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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序
马雍同志选择他近年来研究西北边疆历史地理以及古迹文物等问题的论文十八篇，编成《西域史地文
物丛考》，将由文物出版社印行。
嘱我写序。
我和他相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三十五年来亲见其由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学术界达才通人的
过程，故虽不善为文却乐为此序。

马雍同志是湖南衡阳人。
他的父亲马宗霍教授是章太炎先生的学生，深通经术。
尤精“小学”，所著《中国经学史》，《音韵学通论》、《说文解字引经考》等书，书坊一再重印，
在学术界声誉日隆。
流传很广，抗日战争时期，长沙再罹浩劫。
衡阳倍遭炮火，学校迁在蓝田，僻处丘陵地带，生活十分艰苦，却仍然潜心研讨故训，从容教诲后学
，以期振兴民族文化。

马雍同志资质聪颖，生长在颠沛流离之中而不废读书，秉承家学。
精熟五经四史。
解放后，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本科毕业后又当研究生，专攻西欧历史。
因此，他学通中西，知识渊博．1954年，他进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
先是致力于翻译，巳出版的译作(部分与他人合译)有塔西佗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
，摩尔根著《古代社会》和罗斯托夫采夫著《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等。
后者征引浩博，翻译颇费心力。
其后，他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并作西北史地和中外关系之探讨。

三十多年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出土的历史文物极多，国家文物局常请马雍同志鉴定或考证这些新
资料，吐鲁番所出古高昌国文物尤能触其所好，遂有“献身高昌”之言。

1979年历史研究所建立中外关系史研究室，马雍同志任副主任，1982年改任主任。
该室初创，马雍同志周密筹划，奋力开拓研究项目。
延揽专家，培养青年学者并指导研究生，充实力量以奠定基础，使这一研究机构初具规模。
1981年5月，中外关系史学会在厦门成立，马雍同志当选为秘书长。

中亚细亚一带，地处亚洲枢纽。
几千年来民族移徙、国度废兴，其语言文字宗教服饰资料既多，研究者亦众，我国各族学者知识积累
，基础尤为深厚，但向无组织、缺乏信息，作品不易发表，知识不能交流。
马雍同志既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遂以忘我的精神致力于繁荣国内学术事业和推动国际学术交流活
动。
1979年，他与其他学者一起发起组织中亚文化研究协会，邀请兄弟民族专家学者参加。
协会在天津召开成立大会。
他当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担负起主编《中亚学刊》的任务，并制定了编写《中亚古代史》的计划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编写《中亚文明史》，邀请中国参加，马雍同志出席，任编委，主编第三卷，
为此他几度到巴黎开会，加入国际中亚学会，并当选为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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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雍同志治学不以坐览大量资料为满足，虽然肩负繁重的工作，而且体弱多病，却坚持多次到西北作
实地考察，曾赋诗：
一年一度出阳关．嚼雪眠沙只等闲。

旧曲渭城君莫唱，此心今已许天山。

可见他为学术献身的坚毅精神。
这部论文集不只记载了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也反映出他是以怎样敏锐的见解、精细的工夫考查史料的
。

马雍同志博闻强记，融会我国古代经史写成的史学论文以及考证各地出土文物的文章还有许多，后者
之精粹，别为一卷附于书后，其中也有不少发明与创见。

近代湖南学者，并世公认魏源(1794－1857年)为第一。
其所作《诗古微》、《书古微》，《老子本义》等，追求古义而皆有新意。
魏源生当中国封建社会没落、资本主义入侵之际，深感民族文化的危机，有迫切研究四周兄弟民族和
远洋诸国的愿望，所作《元史新编》、《圣武记》以及参加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都是经世致用之
书，而《海国图志》一百卷是汉文第一部世界地理志，为国人了解外国史地开创先路。
魏源是邵阳人，与衡阳邻接，马雍同志由经史之学转而为中外关系及中亚文化的研究，以及经世致用
之志，与魏源相同，或受乡贤影响。
魏源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和唯物论观点．可惜生活在百多年前，当时科学技术水平低下，思想虽有许
多可贵的因素而不能突破封建主义的樊篱。
马雍同志长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受党的正确领导，有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作研究指导，成绩自又不可同日而语矣。

张政烺
1985年10月26日
編後記
《西域史地文物丛考》（以下简称《丛考》）是马雍先生的自选集，共收有关古代西域史的论文十七
篇，书评一篇，目次也是他亲自编定的。
马雍先生有关古代西域史研究成果的精粹，可谓略备于斯。
其内容，从涉及时间来看，大部分属于东汉末和魏晋南北朝，祇有少数几篇上溯西汉，下至隋唐以降
，从涉及地域来看，跨过葱岭以西的不多，主要是葱岭以东，即今新疆地区。
因此，可以说《丛考》集中了马雍先生有关东汉末至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史地的主要研究成果。

