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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海涛

1 9 9 4年的元史研究
,

取得了显著成果
。

一年来
,

有 5 部专著 ( 含译著 ) 问世
,

发表的论文达

1 20 余篇
。

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

一
、

政治
、

军事

政治 史研究在元史研究中占有较大的 比重
。

元代的宰相制度
,

是本年度政治史研究的重要

课题
。

张帆在《论元代相权 》 ((( 学人 》第 4 期 ) 中
,

探讨 了元代宰相的设置 及其职权
,

并认为元代

宰相权重 的原因是
:

首先
,

政治生活中存在使宰相易于专权的机构
;其次

,

制度上对宰相专权所

作的限制很少
;
再次

,

与元代具体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
,

尤其导源于元代最高统治集团的统治

意识
。

他还通过 《关于元代宰相衔号的两个问题 》 ((( 国学研究 》第 2 卷 ) 一文
,

考察 了元代中书

令
、

参领中书省事
、

商议中书省事
、

平章军国重事
、

录军国重事这五种衔号的称号的内容及其实

际意义
,

并探讨了元代以相衔为加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变
。

这 个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

解元代官制的复杂性
。

盛奇秀探讨了元代中书省存在的时间
,

元代中书省长官的官称
、

编制
、

品

级等问题 ((( 元代宰相制度研究 》
,

《文 史哲 》第 2 期 )
。

元代奉使宣抚政策的研究还 比较薄弱
。

李治安 系统探讨了元中后期的奉使宣抚
,

对奉使宣

抚 的宗 旨
、

职权
、

性质
、

特征及其使臣的人选均进行了分析 ((( 关于元 中后期的奉使宣抚 》
,

载于

《 中国史论集 》
。

此书是为祝贺杨志玖教授八十寿辰
,

由南开大学历 史系《中国史论集 》编辑组

编
,

天津古籍出版社 1 9 9 4 年版
。

其中与蒙元史有关的论文有 16 篇 )
。

日本学者大岛立子在《元

朝官僚傣禄考 ))( 同上 )中
,

从新的视 角考查了元代官僚经济问题
。

他整理有关元朝官僚傣禄制

度的史料
,

分析 了傣禄的实际情况
,

并讨论了傣禄在官僚 个人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

另一 日本学

者海老泽哲雄考查了元 贞元年有关僧侣的新税 则的出台经过及其内容和执行情况
。

这个研究

有助于元代政治特征的研究 ((( 关于元 贞元年 <僧道租税体例 ) 》
,

同上 )
。

高伟的《元代太医院及

医官制度 》 ((( 兰州大学学报 》第 l 期 )和《元代医家入仕现象初探 》 (同上第 4期 )
,

对元代医官及

医家入仕现象作了研究
。

前文考述了元太 医院建立发展过程
,

探讨了太 医院及所属御医
、

医学
、

官医
、

惠民药局 四个系统的职责和 医官设置情况
,

是对《元 史
·

百官制 》有关部分的更正与补

充
。

后文认为在元代的职官编制 中
,

医官占有相当的份量
,

由医官转为文官
,

在元代并非罕见
。

关于忽必烈的统治方法
,

吴柏春和 白万柱
·

阿拉坦 昌分别撰文《试论忽必烈
“
以儒治国

” 》

((( 内蒙古 民族师院学报 》第 2 期 )和 《论忽必烈的政 治与伦理相 结合的统治艺术 ))( 同上
,

第 4

期 )
。

舒正方认 为元英宗与承相拜住
,

坚持
“
得天下以得民心 为本

,

失其心则失天下
”

的儒家学

说
,

励精图治
,

使元朝 又出现了期复中统至元之盛的
“

至治之政
”
((( 英宗与拜住的励精图治 ))((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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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师大学报 》第 2 期 )
。

赵永春和兰婷在《元顺帝时期的党争及其危害 》 ((( 松辽学刊 》第 2 期 )

中
,

论述 了元顺帝时期的几次党争
,

指出这主要是君臣极端利 己主义思想的表现
,

也是元代中

期党争的继续
。

任崇岳的《元代治安制度述论 》 ((( 中州学刊 》第 l 期 )
,

对元代中央和地方的治安

措施进行 了探讨
。

元代的吐蕃等路宣慰司即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
,

又称朵甘思宣慰司
。

其

汉文 史料极为少见
。

有关它的建立年代
、

治所
、

管辖范围
、

长使及下辖机构等问题均不清楚
。

张

云的《元代吐蕃等路宣慰司 史地考证 》 (《 民族研究 》第 6 期 )
,

依汉藏文史料
,

对其 史实地理加以

考证
,

使人们对上述问题有了清楚的认识
。

此外
,

关于政治人物研究的主要论文有吴柏春的《忽

必烈与佛教 》 ((( 内蒙古 民族师院学报 》第 4 期 )和郑忠的《 “

决去岂我志
,

知止亦所谙
” :

