义
,

又指 明

这是在逃户问题 日趋严重下从而出现的一种带有临时性的检括户 口的措施
,

以保证封建 国家掌握纳税服役的

丁中人 口
。

他的另一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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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两种不 同写 本 的

赋文中
,

看出武后圣历年间李 娇建议后 的检括逃户 与玄宗开元时宇文融的检括逃户两者 之间对逃户的处 置有

所不同
。

赋 文与史籍互证
,

探讨了文学作品《燕子赋 》前后迥异
、

改写的变 化
,

源于 实际括逃政策 的变化
。

在田制赋没方面
,

卢开万同志 《对唐代西州均 田制若干问题的管见》
,

进一步论证了西州 的欠田
、

退田和

给 田文书
,

应是属于均 田制的文件
。

陈 国灿 同志的《武周时期的勘 田检籍活动 》
,

在深入细致的研究后
,

将 阿

斯塔那出土的几件文书与大谷文书中的几件进行拼合
,

并进而从拼合的文书中
,

论证武后圣历和长安年间
,

不仅在敦煌
,

而且在广大的范围内进行过全国性 的勘田 和全国性的检籍活动
。

其目的在表面 上是维护 均 田

制
,

与私家争夺土地和劳动力
,

而实际上则在于保证封建国家的赋税和兵役
、

力役的来源
。

他的另一 文《吐钧

番 旧出武周勘检 田籍考释 》
,

重新考释了 30 年代黄文弼先生于吐鲁番哈拉和卓所得一组八件残文书
,

认 为 此 组

文 书 是 武 周 时 期 的 勘 检 籍 薄 草

。

勘 检 田 籍 薄 中 标 明 的 旧 主

,

大 约 都 是 永 淳 元 年 ( 6 8 2) 以 前 的 田地 主人
。

按 照

池 田 温 氏 原 分

“

田 籍 同

” 、 “

有 籍 无 田
” 、 “

有 田 无 籍 合 授

” 、 “

无 籍 无 主

”
四 种 情 况

,

论 证 了 武 周 圣 历 时 曾 进 行 过

大 规 模 的 勘 田 检 籍 工 作

,

将 田 与 籍 分 成 这 四 类 进 行 统 计
,

这 也 是 唐 朝 实 行 均 田 制

、

长 期 进 行 勘 检 所 总 结 出 的

一 套 办 法

。

黄 惠 贤 同 志 的
《 唐 代 前 期 仗 身 制 的 考 察 》

,

运 用 文 书 深 入 探 讨 了 唐 朝 前 期 仗 身 制 的 演 变

、

仗 身 制 的

身 份

、

仗 身 钱 等 问 题

,
提 出 自 己 的 见 解

。

陈 仲 安 同 志 《试 释 高 昌 王 国 文 书 中 之
“

剂

”

字

—
她朝税制管窥》 一

文
,

根 据 大 量 文 书 资 料 和 传 世 史 籍
,

提 出

“

剂

”

字 的 新 鲜 解 释
,

认 为 这 是 高 昌 王 国 临 时 征 收 杂 税 及 杂 征 调 的

征 调 单

。

关 于 军 事 方 面

,
首 先 要 说 到 唐 长 孺 同 志 的 《 吐 鲁 番 文 书 中 所 见 的 西 州 府 兵 》

,

文 章 以 繁 富 的 资 料

,

论 证

了 西 州 折 冲 府 的 建 立

、

卫 士 的 拣 点 准 则 和 实 施 情 况

、

卫 士 的 征 镇 防 戍 及 其 变 化 等

,

可 说 是 阐 明 了 西 州 府 兵 兴

废 的 全 过 程

,

实 际 上

,
亦 可 视 为 唐 朝 府 兵 从 建 置 到 破 坏 的 整 个 过 程 的 缩 影

。

唐 先 生 的 另 一 篇 文 章
《 唐 先 天 二

年 ( 7 1 3) 西 州军 事 文 书 跋 》
,

根 据 文 书 记 载
,

发 现 唐 西 州 出 现 了 一 种 包 括 当 地 百 姓

、

部 曲

、

奴 组 成 的 特 有 的 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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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种 军 队 平 时 务 农

,

战 时 才 征 集
,

分 为 战 队 和 轴 重 队
,

但 其 任 务 只 是 保 卫 地 方

,

并 非 远 征

。

并 敏

锐 地 指 出

:

