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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先秦史涵盖面广(涉及内容多以及史料解读难度大等原因&作为知识储备不足的历史学专业本科学生&常常出现畏难

情绪&以致逐渐失去了学习先秦史的信心和兴趣)因此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解读先秦史料&进而达到熟练运用&对于先秦史的

学习显得至关重要)要正确解读先秦史料&应对先秦史料的基本概况(特点有了比较深入地了解后&运用正确的方法对其进

行准确解读&才能达到熟练运用的程度)

关键词!本科教学!先秦史!史料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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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先秦史#&是指中国历史上秦代以前的历

史&具体包括夏代及其以前(商代(西周(春秋以至战

国的历史)先秦史由于时间跨度大&所运用的史料&

其所涉及的具体内容也有较大差异)一般来说&夏

代及其以前&尚未发现直接的文献证据&基本上是以

考古学(人类学为主的探讨)商周时期&除了一些基

本的传世文献外&另有甲骨文(金文(简帛资料等出

土文献可以依据)因此&所谓先秦史的史料&基本上

包括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以及一些考古资料)

就历史学专业的本科生来说&一方面对先秦史

颇感兴趣&因为它是中国历史的源流&魅力无限!另

一方面&又由于先秦史史料少且难懂&如果没有一定

的知识储备短时间内又难以入门&故学生又视为畏

途)那么&如何帮助本科生尽可能快地掌握基本的

先秦史知识&培养学生对先秦史研究的兴趣&实际上

非常必要)

一"先秦史史料的基本概况

先秦史的基本史料实际上包括四类&即传世文

献(出土文献(考古资料以及民族学资料等)下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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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这四类资料作以简要介绍)

#一$传世文献

现存完整的先秦史的传世文献&如果依照传统

的分类&可以分为经(史(子(集四类)

经类'如0易1(0尚书1(0诗经1("三礼#$0周礼1(

0礼记1(0仪礼1%(0春秋1$包括解释0春秋1的三

0传1'0左传1(0公羊传1(0谷梁传1%&这五类&古称

"五经#&如再加上失传的"乐经#&则为"六经#)那

么&到底如何选择经书进行阅读呢3 我们在阅读先

秦史书时&一定要选好的版本)这是因为&先秦古

书&流传至今&历经无数书手抄写(排版(整理等过

程&里面或多或少地有许多错讹(增删甚至改写&因

此&古代学者在阅读这些典籍时&经常进行一些校

勘(考订的功夫)后来历代学者把这些校勘考订的

成果进行总结&挑选出了一些好的版本)可以说&只

有阅读这些好的版本&才能省去校勘考订的之功&从

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本科生而言&比较好的

关于经书的校勘本是中华书局出的0十三经注疏1

$清嘉庆刊本%&是清代学者阮元校勘的)另外&清代

学者考订先秦典籍的水平最好(成果最著&中华书局

出的"清人十三经注疏#可以说是集中国古代学者考

订先秦典籍之集大成&也是非常适合本科生阅读的)

当然&现代一些著名学者对经书的注解也是非常重

要的&比如杨伯峻的0春秋左传注1$中华书局&

#FF"

年%等等)

史类'如0国语1(0战国策1(0逸周书1(0史记1中

的先秦史部分等)0国语1主要记载西周厉王以后及

春秋史事)比较好的版本是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

研究所校点的0国语1$上海古籍出版社&

#FFV

年%&

清代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的0国语集解1

$中华书局&

!""!

年%&以及清代董增龄撰的0国语正

义1$巴蜀书社&

#FV@

年%)前二者都经过整理标点&

后者为影印&阅读起来不是太方便)0战国策1主要

记录战国纵横家的一些言论)其比较好的版本是范

祥雍笺证的0战国策笺证1$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0逸周书1各篇成书年代不一&但无疑是一部先

秦古书)

-

#

.

#"%现在比较通行的本子是黄怀信(张懋

(田旭东撰的0逸周书汇校集释1$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

!""D

年%)0史记1是西汉的司马迁所著&虽

成书于汉代&但由于该书依据了许多先秦典籍$有些

可能已经亡佚%&再加上司马迁杰出的史学才能&使

得0史记1一书具有非常重要的史学价值)现今通行

的版本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0史记1三家注$中华书

局&

!"#E

年%)

子类'如0墨子1(0老子1(0庄子1(0孟子1(0荀

子1(0韩非子1(0孙子1等等)关于先秦诸子&大部分

产生于春秋末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现在比较

好的是由中华书局出的0新编诸子集成1&选取都是

目前为止最好的注释本&断句标点&颇便阅读)

集类'如0山海经1(0楚辞1等等)0山海经1是我

国上古时代的地理(历史(神话(动物(植物(矿产(医

药(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宝贵资料)今人袁珂校注的

0山海经校注1$巴蜀书社&

#FF!

