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5月15日 星期一10 编辑/谢颖 校对/马磊 排版/孔祥佳 国学·深度

双周双周双周 学术学术 学术学术学术 观点观点

一
家
之
言

一
家
之
言

官箴官箴官箴 品鉴品鉴⑩⑩

学术观点学术观点

在国际敦煌学界，文学研究是
起步最早的领域，经罗振玉、王国
维、陈寅恪、胡适、姜亮夫、王重
民、潘重规、周绍良、饶宗颐等数
代中外学人百余年的艰辛探索，已
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成果。而统观
过往的敦煌文学研究，我们发现其
研究路径主要有三：

一是从敦煌藏经洞保存的各类
文学作品出发，通过文献辑佚、版
本校勘、校笺等方式，对敦煌本
《文选》《文心雕龙》，传世名家名
作 （如李白、白居易等） 及敦煌当
地创作的文学作品进行整理与研
究，像王重民 《敦煌曲子词集》，
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
启功、曾毅公 《敦煌变文集》，项
楚 《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
注》，陈尚君 《全唐诗补编》《全唐
文补编》，潘重规 《敦煌变文集新
书》，黄征、张涌泉 《敦煌变文校
注》，徐俊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
郑炳林、郑怡楠 《敦煌碑铭赞辑
释》（增订本），金少华 《敦煌吐鲁
番本〈文选〉 辑校》 等，即是这方
面有影响的著作。

二是从文类或文体出发，多聚
焦于各类通俗文学作品 （包括变
文、声诗、曲子词、歌辞、俗赋、
白话诗、话本小说等），并对文本
进行社会文化背景、思想情感抒
写、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分析或传
播接受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张鸿勋
《敦煌俗文学研究》，项楚、张子
开、谭伟、何剑平 《唐代白话诗派
研究》，郑阿财 《见证与宣传——
敦煌佛教灵验记研究》，杨明璋
《敷演与捏合：敦煌通俗叙事文学
的叙人体物》，王晓平 《唐土的种
粒：日本传衍的敦煌故事》《远传
的衣钵：日本传衍的敦煌佛教文
学》等。

三是以敦煌藏经洞所出文学文
献为中心，但在时空上大有拓展，
以通史眼光对敦煌地区的文学活
动、文学生产和消费进行历史描述
和探源，旨在构建“敦煌文学史”
的理论框架，典型者有张锡厚 《敦
煌文学源流》、钟书林 《五至十一
世纪敦煌文学研究》、伏俊琏等著
《敦煌文学总论》（修订本）。

当然，在不同历史阶段，研究
者基于时代学术思想之立场，对敦
煌文学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并不完全
一致。比如，20世纪上半叶因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学界倡导白话
文学、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学术
理念，由此催生了郑振铎 《中国俗
文学史》、孙楷第 《俗讲、说话与
白话小说》、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
域文明》 等传世名著，接续这一传

统的则有杨公骥、高国藩、张鸿
勋、金荣华等学人。20 世纪下半
叶，任半塘克服种种困难，倡导建
立唐代音乐文艺学，身体力行，撰
出 《唐声诗》《唐戏弄》《敦煌曲初
探》《敦煌歌辞总编》 等经典名
作，其培养的博士弟子王昆吾、李
昌集及再传弟子孙尚勇、张长彬、
柏红秀等，亦长期耕耘于此领域而
多有创获。改革开放以来，特别
是 1983 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
立后，在第一任会长季羡林的统一
领导下，有组织地编纂出版 《敦煌
学大辞典》 及大型敦煌文献图录，
协调成立国家图书馆、新疆、兰州
三个敦煌学研究资料中心，团结海
内外研究者，使敦煌学研究迅猛发
展，研究水平迅速提升。最近 10
多年来，郝春文、荣新江两任会长
持续发力。

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 8
月19日在敦煌研究院考察调研发表
重要讲话后，敦煌研究再次焕发出
勃勃生机，敦煌文化传承谱写出精
彩的新华章。作为敦煌学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的敦煌文学研究，21世纪
以来也出现了不少新动向：

