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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丧葬仪式或被当作是人生结束之际的告别典礼，丧服和丧葬礼制体现人际关系和某些人生观的根本理
念，可以认为是构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之一，此项研究的意义早已超过了其本身，而与国家政治、
社会习俗的方方面面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书在前人研究和已复原唐朝《丧葬令》基础上，对丧葬礼制本身展开探讨。考虑到唐朝社会以皇帝
和官僚为中心的特点，全书以讨论皇帝和官僚丧礼为主而更多围绕中晚唐制度进行，并力求对制度的
渊源和发展脉络进行追踪。上编为皇帝（附后、太子）葬礼制度或言《国恤》的沿革以及丧葬礼的举
办，分为上、下两个单元；下编一是丧葬礼令关系、与官员丧葬法式的探讨，二是官员葬礼和相关待
遇的专题研究，分为上、中、下三个单元，内容所及主要是与《天圣令》和唐令有关的一些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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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丧葬礼制研究述论
上编上 关于唐宋皇帝丧葬礼的考察
第一章 从《国恤》到《大唐元陵仪注》
一、《贞观礼》之《国恤》与南北礼仪关系
二、“国恤”的再造与《大唐元陵仪注》的仪礼来源
三、《崇丰二陵集礼》的推陈出新与元和改礼
第二章 家国之制——皇帝（后、太子附）丧葬礼的举办
一、皇帝丧仪举办中的一些问题
二、臣民的共同参与和见证
三、皇（太）后和太子的丧仪服制
上编上结语 隆重辉煌的皇帝丧礼与“国恤”重建
上编下 皇帝丧葬的组织构造与凶仪慰哀
第三章 唐代的皇帝丧葬与山陵使
一、皇帝的山陵建置与山陵使
二、山陵诸使在皇帝丧礼中的角色和任务
第四章 敦煌书仪中的奉慰表启与唐宋朝廷的凶礼慰哀
一、书仪中的凶仪表启和传世文献中的奉慰牋表
二、唐宋皇帝丧礼奉慰仪的确立和发展
上编下结语 国家丧葬组织的完备与丧礼中的君臣互动
下编上 唐朝的丧葬礼令与唐五代丧葬法式
第五章 以官员为中心的唐朝《丧葬令》与丧葬礼
一、《丧葬令》与丧葬礼的官僚特征及两者关系
二、丧葬礼、令的来源考辨
第六章 丧葬令、格、式、制敕的作用关系及唐宋丧葬制度的发展变化
一、唐朝丧葬法式的健全与中晚唐格式制敕
二、五代后唐的丧葬奏敕与唐宋之变
下编上结语 等级森严的丧葬礼令格敕与丧葬制度的普及
下编中 官员丧葬礼令中的问题研究
第七章 中古举哀仪的变迁
一、关于“五服之内亲”和“五服之内皇亲”
二、“举哀成服”与“举哀挂服”
三、外家举哀仪与女性、外亲服制减降的原因分析
第八章 赙赠制度的唐宋变革
一、赙物给赠的原则变迁
二、赙赠制度变化的由来之渐
第九章 哀荣极备——诏葬与敕葬
一、诏葬含义的确定及前代诏葬回顾
二、唐朝诏葬制度的形式与规格
三、唐宋之际诏葬、敕葬的发展与变化
下编中结语 中古社会的变革与丧葬礼制研究展望
下编下 唐宋赠官制度溯论
第十章 赠官的起源与唐代官员的自身赠官
一、赠官问题回顾
二、唐代赠官的基本状况与三品以上官员的赠官
三、四品、五品官及其他给赠
附：官员本人赠官小结
第十一章 唐代赠官的赠赙与赠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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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诸赠官得同正——赠官的赠赙及待遇
二、赠官与赠谥的关系
三、赠官和赠谥的主管机构、程序与封赠体制的变化
第十二章 光宗耀祖——父祖封赠的唐宋实践
一、以赦书“德音”封赠为基础的官员父祖封赠
二、以子孙官品为限约的父祖赠官品级
三、父祖赠官范围资格及常参官
四、赠官的用荫与其他特权
附：父祖赠官小结
下编下结语 唐代赠官制度的再分析与中古世界的新秩序
总结 关于中古“终极之典”的若干思考
附录：一、附表目录
二、插图目录
三、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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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因此唐初凶礼和《国恤》的成分应当是非常复杂的。根据我们的讨论，一方面，“
东齐仪注”和隋朝凶礼反映在贞观→开元礼都有遗存，而且唐初礼仪的制作仍以“东齐仪注”和《开
皇礼》为基础，不少地方仍保持着原来北朝的风貌。包括国恤礼在内，仍多有来自北朝的因素。而牛
弘针对南朝礼而重新建立的“设重”、“庐次”等则是代表隋朝改革的中心内容。不仅凶礼如此，五