征 发 及 于 奴 和 部 曲
,

且 占 相 当 比 例
,

表 明 武 周 以 来 军 事 行 动 频 繁

,

百 姓 大 量 逃 亡

,
在 白 丁 中 征 发

兵 募 的 常 规 己 不 能 应 付 当 时 的 军 事 形 势

,

也 难 以 适 应 当 时 的 社 会 经 济 变 化 的 形 势

。

这 是 个 新 发 现

。

孙 继 民 同

志 的
《 吐 瞥 番 文 书 所 见 唐 代 府 兵 装 备 》

,

对 唐 代 府 兵 的 马 匹

、

器 杖

、

资 装 三 方 面

,

都 进 行 了 详 细 的 考 察

,
发 现

出 土 文 污 所 载
,

除 与 传 世 文 献 相 同 者 外

,

文 书 中 所 记 资 装 比 史 志 所 载 要 多

。

他 的 另 一 篇 《跋 垂 拱 四 年 ( 6 8 8 )

队佐张玄泰煤为通 当队队陪事 》
,

研 究 了 垂 拱 年 间 安 西 道 行 军 时 的 河 西 形 势 与 当 时 行 军 队 形 的 特 点
,

认 为

这 一 文 书 对 堆 时 七 队 的 组 织 构 成 和 队 形 提 供 了 新 资 料
,

并 为 研 究 垂 拱 年 间 西 域 军 事 形 势 提 供 了 新 线 索

。

陈 国

灿 同 志 的 又
一
篇 论 文
《 唐 五 代 瓜 沙 归 义 军 军 镇 的 演 变 》

,

详 细 考 证 了 瓜 沙 六 镇 的 建 制

、

渊 源

、

六 镇 的 名 称

、

位 置

,

增 为 八 镇 的 时 间

、

背 景 及 布 局

、

镇 的 职 能 及 其 与 县 的 关 系 等

。

指 出 瓜

、

沙 二 州 的 六 个 军 镇 在 唐 代 已

有

,

}}
一
州旧说至 归义军时期才 设置

,

六 镇 后 来 增 至 八 镇

,

其 重 心 亦 转 为 防 御 东 方 甘 州 回 鹊 的 威 胁

,

创 见 颇

多

。

关 于 样 站 交 通 方 面

,

孙 晓 林 同 志 的
《试 探 唐 代 前 期 西 州 长 行 坊 制 度 》

,

在 既 有 墓 础

_

匕 进 一 步 深 入 考 察 了

西

一

化 边 州 长 行 坊 是 唐 朝 所 置 交 通 机 构 的 一 部 分

,

沿 袭 和 发 展 了 高 昌 的 远 行 马 制 度 而 来

,

故 有 鲜 明 的 边 疆 特

色

,

长 行 坊 制 度 详 明

、

组 织 严 密

,

对 巩 固 唐 朝 的 统 一 发 挥 了 积 极 作 用

。

鲁 才 全 同 志 的 《 唐 代 前 期 西 州 的 骚 马

骤 田 骚 墙 诸 间 题 》
,

深 入 考 察 了 唐 代 西 州 的 蜂 马

、

释 田
,

均 按 当 时 法 令 行 事
,

特 别 发 现 泽 墙 的 建 筑
,

具 有 一

定 的 规 格
,

可 补 史 文 之 网

。

程 喜 霖 同 志 的
《 唐 <西 州 图 经 >残卷 道 路 考 》

,

详 细 考 证 了 图 经 中 所 载 十 一 道

,

其 中

八 道 为
《 新 唐 书
·

地 理 志 》 所 未 载
,

足 补 其 网

。

又 指 出 伊 西 路

、

他 地 道

、

银 山 道 是 通 向 陇 西 及 南 北 疆 的 三 条 要

道

。

关 于 工 匠 方 面

,
冻 国 栋 同 志 的
《 吐 鲁 番 出 土 文 书 中 所 见 唐 代 前 期 的 工 匠 》 一 文

,

根 据 唐 前 期 西 州 工 匠 名 籍

和 工 匠 应 征 服 役 的 情 况
,

探 讨 了 唐 前 期 工 匠 的 征 发 形 式 和 配 役 办 法

。

认 为 唐 代 工 匠 制 度 与 高 昌 乃 至 北 凉 时 期

有 别

,

工 匠 的 身 份 较 之 前 代 也 有 明 显 提 高

,

但 也 有 别 于 一 般 民 户

,
他 们 名 隶 匠 籍

,
受 官 府 严 格 控 制

,
官 府 依

据 匠 籍 征 发 工 匠

。

工 匠 被 征 发 时 友 自 带
