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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从“政治文化”、“社会经济”、“文物考古”、“文化交流”等四个方面，对三国两晋南北朝
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探究。作者主要关注了西晋诸侯分食制
度、魏晋租调、战国秦汉的亩制、六朝江南地区的农作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对外交流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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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学锋，1962年生。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教授、博士
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东晋文化》（2005年）、《中国墓葬史》（2009年）等。曾在《史林》、《东
洋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文物》、《文史》以及海外的学术刊物上发
表论文50余篇，译著、译文2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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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政治文化篇
菰菜、莼羹、鲈鱼脍与吴人的乡思
“滂民”考述
西晋诸侯分食制度考实
东晋的哀帝一一东晋前中期的政治与社会
评点校本《观世音应验记》三种
“齐梁故里”研究中的史料学问题一一兼论“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的地望
六朝建康城研究中的史料学问题一一以建初寺的地点考证为例
社会经济篇
战国秦汉时期的大小亩制
战国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亩产
论曹魏租调制中的田租问题
西晋占田、课田、租调制再研究
论东晋的“度田税米”制一一特别是与土断的关系
九品相通：再论魏晋时期的户调
再论六朝江南的麦作业
文物考古篇
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发掘与复原
论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的性质
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墓主身份研究一一以随葬品的考察为中心
读西安出土唐姚无陂墓志
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志研究
南京司家山出土谢氏墓志研究一一东晋流寓政府的挽歌
文化交流篇
四五世纪东亚世界的形成与东晋南朝一一以中国史料为中心
《观世音应验记》的发现、研究及其在六朝隋唐时期的著录与流布
日本人唐求法僧最澄所携唐代官文书三种
论江苏连云港“土墩石室”遗存的性质一一特别是其与新罗移民的关系
序井内古文化研究室编《中国六朝瓦图谱》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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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武德三年（620年）的武进县是如何设置的，《旧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
太平寰宇记》上都没有任何说明，只见于《新唐书·地理志》的自注：“武德三年以故兰陵县地置。
”作为最朴素的理解，这个自注告诉我们，武德三年恢复了隋平陈后废人曲阿县的梁陈兰陵县。这似
乎没有什么悬念，后代志书几乎全部沿用了这一说法。常州《评析》也非常关注《新唐书·地理志》
的这条自注，坚信“唐前的武进县已从曲阿县中以‘故兰陵县地’、‘原兰陵县地’分出，既没有留
一部分‘原兰陵县地’在曲阿，更没有唐后与曲阿再有分合的记载”。距离初唐三百余年的欧阳修、
宋祁等人，是依据什么史料作下的这个注，我们今天已无从知晓。然而，正像常州《评析》所提出的
那样，武德三年设置武进县时，“唐前的武进县已从曲阿县中以‘故兰陵县地’、‘原兰陵县地’分
出，既没有留一部分‘原兰陵县地’在曲阿，更没有唐后与曲阿再有分合的记载”，既然如此，那么
，为什么位于六朝武进（兰陵）县境内的齐梁帝陵会在曲阿（今丹阳）县境内，而不在唐以后的武进
县境内呢？这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必须回答！ 这个问题如果无法回答，很多问题的探讨便会陷入僵
局。武德三年（620年）“以故兰陵县地置”武进县，如果对《新唐书·地理志》的这个自注不加怀疑
全盘接收，那么就意味着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分丹徒、曲阿二县地另置的武进县（即“曲阿武进”
）全部得到了恢复，武德八年（625年）江南完全平定后被并入了晋陵县，垂拱二年（686年）分晋陵
县西界重置的武进县（即“晋陵武进”）占有了“曲阿武进”的全部旧境，当然，“齐梁故里”也就
无疑在“晋陵武进”境内了。但事实恐非如此。西晋太康二年建置的武进县是分丹徒、曲阿二县地所
置，太康二年建置后的武进县与丹徒县、曲阿县的县界，虽然无法详知，但从《太平御览》卷一七〇
《州郡部·江南道·润州》所引《吴志》佚文可以觉察到一些信息。《吴志》佚文云：“岑昏凿丹徒
至云阳，而杜野、小辛之间皆斩绝陵砻，功力艰辛。”引文下自注云：“杜野属丹徒，小辛属曲阿。
”杜野、小辛两地今天虽然无法准确落到某个具体的地点上，然而，根据岑昏凿道的地理形势及宋元
以后丹阳地志对前小辛、后小辛等村落的记载，孙吴丹徒（武进）、曲阿（云阳）二县东北部的县界
当在今丹阳市北大泊至埤城一线。太康二年分丹徒、曲阿之地另置武进县时，至少这一线以东地区均
为武进县地，从而，武进县西与丹徒县接壤，南与曲阿县接壤，东与毗陵（晋陵）县接壤，北滨长江
。以上的观点虽然也没有突破推测的范畴，但丹徒与太康二年建置的武进的县界断不能在今常州西北
孟河、万绥偏西一线。 如果不承认这一推测的话，垂拱二年（686年）分晋陵县西界重置武进县时，
包括齐梁帝陵在内的今丹阳东北部地区为什么没有被纳入新的武进县，这个问题就无法回答。为了回
答这个问题，并顺利解读《梁书》上的有关史料，结论似乎只有一个：唐武德三年（620年）政府在设
置武进县时，并没有恢复开皇九年（589年）并入曲阿的兰陵县全境，只是将旧兰陵县的东部地区析出
建置了武进县，而旧兰陵县的西部地区依旧留在了曲阿县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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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是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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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寒假在家读完的，作者应该是个对日用很讲究的人（啥意思你自己去想）。
2、一些知識補充
3、深深感觉作者是个吃货

4、迷之民科感，可能因为散文气息太重，不太适应...
5、文章参差不齐
6、把《论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的性质》跟贺云翱的考古报告对着看，很有意思，说明考古学
家的史学功底是多么的重要。
7、其实租调的七篇论文都是快速翻过⋯细读了《再论六朝江南的麦作业》，作物结构的变化对北方
流民和南方土著都是重要的生活改变，如何推进研究值得进一步思考。另，《钟山坛类建筑遗存的性
质》一文与贺云翱老师的报告一起食用，有特别的感触～
8、滂民+觀世音應驗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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