一是“敦煌文学”的研究范围
大有拓展。由颜廷亮、柴剑虹撰写
的“敦煌文学”条目说“指保存或
仅存于敦煌莫高窟的，以唐、五
代、宋初写卷为主的文学作品及与
此相关的文学现象与理论”（季羡
林主编 《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
书 出 版 社 1998 年 版 ， 第 520
页），这代表的是 20世纪对敦煌文
学的一般看法。事实上，单就颜廷
亮自己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书
稿 《敦煌文学千年史》（人民文学
出版社 2013 年版） 而言，其时间
远远超出了他此前限定的“唐、五
代、宋初”，空间则扩大到了历史

上的敦煌地区。换言之，综合源
流、变迁、传播、接受与影响等多
重视角，进而把敦煌文学置于丝路
文 明 （文 化） 大 背 景 下 进 行 观
照，已成为新世纪敦煌文学研究
的普遍态势，如汤涒 《敦煌曲子
词地域文化研究》、富世平 《敦煌
变文的口头传统研究》、刘晓玲
《敦煌僧诗研究》、喻忠杰 《敦煌
写本戏剧发生研究》、邵文实 《敦
煌文献中的女性角色研究》 等，
皆如此。

二是更关注仪式类作品。众
所周知，敦煌文献以宗教文献尤
其是佛教文献为主体，无论哪种
宗教，其文化、文学传播都离不
开仪式。20 世纪末，相关研究论
著仅有汪娟 《敦煌礼忏文研究》
等少数几种，进入新世纪后则涌
现了一大批著作，如林仁昱 《敦
煌佛教歌曲之研究》、湛如 《敦煌
佛教律仪制度研究》、易宏 《六朝
隋唐道教科仪研究：以敦煌文献
为中心》、王三庆 《敦煌佛教斋愿
文本研究》、郑阿财 《敦煌佛教文
学》、笔者 《敦煌密教文献论稿》
《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敦煌
道教文学研究》 等数十种专著。
此外，敦煌文献中涉及婚仪、书
仪、傩仪乃至民俗生活礼俗的作
品也不少，它们同样可以从仪式
角度切入，如陈烁 《敦煌文学：
雅俗文化交织中的仪式呈现》 就
作出了较好的示范引领。

三是更关注文学写本研究。敦
煌文学文献的物质载体，除 《故圆
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 等极少数
为刻本外，绝大多数都是写本。写
本在书体、书写款式、文字音韵、
书写符号、讹文正误等方面自有其
特殊的规律性 （张涌泉 《敦煌写本
文献学》 对此已有全面的总结），

研究者如果不懂辨伪存真，极可能会
依据错误的录文、释文而得出错误的
结论。朱凤玉、郑阿财以“写本原生
态”为原则，分别发表 《敦煌诗歌写
本原生态及文本功能析论》《敦煌写
本高僧因缘记及相关文献校注与研
究》，给人诸多启示。伏俊琏等著
《敦煌文学写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
社2021年版），则用大量案例证明了

“一个文学写本就是一部文学作品
集”，“敦煌文学写本是纸写本时代珍
贵的民间文学作品集”，并展现了敦
煌文学写本研究的灿烂前景。

四是更关注多学科融合。敦煌文
学作品多为实用的仪式性文本，常与
表演有关，如P.2044 《闻南山讲》 描
绘佛教俗讲情景“于是张翠幕，列画
图，扣洪钟，奏清梵”，可见配合文
学文本讲唱的至少有音乐与图像。梅
维恒的名著 《唐代变文——佛教对中
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
究》（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9 年英文
版；杨继东、陈引驰中译本，中国佛
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999 年版） 即
从多学科融合视域对敦煌变文的源
流、创作、表演、流播与影响作了全
面的综合性检讨，从而建立了变文研
究的新范式。陆永峰 《敦煌变文研
究》、于向东 《敦煌变相与变文研
究》 及笔者 《变文讲唱与华梵宗教艺
术》 等，都受到了梅氏方法论的影
响。其实，敦煌文学中的大多数文
类，如邈真 （赞）、斋文、愿文、礼
忏文、授戒文、书仪等，皆含有社会
生活史、艺术史、宗教史、民俗史、
中外文明交流史等多种文化信息，只
有从多学科融合切入文本细读，多维
度诠释，才能发掘其丰富的人文历史
内涵。