口
粮

、

作 具
,
被 征 发 之 工 匠 或 从 事 本 行 业 劳 动

,

或 与 其 他 民 丁 一 道 配

发 州 县 的 诸 官 厅 从 事 一 般 性 劳 役

。

井 指 出 唐 代 西 州 匠 人 中 有 不 少 是 昭 武 九 姓 胡 人

,

他 们 和 汉 匠 一 样 受 官 府 控

制

,

征 发 上 役

。

西 州 民 间 手 工 业 工 匠 为 数 甚 多

,

他 们 是 西 州 手 工 业 商 品 的 主 要 生 产 者

。

又 提 及 杜 环
《 经 行 记 》

中 所 记 大 食 的 汉 匠
,

未 必 皆 为 但 罗 斯 战 役 时 被 俘 的 唐 军 随 军 工 匠
,

颇 有 新 意

。

又 程 喜 霖 同 志 的 《唐 代 过 所 文

书 中 听 见 的 作 人 与 雇 主 )
、 ,

就 文 书 中 所 见 作 人 与 雇 主 关 系 予 以 分 析

,
雇 主 有 现 任 官 及 其 家 属

、

前 任 官 及 商 人

等

。

作 人 主 坐

一

来 自 逃 亡 农 民 (不 合法 ) 和 著 籍 的贫 苦 农 民 (合 法 的 ) ,
他 们 备 受 役 使 之 苦

,

但 作 人 与 雇 主 也 促

进 了 丝 路 的 繁 荣

。

综 观 全 书

,

具 有 许 多 优 点 和 特 点

。

概 略 言 之

,

大 致

一

有 如 下 几 个 方 面
:

一 则 编 中 论 文 均 以 出 土 文 书 与 传 世 史 籍 互 相 比 较 印 证
,

用 文 书 对 史 籍 进 行 正 误 补 缺

,

用 史 籍 验 证 文 书 的

时

、

地

、

性 质 等 诸 关 系

,

两 者 相 辅 相 成

,

是 一 种 推 动 研 究 深 入 的 好 的 科 学 方 法

。

二 则 通 过 解 剖 一 个 麻 雀 以 了 解 全 局

,

通 过 具 体 研 究 而 洞 悉 整 个 制 度 以 至 时 代 变 化 的 脉 搏

。

如 对 西 州 府 兵

的 没 段 及 其 兴 衰 的 具 体 考 察

,

可 作 为 唐 代 府 兵 兴 废 的 缩 影
;
对 圣 历
、

长 安 年 间 敦 煌 的 勘 田 检 籍 的 深 入 研 究

,

可 以 明 白 当 时 全 国 性 的 勘 检 活 动

。

三 则 对 文 书 本 身 的 论 释 与 整 理

,

用 力 甚 深

,

如 对

`

字 J
” 、 “

点 籍 样

”

等 的 诊 释 皆 是

,

尤 其 是 对 文 书 的 拼 合

,

非 用 深 厚 功 力
,

不 能 及 此

。

四 则 立 足 于 一 点

,
放 眼 于 多 方 面

。

如 观 察 到 西 北 边 州 的 雇 佣 关 系 的 活 跃

,

可 以 联 系 到 丝 绸 之 路 上 的 繁 荣

等 等

五 则 文 学 是 反 映 现 实 的 晴 雨 表

,
用
《 燕 子 赋 》 来 论 证 括 逃 政 策 的 变 化

,

文 史 互 证

,

裨 益 甚 大

。

正 因 为 如 此

,

故 本 书 所 收 每 篇 论 文
,

均 能 提 出 新 鲜 或 创 造 性 意 见

,

得 出 深 刻 的 结 论

。

这 是 在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思 想 指 导 下

,
以 扎 实 的 专 业 学 识 和 方 法

,

以 优 良 的 学 风 所 取 得 的 科 学 结 集

,

是 最 近 在 敦 煌 吐 鲁 番 学 研 究

上 的 泛 一 硕 果

,

显 示 了 集 体 研 究 的 优 势

。

而 选 编 这 部 优 秀 的 学 术 专 著 的 出 版

,
无 疑 又 会 推 动 敦 煌 吐 鲁 番 学

的 进 一 步 的 蓬 勃 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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