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者谈治学

漫 谈 学 习 和 研 究 隋 唐 史

韩 国 磐

承 《文史哲 》 编辑部的盛情美意
,

嘱我写篇

怎样学习和研究隋唐史的文章
,

谈谈自己的经验

体会
。

自己没有什么好的经验体会
,

就拉杂地谈

谈吧 !

学 习和研究隋唐史
,

首先必须具备中国通史

的知识
,

将隋唐史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

中
,

作为整个链条中的一环
,

以明其来龙去脉
、

承前启后的各种意义和作用
。

如果没有通史为基

础
,

就可能出现许多毛病
,

诸如过分强调隋唐史

的特殊性
,

或者有意无意地割断历史等等
。

我们

知道
,

隋唐的许多制度或措施
,

如均田制和租庸

调
、

两税法
、

职官制
、

学校和选举
、

兵制
、

都城

建置
、

户等
、

市易和交通等
,

或者继承前代而有

发展变化
,

或者出现于此时而对后代有深远的影

响
,

或者既因革前代的措置而 又光大于后代
,

如

果缺乏坚实的通史知识
,

就很难进行探讨
。

还有

一个实际问题
,

即教学时我们不能只教隋唐史
,

而

不教其他课程如中国古代史或中国通史 等 基 础

课
。

要想有比较坚实的中国通史知识
,

则司马光

的 《 资治通鉴 》 必须精读一下
,

再看 看毕 沉 的

《 续资治通鉴 》
。

司马光曾尽其精力于 《资治通

鉴 》
,

历时十九年才写成 , 写时曾请刘敛
、

刘恕
、

范祖禹分段编写
,

而司马光总其成
,

考证史实
,

整伤文字
,

统一体例
,

编成一部很好的编年史巨

著
。

我们读 《资治通鉴 》
,

还必须注意同时读胡

三省的注文
。

其次
,

要学好隋唐史
,

则对隋唐最基本的史

书 《隋书》
、

《 旧唐书 》
、

《新唐书》 等纪传体

史书
,

必须扎扎实实地精读
,

不能轻易放过
。

固

然
,

我国封建社会的正史
,

偏重于写帝王将相
,

写封建的典章制度
,
这里有美化封建统治忽视劳

动人民的问题
。

但至今保存下来的能够比较丰富

地记载隋唐史实的著作
,

还是离不开上举各书
。

我们不能要求古人写出现在我们所需要的劳动人

民的历史
,

倒是需要我们发掘和整理劳动人民的

历史于古史记载之中
。

《 隋书》 和两 《 唐书 》 ,

在二十四史中还不失为较好的史书
。

如 《 隋书》

的纪
、

传由魏征监修
,

由颜师古
、

孔颖达等执笔 ,

志本名 《五代史志》 ,

由长孙无忌监修
,

李淳风

等专修 《天文 》
、 《 历律 》 等志

,

发挥各人专长
。

书中虽有缺点
,

但还是一部记载较为 翔 实 的 史

书
。

署名为刘响
,

实为赵莹
、

张昭远
、

贾纬等修

成的 《 旧唐书》
,

关于穆宗以后的纪
、

传
,

叙次

不当
,

详略失中
。

但穆宗以前的纪
、

传史事
,

依

据唐朝史官的记述
,

有本有据
,

文亦简要
,

故《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 》 说
: “

大抵长庆 以前
,

本纪惟

书大事
,

简而有体 ; 列传叙述详明
,

赡而不秽
” ,

还是写得好的
。

同时
,

书中保存了较多的诏令奏

疏等原始资料
。

《新唐书 》 的纪
、

志
、

表由欧阳

修主修
,

列传由宋祈主修
,

本纪过于简略
,

列传

中则多改唐人诏勒奏议等骄文为古文
,

弄成所谓
“
涩体

” ,

这是其短处
。

但其中的志
、

表
,

写得

很好
,

增加了 《仪卫志 》
、

《 兵志》
、

《选举志》
,

制成了 《宰相表 》
、

《方镇 表 》
、

《宗 室 世 系

表 》 、

《宰相世系表 》
,

这些都是书中的精华
。

列传中还增加了 《藩镇列传》
、

《 卓行列传》 等

类传
,

删去旧书六十一传
,

增补三百三十一传
,

矫正和补充了旧书的不足之处
。

两部 《唐书》 各

有短长
,

可以互相对照
,

互相补充
。

再则杜佑所著 《通典 》
,

王 溥 所 著 《唐 会

要 》
,

是研究隋唐时典章制度的必读史书
。

长孙

无忌的 《唐律疏议 》
,

不仅是唐律专著
,

而且是

我国保存下来的最早最完整的法律专著
。

署名李

林甫的 《唐六典 》
,

是唐代官制的专著
。

昊兢的

《 贞观政要 》
,

是唐太宗施政的经验总结
。

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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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编的 《 唐大诏令集 》 ,