略论元代

虞集的政治生涯 》 (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 》第 1 期 )
。

法制 史研究取得 了不少进展
。

陈高华在《元代的流刑和迁移法 》 ((( 中国史论集 ))) 中
,

对元代

流刑和
“
迁移

”
的具体内容加以论述

,

并分析了二者的异同
:

二者都是强迫犯人前往外地
,

而且

在发遣以前都要加杖刑 ; 其不同之处是
,

流刑按民族成分区别发遣地
,

有相当一部分是
“

充军
”

的
,

虽无年限
,

但遇赦即可放还
,

而迁移则与上述情况不一样
。

这个研究便于人们弄清这两个容

易混淆的概念
。

赵文坦的《元朝的狱讼管辖与约会制度 ))( 同上 )
,

探讨了元代多元的狱讼管辖系

统
;主要探讨 了约会制度

,

包括约会制度的颁行
、

案件范围
、

审判的处所
、

作用与弊病及其对明

清审判制度的影响
。

这是国内法制史界和元 史界对这一制度第一次专文论述
。

古代的蒙古法

制
,

可分为四个发展时期
:

蒙古 习惯法时期
、

成吉思汗大札撒时期
、

政教并行时期和清朝统治时

期
。

奇格的《试述古代蒙古的法制 及其主要特点 》 ((( 内蒙古社会科学 》第 2 期 )
,

分别对各个时期

的法制及主要特点作了论述
。

关于元代佃客的法律地位
,

史学界一般认为是极其低下的
。

桂栖

鹏在《元代佃客法律地位辨析 》 ((( 浙江师大学报 》第 3 期 ) 中认为
:

从总体上看
,

元代佃客的法律

地位不低于宋代佃客
,

显然高于同时的奴裨
。

军事 史方面
,

陈友和在《论忽必烈时期的几次对外战争 》 ((( 电国史论集 ))) 中
,

从宏观的角度

着眼
,

对元初对外战争的历史背景
、

动因与 目的
、

战争的结局及其对各国历史的影响作了探讨
。

王晓欣以和其他社会阶层作横 向比较的方法
,

研究了元代士兵经济待遇中的几个问题
,

并提出

了一些与以前学者不同的观点
。

他认 为元代北方军户总的经济地位不算低
,

新附军户的经济待

遇和北方有所不同
,

其经济地位比宋朝有所下降
,

这反映了元军制在地域上的不协和
,

军户制

本身还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 ( 《关于唐
、

元士兵经济待遇的几个问题 》
,

同上 )
。

关于元末农 民起 义
,

魏篙山在 《元末刘福通等起义经过与最初起义之地考实 》 ( 《中国 史研

究 》第 1 期 )中认为
,

已往史家述及刘福通起 义经过与最初起义之地
,

皆与 史实不符
。

他对以前

观点逐一辨析
,

认为
:

刘福通是与韩山童
、

杜遵道等一同举行起义的
,

其最初起义之地即在刘福

通故里今安徽省界首市城内
。

由于元统治者的残酷镇压
,

韩山童被捕牺牲
,

其子韩林 儿随母杨

氏逃入今河北武安县 山中
,

刘福通等则继续坚持领导起义
,

于至正十一年 ( 1 3 5 1年 )5 月 3 日攻

陷颖 州
。

二
、

经 济

有元一代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

呈现出与 以往封建王朝不尽相同的新情况
。

关于这个问

题
,

中外学者迄今尚无认真的研究
。

李治安在《元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述略 》 ((( 南开学报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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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 ) 中
,

从路府州县的赋税征收和支用
,

行省在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中的作用等方面
,

作了较

系统的探讨
。

修晓波的《元朝斡脱政策探考 》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第 3 期 )
,

第一次

从元朝政策的角度去专 门研究元朝斡脱
,

对其含义
、

特权
、

斡脱总管府的行废及其与泉府司的

关系等问题进行 了探讨
,

并认为
:

元朝斡脱政策的变化
,

与统治者的利益 以及斡脱政治靠山的

沉浮紧密相关
。

张全明和雷信泽探讨了元代赋税课管中对 田赋
、

专卖品与市舶
、

商税违法处罚

的规定和元代赋税课管违法处罚的基本特点 ((( 论元代赋税课管中的违法 处理 ))(( 华中师范大学

学报 》第 1 期 )
。

关于元代审计方面的主要论文有智安莉的《我国元代审计制度的特点 》 ((( 山西

财经学院学报 》第 1期 )和张达聪的《元代的审计 》 ((( 财会月刊 》第 6 期 )
。

耿占军探讨 了元代人

口 问题 ((( 元代人 口的迁徙和流动浅议 》《唐都学刊 》第 2 期 )
。

赵经纬的《元代的天灾状况及其影

响 》 ((( 河北师院学报 》第 3 期 )
,

对元代天灾情况及其影响作了研究
。

区域经济方面
,

韩国学者李价爽在《 14 世纪初漠北不稳定的游牧经济与部民生活 》 ((( 内蒙

古社会科学 》第 1 期 )中
,

探讨了元中期漠北地区的经济生活状况
。

谢志诚的《论元代北方的农

林业 》 ((( 河北学刊 》第 6 期 )
,

探讨 了元太祖和元世祖时期北方农林业的发展
,

认为元代北方是

农林业生产恢复发展较早的地区
,

为蒙元王朝统一天下在物 力
、

人力上起了保障作用
。

元世祖

时期是北方农林业发展最好的时期
,

并有着它 自己的特点
,

对明代经济发展有一定影响
。

此类

论文还有张仁玺的《元代山东经济述略 》 ((( 山东师大学报 》第 5 期 )和吴宏歧的 《元代西南地区

农业经济的地域特征 》 (((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第 4 期 )
。

三
、

民族
、

宗教

刘迎胜在西北 民族 史和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方面
,

进行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
。

他的《西北民

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 ))( 南京大学 出版社 )一书
,

是在其博士论 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

该书

在充分发掘汉文
、

波斯文
、

阿拉伯文和察合台文 史料的同时
,

运用了科学对 比方法
,

还利用了几

种欧洲文字和 日文资料
,

并以此 为基础
,

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蒙古人的早期历 史
、

蒙古西征历史

背景
、

蒙古在中亚统治的建立与察合台汗国的发展
、

海都和都哇与元廷的战争
、

尼仑与迭列列

斤蒙古的关 系及西北历 史地理等问题
,

对阿里不哥与忽必烈孰 为正统和海都叛乱的原因等问

题提出了新见
。

另外一本民族 史专著是 《蒙古族通 史》 (上册
,

蒙文 )
,

该书由内蒙古社科院历史

所《蒙古族通 史 》编写组编
,

民族出版社蒙文编辑室译
,

民族出版社 出版
。

关于 回回人与元代政治
,

杨志玖教授做 了大量研究
。

他在《 回族研究 》 19 94 年第 1
、

2
、

3 期

上相继发表《 回回人与元代政治 ))( 二
、

三
、

四 )
,

对从元世祖时期直至元顺帝时期的赛典赤
·

赡

思丁
、

阿合马
、

赛典赤
·

伯颜
、

阿里
、

合散
、

彻里帖木儿和老的沙等回回宰相的政绩
、

得失分另lj加

以辨析
,

同时 阐述 了回回官僚的权威地位在元代的兴衰过程
。

这种把政治斗争与文化背景结合

起来
,

对 回回人在元代政治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 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

是开拓性的工作
。

李

松茂在《元 史与回回史 》 (《文 史知识 》第 7 期 ) 中
,

认 为回 回人 在元代有显赫的政治地位
,

在经

济
、

军事
、

文化
、

科技方面贡献 巨大
,

所 以
,

研究元 史离不开回回 史
,

研究回回史首先要懂元 史
。

有关畏兀 儿研究的主要论文有 罗贤佑的《论畏 兀儿贯氏家族两位代表人物的历史业绩及

其社会原 因 》 ((( 民族研究 》第 5 期 ) 和 田卫疆的《试论元代畏兀儿人在维护祖国统一中的作用 》

( 同上
,

第 1期 )
。

前文对畏兀儿贯 氏家族的两位代表 人物阿里海牙和贯云石加以评述
.