（作者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
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

谱写敦煌文化传承新华章
——敦煌文学研究历程及最新动向

李小荣

日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卷本
《新时代政治思维方式研究丛书》 出版
发行。这是一套研究国家治理的理论丛
书，共计“以人民为中心”“民主和法
治”“效率和公平”“论中华民族的文化
自信”“创造社会治理的新格局”“生态
文明建设”“国家治理中的道德建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8卷本，200余
万字。丛书以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政治思
维方式的更新为主题，以着力建构一种
适应于现实生活的哲学为学术目标，对
于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
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

该丛书由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

会主任陈晏清教授团队担纲编写。陈晏清
表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非常复杂多
变的问题体系，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和非常广阔的知识领域。这套丛书的内容
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
学、伦理学、生态学等多个学科，以及历
史和文化的多个领域。“对于南开大学哲
学院来说，这套丛书的创作和出版，也是
在学科建设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研究这个
课题意义很大，难度也很大，这是对于重
大现实问题的研究，而现实的社会生活是
变动不居的，很难达到对它的及时的、准
确的、深度的把握。目前，我们取得了一
些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但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事业还在路上，我们对它的理论研究不
会停步。”陈晏清说。

《新时代政治思维方式研究丛书》出版
本报记者 郭海瑾

她代表着中国电影的一个时代，也
代表着上海文艺的一个时代。

5 月 9 日，“人民艺术家”“最美奋
斗者”、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逝世
一周年之际，“德艺双馨·艺术常青
——人民艺术家秦怡同志纪念座谈会”
在上海市文联文艺大厅隆重举行。与会
者回顾和总结秦怡同志的艺术成就，致
敬这位百年中国电影史的见证者和耕耘
者，学习她永怀赤子丹心的“人民艺术
家”崇高精神。

秦怡曾说：“干文艺，不是为谋
生，而是为理想。”这种理想需要内在
强大的精神力量，而力量之源就在人
民，“作为演员，终身追求的理想，应
该是把自己从文艺中得到的一切感人的
精神力量，再通过自己的表演给予别
人。”座谈会上，许多人提到了秦怡的
初心，称她“捧着一颗初心来，满载厚
德美誉去”。

回望秦怡的艺术人生，正是用生
命的长度与宽度践行她心怀祖国、忠
诚于党和人民的不变初心。秦怡 16 岁
开启舞台生涯，25 岁走上大银幕，参
演了 30 多部影片。她始终深信电影中

饱含着精神力量。从年少时离家去抗战
前线，到 1959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一生听党话，跟党走，直到 93 岁拍

《青海湖畔》，她用一辈子讴歌党、讴歌
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马兰花
开》 中 能 顶 半 边 天 的 拖 拉 机 手 马 兰 、

《铁 道 游 击 队》 中 与 敌 人 周 旋 的 芳 林
嫂、《女篮五号》 中积极向上的篮球手
林洁、《青海湖畔》 中为高原铁路梦而
奋斗的女科学家等，都是秦怡留给观众
最亲切熟悉的银幕形象，至今仍激励和
鼓舞着人们。