是唐朝诏令制浩的汇编
。

李吉甫的 《元和郡县图志 》
,

是唐代的地理专著
。

这些都是研究隋唐史不可缺少的各方面的专著
。

此外
,

类书如 《太平御览 》
、 《册府元龟 》

等
,

也有许多必须参考的可贵资料
。

唐人文集也

有相当的数量
,

其中保存了颇多史料
,

如能通读

《文苑英华 》 、

《 全唐文 》 这样的总集也行
。

笔

记如 《 大唐新语 》
、

《唐语林 》 、

《唐披言》 等

也不少
,

但通观 《太平广记 》
,

大体也可十得七
、

八了
。

另还有若干有关的佛教著作可资参阅
。

还要提到的是现代发现了许多隋唐 时 的文

物
,

其中有不少文件
,

三十年代 《 食货 》 杂志曾

将其中的户籍残卷汇集为 《 唐户籍簿丛辑》
。

解

放后
,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曾编有《敦煌资料 》

第一辑
。

日本学者池田温编有 《中国古代籍帐研

究
·

录文 》 等
。

这些文物和文件
,

都是研究隋唐

史最直接的珍贵资料
。

至于现代学者关于隋唐断

代史或专史的著作
,

有陈寅格先生的 《隋唐制度

渊源略论稿 》
、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
、

《元白

诗笺证稿》
,

岑仲勉先生的 《 隋唐史 》
、 《唐人

行第录 》
,

向达先生的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

吕思勉先生的 《 隋唐五代史》 ,

谷雾 光 先 生 的

《 府兵制度考释 》
,

杨志玖先生的 《隋唐五代史

纲要 》
,

吴枫先生的 《 隋唐五代史 》 ,

胡如雷先

生的 《 唐末农民战争 》
,

杨廷福先生的 《 唐律初

探》
,

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的《中国经济史考证》

上卷
,

桑原阵藏先生的 《唐宋贸易港研究 》 ,

仁

井田升先生的 《 唐令拾遗 》
,

掘敏一先生的 《 均

田制度研究 》 、

铃木俊先生的 《均田租庸调制度

研究》
,

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

《 魏晋隋唐史论集 》
,

《 历史研究 》 编辑部编的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论集》
,

我自己的 《 隋唐五

代史纲 》
、

《 隋唐五代史论集 》 等
,

此外著作尚

多
,

不能列举
。

这些著作
,

都可供参考
。

以上所列隋唐史书已不少
,

但进行某些专题

研究时
,

可能还会感到不足
,

因此
,

必须熟悉一

下目录学
,

既可辨章学术
,

考镜源流
,

也可从此

掌握搜集资料的方法
。

熟悉 目录学
,

一方面要看

看史书中的 《 经籍志 》 或 《艺文志》
,

看看 《 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 》 和 《 书目答问补正 》 等书
,

至

少
,
也要常看 《 四库全书简明 目 录》

。

另 一 方

面
,

要随时看看现在报刊上的新书目录
,

现在按

年出版的 《 出版年鉴 》 ,

对于搜求现在出版的隋

唐史著
,

很有裨益
。

以上所言
,

主要是从掌握必须的史籍方面来

谈的
。

在进行学习和研究时
,

更须注重以下儿个

问题
。

一则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 列 宁 主 义
、

毛

泽东思想
,

努力学 习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 史 唯 物

主义
,

来指导我们对隋唐史的学习和研究
,

为四

个现代化服务
。

离开 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

就必然

会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迷失方向
,

或者重走封建的

或资产阶级的老路
,

陷入浩如烟海的史书堆中不

能自拔
,

脱离实际
,

脱离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史学

而奋斗的伟大任务
。

二则在前面所列举史籍中
,

必须 仔 细精 读

《 资治通鉴 》
、

《 隋书 》
、

两 《 唐书》
,

这是最

基本的
。

只有熟练掌握这四部史书
,

打下扎实的

基础
,

才能进而运用各种史料
,

探讨问题
,

达到

游刃有余的境界
。

精读这几部史书
,

就是要勤读
、

勤写
、

勤思考
。

勤读
,

要做到熟读一 些重要的史

文 ; 勤写
,

要边读边写笔记或卡片 ; 勤思考
,

要

能善于在读
、

写时发现问题
。

如写读书随感或心

得体会
,

可用笔记方式
,

为摘录资料
,

则用卡片

为宜
。

所录卡片
,

应进行详细的分类
,

以便于供

查阅写作之用
。

顺便谈谈
,

不仅要记笔记
、

抄卡

片
,

必要时还得抄录整本书
。

在印刷术发明前
,

书籍都靠手抄
,

唐代就有大量专门抄书的书手
,

抄佛经的则称为经生
。

印刷术发明后
,

还有不少

书靠手抄流传
。

现在固然不必强调手抄
,

更非要

做书手
、

经生
,

但自己手抄某些必要史籍
,

妙在

其中
,

不必多赘
。

而所以强调精读上 列 四 部 史

籍
,

旨在打下坚实的基础
。

三则进行研究时
,

还须有较为广博的知识
。

有人说
,

历史学是各学科之母
,

这未免太
“
大历

史学主义
”
了

。

不过
,

在古代学科分工未细时
,

历史学确有点包罗万象
。

即使现在
,

与历史有关

的学科依然很多
,

牵涉面很广
。

因此
,

研究历史
,

对哲学
、

经济学
、

法学
、

社会学
、

文字学
、

文学

艺术
、

地理学
,

乃至某些 自然科学等
,

必须具备

一定的知识
。

自己在探讨历史问题时
,

迫切感到

有此需要