礼的其它礼制也是如此，笔者以往的文章曾谈到贞观改礼的二十九条中，如“合朔陈五兵于太社”、
“养老于辟雍之礼”甚至更多地来自北朝。但是另一方面，南朝的礼仪不但从“束齐仪注”渗透入隋
和唐礼之中，也因唐初重新修礼而建立了新的仪注。在这方面，二十九条的一些内容如“天子上陵”
、“农隙讲武”、“纳皇后”已经表现出南北制度的结合，《国恤》也应该是同样的产物，由于南朝
皇帝丧礼仪注的丰富，在《国恤礼》中吸收的南朝成分一定也有不少。 如从观念上来分析此一问题，
则隋唐之际有所变化是不能否认的。隋朝是从偏居一隅的地方政权向全国性政权过渡的朝代，所以开
皇初的牛弘，对于南朝礼不能不说有自己的看法甚至抗拒的心态，有以北朝的好恶原则定取向的问题
，甚至仍以北朝礼作为礼仪的框架和主体。他的“就庐非东阶之位，凶门岂设重之礼”是对南朝扬弃
古礼的一种反动，其坚持北朝特色的立场明显，使得《开皇礼》能够借鉴南朝礼的方面不是很多。《
贞观礼》直接继承隋礼，客观上反映出色彩仍然北重于南，因此如从这里看，钱穆关于“隋唐制度，
自是沿袭北朝”的看法①，的确不无道理。 但唐朝建立之际已经取得南北统一，国土广袤，所以贞观
君臣的态度应该已与牛弘不同。贞观之初的君臣，面对全国统一的局势，对于南朝礼制无疑可以更加
开放的心态加以全面的吸收。《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记“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
。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隁。’太
宗善其言”云云，正反映了这种豁达的眼光与狭隘地域观念的转变。所以《贞观礼》制定礼仪的立场
和角度是面向全国的。唐初的礼制不是由北朝向南朝的转化，而是更加全国化，是一种广泛借鉴、通
同吸收的立场。虽然，我们推测《国恤》吸收南朝礼的问题限于史料尚得不到证实，但在继承《贞观
礼》的开元凶礼中还是可以见出这种南北驳杂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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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套装共2册)》编辑推荐：丧葬仪式或被当作是人生结束之际的告别典
礼，丧服和丧葬礼制体现人际关系和某些人生观的根本理念，可以认为是构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之
一，此项研究的意义早已超过了其本身，而与国家政治、社会习俗的方方面面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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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考证有余，解释不足。
2、这书我都买第二套了，我和老公一人一套。
3、读的很艰难，礼制太抽象了
4、考究不少资料,传统文献库的珍藏资料,值得多看多研究,能看出古人手法和风格~
5、很好的书，学习
6、虽然毫无天赋，终不能忘情于制度史。
7、繁体字，刚开始看都点困难，不过总体还不错
8、很深，但是很干。。。唉
9、田天博士的那本，这本，还有西周礼器还有吴飞老师几本，礼学史以及丧服学的，算我的入门吧
，总的说来的话，不太认同这种思想史的做法，也好像没法回到经学系统里去做，那不如大胆点，哈
哈
10、中古时期研究丧葬制度的仅此一家比较系统
11、娓娓道来，不蔓不枝，考行礼过程，讲步骤的涵义，平铺直叙而文字老道，积久功深。有人嫌啰
嗦。但对于我零基础来说，这书讲到宋代时，尚嫌其“啰嗦”的不够，往往只有基本常见史料的分析
，文集笔记什么的较少使用。可见吴先生也并非终结者。
12、太牛了
13、礼制史果然是制度史的变种，和制度史一样枯燥啊。。。
14、着眼点其实就两方面：一是等级建构在制度中如何体现；二是中古前后期政治制度和社会的变迁
。以及终于看完了我一定要mark下O(∩_∩)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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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终极之典》的笔记-第224页

        唐宋时代混杂宗教形式的皇帝“私家”礼仪凸显及其最终被作为国家礼制的组成部分而接受，成
为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但这一点也是中国本土礼仪和外来（亦含内部）宗教信仰习俗结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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