《秦怡传》 作者唐明生表示，自己在
一次次倾听中从秦怡多难而又多彩的人生
中受到很大的教育，更增添了一份对她的
崇敬。一次访谈中，唐明生希望秦怡谈谈
她的表演心得，秦怡说了三点带有理性和
思辨色彩的思考：一、演戏和做人是联系
在一起的，文艺需要一种内在的强大的精
神力量；二、人物是跟着时代走的，需要
长期的艺术实践；三、重要的是要留下一
些有价值的东西，这是超越物质层面的精
神遗产。结合当下演艺界的浮躁心态，唐
明生认为这三点思考弥足珍贵，堪称是年
轻一代的学习榜样。

传递感人的精神力量
本报记者 杨 雪

日前，《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研
究与英译系列丛书发布会在清华大学举
行。据介绍，丛书计划出版 18 卷，由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
黄德宽教授组建的中方团队，与美国芝
加哥大学顾立雅中国古文字学中心主任
夏含夷教授组建的翻译团队合作完成，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每一卷都会介绍
学界最新的研究情况，并由出土文献研
究领域专家对简文进行注释、翻译。丛
书将清华简原文、隶定文字、现代汉字
和英文一并呈现。为确保质量，英译团
队成员定期开会讨论和审查彼此的工
作，最后的文稿经过国际同行专家严格
评审。

本次发布的第一卷《〈逸周书〉诸
篇》由夏含夷教授负责翻译和撰写，收
录了清华简 《命训》《程寤》《皇门》

《祭公之顾命》《保训》《封许之命》 等

六篇与《逸周书》相关的文献。前两章节
与附录部分详尽介绍了《逸周书》的文本
历史及其与清华简的关系，其余章节则是
对清华简六篇文献的精心翻译注释，并探
讨了文献的流传等问题。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田
立表示，本套丛书是古文字工程普及
推广工作的重点成果，认为古文字工程
的开展应当深入挖掘古文字的思想内
涵，坚定文化自信，加强国际交流和文
明互鉴。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包含丰富的经史
类文献，自入藏和刊布以来，引起海内外
学界的热烈讨论和广泛瞩目。清华简文辞
古奥，理解不易，其价值尚待进一步发
掘。《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研究与英译
丛书的陆续出版，将为海内外学界了解、
利用清华简提供有力帮助，并扩大清华简
及中国出土文献的国际影响力。

普及推广古文字 加强文明互鉴
本报记者 谢 颖

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主办的“《牛津
音乐词典》（第六版） 新书发布会”日
前在京举行。《牛津音乐词典》 是一部
在国际音乐领域享有权威地位的音乐工
具书。自 1952 年在英国问世，历经五
次修订，一直紧跟国际音乐学术前沿、
反映学科发展动向。最新的第六版增加
250 多个新条目，收录总条目已超过
1万条，包括音乐术语、音乐体裁、曲
式、音乐作品、作曲家、指挥家、歌唱
家、演奏家、音乐理论家、乐评家、乐
器种类、音乐专业院校、音乐演出团
体、音乐学会、音乐专业机构、音乐出
版单位以及各类知名音乐节或艺术节
等，涵盖海量信息、内容全面丰富，是
学习、研究、表演、鉴赏西方音乐的必
备单卷本音乐工具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岩认为，这部词典
的面世不仅填补全面研究当代国际音乐
领域学术前沿、发展动向、创新研究的空
白，也让国内读者了解了新的音乐事象、

音乐人物和创作成果等世界优秀音乐文化。
同时希冀出版人立足国际视野，融合多元文
化，在挖掘世界音乐文化精品的同时讲好中
国音乐故事，为中国音乐学术文化的繁荣发
展贡献力量。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党委书
记沈致金认为，第六版中译本精品实用的特
色和卓越的品质，不仅可以满足专业音乐研
究与大众音乐普及的学习、表演、研究、鉴赏
世界音乐的需求，更是扎实服务于我国音乐
学科的发展，为我国音乐工具书的编撰工作
提供较好的参考借鉴，为中国音乐发展提供
更为多元、广阔的全球视野。