。

特别是搞唐史的
,

必须具备对旧体诗

和古文的修养
,

能讲能写
。

因为唐诗 和 古文 运

动
,

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特色
,

也是体现整个

唐朝历史的重要特色
。

四则写历史论文时
,

宜从小间题
、

写短篇论

文开始
,

不要急于写长篇大论
。

一篇五
、

六千字

到七
、

八千字或者万字左右的论文
,

便于把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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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考虑结构和布局
,

运用较充分的材料
,

突出

一个重点
,

透彻地说明问题
,

把文章写 得 扎 实

些
。

这样写过若干篇小论文后
,

再进而写长篇论

文
,

写专著
,

那就会挥洒 自如
,

得心应手
。

如果

一开始就写长篇大论
,

往往会把握不住中心
,

顾

此失彼
,

抑且往往会掺水
,

结构不密
,

内容空泛
。

再则进行写作
,

必须在前人基础上继续深入和开

拓新的境界
。

在隋唐史方面
,

过去对均田制和租

庸调
、

庄田或庄园
、

两税法
、

科举制
、

府兵制
、

落镇割据
、

农民战争
、

以及个别重要历史人物如

唐太宗等
,

进行研究和发表的论著较多
,

这从前

面所列现代的有关著作中即可看 出
。

但 还 有 许

多问题研究得很少或者是空白点
。

如在经济史方

面
,

对田制和赋役虽多所研究
,

而对地区经济
、

对各个行业的经济史就研究得很少
。

在礼乐制度

方面
,

对唐代十部乐中有八部来自边疆少数民族

和国外
,

有所研究
,

但对 《 开元礼》 ,

似乎还无

人同津
。

在兵制方面
,

对府兵制的研究较深入
,

但对当时某些重要战役及其战略战术
,

就少研究
。

在历史人物方面
,

象杨炎
、

裴度等这样带有关键

性的人物
,

很少进行专题研究
。

在民 族 关 系 方

面
,

对突厥
、

渤海研究得多些
,

对 《 蛮书》
、

《新

唐书吐蕃传 》 等也作了笺注
,

但还有许多少数民

族
,

很少或者没有进行探讨
。

对当时的社会风气
、

一般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
,

也很少研究
。

没有和

很少进行研究的问题要从事探讨
,

研究得较多和

很多的问题
,

还可深入展开
。

并且有争议的问题

很多
,

更可进一步讨论
。

所以
,

在隋唐史范围内
,

可供研究的间题还很多
。

除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外
,

我们还须了解当

前国内外隋唐史研究的动态
,

以便掌握更多的情

况
,

发现间题
、

提出间题
、

解决问题
,

把隋唐史

的研究
,

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

为建设社会主义

新史学而努力奋斗
。

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 ?

彭 明

一九七九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之际
,

广东人

民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我 的两 本小

书
: 《 五四运动论文集 》 和 《 五四运动在北京》

。

此后不久
, 《 文史哲 》 编辑部就要我写一篇给青

年人谈治学经验的文章
,

而且命题为
: 《我是怎

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 ? 》 不过
,

我迟 迟未 敢 动

笔
,

因为感到自己才疏学浅
,

人微言轻
,

对青年

不会有什么帮助
,

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 《 五四运

动史》 一书尚未写完
,

谈经验未免为时过早
。

我在上面两本小书的 《 后记》 中都表明了这

样的愿望
: “

将来如果条件许可的话
,

我愿意在

科学的道路上重新起步
。 ”

意思是说
,

希望在那

两本小书的基础上继续努力
,

争取完成一本可读

的书
。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五四运动史》 就是

近几年来在那两本书的基础上继续研究的成果
。

书成之后
,

总要有一篇序言或后记之类的文字
,

向读者交待写书的经过
。

因此
,

我写下了 《我是

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 》 这 篇文 章
,

算 是应答

《 文史哲》 编辑部指定的题目
,

同时也算是这本

书的序言吧
。

我是怎样选择五四运动这个题目的?

话要从三十多年前说起
。

一九四六年
,

我在华北联大教育学院史地系

学习
。

那年的
“
五四

”
青年节

,

我们的老院长兼

系主任于力 (董鲁安 ) 同志
,

在 《北方文化 》 上

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 《北京高师参加五四游行示

威的情况 》 ,

讲述了他参加五四运动的经过
。

这

篇文章引起了我对五四运动的兴趣
,

也就是从这

时起
,

我开始了积累
“
五四

”

资料的工作
。

一九五六年
,

我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
,

阅读

了大量五四时期的报刊和回忆录
,

并进行了初步

的研究
,

愈来愈感到五四时期这段历史 的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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