年%是比较好的注

本)0楚辞1收录了战国至两汉间楚地诗人的作品)

现在通行的版本是黄灵庚的0楚辞章句疏证1$中华

书局&

!""D

年%)关于利用0楚辞1来进行先秦史研

究的&可参看0孙作云文集,楚辞研究$上%,楚辞与

上古史研究1$河南大学出版社&

!""%

年%)

以上是简要介绍&如想深入了解&导读性的可以

参看英国汉学家鲁惟一主编(李学勤等译的0中国古

代典籍导读1$辽宁教育出版社&

#FFD

年%&郑慧生的

0先秦史要籍介绍1$河南大学出版社&

!"#"

年%&王

晖等的0先秦秦汉史史料学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D

年%等著作)

#二$出土文献

与先秦史相关的出土文献包括甲骨文(金文(简

帛(钱币文(玺印文(封泥文(陶文(盟书等等&其中前

三类最为重要)

甲骨文&是商周时期人们契刻或书写在卜甲(卜

骨及其他动物骨骼上的卜辞(记事刻辞及其他文字)

甲骨文基本上属于商代后期之物&另外在陕西周原

还发现了西周甲骨)甲骨文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

手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前辈学者指出&

甲骨学的入门读物为郭沫若的0卜辞通纂1和0殷契

萃编1)资料性的有0甲骨文合集1$中华书局&

#FDV

2

#FV!

年%(0甲骨文合集补编1$语文出版社&

#FFF

年%等等)

金文&是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古人把金(

银(铜(铁(锡都称为金)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也简

称"金#)金文有商代金文$大约从商代中期开始%(

两周金文等&都是研究商史(两周史的重要史料)金

文的入门读物为郭沫若的0两周金文辞大系1(马承

源的0商周铭文选1&关于青铜器方面的知识可以参

看容庚的0商周彝器通考1)资料性的著作有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0殷周金文集成1$中华书局&

#FVE

2

#FFE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0殷

周金文集成释文1$香港中文大学&

!""#

年%&锺柏

生(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编的0新收殷周青铜器铭

文暨器形汇编1$台北艺文印书馆&

!""$

年%&吴镇烽

编著的0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1$上海古籍出

版社&

!"#!

年%)

简帛文字&是指书写在竹简(木牍以及绢帛等上

的文字)截至目前&我国已出土几十万枚战国(秦(

汉(吴魏晋时期的简牍资料)其中对先秦史研究来

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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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战国简(秦简尤为重要)就楚简而言&郭店楚简

偏重思想史&包山楚简偏重制度史和法律史&上博

简(清华简则更偏重历史)就秦简而言&睡虎地秦简

偏重法律史&里耶秦简则偏重基层社会及制度史)

初学者可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选择)

#三$考古资料和民族学资料

文字记载出现以前的历史的研究&主要是以考

古材料&并辅助于民族学资料)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地探讨&在以文献为主的同时&也要注意充分运用考

古资料和民族学资料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可以

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编著的0中

国考古学,新石器卷10中国考古学,夏商卷10中国

考古学,两周卷1等)如想进一步了解最新的考古

发现及研究进展&可以参阅0考古学报1(0考古1(0文

物1等报刊杂志)另外&也可适当地参考一些周边民

族的民族志材料)

二"先秦史史料的基本特点

先秦史史料跟中国古代史其他断代的史料不

同&而有其自身的特点)总的特点有三'一曰本身的

资料少而所涉及的内容多&二曰解读的难度大且专

家的分歧大&三曰新资料不断涌现而陈说时被证实

或证伪)下面分别说明之)

先秦史史料的特点是本身的资料少而所涉及的

内容多)先秦时代距离今天遥远&所以流传下来的

史料很少)据学者统计&现存先秦古书有
$"

多

种&

-

!

.

