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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传统》

内容概要

《敬畏传统》讲述了：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精神家园的守护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文化盛宴“三十
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生于
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
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
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
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
、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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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尚君

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
文学与古典文献学，于唐代文史基本典籍研究用力甚勤。著作有《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旧
五代史新籍会证》《唐代文学丛考》《陈尚君自选集》《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等，论文有《杜诗早
期流传考》《〈全唐诗〉误收诗考》《再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晏殊〈类要〉研究》《唐女诗
人甄辨》等一百余篇。

Page 3



《敬畏传统》

书籍目录

目录

自序

一九七八
一九七九
杜甫离蜀后的行止试析
——兼论杜甫之死

一九八〇
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
温庭筠生年新考

一九八一
欧阳修的文学成就

一九八二
杜诗早期流传考

一九八三
姜夔卒年考

一九八四
《全唐诗》误收诗考（节选）

一九八五
欧阳修著述考（节选）

一九八六
何谓西昆体

一九八七
韩柳交游之始

一九八八
唐宋诗词札记

一九八九
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印行者考

一九九〇
张碧生活时代考

一九九一
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钞本《元和三舍人集》

一九九二

Page 4



《敬畏传统》

《诗渊》全编求原
我作《全唐诗补编》

一九九三
《永乐大典》残卷校《旧五代史》札记

一九九四
文史考据应有所阙疑
齐己佚文《龙牙和尚偈颂序》考述

一九九五
述《全唐文》成书经过
《二十四诗品》辨伪答客问

一九九六
文史札记一组

一九九七
长沙窑唐诗书后
存世唐诗知多少

一九九八
唐代文学文献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九九九
清辑《旧五代史》平质
地方志辑佚之得与失
——评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
陈寅恪先生唐史研究中的石刻文献利用

二〇〇〇
断代文学全集编纂的回顾与展望（节选）

二〇〇一
中国近二十年唐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新变

二〇〇二
复旦中文系的学术传统
——《卿云集——复旦大学中文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前言
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史研究

二〇〇三
唐代墓志中所见的妻妾关系
在早稻田看书

二〇〇四
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新版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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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五
《旧五代史》重辑的缘由和方法
《全唐文补编》出版感言

二〇〇六
五代社会变化的一些迹象
二十四史启动修订的一些建议
朱东润先生的治学方法
——以《梅尧臣传》为例

二〇〇七
欧阳修的从政经历和学术建树
——纪念欧阳修诞辰一千周年
《册府元龟》的校订和利用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二〇〇八
学者宜知所取舍
——金程宇《稀见唐宋文献丛考》序
破镜重圆的原委和真相

