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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杂志举办首届青年学者工作坊暨第十二

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
发布日期：2019年08月28日 19:26 点击次数：1157

［本站讯］8月23日至25日，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主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协办的“《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暨第十二届中国中古史

青年学者联谊会”在山东济南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美国2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

的38位青年学者，参与了本次会议的论文发表和评议，并共同就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成就、趋势

和困境等话题展开讨论。会议得到了校内外广大师生的积极参与。

23日晚，以“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为主题的座谈会拉开了本次工作坊的序幕。座谈会由

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孙齐副研究员主持，他介绍了策划本次座谈的初衷，提出中古史研

究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积淀最为深厚、成就最为突出、年轻学者最为活跃的领域之

一，近四十年特别是近十年的学术进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关于中古史基本图景的认识？

当前我们是否具备了“重绘”中古史基本线索和脉络的可能性？如果要去“重绘”中古史，我

们现在应当如何叙述？围绕这些话题，会议邀请了6位当前具有代表性的中古史青年学者代表发

表感言。

武汉大学魏斌教授首先作了题为“走向历史场景”的发言。魏斌教授阐释了自己近年来对

于六朝“山岳文化景观”系列研究背后的思路和关怀，提出我们应当“通过场景，理解历

史”，即从史料中发掘日常或突发的场景，描绘和构建历史画面，分析背后蕴含的结构性内

容，并在叙事之中表达更深层次的内容，思考个体生命与结构性秩序之间的张力，回归对实实

在在生活过的生命和尊严的理解和关心，这可能也是中国人文学术的未来之路。首都师范大学

孙正军副教授作了题为“扬弃历史理解的经典图式”的发言。孙正军副教授首先总结了当前中

古史研究中的多种经典范式及其成就，进而指出这些范式当前多被“率尔且过度使用”，认为

走出“学术内卷化”，应当克服思维惰性，摆脱对经典图式的路径依赖，寻求在问题自身的理

路内解决问题，由此重绘中古史的愿景或可实现。复旦大学仇鹿鸣副教授则以“重绘何为？复

调的学术史”为题表达了他对“重绘”的不同看法。仇鹿鸣副教授认同近十年来中古史研究多

元化或“去中心化”的发展态势，但认为应将“趋新”与“守旧”的取向放置到学术传统脉络

本身中加以理解，在深刻理解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反思“理论进步主义”的焦虑，跳

出“新”“旧”之别，探讨“好的史学研究”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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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位学者各抒己见，旨在讨论中古史研究的前景与趋势这一宏大主题。接下来的三位

学者则在具体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对“重绘”的看法。武汉大学胡鸿教授围绕“魏晋南北朝民族

史的可能性”进行发言。胡鸿教授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研究的学术脉络和独特优势，他提

出应当“不为宏大叙事和既有理论所束缚，将民族史的问题从大而化之的几组宏观理论中间解

放出来”，通过精细解读史料，“走向细节，贴近史实”，并且要“向其他时代的民族史、域

外文明史汲取灵感和史料，以补全中古时代的残缺拼图”；同时，关注北方与南方的比较与贯

通、开发新史料也是寻求“可能性”的关键。台湾政治大学吴承翰博士结合自己在唐宋货币经

济史方面的研究经验，剖析了中古社会经济史领域两种研究理论及其与时代背景的关系，并倡

导一种“带有理论意义的实证研究”取向。日本阪南大学永田拓治准教授以“中古史研究的一

个视角 ——分类与界线区域（境界领域）”为题，反思“分类”带来的“界线”以及“界线区

域”，认为我们应在界线带来的割裂之外看到“连接性的历史作用”并对其进行分析，以此打

破迄今为止王朝史架构下的“南朝·北朝型叙事构造”，从界线中找到该时代的共通性。

24日上午，本次工作坊正式开幕。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副主编刘京希教授、山东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代国玺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刘京希教授回顾了《文史哲》杂志的发