#F?%!数量不可谓多)但是&这些先秦古籍&从

汉代开始&就开始对其进行研究&进行注疏)发展到

今天&可以说是对其研究的成果是汗牛充栋&浩如烟

海)所以&后代学者要进行研究&必先缕析清楚前人

的研究成果&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此之多&看完如何

可能3 因此&清代学者的办法就是专研一经&"竭毕

生之力&熔铸几百种参考书才泐成一稿#&

-

%

.

!#V而且

是世代相传&所以清人研究经典成名的学者&往往有

其家学渊源)比如0左传1大概有
#F

万多字&但从其

成书以至到清代&对其的研究已经数不胜数)清代

注疏0左传1&最有名的当属0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1&

而此书是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祖孙三代前赴后继

之作&

-

E

.

E即便如此&这部书也未能完成&只到鲁襄公

五年&可以说是只完成了三分之二)晚清著名学者

刘师培&是刘文淇的曾孙&对0左传1深有研究&杨伯

峻认为除过此人天资聪慧之外&其家学渊源也是很

重要的因素)

-

@

.

#!@又如0仪礼正义1&是清代胡培承

继其祖胡匡衷(其父胡秉虔之家学&积四十余年之力

尚未完成&经族侄胡肇昕等的进一步增补&方才完

成)古人讲"皓首群经#&于此可见一斑)

其次&先秦史史料另外一个特点是解读的难度

大且专家的分歧大)先秦时期的语言&和现代汉语

差别甚大&因此&今人要直接阅读先秦古书很难看

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借助于汉代人的注(

唐代人的疏以及清代和近现代的注释成果)但是&

由于注释家所依据的材料不同&所以所持的观点相

异&甚至于说相差甚大)比如清代阮元校刻的0十三

经注疏1本0左传1庄公四年载'"四年春王正月&楚武

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杜预注'"尸&陈也)荆

亦楚也&更为楚陈兵之法)扬雄0方言1'/孑者&戟

也)+然则楚始于此参用戟为陈)#孔颖达疏'"/尸&陈

也+&0释诂1文)荆即楚之旧邑&故云荆亦楚也)楚

本小国&地狭民少&虽时复出师&未自为法式&今始言

/荆尸+&则武王初为此楚国陈兵之法&名曰/荆尸+&

使后人用之)宣十二年传称/荆尸而举+&是遵行之

也)#

-

$

.

%V!V可见&杜预和孔颖达都解"荆尸#为"楚陈

兵之法#)"陈#与"阵#上古音同为定母真部字&"陈&

古阵字#

-

E

.

#E"

&因此"楚陈兵之法#实际上犹言"楚军

阵名#&后来中外注疏家多循此说)

#FD@

年
#!

月&在湖北云梦县发现了一批秦代

简牍&其中在甲种0日书1"岁#篇有秦楚乐名对照表&

其中有一楚月名称为"刑夷#)

-

D

.

#F"有学者据此认为

此"刑夷#即0左传1中之"荆尸#)"荆#从"刑#声&0说

文,艹部1'"荆&楚木也)从艹(刑声)#"尸#("夷#在

古文字里常通假&所以"刑夷#读为"荆尸#从文字音

韵学上说是可以的)如此看来&杜预以至近现代学

者的注是否都错了呢3 到底该信从谁的说法呢3

-

V

.

再次&先秦史史料的第三个特点是新资料不断

涌现而陈说时被证实或证伪)自从王国维提出"二

重证据法#后&对出土材料学者普遍越来越重视&而

新材料也不断涌现)刚开始是甲骨文&稍后是金文&

近二三十年来简帛文献大量公布&简帛学已经成为

显学)新材料的公布&使我们有可能根据这些材料

检验前人说法之正确与否)学者提出的观点&是否

经得起新材料的检验&直接影响学者的学术声誉)

如著名学者裘锡圭先生&其做的考释古文字的文章&

"很少出现问题&考释命中率很高#&所以被称为是

"当代中国古文字学研究的第一人#)

-

F

.在这种形势

下&要在先秦史领域有所成就&必须要有一种博观而

约取(厚积而薄发的精神&又得具备严格的自律

意识)

可以说&先秦史史料总的特点是本身的资料少

而所涉及的内容多&解读的难度大且专家的分歧大&

再加上新材料不断涌现&陈说往往或被证实(或被证

伪)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初学者&要利用这些资料来

进行先秦史的学习和研究&往往由于知识储备不足&

或坠入迷雾而不知返途&或人云亦云而不得己见&或

由于不明了学术源流而株守旧说)那么&本科生面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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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先秦史史料&究竟如何进行解读呢3

