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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

内容概要

这本《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精)》由罗丰主编，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书中收入了《“寄
田”与“仰谷”——试论西汉时期塔里木盆地绿洲的农业开发方式和农产品贸易》、《史诃耽与隋末
唐初政治——固原出土史诃耽墓志研究之一》、《安禄山服散考》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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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所谓“抑买”，即强迫以低价购买，估价问题是这一案件的关键。大理少卿张叡册也曾以“准
估无罪”为褚遂良开脱，可见史诃耽的房宅估价，可高可低，褚遂良正是利用估价及其权力，上下其
手的。　　2.作为与长孙无忌“同心辅政”的宰相褚遂良买史诃耽的宅地，一方面表明史诃耽的宅地
一定建筑得精美奢华，堪称“甲第”，另一方面也表明史诃耽在京师至少有两处宅地。史诃耽墓志称
其夫人康氏“终于雍州长安县延寿里第”，延寿里的宅地，应是史诃耽家族宅地之一。作为一个只有
六七品散官的直官，靠其俸禄，在“居大不易”的京师置有两处以上的豪宅，显然不大可能，而史诃
耽所以能够在京师置产兴业，是因为其作为粟特后裔的生活方式。易言之，史诃耽在京师任翻书译语
的同时，仍在从事商业活动，这是粟特人的民族性。《通典》卷一九三引韦节《西蕃记》云：“康国
人并善贾，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新唐书·西域传下》也记载康国
“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胶于掌，欲长而甘言，持宝若黏云⋯⋯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
利所在无不至”。粟特人为“善商贾”的商业民族，史诃耽在京师仍经商，正是其民族性使然。史诃
耽墓志记载其致仕后回到原州，“门驰千驷”，“家累万金”，这当然不是其致仕后几年的营利所得
，而是他几十年在京师经商财富的积累，被褚遂良抑买的田宅，是他在京师囤积财富的一部分。　
　3.监察御史韦仁约反驳大理少卿张叡册的奏文指出：“官市依估，私但两和耳”，“私自交易，岂
得准估为定”，表明褚遂良买史诃耽宅地，是两人的私下交易。韦仁约能够“风闻”此事，显然不是
根据官府档案，消息的来源只能是当时的卖方史诃耽。作为视经商为生命的粟特人，兄弟之间尚且计
利忘义，史诃耽当然不能忍受褚遂良用政治强迫来低价购买其田宅。他以个人力量尽力抗争的同时，
又广泛宣扬抑买事件，并向御史申诉，所以才有韦思谦的弹劾。这一弹劾事件，表明史诃耽与褚遂良
的矛盾已经公开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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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侧重于中国考古，是了解这段历史的必备书目
2、拿到才发现是论文集，不是很理想。
3、这书有人看到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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