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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震先生是吐鲁番学研究领域著名的学者，他以毕生精力致力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的发掘、整理
和研究，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他是国内外从事吐鲁番文物发掘、保护和研究时间最长、贡献最大的学者之一。
本书汇集论文38篇，是吴震先生研究成果的核心内容，这些论文涉及吐鲁番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古代
高昌地区的政治制度、农牧业生产、商贸活动、手工业生产状况、赋税制度、宗教与文化、民族构成
及其活动等方面，很多论文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本论文集的出版是吴震先生吐鲁番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集中展示了其高深的学术造诣，对今后吐鲁
番学的发展将会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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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吴震同志对新疆文博事业的贡献 吴震先生的学术贡献敦煌石室所出唐天宝初年《郡县公廨本钱簿》敦
煌石室写本唐天宝初年《郡县公廨本钱簿》校注并跋P.3547《沙州归义军上都进奏院上本使状》试析
——兼论张淮深何以屡请赐节而不获张淮深论节始末补证吐鲁番出土的“敦煌文书”敦煌吐鲁番写经
题记中“甘露”年号考辨吐鲁番晋一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吐鲁番出土法制文书概述吐鲁番文书中的若
干年号及相关问题北凉高昌郡府文书中的“校曹”俄藏“揖王入高昌城事”文书所系史事考曲氏高昌
国史索隐一一从张雄夫妇墓志谈起TAM336墓主人试探唐《高耀墓志》补考从吐鲁番出上“泛德达告
身”谈唐碎叶镇城唐碎叶镇城析疑唐开元三年《西州营名籍》初探唐开元廿一年西州都督府处分行旅
文案残卷的复原与研究唐庭州西海县之置建与相关问题高梧(桐)谷口、伊吾关方位考一一兼论杨翰非
高昌太守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交河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干尸的形成阿斯塔那336号墓所出戏弄俑五
例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胡人唐代丝绸之路与胡奴婢买卖吐鲁番出土券契文书
的表层考察近年出土高昌租佃契约研究吐鲁番出土的两件唐人互佃契曲氏高昌国土地所有制形态试探
七世纪前后吐鲁番地区农业生产的特色一一高昌寺院经济管窥寺院经济在高吕社会中的地位吐鲁番出
土高昌某寺月用斛斗帐历浅说吐鲁番出土“租酒帐”中“姓”字名实辨 龙门石窟中高吕人造像题记试
析一一兼论高昌在佛教流传于中国的历史地位吐鲁番写本所见鸠摩罗什汉译佛教经籍举要关于古代植
棉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丝织品考辨阿斯塔那古墓群的再发现附录  本论集未收录之
论著忆吴震先生  怀念吴震先生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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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文书形式看，有契约（包括租佃、买卖、雇佣、借贷等）、籍帐（手实、计帐、户籍、受田帐
、欠田帐、退田帐、差科簿、定户等帐等）、官府文书（符帖牒状、审理案件的辩辞和录案、授官授
勋告身、行旅的过所和公验、收发文簿、收支帐历等）、私人信札、经籍写本、随葬衣物疏等。
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
文书所志，大到典章制度、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小到纯属私人生活的琐事，为研究这段
历史提供了直接、生动的珍贵资料。
　　我们的这批文书都是经过发掘出土的，有科学的记录可查。
因此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以往所见的吐鲁番文书。
现就初步整理所见，撮要略述于下。
　　一、文书所见古代高昌地区的农牧业、手工业生产及经济状况　　古代高昌地区（今吐鲁番盆地
）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根据考古资料，这里曾先后存在过以畜牧、狩猎为主体和以农业为主体的原始公社。
农牧业生产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公元前一世纪，西汉政府以郑吉为西域都护，并在高昌置戊已校尉，驻有吏卒屯田戍守。
东晋咸和二年（327），前凉政权在这裹置高昌郡，正式建立了和内地一样的郡县各级地方政权。
这些政治措施促进了高昌地区和内地的工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以及经济的发展。
从出土文书中可以看出，古代高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我国内地一样，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文书中所见的粮食作物有小麦、大麦、青稞、粟、糜等，经济作物有棉、桑、豆、胡麻等，园艺
作物有瓜、枣、葡萄、蔬菜之类。
从有关兴修水利、浇溉、施肥、麦粟两作的文书记载看，长期以来，农业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垦田
面积不断扩大，生产量也有所增加。
据天宝十三载（754）《长行坊马料支出帐》，仅十月至闰十一月三个月中，就支出马料青麦（青稞）
一：干四百五十六石七斗七升。
如此大量的饲料支出，如果没有颇大的产量，是无法提供的。
神龙二年（706）《白涧屯纳粮入仓帐》就证明了这一点。
该屯从九月十五曰到二十九日纳粮三次，第三次已残，单头两次交纳的“青稞杂大麦”，就达到九百
六十二石之多。
在租佃契约中，有的每亩租额为小麦二斛二斗，有的每亩麦秋两季交租，仅麦季就要交大麦五斛（秋
租额残缺）。
这种情况无疑反映了地租剥削的沉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说明粮食亩产不会低于这个租额，农业
生产水平是较高的。
　　高昌的社会经济，无疑是以农业为主体的，畜牧业也较发达。
文书中所见的家畜就有牛、马、骆驼、驴、羊、狗等。
大畜用作耕地、拉车、驮运，羊则提供肉食。
这些家畜还为手工业提供了皮革、毛绒等原料。
十六国时期文书中有按赀配养生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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