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新《杨守敬日本访书杂考》 、鲁西奇《跋鄂东浠水 、黄梅二县所见宋代墓志(资料)》、万军杰《唐

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重收墓志释例》等 。

总之 ,本次国际研讨会对中国三至九世纪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讨 ,提出了一系列

值得重视的见解和新的课题 ,刊布并研讨了若干新资料 ,揭示出理论以及方法论上的一些重要

问题 ,解决了一些历史疑难 ,为学术界日后围绕这些论题作进一步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

(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朱海)

中国百越民族史学会第十二次学术年会综述

　　由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和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联合主办的“中国

百越民族史学会第十二次学术年会”于 2004年 11月 14—17日在著名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地武夷山市隆重举行 。来自北京 、江苏 、上海 、浙江 、湖北 、福建 、广东 、广西 、海南 、贵州 、云南 、

台湾等省市以及美国 、日本的 70位专家 、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 ,并就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展开热烈的讨论 。

1.百越史研究的学术史与方法论。蒋炳钊《百年回眸———20世纪百越民族史研究概述》 、

王文光《百越民族史整体研究述论》 、吴小平《文化结构理论在考古学上的应用》是这方面值得

关注的论文。

2.百越民族的源流与关系仍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 。林汀水《福建无“闽族” ,也无“闽方

国”辨》 、方酉生《良渚文化与防风国》 、王文清《〈越绝书〉吴 、越“故治”及“西江”考释》 、徐心希

《陶鼓 、牙璋与闽越文化的源头》 、朱燕英《从长沙楚墓看越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 、漆招进《从葬

俗看新石器时代“甑皮岩人”与岭南其他人类的关系》 、常洁《中原文明的传播与上古东南社会

的发展》对相关问题作了探讨 。

3.百越的社会 、经济与文化也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蓝达居《百越海洋人文论》 、石奕

龙与董建辉《山区模式与滨海模式:先秦时期闽越人的两种取食方式》 、徐日辉《古越鸟文化与

农业经济初探》 、王逍与郭志超《闽江流域蛇神形态 、性质和分布的流变》 、黄明珍《闽越国原始

宗教文化信仰再探讨》 、周典恩与丛云飞《浅析百越文化特征中的环境因素》 、黄汝训《花山崖壁

画艺术哲学基础试论》 、陈文《试论广西少数民族的古代纺织科技成就》 、王静《史前石拍与海南

岛树皮布》从不同角度对百越先民的社会生活及文化进行探索。

4.南岛语族是百越海洋文化关系的主要环节 ,本次会议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 。〔美〕

Barry Rolett《中国东南的海洋文化》 、邓晓华《壮侗语族与南岛语族的发生学关系及相关年代分

类》 、何英德《骆越与“南岛语族”的海洋文化的关系》 、吴春明《南岛语族起源研究的四个问题》

就各自论点展开讨论 。

5.百越民族史研究离不开考古学 ,大会有若干重要的百越地区考古新发现与考古研究的

披露 。杨琮《近十年来闽越国遗存的考古新发现》 、陈仲玉《谈马祖炽坪陇史前遗址的文化》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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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标《吴越土墩墓的形制结构及相关问题》 、容达贤《关于广西平乐银山岭墓群时代与墓主问题

的探讨》 、高蒙河《宁绍平原早期遗址群的考古地理学分析》属于考古学方向的论考。

6.当代华南各族文化的民族学研究 ,也是探索百越民族史不可或缺的内容 ,大会有多篇

文章作了论述。主要有吴永章《越风与客俗的源流新证》 、覃主元《壮族习惯法的法理学分析》 、

冯孟钦《从壮侗语族的数词系统看其数概念及亲缘关系 ———兼论黎族不属于壮侗语族》等 。

总之 ,这次会议虽然是传统的百越文化研究 ,但与会学者分别来自于民族学 、考古学 、语言

学 、人类学 、宗教学等不同学科领域 ,充分体现了跨学科研究在百越史研究上的潜力 。

(厦门大学历史系　吴小平 、吴春明)

2003年日本史学界的隋唐史研究

〔日〕森部丰　撰(学习院大学　日本东京)

胡宝华　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现在的隋唐史研究者沿着怎样的方向发展? 研究具有何等的意义 ?在谷川道雄撰写的

《中国史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出版 ,将此书称之为《谷川道雄自序》也

是合适的)一书中 ,毫无保留地展示了他的研究历程和历史观。谷川对中国历史表现出的真挚

关注 ,至今仍有很多引起共鸣的地方。但是 ,生活在 21世纪初 ,各种年龄段的研究者 ,理应具

有各自不同的问题意识。那么 ,这些问题在隋唐史研究中是如何反映的呢? 现在是否仍处在

黑暗中摸索的状态? 回顾 2003年的隋唐史研究 ,可以看出试图打破这种状态的研究绝不是没

有的 。

粟特。2003年唐代史研究会夏季研讨会的题目是“移动与流通” ,这是针对伴随经济全球

化的发展 ,所有边界都被打破的现状所设定的题目 。在唐史方面 ,荒川正晴 、山下将司和森部

丰三人发表了各自的研究 。很意外的是 ,三者都谈到了唐代的粟特人。关于活跃在唐代的粟

特人问题 ,很早以前就有研究 。近年来 ,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 、新出土的墓志铭以及文物等资

料 ,中国和外国学者对唐代粟特人的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并再现了历史上粟特人的各种原

貌。2003年发表的有关中国粟特人的研究论文 ,超过了以往各年。其中 ,较为突出的成果有

荒川正晴著《绿洲国家和马队交易》(山川出版社)。这是一部面向一般读者的概论性著作 ,是

作者在多年来对粟特商人 、唐代交通系统 、敦煌吐鲁番文书等研究成果基础上写成的 ,是一部

内容充实的著作 。该书叙述了散布在唐代丝绸之路上的绿洲国家以及与其兴衰密切关联的马

队交易的历史。因为承担马队交易的主要是粟特人 ,所以将这部著作视为粟特商人的概说也

不为过。但是 ,该书并不仅仅叙述了粟特商人 ,还对欧亚大陆东半部建立的粟特人交易网络 ,

7—8世纪被编入唐朝的管理支配下 、在欧亚大陆东半部出现的一个大交流圈的形成过程也进

232003年日本史学界的隋唐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