展历程，介绍了“《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的创办宗旨，强调了延续“扶植小人物，延揽

大学者”的办刊传统的意义和价值。代国玺教授总结了联谊会的特点，即年轻化、学术性、关

注度高，并对23日的座谈会给予高度评价。

开幕式结束后，学术报告与评议有序展开，17篇与会论文被分为四个场次进行讨论。第一

场研讨题为“中古制度的渊源与展开”，共5篇论文。东京大学助教海老根量介的《简帛时代的

书籍流通小考——以〈日书〉为中心》以由谁制作《日书》、人们怎么阅读《日书》等问题入

手，试图由此探讨秦至西汉初县级社会中的“书籍”流通状况。评议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

士后郭津嵩针对“占术家”群体、不同日书的来源和形制等方面提出了意见。代国玺教授的

《休耕制与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以耕作制度为切入点，从休耕制的角度分析此期土地制度的

特点，并进一步探讨战国秦汉时期实际的农业生产能力。厦门大学助理教授王炳文主要围绕文

中的“不易之地”展开评议和商榷。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聂溦萌《〈汉书·霍光传〉废昌邑王的

文书与政务规程》以《霍光传》中记载的霍光废昌邑王立宣帝之事为引子，讨论了汉魏六朝文

书与政务规程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制诏撰作与尚书的发展。山东大学助理研究员吴雪飞针对废

刘贺诏书是否符合当时的行政流程等问题做了评议交流。中国历史研究院博士后王彬的《武威

旱滩坡出土王杖断简研究——兼论秦汉时代“法”的表达与实践》以王杖断简为主要研究对

象，探讨其文书结构和编制过程，并据以指出中国古代的法的背景是以“威”为核心的法秩序

构建，在执行过程中有很强的行政性、灵活性，基层吏民因此得以借用、敷衍权威，从而达到

自己的目的。评议人、东京大学三浦雄城博士提出两汉时期诏书“挂壁”的形式或许呈现出权

威性下降的趋势等质疑。北京大学熊昕童博士的《汉唐间官修列传取材机制的演变——

以“状”与“行状”为中心》以列传编撰是否取材官方文书档案为切入点，提出汉唐“官修列

传”取材机制存在着汉代的“旧传统”到唐代的“新传统”的演变。评议人、山东大学孙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列传是否属于取材原始档案的“旧传统”等问题提出质疑。

第二场研讨题为“中古中国的边区与基层”，共4篇论文。台湾大学林牧之博士的《前汉时

期犍为郡的职能演变──兼论“初郡”与西南夷之关系》以西汉犍为郡为个案，从设郡的背景、

郡治的迁移与郡级政区的职能变化等方面，论述犍为郡职能的演变以及犍为从“初郡”到“内

郡”的转变过程。评议人、厦门大学助理教授林昌丈在题目、框架、论证逻辑等方面提出了质

疑意见，认为除了海拔维度外，应该考虑治所变迁和政区盈缩在流域和交通线上的呈现。武汉

大学李永生博士的《余吴土，盛且丰：砖铭所见西晋末年广州的地方社会》以久被忽视的广州

出土“永嘉”砖铭为材料，联系当时广州社会政治情况，探讨了西晋末年广州地区的地方认同

等议题。评议人韩吉绍对该文提出数点批驳意见，主要涉及史料可靠性、文字理解等方面。东

京大学助教板桥晓子的《晋宋交替与仇池政权》梳理了仇池杨氏政权向南北两方政权称藩的官

爵、名号，由此观察晋宋之际的天下/国家秩序和时人的正统观。评议人、中国历史研究院助理

研究员陈志远针对研究的基本预设和方法提出了几点商榷意见。浙江师范大学讲师武绍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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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秋吟〉新探》对“乞衣”和“乞木”两类共四件敦煌文献做了细密分析，并由此展