三"先秦史史料的解读问题

实际上&不管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对先

秦史研究来说&史料的准确解读是第一关&也是最重

要的一关)那么&作为初学者面对先秦史史料&到底

从哪些方面着手进行解读呢3 前辈学者有哪些经验

值得我们去汲取呢3

先秦史料中最基本的是先秦古书&而古书中核

心的是经书&也就是经学)因此&解读先秦史史料&

关键是怎样读懂这些经书)在中国两千年的学术史

上&从汉代开始就有学者开始研究这些先秦经典&历

经唐(宋(明(清历代学者的研究&可以说是成绩斐

然)在这些学者当中&成就最高的要数清代学者&而

清代学术的精华则是以段$玉裁%王$王念孙(王引之

父子%为代表的"段王之学#&"段王之学#的核心则是

小学)清代学术的一个核心特点就是研究经学要以

小学为根基)所谓"小学#&就是传统学术的音韵训

诂之学)今人读古书&特别要注重清人的研究成果&

从清人的成果入手&正如著名文献学家余嘉锡说'

"欲读古书&非观清儒及近人之笺注序跋不可&否则

不独事倍功半&或且无下手之处#)

-

#"

.

#V@

清代著名学者王念孙说'"训诂声音明则小学

明&小学明则经学明)#

-

##

.

#明白音韵训诂才能弄清

楚小学&弄清楚小学才能明白经学)而就先秦史来

说&小学(经学明则是先秦史研究之阶梯)正如晚清

著名学者张之洞曾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

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

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

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

-

#!

.

@D"

张氏此言立足小学&而视野广阔&从小学(经学(史

学(理学(经济$经世致用%过程之顺序&可以说是给

我们指出了一条治学与治国(平天下的路径)具体

到我们先秦史学习来说&从小学(经学(史学(理学

$可以说是哲学(思想史层面%这一路径&是千百年来

学者治学之宝贵经验&我们切不可废弃)

以上所言&是要强调小学是经学的根基&经学是

先秦史研究之根基)但是&我们还要看到&经学虽然

是史学的根基&也要深刻领悟两者的差别&以及运用

经学解决史学问题时的有限度问题)刘家和先生曾

举出一个宗法制中宗统和君统是否合一的例子-

#%

.

&

颇能说明运用经学解决史学问题的有限度问题&我

们下面引述下刘先生所举的这个例子)

众说周知&宗法制是先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

题&而其中宗统和君统是否合一是困扰两千多年来

史学界的一大难题)就经学家而言&一派主张宗统

和君统合一&一派主张二者是分离的)

#=

主张君统与宗统分离!持这种看法的主要是

$礼记%和郑玄&

0礼记,丧服小记1和0大传1中都说'"别子为

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这就是宗法)关于

"别子#&汉代郑玄有以下三种说法'

"

#

#'太祖!别子始爵者!$大传%曰'别子为祖(!

谓此)虽非别子!始爵者亦然)(

*

#%

+

!VF"

"

!

#'诸侯之庶子别为后世为始祖也!谓之别子

者!公子不得祢先君)(

*

#E

+

%!E"

"

%

#'别子!谓公子若始来在此国者!后世以为

祖也)(

*

#E

+

%!$V

0大传1说'"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

君位也)#郑玄注'"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

得以父兄子弟之亲自戚于君位&谓齿列也)所以尊

君别嫌也)#孔颖达疏'"此一经明人君既尊&族人不

以戚戚君&明君有绝宗之道也)#

-

#E

.

%!$V

据上所述&则君统和宗统是分离的)

!=

持君统和宗统合一的!这方面主要有以下

资料&

$诗,大雅,公刘%&'君之宗之)(说明公刘身上

宗统和君统合一的)毛传曰&'王者天下之大宗)(郑

玄笺则云&'宗!尊也)(

$诗,大雅,板%&'大宗维翰(-'宗子维城(!毛

$传%曰&'王者天下之大宗)(郑玄笺则云&'大宗!王

之同姓之嫡子也(!'宗子谓王之嫡子)(

如果从经学角度分析&面临这种情况&到底是信

0礼记1(郑玄的说法&还是从0诗1与毛传的说法&如

从纯经学的角度考据和训诂的方法入手&实际上很

难抉择)这说明&纯粹以"经学入史学#&要做出明确

判断&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这就是纯粹以经学入史

学的限度问题)那么&面临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入

手呢3

刘家和先生认为&这时候我们借助于金文的材

料&可能较迅速而准确地做出判断)他举了以下金

文的例子'

"

#

#何尊&王诰宗小子于京室)

"

!