二〇〇九
古籍辑佚学在数码时代的发展机缘
——史广超《〈永乐大典〉辑佚述稿》序

附录 陈尚君学术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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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套书读过不少，大多都很赞
2、陈尚君先生，是30年来大陆学人的典范，其著作和文章，都足以代表大陆学界相关研究的最高水平
，值得珍藏！
3、裝幀扣一分= =內容很精彩，可見學術脈絡，示人門徑。
4、背单词背得昏天黑地时看的，抚慰我幼小心灵嘤嘤
5、这一系列还看过葛兆光先生的《看澜集》。既然丛书名为“三十年集”，那么文章还是以看出学
者的研究、心路历程为好。从这一点上看，陈先生此书比葛先生选得更为合适。这所谓的好，倒不是
说选的文章经典，只是更能看出研究历程罢了。陈先生选的很多虽不是其代表作，但多能体现其想法
和研究思路，这对于后学来说，可能也是很重要的吧。从此书中明显可以看出陈先生从早年的诗文研
究到辑佚，再到文献整理、研究，然后成为大佬的过程，很有意味。
6、文史之学。
7、怪不得钱钟书招不到研究生···
8、因为找一篇文章而读到这本书，“纪事”部分有很多掌故。“你中国哲学史读过什么书？”“读
过任继愈的三本，第四本没找到。”“第四本还没有出版。”这段对话好萌~
9、陈尚君先生是现任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在唐代文学文献研究上成绩卓著。这本书以编年体形式展
示了他求学、成长的历程，所选论文多有启发性，值得推荐。
10、男神给签名了！虽然还没有拿到。。。
11、有一个藏书印认错了，已经告诉陈老师
12、陳老師學問精湛，力學不倦，當為吾輩楷模，儘管聽他的學生說到，現在名聲大了，難免有些愛
誇誇其談。。此書可見學術路數和治學門徑，我記下了不少研究思路和手段，很受啓發。
13、主要去看那几篇有趣儿的纪事去了，倒没仔细看那几篇论文。
14、陈先生来我们学校开过会，之后有听老师们讲过这位先生的风采，于是心向往之地买了一些陈先
生的著述准备细读。
15、这个书很有特色，按年编的，现实作者回忆这一年有什么重要的是，然后是这一年发的文章。尤
其自述十分可读，这个是丛书，我还要买其他的，找机会
16、2014年第一本
17、好书！陈尚君先生论文精华。只是配送的书稍有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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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人生百年，倏近六十，大半已经过去。从1978年入研究生算起，从役学术也超过了三十年。复旦大
学出版社编辑“三十年集”，入选人物都是“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精神家园的守护人”，明知我很不
及格，仍然约我编一本集子。想到三十多年来的学术经历，有机会稍作清理，也很难得，就抱持“稍
存异数”的心情答允下来。写出回顾学术起点几年的纪事文字，才惊讶于一些成长的经历十分模糊。
我绝无家学传承，初一就遭逢“文革”，到农场劳作八年，与几位高中生读过一些书，作为最后一届
工农兵大学生进入复旦不到一年，老师认为水平不下于“文革”前大学生，怂恿考研，居然顺利录取
、如何跨越中学到大学的教育，是得益于“文革”十年的饥渴阅读，还是入大学一年的愤发读书，自
己也说不清楚。可能是此一原因，我一直以谦恭敬畏的心情读书治学，卑以自持，不断进取，不敢张
狂，不敢稍懈，逐渐得悟学术之一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方法笼罩全国的学术氛围中，我则在传统
文史考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无法自拔。回头来看，这一选择还算值得，差可欣慰。现在回头说研究
方法，我觉得创新固可喜，其实守旧也很精彩。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强调学者应博通四部，从掌握目录
和校书识字入门，通过典籍的反复研读，先作批点札记，进而形成论文和专著，这和当代国际主流学
术的基本规范其实是相通的。我受教于复旦几位杰出学者而初窥学术堂奥，在转益多师的摸索中寻求
适合自己个性的治学路数，在学术史定位中确定可以开展的工作。三十年主要完成以下几项工作：一
是199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全唐诗补编》，会聚前人所得补录唐诗6400多首，三分之二是我搜寻所得
；二是发表各类学术文章约200多篇，最重要的是1994年与汪涌豪一起提出《二十四诗品》伪书说，其
他还有各类辞书和札记逾万则；三是2005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全唐文补编》，补录唐人遗文近7000篇
；四是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最初思路受到史学大家陈垣的启发，基
本治学方法则遵循司马光、刘恕做《资治通鉴》先做长编的古法，较彻底完成五代史基本文献的清理
。目前在做的工作，可以提到的有二十四史修订承接了《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三
书，其中前二部有师辈的工作基础，有责任接续；再是修订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希望清
理明清积存的唐前诗歌文献，反映最近四五十年学术的进步，满足当代研究之需求；另编纂《唐五代
诗纪事》，编录全唐本事诗，系统清理唐人集部以外的诗歌。这些都可以在近期完成。归纳起来，我
的主体工作是步武传统文史考据的方法，立足于当代学术的需求，着眼唐一代文学、历史基本文献的
建设，期冀因自己的努力，巩固唐代文史研究的基石。如果说到个人的学术体会，我常与学生讲到三
点：一是掌握目录学以求全面掌握已佚和存世文献，兼顾四部，不拘学科，兼收并蓄，不弃涓滴；二
是重视史源，区分文献的主次，并在此原则上从事专题研究和文献重建；三是不盲从前人，不轻信权
威，对所有问题都强调在文本阅读基础上的重新评估和认识，并因此而看到前人的种种不足和今后可
以努力的方向，唐代基本文献也是如此。我觉得无论马克思讲的“怀疑一切”，还是陈垣说的“毋信
人言”。其实都是以庄敬的态度阅读和审视前人的著作，而以自己的眼光建立认识、这其实是一切从
事严肃的学术研究应该持有的立场。今后做什么？也是我近年经常考虑的问题。本书最后收录为金程
宇所作序，拟题《学者宜知所取舍》，其实表达的是我的犹豫。像我这样坚持传统著述的学者似乎已
经不多了，我也很庆幸在自己还没有衰老以前达到了一定高度，相信还有余力做一些较为重大的课题
。就我目前的学识和能力，可以完成唐史基本文献的重建（这是严耕望曾反复斟酌而最终放弃的设想
），也可以完成全唐诗文的新辑会校，虽然都已经积累了数量极其巨大的文献，但个人生命和精力，
似乎难以全部完成。就在几天前，在经历了此生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后，完成了第一项选择，会在调适
心情后开始新的努力。由于我的主题研究无法在本书中展示，只能选取相关的叙述文字以作弥补；一
些较有心得的论文也因篇幅太长，只好稍作节取或放弃。这些均请读者谅察。书名调换了几个，最后
的选择是表示对传统学术和治学方法的尊重，也是我多年来从事学术工作一直抱持的心情。2011年5
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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