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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八卷，包括：卷一齐周旧事；卷二李唐遗闻(上)；卷三李唐遗闻(中)；卷四李唐遗闻(下)等内
容。

黄永年先生是复旦历史系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交通大学（华中一校长当时交大毕业分配到了
复旦，这种故事现在不太有了。
最近几年复旦有若干人投奔了交大，占据了好几个学院院长的位置，但好像没有交大的人来过复旦）
，然后随着高校布局调整到了西安交通大学，文革后在陕西师大任教，直到今年年初去世。

黄永年先生的《树新义室笔谈》，收入了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当代学人笔记丛书”，先生研究隋唐史
，是处处以陈寅恪先生为标杆的，所以当出版社指定要用书斋名的时候，黄先生就随便拖了“树新义
室”来，借用的就是陈先生说的“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
笔谈选了黄先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学术笔记，虽然有点凌乱，但确实如黄先生所说，文章
都是自己的见解，有一些新意。
这里我把印象深的记下来。

一个是讲玄武门事变。
记得媒体说金庸在剑桥读博士学位，选择的研究方向就是玄武门之变，因为根据史书的描述和地理方
位有不少的出入。
黄先生的文章就是要回答陈寅恪先生的一个问题，玄武门地势这么重要，建成和元吉怎么能对埋伏没
有任何防备呢。
黄先生分析了建成和元吉从东宫到海池拜见高祖李渊的行进路线，玄武门是必经之路，玄武门由大内
禁军守卫，陈先生就怀疑李世民和禁军勾结发动政变。
不过黄先生从《尉迟敬德传》中太宗几为元吉相扼和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常何为当时禁军将领）
中常何在政变之后职位的变迁分析，认定当时实为冒险一搏，论说很有道理。

一个是武则天之后李唐复位。
前阵子有个流行的电视剧讲狄仁杰，这个电视剧着重讲狄仁杰如何依靠张柬之等的帮助，和武三思等
斗争，逐渐说服武则天把皇位传给睿宗李旦，恢复大唐江山的。
黄先生先后有几篇文章着重分析这一过程，例如讲武则天在位时如何经营武、李两家融为一体的李武
政权，张柬之政变如何因为触及武家利益而功败垂成，韦后乱政之后李隆基如何和武氏势力相结合夺
回政权并逐步去除武氏的力量等等。
这些都告诉我们政治势力之间变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个是马嵬坡之变。
晚唐郑畋有诗云：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有不少人从这首诗里读出了肃宗和杨贵妃之死的关系，确实在马嵬坡之变之后，唐玄宗就被架到了一
边。
确实存在着肃宗主导马嵬坡之变的逻辑。
但黄先生分析了主持马嵬坡事件的禁军首领陈玄礼在事变之后的命运，由此推断这次事件更可能是高
力士内廷和杨国忠外朝冲突引起。
这个分析方法和玄武门事变是一致的，确实言之成理。

“狄仁杰奏毁淫祠”一篇，分析了这些淫祠的名称来历。
黄先生举了《宋书》的例子说魏晋以来的统治者都有过禁毁淫祠的措施。
补充一点的是，在《三国志》开篇“武帝纪”里就引了《魏书》里的记载，说“禁断淫祠，奸宄逃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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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界肃然”。

“说朴刀”一篇，黄先生把水浒里关于朴刀的描述都整理了出来，发现使用朴刀时皆用动词“挺”，
放在一边也大多“倚”在墙边或者门边，和腰刀的用法不同。
因此朴刀应该是有长柄的大刀，而不应是《辞源》里所说的短柄。
水浒里武松血洗鸳鸯楼一段，武松先用腰刀砍到缺坏后再取了朴刀来砍，金圣叹评曰“忙杀腰刀，闲
杀朴刀，得此一变，令人叫绝”，实际上完全是因为朴刀有长柄，在室内施展不开。

西游记版本一则，很有启发性。
在比较了几个版本之后，黄先生自问自答，为什么有了高水平的百回本之后还要编造低水平的连诗句
都鄙俚不堪的杨本、朱本呢？
显然是书商为了牟利。
因为西游记成了畅销书，所以书商就把内容压缩到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和讲八仙的《东游记》、讲
华光的《南游记》和讲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的《北游记》凑到一起来买，售价低廉，颇受欢迎。
可见，按照原先小说内容丰满程度来断定版本的方法也不一定适合。

有一篇回忆陈子展先生的文章。
黄先生考复旦史地系的时候，国文的卷子是中文系主任陈子展看的，给了满分。
不过黄先生因为受古人某种姿态的影响，从来就没去拜访过陈子展先生。
后来章益校长组织丽泽学会，这是一个高年级优秀学生参加的团体。
黄永年也得到了三位教授的推荐，一位是胡厚宣，就是不久前回母校任教的裘锡圭先生的老师，当年
胡先生研究甲骨文，是摸过几乎所有的甲骨片的。
另一位是蒋秉南，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是章培恒先生的老师，现在我们都知道陈寅恪先生晚景是很
凄凉的，老朋友高喊“法高邮不如法韶山”，得意弟子成了梁效的成员，在这个时候，蒋先生是低调
的，他只是做了一个弟子应该做的，80年代，正是蒋先生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掀起了陈寅恪热
。
当时出版社送来稿费，蒋先生退回了，他说，弟子给先生编书，怎么能收钱呢。
（黄永年先生也写过回忆蒋老师的文章，不过是在这本笔谈出版之后）这第三位就是陈子展先生。
陈先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湖南自修大学的时候就认识毛泽东，也曾是老资格的革命者，不过57年的
时候被划成右派，关于这段经历文章很多，黄永年先生的文章里只是一笔带过。
他只是提到，文革后期的时候，陈先生去北京，让毛泽东知道了，要请他去叙旧，但陈先生没有应召
，出京游泰山去了。
由此可见名士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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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永年，江苏江阴人，1925年10月出生，1950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
现为陕西师范大学退休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
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
主要著作有《唐史史料学》、《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古籍版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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