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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研究严重依赖史料，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研究。
因为吐鲁番考古事业的进展，这个地区的历史资料越来越丰富。
特别是中世纪，与同时期的中国其它地域(甚至盛唐时期的长安、洛阳)比较，吐鲁番历史研究的资源
毫不逊色。
很多课题在其它地域无法开展，而在吐鲁番历史的研究中却可以畅通无阻。
利用新出的吐鲁番文献，研究中世纪的吐鲁番社会&mdash;&mdash;社会秩序与社会生活，关涉到国家
制度、宗教与管理、户籍、婚姻和民众生活等社会面貌与历史变迁，这些论文都从一个特定视角提供
了历史观察，虽然无法全面，但不乏片面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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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宪实，1962年生，黑龙江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南开大学学士，北京大学硕士、博士，南开大学博士后。
专门研究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
着有《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唐高宗的真相》、《新获吐鲁番出
土文献》(合编)、《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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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吐鲁番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一、吐鲁番学与敦煌学　　1930年，陈寅恪先生指出：“敦煌学
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因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就此而言，与敦煌学并列的吐鲁番学，也同样具有新材料新问题的学术特征。
正因为吐鲁番学与敦煌学有着诸多的相似性，所以在中国，敦煌学与吐鲁番学的研究者共同组建了一
个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而我们也经常把这两门学问合称为“敦煌吐鲁番学”。
　　敦煌与吐鲁番有着相似的地理环境，都属于中国西部绿洲以灌溉农业为核心构成的古代社会。
在古代丝绸之路发达的时候，它们都属于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共同扮演着沟通文化的角色。
敦煌是佛教艺术的宝库，吐鲁番也有柏孜克里克、吐峪沟千佛洞等石窟遗址。
所不同的是敦煌的佛教艺术保存较好而吐鲁番的保存较差。
这既与佛教兴盛之后的文化环境有关，也与近代西方“探险家”的劫掠有关。
设想如果当初勒柯克不是在吐鲁番而是在敦煌大搞壁画切割，那么现在的情形肯定会大不相同。
　　敦煌首先是因为藏经洞的宝藏闻名于世的。
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
这个时间于是被当作敦煌学的起始时间。
但是，吐鲁番文物的发现，没有一个准确的起始时间。
当地的挖宝人在高昌、交河等古代遗址发现古代文物，肯定有一个很久远的历史。
但是，一是因为发现是零散的，二是缺乏相关记录，所以无法确定一个起始时间。
　　不论是敦煌学还是吐鲁番学，虽然现在的研究对象在扩大，但是出土文献的研究一直是一个核心
环节。
正是在这一点上，吐鲁番学与敦煌学相比，呈现出迥异的面貌。
敦煌藏经洞应当是原来的佛教寺院三界寺的图书馆，它的存在是人为隐藏的结果。
藏经洞的发现，有点类似考古学上发现的窖藏，规模大、品种全，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性。
佛教寺院的图书，自然以佛教经典为主，其他社会文书的保留基本上属于意外。
许多公私文书被寺院用其背面来书写佛经或者仅仅是用这些纸片来给佛经写本打补丁，因此文书上所
写的文字对于寺院来说没有意义，但这些被无意保存下来的公私文书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却非常重大
。
　　与敦煌文献的保存情况不同，在吐鲁番发现的古代文献，几乎都是从寺院遗址的沙土中或墓葬中
发掘出来的，所以更加缺乏内在系统性，更无从言及规模与品种。
从墓葬出土文献来说，不是所有的墓葬都会出土文献资料，更无法断定什么墓葬会出土多少文书。
现在看来，吐鲁番墓葬出土文献大概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丧葬文献，如随葬衣物疏、墓志，记录墓主
的埋葬物品和生平事迹，是了解当时葬俗和墓主最重要的文字资料。
吐鲁番地方没有很好的石料可资利用，所以记录墓主的生平事迹多用特别烧制的砖，学术界也称之为
墓砖。
衣物疏与墓砖一样，都是在墓主人死后完成的，上面除了写明随葬的衣物名称之外，还会写出反映当
时冥世观念的文字，造对于理解当时的社会思想很有意义。
第二类是随葬的文献，现在所知最多的是儒家经典，如《孝经》、《论语》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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