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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學宋學研究中心 

2015 年第 3 期（总第 34 期 ）                             2015 年 7 月 15 日 

 

学术活动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系吴疆教授来我宋学中心讲学 

5 月 13 日下午 1:30，应宋学研究中心冯国栋教授邀请，美国亚利桑那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东亚系教授吴疆来我中心访问讲学。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行

政楼 229 会议室，吴教授为我校及兄弟院校五十余师生作了题为“唐代禅僧‘天王’

道悟与‘天皇’道悟的前世今生：试论中国禅宗史上有关佛教文献的意识形态斗争”

的学术报告，讲座由冯国栋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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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教授指出：有关唐代禅僧“天王”道悟与“天皇”道悟身份真伪的争论是中国

禅宗史上的一大公案。从宋初到清初的几百年间，有关这一问题的僧诤不断，甚至波

及到日本。尤其在十七世纪，随着禅宗在东亚大陆的崛起，这一本来属于文献考证范

围的实证问题，成为僧人聚讼的焦点。以浙江天童寺密云圆悟禅师为中心的临济宗力

主两道悟说，并依此在《五灯严统》等新撰灯谱中篡改禅宗的世代法系，由此掀起一

轮又一轮的法门论战。 吴教授重点介绍了唐代禅僧“天王”道悟与“天皇”道悟的问

题在禅宗史上的意义，并概述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正反论据。吴教授认为虽然这一

僧诤的表现形式是考据学，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转化为禅宗内部的意识形态斗争。

讲座最后，吴教授提出两个问题：1、是否可以后代史料考证前代历史？2、佛教考证

学是否成立，它与清初考据学的产生有什么关系？引发大家的深度思考与讨论。 

 

 

随后，冯国栋教授对吴疆教授的精彩讲座作了总结与评论，在场的各位师生也与

吴教授深入探讨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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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要闻 
 

宋学中心召开 2015 年度省重点研究基地课题申报工作座谈会 

2015 年 5 月 20 日，宋学研究中心 2015 年度省重点研究基地课题申报工作座谈会

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行政楼宋学研究中心会议室召开。冯国栋教授、董平教授、关长

龙教授、祖慧教授、何善蒙教授等出席了此次座谈会。中心主任陶然教授因故未能出

席，会议由中心副主任冯国栋教授代为主持。 

会上，冯老师首先传达了省社联关于本年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申报工作部署要求，

介绍了本年度基地课题将分为常规性课题和竞争性课题，其中常规性课题是指根据基

地上年度考核及结题情况确定的立项课题，每个重点基地原则上为 3项，竞争性课题

是指根据今年课题申报的数量与质量确定的立项课题，一般为 0至 4项。同时，在董

平教授的建议下，与会各位老师一起完成了本年度课题申报指南的调整修改，确定了

本年度课题申报的具体范围。    

2015 年度宋学研究中心省基地课题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相关通知与要求将发布

在中心网站，欢迎宋学领域研究人员积极申报本年度省基地课题，课题申报将于六月

底截止，届时中心将举行课题申报第一轮专家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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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中心召开 2015 年度省基地课题评审会议 

2015 年 6 月 29 日，宋学研究中心召开 2015 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课题评审会，董平教授、陶然教授、冯国栋教授、关长龙教授、祖慧教授、何善蒙

教授等出席。会议由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董平教授主持。 

董平教授首先介绍了本年度申报我中心省基地课题的基本情况，阐明了本次省基

地申报课题进行首轮专家初审的要求与标准，即申报课题需围绕宋学研究中心课题指

南及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中心将依据课题设计的质量，客观公正地评选出角度新颖、

论证深入、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课题。 

本次年度基地项目，中心收到省内外申报课题共 22项。通过审查评议，并结合 3

位外校专家的通讯评审意见，中心评审组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评出了 15项初审入选