#

!

驹尊&王弗忘厥旧宗小子!..

!

曰&王?

下不其则万年保我万宗)

由$

#

%可见&王承认臣下为同宗)由$

!

%可见&王

承认同宗的人&而且王永远是万宗的保护者)可见&

西周金文里也是君统和宗统合一的)宗法制里宗统

和君统是否合一的问题确实非常复杂&以上说法是

否正确&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和新材料的证实&

但无疑根据金文&对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

思路和判断的例举)

以上例子是要说明&如果我们仅仅按照"从经学

入史学#的路子&有时候颇难理出头绪)也就是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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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王红亮'论先秦史本科教学中的史料运用及相关问题

这一路子实际上有其限度222实际上任何理论方法

都不是万能的222我们在运用时&综合其他一些理

论方法&对我们解读先秦史史料颇为重要)

四"先秦史史料的运用问题

先秦史史料&从周秦&历汉唐明清&传流至今&颇

有问题)大抵越古的书&问题俞多)譬若古书的真

伪问题&作者归属问题&篇目编次和卷帙问题&书中

有无后人增益或删削的问题等等)

-

#@

.

#DF因此&我们

在具体运用这些史料时&要特别注意&须经过一番考

证的功夫)

第一(甄别史料的年代(性质和真伪等)先秦古

书&成书年代不一&万不可被其书名所迷惑)譬如

0周礼1&又称0周官1&古代学者多认为是周公制礼作

乐的产物&但其中"所讲地理民情&全为战国时秦(汉

间的事物)如果相信0周礼1&则周朝声教所及&与战

国及秦(汉差不多)然事实不如此#)

-

#$

.

%因此&如果

使用0周礼1来说明西周的制度&很容易出问题)除

此之外&关于0周礼1的成书年代&还有春秋说(战国

说(周秦之际说等等&无论如何&我们在使用0周礼1

时&应该多方面考虑&尽量使用多重证据)

古书的真伪问题&向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的)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看梁启超的0古书真伪及

其年代1(崔述的0崔东壁遗书1以及顾颉刚的0古史

辨1等)凡是经学者考证&公认的伪书&不能作为证

据)

-

#D

.

#!?#%但是&如果我们能考辨出伪书作伪的时代

以及原因&再根据其来研究作伪者当时的历史&却可

以变"伪#为"真#)诚如陈寅恪所说'"以中国今日之

考据学&已足辨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

题&而最要能在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

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

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

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

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

-

#V

.

!EV

第二(重视出土材料和考古材料)以往的古书

考辨&多是就书论书&这被称为是对古书的"第一次

反思#)近些年来&由于一大批战国秦汉简帛书籍的

出土&使得在古书之外&提供了时代较为明确的地下

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对古书进行考辨&学者称之为对

古书的"第二次反思#)

-

#F

.

!V?%%

可以说&第一次对古书的反思&辨明了一批古书

的真伪及成书年代&其中有成绩也有冤假错案)比

如阎若璩等清代学者考辨0古文尚书1是伪作&已经

被学者所公认)这是成绩)但是&以往所认为的0晏

子春秋1(0冠子1是汉代人伪作&现在根据出土的

银雀山汉简可知&这些古书的成书不会晚于战

国)

-

!"

.

E"@?E"$这可以说是对这些冤假错案的平反)

但是&也有学者错误地理解或无视这些出土文献&对

一些已成定谳的辨伪成果$如上文提及的伪0古文尚

书1%进行翻案&其结果又回到了信古过头的老路上

了)因此&正如学者所说的&"在古书的真伪(年代问

题上&一方面要纠正疑古过头的倾向&一方面也要注

意防止信古过头的倾向#)

-

!#

.

第三(运用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时&均须进行

一番考证的功夫)刘家和先生回忆早年师从钱穆先

生学习&觉得钱先生对其影响最大的是&"治史必重

考证&治先秦史必须知晓清儒的研究成果&而这一点

也成为他治中国史一直信奉的原则#)

-

!!

.这是前辈

学者治学的秘诀&值得我们充分汲取与继承)那么&

考证要遵循什么原则呢3 对此&赵光贤先生引用胡

适的话说是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一分证

据&说一份话!有十分证据&才说十分话#)

-

#D

.