开出五代宋初敦煌僧团的组织形态存在由“居家”到“居寺”的转型。普林斯顿大学翟旻昊博

士在评议中针对写本的物质形态以及巡游化缘的场合与对象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25日上午的第三场研讨题为“北族王朝的内亚性与华夏性”，共4篇论文。日本东北大学助

教三田辰彦的《三国两晋五胡庙制与“太祖”庙号》梳理了三国西晋十六国时期的宗庙祭祀的

不同方式，并探讨了其后不同的正统性诉求。中山大学历史系（珠海）特聘副研究员胡胜源针

对论文涉及的三大议题及解释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厦门大学赵永磊副研究员的《北魏的华夏天

神祭祀再探》以北魏的华夏郊祀制度和郊天礼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了北魏郊祀制度的基本结

构及其演变脉络，并以此来讨论北魏的自我定位问题。评议人阪南大学兼任讲师小野响针对其

中的“有司摄事”、乐制改革及“汉魏故事”与北魏礼仪之间的关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四川

大学特聘副研究员黄桢《龙舟上的北魏皇帝》对北魏皇帝亲自登上龙舟的过程和相关背景进

行“深描”，以此为窗口观察拓跋政权的政治文化转型，非常有技巧地展示了北族与中原两种

传统遭遇和融合的图景。评议人、台湾政治大学吴承翰针对“龙舟”在北魏政治文化中的重要

性提出了疑问。武汉大学胡鸿的《牝马、酪酒与北族王朝——释北魏正始四年禁河南畜牝马》

藉由正史所载北魏正始四年禁河南畜牝马一事发端，层层递进，最终以此来理解北魏的立国政

治姿态和政治文化转型等问题。评议人、美国宾州大学黄旨彦博士援引欧美学界关于环境史和

内亚游牧民族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本文的论述作了补充。

最后一场报告题为“律令制下的东亚世界”，共4篇文章。台湾师范大学于晓雯博士的

《〈通典·兵典〉的秩序观》试图超越一般史学史著作关于《通典》的研究，进一步厘清《通

典》的结构、写作理念等问题。武汉大学吕博副教授对文章给予了详尽评议，细致地指出了文

章诸多值得补足和展开之处。山东师范大学讲师尹承的《〈大唐开元礼〉宾礼考》关注宾礼的

历史渊源与发展，尤其是宾礼影响下的隋唐帝国统治策略与对外关系。评议人、上海师范大学

讲师杨晓宜对论文的题目、结构、研究目的等问题提出了商榷意见。台湾师范大学张淑惠博士

的《“监主受财枉法”条从唐律到宋刑统的转变》考察了唐律六赃之一的“监主受财枉法”从

《唐律》到《宋刑统》的变化，并讨论了其发生变化的背景。评议人、日本东北大学井上满奈

实博士对其部分内容的解释力度提出了意见。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助理教授严茹蕙的《日本

古碑所见律令制初期的家族关系——以山上·金井泽碑为例兼论与唐制关系》以日本“上野三

碑”中的山上碑和金井泽碑为主要依据，旨在探索日本律令制时代初期地方社会中的家族形态

及其与唐律之关系。评议人、武汉大学讲师焦堃围绕文章所使用的“律令制”与“母系社

会”等概念提出了商榷意见。

四场报告后，武汉大学吕博主持了题为“中古史研究的瓶颈与困境”的综合讨论。在场学

者各抒己见，共有13位学者分享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感悟。

闭幕式上，《文史哲》杂志社副主编李扬眉副教授和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主任韩吉绍教授

分别致闭幕辞。李扬眉副主编表示，《文史哲》杂志和学术研究一样，都应秉承多元、多彩、

包容、开放的姿态，希望学者之间加强交流，继往开来，开拓创新。韩吉绍教授谈了参会感

受，赞扬了本次工作坊的学术性、创新性和开放性。

“《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是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在年度“人文高端论坛”之

外，专门面向青年学者策划和主办的系列学术会议，致力于发掘与团结新生代学者，追踪研究

动态，促进“编”“作”交流，孕育学术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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