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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吐鲁番学》

前言

吐鲁番学是一门研究吐鲁番及其邻近地区地上、地下历史文化遗产的学问，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对其
不断出土的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这项工作早在一百年前就已有人涉足了，清朝末年，缪荃孙、
杨守敬等学入围绕着吐鲁番所出的《凉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写跋语、作评论。随后罗振玉校
录其文，并作出考订。1911年王树桐撰《新疆访古录》，特别注意并且著录了十余件私家收藏的吐鲁
番出土文献，还作了考订。1914年罗振玉依据日本探险队从吐鲁番所获墓志资料，出版了《西陲石刻
录》、《高昌曲氏系谱》等。王国维发表的《唐李慈艺授勋告身跋》及《高昌宁朔将军曲斌造寺碑跋
》，也是对出土古文献作的考释。然而，这在当时只是对一种出土新资料作的偶发性研究，既没有对
地下文物进行科学发掘的材料作基础，也没有对出土材料作出批量的整理，更没有能结合吐鲁番的地
域特点作出广泛联系性的系列研究。1928年以后，黄文弼先生两次对吐鲁番高昌古城、交河古城及其
附近的墓葬作了考察、发掘，还调查了诸古遗址、寺窟，使得中国的吐鲁番学开始进入到一个实际考
察和研究的阶段。然而，这一阶段的成熟期却在二十世纪的五十至七十年代。五十年代以后，新疆考
古队对吐鲁番古墓葬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七十年代又开始对吐鲁番出土文书进行国家级的整理
，其重要的标志是以唐长孺教授为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的成立及其成果《吐鲁番出土文书
》的诞生。这意味着中国的吐鲁番学已经完全成熟地展现于世界学术之林。在此基础上，中国敦煌学
界、吐鲁番学界、西域学界的学人们在讨论成立专业学会时，考虑到学术领域的异同特点，决定将学
会名称定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并于1983年9月正式成立。“吐鲁番学”遣一名称，就这样在中
国大地上法定地被确立起来。吐鲁番学与敦煌学虽然性质相同，但也有一些历史性、地域性的特点，
客观地、科学地、深入地分析认识这些特点，也是从事吐鲁番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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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吐鲁番学》

内容概要

《论吐鲁番学》吐鲁番学与敦煌学虽然性质相同，但也有一些历史性、地域性的特点，客观地、科学
地、深入地分析认识这些特点，也是从事吐鲁番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本人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
来，追随唐长孺先生从事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对吐鲁番地区的历史发展及其出土文献作过
长期的钻研，对吐鲁番地区的东、西、南、北的历史遗迹、地形地貌、山泽泉渠及其生态，也不止一
次地作过考察，故而一直关注着吐鲁番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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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吐鲁番学》

作者简介

陈国灿，1933年生，湖北鄂州人，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及敦
煌吐鲁番学的教学和研究。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教授，中国
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客座教授，《吐鲁番学研究》学术顾问。

    1979—1985年参与唐长孺教授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编纂。随後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
·历史卷》、《敦煌学大辞典》的编写。多次主持、参与国家或省部级科研项目。着有《斯坦因所获
吐鲁番文书研究》、《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唐代的经济社会》、《敦煌学史事新证》
、《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等专着。发表中国古代史及敦煌
吐鲁番学的学术论文百余篇。在国内十余所大学及研究院、所作过学术讲演或讲座，曾应邀到日本、
美国、俄罗斯及香港、台湾进行学术访问或合作研究。新世纪以来，先後被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
化大学”、东吴大学、中兴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开设了中国古代史及敦煌吐鲁番学方面一系列的课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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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吐鲁番学》

章节摘录

插图：以上所列只是几起大的外国探险队对吐鲁番地区文物的掠夺，其余小股的还有很多。这也是在
当时中国处于帝国主义侵略、民族面临重大危机、国弱民穷情况下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历史就是这样
无情地走过来的，我们承认历史，也永远不会忘记那段伤心悲痛的历史，但是我们更应该着眼于现实
，着眼于今天吐鲁番学的发展。当吐鲁番的历史文物被劫往彼得堡、柏林、京都、伦敦、新德里等地
后，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们，以及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地理学、宗教学的学者、艺术家
们，都纷纷对这些出土文物和文书开展了究，不断发表他们研究的新成果，这无疑丰富了吐鲁番学的
内容，也促进了吐鲁番学的成长和发展。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既可以补中国学术界研究之不足，
又可以开拓中国学者的眼界，提高中国学术研究的水平，从而加强了中国学术界与他们的交流。所以
说吐鲁番学在其诞生之初，就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学问，发展至今仍然处于国际显学的地位，遣都是
由于其形成的特殊历史时代背景所赋予的。因此，在进入二十一世的今天，面对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
们对吐鲁番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应该充分地加以尊重和欢迎，更应该与他们携手合作，共同开拓吐鲁
番学的新领域，使这份珍贵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这门国际显学，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发扬光大。吐
鲁番学在共和国成立后的新进展中国的吐鲁番学，比之于敦煌学的发展还有所不同。敦煌藏经洞的文
献虽然大部分被窃往国外，但毕竟还有相当一部分留在国内；莫高窟、榆林窟的壁画、雕塑，基本上
没有遭到破坏，给学术界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研究对象。而吐鲁番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地上地下的文献
、文物，悉数被劫往国外，佛窟中的壁画也大多被窃割而去，缺乏研究的实物和依据。因此，在二十
世纪的前半个世纪裹，中国敦煌学的研究，远远超过了吐鲁番学。在此期间，如果说吐鲁番学还存在
着的话，也是靠罗振玉、冯承钧、金祖同等先生从东、西方引进的资料，靠黄文弼等先生极有限的发
掘资料来做些研究。中国吐鲁番学真正取得新进展，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二十世纪五
十年代初期，随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自治区也相继建立了自己的博物馆及考古工作队，不久
吐鲁番地区也有了文物保护管理所。在自治区政府的领导下，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队对吐鲁番地区的
古城遗址、佛教石窟、各种古文化遗存及文物，进行了普查，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必要的维修和保护
。在国家的资助下，从1959年起，开始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葬群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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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吐鲁番学》

编辑推荐

《论吐鲁番学》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兰州大学“985工程”敦
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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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吐鲁番学》

精彩短评

1、果然有点水⋯⋯
2、有些有點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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