##

应该说&不管是研究传世文献&还是研究出土文

献&对文献的考证是其前提&也是关键)如果这一前

提缺失&那么其结论不管如何宏大&最终若泡沫一般

终究破灭)

第四(正确处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二重证

据#的关系)王国维指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

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

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

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

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勾之)虽古书之未得证

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

定&可断言也)

-

!%

.

!?%可以说&正是由于"二重证据法#

的应用&极大地促进先秦史研究的进展)但是在运

用二重证据法时&必须要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一方

面&要分清主次)在二重证据中&到底是以出土文献

为主&还是以传世文献为主3 当今的先秦史研究&较

于传世文献&对出土文献普遍比较重视&甚至于有一

种趋势是研究先秦史纯粹依据出土材料&实际上这

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无独有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当疑古思想盛行之时&就有人提出这种观点'这

分别真伪的困难既然如此&何者绝对可用作史料&何

者绝对的不能用&真是个极难的问题了)所以用载

记$指传世文献222引者按%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

概44载记既然不能与"我们#一个圆满的回答&我

们只好去问第二种材料&"古人直遗的作品#)44

所以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

若想 解 决 这 些 问 题&还 要 努 力 向 发 掘 方

面走)

-

!E

.

!$F?!D"

对此&顾颉刚先生指出&但李先生这句话颇有过

尊遗作品而轻视载记的趋向44我以为无史时代的

历史&我们要知道它&固然载记没有一点用处!但在

有史时代&它原足以联络种种散乱的遗作品&并弥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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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单调的缺憾&我们只要郑重用它&它的价值决不

远在遗作品之下)

-

!@

.

!D"?!D#

实际上&当时出土文献还不多&即使是九十文献

为主)金景芳先生说'"我认为研究古史&必须文献(

实物并重&而以文献为主)#

-

!$

.

@多年后出土文献大

量涌现的今天&出土文献仍然不能代替传世文献&在

两者关系上&应以传世裘锡圭先生也说'"相对出土

文献而言&传世文献还是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出土文

献必须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研究)#

-

!D

.

!FV

另一方面&当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发生矛盾时&

当如何处理3 我认为&对这一问题&首先我们要弄清

楚二者的特点)先秦古书流传至今的不多&但流传

下来的都是"宝#&余嘉锡先生形象地说'"$古书%为

其阅时既久&亡佚日多&其卓然不可磨灭者&必其精

神足以自传&譬之簸出糠?&独存精粹也#)

-

#"

.

#VE但

是&传世文献确实流传日久&历经无数抄写(改写&甚

至于作伪&里面可能错讹混杂&真伪杂陈)这就是传

世文献的优缺点)出土文献由于时代明确&未经后

人改写&所以史料价值颇高&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盲

目崇信)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要讲遗作品$指出

土文献222引者按%直接出于古人&载记$指传世文

献222引者按%何尝尽是后人写的)要讲载记多伪

作难以考定遗作品又岂纯粹无伪作而又易考定

呢3#

-

!@

.

!D"

2

!D#事实确实如此)

西周金文是研究西周史的第一手史料&是可信

度应该很高)我们从传世文献得知&西周从中晚期

开始&逐渐成衰微之势)但是&如果撇开文献资料&

仅从铜器铭文来看&西周早(中(晚期没有多少变化'

内政上周王皆有贤德而尽力于国事&外交上周师征

讨基本上每战必捷&他族也俯首称臣(进献纳贡)即

便是周王朝即将覆灭时也如此)假如我们仅仅依据

出土金文&我们得不出西周衰微(灭亡的征兆)可

见&出土文献作为第一手资料&如果我们对其所载史

事轻信而不加辨析&就容易上当)

-

!V

.

!"@?!"$

实际上&任何文献记载&都是人写的&因此或多

或少会参杂作者的主观意图)如此看来&不管是传

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都须考信)那么&当两者发

生矛盾时&我们到底该如何解决呢3 笔者认为&我们

须考察相关学术史&从学术史研究的历史长流中&辨

诸家之异同&探明其源流&从而在史源学这一最根本

的问题上作以讨论)

总之&对先秦史史料地准确解读(运用&实际上

绝非一蹴而就之事&必须经过长时期的积累才有可

能纯熟)作为本科生&只有端正态度&肯下苦功&才

能在先秦史学习和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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