东汉末至南北朝，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一个动荡的时期，国家分裂，内战不息，中原同西域的联系时断
时续，有关原始史料既少，保存至今的又多残缺，且往往自相矛盾，一些问题因而一直没有得到澄清
，国内外学术界还流传着若干似是而非甚至错误的见解。
加强这一时期新疆史的研究，作为揭示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规律的环节之一，实为
当务之急。
马雍先生为此花费了十多年的精力和心血，盖有见于此。
《丛考》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角度对此作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在这个领域内
多所开拓。

马雍先生家学渊源，国学根砥极为深厚，在处理古文献时左右逢源，得手应心；他精通多种外语，于
西洋古代史造诣亦深，故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加上他过人的才智，往往能洞幽烛微，发人所未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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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学术领域内作出卓越的贡献，显然得力于此。
《丛考》即充分反映了他在中西古文献方面的学识。

应该指出的是，马雍先生治古史能突破文献的藩篱，他始终密切注意着考古学界的每一个新发现，在
全面占有、认真研究文献资料的同时，注意利用实物资料印证、补充、订正文献记载，从而得出翔实
可靠的结论。
《丛考》绝大多数篇章都是结合文献和实物进行研究取得的成果，这是《丛考》一书的最大特色。
例如：第一篇就是通过新疆地区所保存的两汉时代的历史文物，包括遗址、墓葬以及出土木简、印章
、钱币、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工艺品等，结合文献记载，比较全面地考述了两汉中央政府在西域的
政治、经济措施，具体地证明了统一对于边疆地区的重要意义，以及西域本身的统一对于发展西域同
内地之间经济、文化交往的意义。
又如：第十四、十五两篇利用《曲斌造寺碑》所包含的史料，阐明了突厥与曲氏高昌王朝最初建立关
系的历史，以及6至7世纪中叶割据政权曲氏王朝统治下吐鲁番地区的土地制度，从而补充了文献记载
的不足，不仅对研究高昌史有重要意义，对于了解突厥初始史和当时西北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
也提供了新的线索。
另外，国外学术界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见解：汉朝在西域的统治祇维持到阳嘉年间（132－135年）；
此后贵霜帝国占领了塔里木盆地的若干地区，汉朝在这里的势力和影响完全消失。
马雍先生在《丛考》第四、五、六、七、八等篇中，分别利用《曹全碑》、《刘平国作亭诵》以及新
疆出土的汉佉两体钱和佉卢文书，结合《后汉书》、《三国志》、《高僧传》等文献，得出了汉朝在
西域的统治至少维持到灵帝后期（175年左右）这一结论；从而使这个问题的研究向纵深大大推进了一
步。

对于实物资料，马雍先生最重视的是出土文书。
他有关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研究成果，享誉已久，毋需多作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佉卢文书的研究。
《丛考》七、八两篇是他在这方面的力作。
佉卢文全称“佉卢虱咤”，曾在中亚、南亚流行了760多年，是一种已死去1500多年的死文字，但保存
至今的佉卢文字资料中包含的史料，在古文字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上都有无比珍贵的价值。
而我国新疆出土的大量佉卢文字资料，对于阐明该地区古代史的各个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自19世纪70年代起，这些价值连城的资料就陆续被帝国主义份子所劫走。
之后，国外学者对这些资料日益重视，研究者代有其人，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在我国，对这些文书进行全面调查、归类、分析而又作出成绩的，应推马雍先生为第一人。
祇要有机会，马雍先生总是大声疾呼我国中亚学界要重视死文字的研究。
他认为，我国中亚学要有大的突破，必须从这方面入手。
这是极有见地的。
但是，释读死文字并非轻而易举，需要培养专门人材，而我国在这方面原有基础又很薄弱，未能立见
成效。
因此，对于新疆出土的佉卢文字资料，马雍先生一开始就采取了更积极的态度，即利用已有的释读成
果，自己动手。
他扬长避短，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这些资料的历史背景上，果真取得了成绩。
他的某些结论，固然有待精通佉卢文的学者作进一步的探索，但筚路蓝缕之功，诚不可殁。