探索国际音乐学术前沿与创新研究
本报记者 张 丽

唐朝（公元618年—907年）共
传21个皇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
上最为繁荣昌盛的朝代之一。唐朝的
兴盛和开放包容，吸引世界各国学
习，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政治、文化
的中心。在开元盛世（公元712年—
公元 742 年），国家人口超过 5600
万，长安人口就达100余万。“忆昔
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
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
首诗将开元盛世尽收眼底。唐代无论
政治，军事，文学，医药、制造业都
是世界一流的。

从官箴这个侧面，可以看到唐代
对管理国家的官员是如何考核的。

唐朝对官吏的考核可以用“四
善”“二十七最”来概括，其中“四

善”专门用来指代官员品行，“二十
七最”，是指各级官吏的职务所具有
的职业素质。“四善”以“德”为
本，而“二十七最”则以“才”为
本。

“四善”具体包括这些内容：一
善德义有闻，二善清慎明著，三善公
平可称，四善恪勤匪懈。

一善德义有闻，就是说居官者应
该“德高望重”。

《论语·为政》篇中讲道，“为政
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拱之”。
居官者，首先应该是德行高尚者，是
在人品上靠得住的正人君子。《大
学》中讲“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
并致”，孟子也说，“不仁而居高
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如果是道德
败坏的人居于领导岗位，那便如洪水
猛兽，是把邪恶和歪风邪气播撒给全
社会了，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无穷无
尽的灾难。“德”是立身之本，人无
德不立；“德”是立国之基，国无德
不兴。

唐代对居官“四善”说，把
“德”放在第一位，从国家的层面
上，考核官吏，首重其“德”，可见
唐代选人用人的价值导向便是“美
德”。唐代政坛圣君贤相辈出，国家

兴盛，与考绩官吏的“德义有闻”不
无关系。

二善清慎明著，就是为官者要清
廉、谨慎。

这是对唐代官员品、行两个方面
的要求：居官要清，办事要谨慎。

居官为民，一心做事，毫无私
利，这是一种大爱，更是一条政治红
线、廉政红线。在唐诗中有一句“长
官清廉太守好”的描述，是对当时政
治生态的概括。唐太宗李世民注重亲
自考核县令，而不是吏部能一手包办
官吏的考绩和使用，根据各县令的政
绩，决定提拔还是留用与罢黜。

三善公平可称，要求官员要秉公
执法、不徇私情。

通俗地讲，就是要求官员遵守职
业道德。唐太宗希望官员都能做个循
吏和干臣，带头提要求，并严格考核
官吏，坚持不懈，营造了一个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环境。国家呈现出一片
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生活安定、政
治清明、重视廉洁、重视人才、重视
国计民生。

四善恪勤匪懈，就是忠于职守，
谨慎而不松懈。

这是要求官员有能力干事情，能
干成事情，持之以恒地为民谋福利，

为朝廷做实事，如兴修水利工程，劝课
农商，注重国际交流和对外贸易等。

唐代对官吏实行“考课”的政绩量
化制度。其中的“考”就是是否推行国
家任务情况，“课”就是完成国家任务
情况。不同级别的官吏，有不同的标准
和要求。每一次参加“考课”的官员，
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优缺点，写一份“考
状”，叫作“书考”，之后由各部门的官
员来决定等级，然后张贴在告示上。最
后按品级加减俸禄，以示赏罚。

唐朝“四善”的建立，对于营造良
好的政治环境具有积极意义，是一个王
朝兴盛的表现。“四善”说的精神在当
代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对领导干部有着
重要的借鉴价值。当代社会虽然与唐代
不同，但依然需要德才兼备的官员，需
要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优秀的才能素质相
辅相成。我们需要注重选人用人的价值
导向，重视德才兼备的人才选拔，同
时，也要注重对领导干部的考核和评
价，倡导公平、公正、公开的考核制
度，让领导干部清醒认识到自己的使命
和责任，提高工作素质和职业道德水
平，为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作出更加积
极的贡献。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唐代的“四善”说
王 杰

敦煌文学研究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