课题，其中来自浙江大学的课题 9项，来自省内外其他高校的课题 6项。初审结束后，

近日将向省社科联科管处进行课题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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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 

 

龚延明教授“南宋文官徐谓礼仕履系年考释” 

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 

编者按：《中国史研究》2015 年第 1期刊载发表我宋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龚延明教授“南宋文官徐谓礼仕履系年考释”一文，现将该文内容提要摘录于下： 

该文是对《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的解读。解读选取的视角，是依据出土官告文

书，对徐谓礼三十年仕履，按年、月、日，将其历任差遣、职事官与相应的官衔，进

行了梳理、整合和考释，使这个南宋名不见经传的中层文官的仕履得以复原，期有助

于深入解读《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并有助于从中了解南宋官荫制、官职迁转、除

授、考课以及官衔结构制度的具体运作过程。 

 

龚延明教授“宋代四万进士档案的重构”在《新华读书报》上发表 

编者按：我宋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龚延明教授“宋代四万进士档案的重构”

一文于 2015 年 5月 20 日在《新华读书报》上公开发表。现将该文部分内容摘录于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龚延明教授先后向高校古委会、国家社科规划办申请《宋登科记考》和《中国

历代登科总录》课题。课题批准立项后， 龚延明教授和祖慧教授的团队历经近二十年努力，继２００

９《宋登科记考》出版后，今年，《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第一份硕果———1000 万字、十四册的«宋
代登科总录»，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宋代登科总录》相较（宋登科记考》又提升了一个层次，增加了书证，使四万一千多个宋代登科

人的小传都有了文献资料的支撑。 
宋代三百多年，共举行了１１８ 榜科举考试。然而，保存完整的登科录，只有《绍兴十八年同年

小录》和《宝祐四年登科录》，所载进士分别为３３０ 人、６０１ 人，这还是得益于朱熹、文天祥的

名人效应。除去这二榜，仍缺１１6 榜登科录。我们完成的１4 册«宋代登科总录»，首次提供了一份两

宋 118 榜登科录。虽然，由于两宋科举文献在宋金战火中散佚，已不可能完全复原宋代每一榜登科录，

但经过我们多年的努力，总共搜集了 41040 登科人。可以说已恢复了三分之一的登科录，重构了宋代四

万多进士的档案。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宋代登科人物最大数据库。 
    《宋代登科录》所收每一个登科人，都有一份小传，即凡从现存文献中能辑录到的宋代登科人，按

朝代、榜次顺序，列其姓名，姓名下列字、号，籍贯，登科年，初授官，所历官（举例）及终任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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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官），谥号。小传之下，附书证。书证，写明哪一朝作者、书名、卷次及与小传有关信息的原著引

文。书证尽量做到三条以上。举例如下： 
    【李垂】字舜工， 博州聊城县人。 咸平三年登进士第，初授闻喜县 
尉。 天禧四年, 任尚书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同修起居注， 仕至知均州。 
    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一七《 李公( 垂) 墓志铭》:“ 公讳垂,字舜工。博州聊城人。 咸平

中举进士，初命解州闻喜尉，换州司法，再调湖州录事参军。 召试为崇文院校勘，出知亳、颍、晋、

绛、均五州事， 年六十九,以明道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疾终于武当。” 
   《宋史》卷二九九《李垂传》:“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咸平中登进士第。自湖州录事参军召为崇文

校勘，累迁著作郎、馆阁校理,出知均州，卒年六十九。” 
   《北京图书馆藏拓片 墓志》６４８９、公孙简«《赵郡李君( 筠) 墓志铭·天禧四年十二月》:“ 君
讳筠,字质素,博州聊城……生三男：季曰垂，举登科第。习知官守，今尚书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同

修起居注。咸平三年，垂擢进士第。” 
    雍正《山东通志》 卷一五《 选举志·宋制科》: “ 李垂,，聊城人， 起居注。” 
    由上可知，小传所提供信息及书证，需要从多种渠道通过查阅文献获得。为此，我们翻阅了上千种