在利用实物资料进行研究时，马雍先生并不单纯依靠前人的着录或发掘报告。
对于文物，祇要可能，必欲亲自鉴定；对于遗址，则千方百计前往实地考察。
他早年动过大手术，身体严重残废，但他毫不介意，足迹遍布新疆各地，并越过了葱岭。
他早就立下“献身高昌”的誓言，直到去世前几年，还仔细制订过一个考察西域南道的计划。
他的早逝，使他的抱负未能实现，但这种踏实的学风和忘我的精神，是值得学习和敬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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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祇有当他赴哈密、巴里坤从事查勘，亲游“焕彩沟”，扪读汉唐残碑后，纔能订正自《旧唐
书》问世以来一直以讹传讹、以致一误再误的所谓姜行本磨去班超记功碑这一旧说（《丛考》第三篇
）；祇有当他考察了自伊斯兰堡至中巴边境喀拉昆仑公路汉文岩刻题铭后，纔能对古罽宾道的走向和
历史作用作出正确的阐述（《丛考》第十二篇）；而若非亲临敦煌县西北的小方盘城遗址，历来认为
该地即汉玉门关遗址的成见也就不可能受到有力的怀疑（《丛考》第二篇）。

历史是错综复杂的，即使全面占有了文献和实物资料（做到这一点已颇不容易），也往往不能通过它
一下子捕捉住事实真相，从中常常可以推出几种不同的甚至互相抵牾的结论来。
马雍先生深深懂得这一点，他从不固执先入之见，而是平心静气地对待前人已提出的各种见解，把它
们逐一放到总的历史联系中进行鉴定以决定其取舍。
换言之，他的研究不仅直接从原始资料入手，而且十分注意研究史，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入手。
典型的例子如处理出土佉卢文资料的断代问题。
他首先讨论了前人提出的3世纪说、5世纪说和7世纪说，淘汰了后二说，肯定了第一说：接着，又详细
引证了主张3世纪说的布腊夫、榎一雄、长泽和俊三位学者对文书所见五位国王在位年代的假定，经
过仔细分析，纔提出自己的看法（《丛考》第八篇）。
在讨论“佉卢虱咤”的词源、涵义以及汉佉两体钱的铸造年代时，也采用了完全相同的方法（《丛考
》第七篇）。
其它如第四、十一、十七等篇均是如此。
如果某一问题没有前人的见解可供推敲，他便自己来设想各种可能性，诸如对于北魏封和突墓所出波
斯银盘来源的探讨等（《丛考》第十三篇）。
历史的本来面貌无疑祇有一个，但当资料（包括文献和实物）不足以确凿无误地勾勒出这个面貌时，
史学家往往提出各种假说。
哪一种假说更接近事实，则需要翻覆验证，有的甚至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马雍先生在比较前人诸说，尽力探求一种最合理的假说的同时，并不轻易否定二种以上假说并存的可
能性，这不仅是他谦虚、谨慎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说明他掌握了科学的方法。
在这方面《丛考》给我们的启示是丰富的。

《丛考》最后一篇是书评，文字不多，但对《西北史地论丛》一书提出了中肯的评价。
马雍先生一贯主张重视和加强对史学著作的评论工作，祇是由于繁忙，他自己最后留给我们的竟祇有
这一篇。

马雍先生雅善议论，言辩而理切，听之靡靡，令人忘倦，形诸文字，则章法井然，遣辞命意，皆精当
确切。
《丛考》宛若道道清亮的小溪，奔腾欢畅，又澄彻见底，曲折之处，顾盼多情；亦堪楷模。

由于病势日益沉重，作者未及编完全书，祇对部份篇章作了文字上的修改、润色，自第六篇以下，显
已无力胜任，仅有几处用铅笔略注数字，意欲核对或增补，但笔迹颤颤巍巍，几不能辨识，当时病魔
纠缠、痛苦不堪之状可以想见。
作者在临终前嘱我代为编完全书；敢不从命。
祇是才疏学浅，有负重托，作者未及修正的部份，这次发表时祇能一如旧作，仅代为核对了一下所引
史料，亦无重大更正。
要提及的是第十六篇所引吐鲁番文书，释文与后来正式发表的不一致，除一处因关涉论述本身祇能仍
旧外，悉按文物出版社已出《吐鲁番文书》订正，望读者注意。
作者原来打算在《丛考》中增添若干最初发表时没有的图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一一照办，不胜遗
憾。

遵照作者的心愿，特请张政烺先生为《丛考》作了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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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弥留之际，我曾将这篇序文读给他听，他听清楚了，并低声表示满意。
此情此景，宛在目前。

本书编辑过程中，得李征、朱雷两先生以及吴玉贵学长多方面的帮助，谨志于此。

余太山
1986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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