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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1890-1969）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讲演录，由万绳楠教授根据笔记整
理而成。
陈寅属先生研究史学至勤，著作甚富，尤其是其中国中古史学的研究对当代影响最巨；但在其已出版
的作品中，尚无系统的断代史之作，本书则能补陈书之阙，因而被誉之为“稀世之珍”。
书成，并由北京大学周一良、王永兴教授审阅。
　　本书虽非陈先生的原著，但仍较为真实地体现了陈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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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寅恪，江西修水（义宁州）人，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
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十年动乱期间，他遭到残酷折磨，1969年10月7日逝世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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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拓跋焘。
《宋书》九五《索虏传》记“嗣死，谥日明元皇帝，子焘字佛里代立”。
而在“史臣日”中，又有“至于狸伐篡伪”之语。
疑拓跋焘的胡名为“佛里伐”。
著史的人以为“伐”是“代”的重字，因而删去。
实则应为“佛里伐代立”。
“焘”为雅名。
 　　“伐”字与“拔”字同音，北燕冯拔小字莫里伐。
莫里伐本来是冯拔的胡名，后取“伐”为“拔”，因名冯拔，“莫里伐”才成了他的小名。
伐或拔大概是胡人的美称。
胡字Bargatun为火神、勇士之意，伐或拔或系取义于此。
 　　又《周书》四《明帝纪》记明帝宇文毓，“小名统万突”（生于统万）。
同书五（（武帝纪》记武帝宇文邕，“字祢罗突”。
《通鉴》一四八梁武帝天监十五年末，记柔然西击高车，“大破之，执其王弥俄突”。
“突”字或亦取义于胡字Bargatun。
 　　又李初古拔为汉人，疑本有汉名。
如薛初古拔，“一日车辂拔，本名洪祚（汉名），世祖（太武帝拓跋焘）赐名”。
（《魏书》四二《薛辩传》）此二人以胡名显。
 　　又《南齐书》四七《王融传》记王融上疏语及北魏设官分职，有“总录则邦姓直勒渴侯”之言。
此指元勰。
“邽姓”意即邦姓，国姓，为鲜卑语的汉文对音。
故虽有拓跋珪，而下邽之“邽”，邽姓之“邽”不改。
清亦如此，清帝虽有福临（世祖顺治），而福州之“福”不改。
因为福临之“福”，为满州语的汉文对音。
“直勒”即“直勤”或“特勤”，“直”为“特”音，“勒”为“勤”之误。
“特勤”为亲王之意，亲王与皇室同姓，故云“邦姓直勒（勤）”。
“渴侯”为人名，《魏书》八七《节义传》有《刘渴侯传》。
此“渴侯”为《宋书》九五《索虏传》中的“渴言侯”，亦即《魏书》二一下的彭城王勰。
《魏书》记“彭城王勰，字彦和。
太和九年，封始平王”。
《宋书·索虏传》记北魏下书云： 　　“泰始初，使持节征南大将军勃海王直懃天赐、侍中尚书令安
东大将军始平 　　王直懃渴言侯、散骑常侍殿中尚书令安西将军西阳王直懃盖户千，领幽冀之众 　
　七万，滨海而南。
”这里的“始平王直撒渴言侯”，即（《魏书·彭城王勰传》所记太和九年受封为始平王的元勰。
渴侯或渴言侯为元勰本来的胡名，孝文帝推行汉化，才改名为勰。
“勰”是雅名。
元勰字彦和，疑彦和为“言侯”的变音。
也就是说，元勰自改雅名为“勰”，而原来的胡名渴侯或“渴言侯”变成了字。
言侯又音转为彦和，去掉上一字“渴”，便成了“字彦和”。
连字也成了雅字。
 　　又宇文泰，字黑獭。
宇文泰原来的胡名为黑獭，后改雅名为泰。
《切韵序》云：“秦陇则去声为人”，“泰”读为“獭”。
胡人改雅名多采取本来胡名的最后一个字，如取“黑獭”之“獭”为“泰”，即是一例。
 　　孝文帝还给汉人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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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清河崔光，“本名孝伯，字长仁，高祖赐名（光）”。
（《魏书》六七《崔光传》）陇西李韶，字元伯，“与弟彦、虔、蕤并为高祖赐名”。
（《魏书》三九《李宝传》附长子《韶传》） 　　如果只变胡姓而不变胡名，姓名仍然重复，仍然要
被像崔鉴那样的汉人士族看不起。
改胡名为汉名的问题，是与改胡姓为汉姓一样重要的问题，亟须研究。
 　　变胡语、胡姓与胡名为汉语、汉姓与汉名，进入了汉化的实质性问题，鲜卑贵族变为文化士族的
道路打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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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寅恪先生用近代史学的方法，研究他所掌握的丰富史料，使中国的历史学远远超过封建时代的水
平。
他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创始人，或其中极少数人之一。
　　　　　　　　　　　　　　　　　　　　　　　　　　－－冯友兰（《怀念陈寅恪先生》）　　
（陈先生）在司马光之后把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陈先生把敏感的观察力与缜密的思考力相结合，利用习见的史料，在政治、社会、民族、宗教、思想
、文学等许多方面，发现别人从未注意到的联系与问题，人现象深入本质，作出新鲜而令人折服，出
乎意想之外而又入乎意料之中的解释。
　　　　　　　　　　　　　　　　　　　　　　　　　　－－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　　
先生治学之广是非常惊人的。
　　　　　　　　　　　　　　　　　　　　　　　　　　　　　　　　　　　　　－－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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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是作者整理了陈寅恪老的笔记而成。
它虽然不能把陈老师的精彩论述，一一如实地反映出来，但我想这部笔记的发表，对于研究陈老师在
近代史学上地位与贡献，对于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将能起到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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