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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世纪，整个世界接受了一种社会模式，那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
如今，再也不存在什么世界性的世界模式，因为所有社会都处在深深的危机之中。
当然，我们可以从国外学习某些独特的技术，但就总的社会模式而论，却没有一个可鉴用。
或许，我们应该记住毛主席的劝告：我们能从反面经验中学到某些东西。
的确，全世界有许多值得我们观察、考虑并可以从中得益的反面经验。
每块大陆、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问题，他们有责任拿出自己独特的解决办法。
⋯⋯人类的前途取决于人们的觉悟程度⋯⋯——[美]斯塔夫里阿诺斯本书是在笔者的博士毕业论文基
础上修改整理而成的。
之所以选择对历史人物进行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第二代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1902-1985）
的研究风格引领了很多西方学者去追随。
②一提及年鉴学派及新史学，人们很容易会想到长时段、结构分析、包罗万象的总体史研究。
这种历史观在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③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
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在他的研究方法之下综合地展现出来，这是布罗代尔的成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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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在唐代被称为“三韩”。
目前学界对于入唐三韩人的研究多着眼于唐朝和新罗的文化交流方面,所以,对入唐三韩人进行系统探
讨,从新视角审视唐与三韩的关系,是本文的出发点。
在学界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笔者充分利用正史记载,并结合石志资料、野史、笔记小说、各种文集和杂
记等等进行论述。
在论述过程中,侧重对“人”的相关情况(生平、出身、家庭情况、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生活追求)的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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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唐太宗时代开始，直到唐末，这种宿卫方式一直存在。
由于是基于身份地位的派遣，这些宿卫质子大多由新罗王室子弟担任，所以这些高品出身的质子相对
于“相望于路”的人唐留学生来说，数量不多。
本书后文对此将有详述。
高丽、百济灭亡后，新罗在扩张过程中支持原高丽旧民反抗唐朝，至少有两千名新罗士兵被俘。
根据中国方面史书对唐在与高丽、百济战争之间处置俘虏的记述，每当唐朝把战俘赦免或放归本国时
，史书就大书特书，以突出宗主国在讨逆战争中的高姿态。
但这些新罗被俘者在史书中没有只言片语交代其下落，说明他们很可能被迁入唐内地了。
遣送留学生人唐学习，也是新罗人人唐的途径之一。
唐代中后期，新罗入唐学生的身份，由王室贵臣子弟垄断扩展到向全社会的好学者开放，新罗著名文
人崔致远就是放松限制之后的留唐学生。
唐后期，新罗学生留学中国竟然也被称为宿卫，而且有时候学成归国的人士一次就达一两百人，反映
了宿卫在罗唐之间其实成了一个形式上的外壳，当然也侧面反映出宿卫在新罗人看来与其说是一种义
务，不如说是一种荣誉。
留学生可以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考中的也可以做官。
在唐朝的中央朝廷内和地方政府内，都有新罗人为官的史料记录。
这可能是很多现代人所不能理解的，因此应该给予研究关注。
严耕望先生认为，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到五代中叶的三百年间，新罗所派遣的留唐学生在两千人以上
。
而马驰师的《羁旅长安的新罗人》也认为人唐的新罗学生大大超过三千人。
留学僧是入唐新罗人的又一来源阶层。
新罗的僧侣为求法而人唐巡礼，甚至转而入天竺礼佛取经，他们的行为给唐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新罗的商人们更是利用了接近大唐帝国的地理位置优势，或入唐朝内地经商，或长途贩运，在日本
列岛、朝鲜半岛和中国之间构织了一张海上商业网。
另外，还有新罗人因为国内灾荒和饥馑，或被海盗掠卖入唐，或逃荒到中国，有的人被迫典身为奴，
以求食谋生。
综合上述高丽、百济、新罗人人唐的特点，可以明确他们有以下不同之处：第一，人唐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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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成的，博士论文又从硕士论文拓展而来。
虽然笔者在写作时注意论从史出，但毕竟功底浅陋，书中难免有谬误之处。
真诚期待专家学者不吝赐教，这会使笔者的学业得以再进步。
笔者的博士导师纪宗安教授悉心指导了本书从大纲拟定到最后定稿的过程，特别在资料搜集和引见有
关专家学者观点方面提供了很多帮助，让我开阔了眼界。
2002年的冬天，笔者的硕士导师马驰教授拿出他一个月的退休金，托人从西安带给当时还在暨大攻读
博士学位的笔者和同样经济不宽裕的一位师兄，这种激励至今铭记心问。
两位导师的为人和治学给笔者的影响是恒久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吴玉贵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的拜根兴教授、山东师范大
学历史系的李云泉教授、青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杜常顺教授、沈阳东亚研究中心的孙进己研究员和孙
泓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薛平拴教授、暨南大学的刘永连副教授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
提供了各种帮助和便利，谨向上述尊敬的师友致谢！
暨南大学出版社陈涛编辑为本书的出版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和意见，本书还得到暨南大学华人华侨
研究院第三批“2ll工程”资助项目，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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