以上文献。历经了“上穷碧落下黄泉”搜集资料的种种磨难。这些已逝的登科人，大都是曾经在宋代叱

咤风云的精英，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与苏辙兄弟、王安石、沈括、苏颂、李纲、宗泽、朱熹、

文天祥等等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军事家，是其中的杰出的代表，从他们身上可以

窥见宋代科举制度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影响力。正是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宋代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

为繁荣、最为光采夺目的文化。科举文化流淌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 
    《宋代登科总录》问世了，为宋代科举史研究提供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数据。 希望它能为推

动宋代科举史以及相关学科(宋代思想史、文学史、教育史、社会学史、经济地理学、人才管理学等)的
深入研究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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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发表龚延明教授“南宋官员委任状真迹首度露面--

司马伋、吕祖谦官告的解读” 

编者按：宋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龚延明教授“南宋官员委任状真迹首度露

面--司马伋、吕祖谦官告的解读”一文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在《中华读书报》发表。

以“文书治天下”是中国古代官制的重要特征。文书的规制不仅能够反映政治制度，

更能反映出制度运行的具体流程。现存古代中央机构的文书非常少见，此次发现的南

宋著名官员司马伋、吕祖谦官告，书仪格式保存完好，对学术界、文化界研究探讨宋

代官制及其运行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文献。现将该文章部分内容摘录于下： 

  

     2011 年，南宋武义徐谓礼墓出土徐谓礼录白告身、敕黄、印纸文书，共十二卷，其中告身二卷十

三件。2013 年，包伟民、郑嘉礼编《南宋武义徐谓礼文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成了宋史学术界轰动

一时的盛事。比之唐代，宋代新出土的文献实为罕见，因此显得特别珍贵。这批新材料，对深入了解宋

代官文书的格式和运作流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原始档案，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为宋代制度史研

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唯一不足的是，它不是真迹官文书，而是录白文书，即是手抄副本。那么，比如官

员的官告，到底是什么样子？又是用什么材料制成？还是一个问号。 

      值得庆幸的是，秘藏于域外的南宋著名理学家吕祖谦和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曾孙司马伋的真迹官

告，最近重见天日、公布于世。此次发现的吕氏、司马氏真迹官告与徐谓礼录白官告，构成了互为参证

的双璧。奇迹的发生悄然而至，真有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喜悦！ 

      司马伋，字季思，陕西夏县人，司马光曾孙。他留下的这份官告，是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

任命他为“总领淮西江东总领所总领、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兼提领措置屯田”的官告，这是个官位不高

而权责很重的差遣。当时南宋有四大总所，淮东总领所为其中之一，近于现在大军区后总后勤部，保证

军马钱粮供应；“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这实际是对皇帝直接负接的监察统制司（查当于大军区）长

官行动的间谍工作；“兼提领措置屯田”是例行公事，管辖下屯田。现把该官告制词、告身迻录如下： 

（一）制 词 

      敕：右朝散郎、尚书吏部员外郎、赐绯鱼袋司马伋：中户三家之赋，仅活一兵步卒五人之粮，可

赡一骑。此前史养兵之论，亦后人计费之言。悉仰给于度支，宁不伤于国力？然则统之民部，临以王官，

庶乎其宜也。以尔性有通方，才无滞用，以大贤之后，为当世之称。前者，占兰省之名郎，賛天官之武

选，条理甚精，奸欺不生，式畴尔能，可司军赋。爰以国计之重，遂正版曹之名，委属盖优，钦对毋怠，

可特授依前右朝散郎、尚书户部员外郎、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兼提领措置屯

田。赐如故。 

奉 

      敕：如右。牒到奉行。 

（二） 告 

      告：右朝散郎、尚书户部员外郎、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兼提领措置屯

田、赐绯鱼袋司马伋 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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