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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国的国学应该包括对汉族和汉族文化以外诸民族及其文化的
研究。
本着这样的一个理念和共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伊始就积极倡导和组织对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各
少数民族的语言、历史、地理和宗教文化的研究，并着手筹建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中国人民大学校方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
历史语言研究现已初具规模，兹谨推出《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以展示本所同人及其师友们的学
术成果、学术主张和学术追求，同时亦期望其能够成为西域研究的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平台，以此来联
络国内、外从事西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推动西域历史语言研究的进步和繁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选择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作为一个重点学科来建设，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
，西域研究在中国的开展曾与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近代中国的形成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
清末中国受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侵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边疆危机。
当时相当数量的爱国学者积极投身于“西北舆地之学”的研究，其成果对于中国领土不受瓜分和中国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地位的确立和边疆疆域的界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西域研究既然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和疆域界定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它当然应当作为国学研究的一个组成
部分而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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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于阗史丛考（增订本）》为两位作者有关于阗史研究的论文合集，内容涉及于阗史料的年代、
于阗国王统世系、于阗人种、于阗佛教、于阗美术等诸多方面，对唐宋于阗乃至整个西域史研究多有
贡献。
书后附有详细的《于阗史研究论著目录》，极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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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广达，1931年生，河北青县人。
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
1983—1989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1989年6月后常住法国，先後在法国、瑞士、美国、日本等国学术机构和大学兼职。
1989年8月被法国亚洲学会授予荣誉会员，1993—1994学年度任法兰西学院国际讲席教授，1999—2002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访问三年，2003年1月，获法国巴黎高等实验学院语言学部授予的荣誉历史博
士学位。
主要著作有《张广达文集》三种：《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史家
、史学与现代学术》。
荣新江1960年生，河北滦南县人，生于天津。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85年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著有《归义军史研究》、《敦煌学十八讲》、《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
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粟特人在中国》及《唐研究》
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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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增订本序 和田、敦煌发现的中古于阗史料概述 关於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 
敦煌文书P.3510(于阗文)《从德太子发愿文(拟)》及其年代 关於和田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关於敦煌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铣牒》跋 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
煌于阗语写卷目录初稿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 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阗 于阗佛寺志 8世
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的于闱 补记：对1997年以後发表的相关论点的回应 圣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汉文文书
考释 10世纪于阗国的天寿年号及其相关问题 于阗研究论著目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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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世纪末以来，挖宝者、探险家、考古工作者、旅行家陆续在和田数十座古代遗址中收集、挖掘了许
多珍贵的古代文物和文献，除了上面谈到的于阗语、汉语和藏语卷子外，还有钱币、雕像、金属饰件
、印章、壁画、木板画等，为于阗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形象史料。
在约特干(Yotkan)丰富的文化层中，陆续出土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陶器，其中有双面壶、兽面注口、
陶制小猿像，它们似乎反映出于阗文化的某些地方特征。
斯文赫定在约特干收集到一件陶罐(编号03．11．335)，项部浮雕出十二个人物，其中可以辨认出三个
竖琴师、两位排萧手、两个鼓手和一个长笛演奏者；另一件安博尔特(N。
Ambolt)收集的陶制雕像(编号35．24)，是一个女子手拨琵琶的形象，这两件文物不仅证明了法显、玄
奘关于于阗人雅好音乐的记载，而且为进一步探讨于阗音乐史提供了形象材料。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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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位于今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南沿的和田，古称于阗，在11世纪突厥化以前，居民操一种中古伊朗语，即
于阗语。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绿洲王国，她曾在东西文化交往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过去，由于解读研究于阗文献的伊朗语专家大多不谙汉文，而熟悉汉文材料的中亚史学者又难以接触
中古伊朗语文献，因此，于阗的历史在中亚史家笔下往往轻描淡写，几笔带过。
然而，我们认为，对于像于阗这样的中亚王国做细致的个案考察，是推动中亚研究的进步，深入阐释
西域历史文化所必不可少的环节。
1980年，我们开始以敦煌汉文文书为基础，参照欧美学者数十年来研究于阗文献的成果，探讨于阗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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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于阗史丛考(增订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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