从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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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形势下
,

畏兀 JL人所建树的历史业绩
。

并指出
,

元初和元中期不同的

历 史环境
,

造就了元代畏兀 儿人中不同类型的风流人物
。

后文探讨 了元朝建立前后
,

畏兀儿人

对元代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方面所作的贡献
。

桂栖鹏和 尚衍斌在 《元代色 目人进士考 》 ((( 新疆大学学报 》第 4 期 )中
,

依据大量文献资料
,

对 61 位色 目人进士的有关事迹进行 了考述
,

内容包括
:

籍贯
、

字号
、

家庭
、

登科年分
、

入仕等情
-

况
。

蒙古人是什么时候起采用了
“

M on gg ol
”
(蒙古 ) 这个族称的 ? 该族称的起源从何而来 ? 它的

词义又作何解释 ? 它最初的读音是什 么? 后来又发生了哪些演变 ? 对此种种
,

学者们的回答不

一
。

芒
·

牧林在《蒙古族称 <M O N G G O I
才

)考 》 ((( 内蒙古社会科学 》第 3 期 ) 中
,

对
“
M og go l

”
一称

的原貌和起源进行了考补
。

禾木考察了元代女真人的社会状况 ((( 元代女真社会之考察 ))(( 长白

论丛 》第 2期 )
。

宗教方面的专著有苏鲁格租宋长 宏著的 《中国元 代宗教史》 (人民出版社 )
。

薛学仁在《元代宗教政策的演变及其特点 》 ((( 陕西师大学报 》第 1期 ) 中
,

探讨 了元代宗教

政策的演变
:

太祖
、

太宗时的尊崇道教
、

宪宗到顺帝的尊崇佛教
。

他认 为元代宗教政策的特点

是
:

从事商业
、

手工业
、

高利贷厚敛财富
;
设立完整的佛教管理机构

;
宗教首领地位超过以前各

代
;影响了元朝统治秩序等

。

张迪修探讨了元统治者的宗教观等问题 ((( 蒙古皇族的宗教观和元

在西藏的
“

政教合一
”

制度 》《北方论丛 》第 1 期 )
。

有关蒙古萨满教研究的主要论文有董德富和

苏鲁格的《略论蒙古萨满教的起源与发展 》 ((( 中央 民族大学学报 》第 5 期 )和朋
·

乌恩的《蒙古

萨满教研究三题 》 ((( 内蒙古社会科学 》第 1 期 )
。

前文认为蒙古萨满教与我国北方诸民族原始宗

教
,

可以追溯到同一个起源
。

但它从原始社会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代而残存至今
,

经过了漫长

的积累和发展
,

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独特内容的宗教世界观
。

后文不同意 史学界关

于萨满教是原始宗教说的观点
,

认为萨满教在当时已构成 了一套以
“

天命论
”

为核心的教 义体

系
,

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性
。

此文还探讨了萨满教与古代游牧经济和社会的关系及萨满

教衰亡的历史原因
。

四
、

文化
、

社会史

文化与社会史的研究继续为元 史研究者所关注
。

有关此方面的专著有色音的《蒙古民俗学 ))( 蒙占文
,

民族出版社 )和秦志勇的《中国元代思

想 史 ))( 人民出版社 )
。

关于元代的学校
,

王风雷在《元代书院考遗 》 ((( 内蒙古社会科学 》第 4 期 ) 中
,

系统探讨了元

代书院的命名方式
、

性质
、

类型
、

特点
、

教学科研
、

学 田
、

财产及其印刷技术等
。

同时
,

邓洪波在

《元代书院及其发展特点 ))( 同上
,

第 6 期 )中
,

探讨 了元代的书院政策
、

发展过程及其官学化等

问题
。

这两个研究
,

使人们对元代书院有 了一定深度的完整认识
。

胡务认为
.

元代的庙学出现

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

庙学的管理逐渐加强
,

其组织也进一步完善
。

他在 《元代庙学的组织与

管理 》 ((( 中国史论集 ))) 中
,

考察了元代庙学的祭祀礼乐
,

学 田的管理
,

教官的选举
、

傣禄
、

品秩及

迁转
,

教学组织及其作用等
。

王立平探讨了元代地方官学 ((( 元代地方官学 》《固原师专学报 》第

2 期 )
。

阎玉 启认为
,

元初的顺德学派
.

其主要成 员有刘秉忠
、

张文谦
、

郭守敬等
,

是当时研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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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群体
,

其主要成就有修建大都城
、

开通惠通河及对天文学的研究和探索等 ((( 元初的顺德

学派 })(( 光明日报 》 7 月 4 日 )
。

在元世祖时期
,

始终存在着以
“

义理至上
”

为宗 旨的儒臣政治集

团
,

与以王文统
、

阿合马为代表的功利派理财之臣的激烈斗争
。

萧功秦在 《元代儒臣的反功利思

想 》 (((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第 1期 ) 中
,

考察了儒臣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反功利的基本倾向以及这

一倾向对元代政治的消极影响
。

这一研究不仅对于认识元代中后期的政治变化可以提供若干

重要的历 史背景
,

而且对于认识一个时代特定的文化思潮对 人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活动的能

动影响
,

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

李瑛国的《蒙古西征对维吾尔族文 化的影响 》 ((( 兰州大学学报 》

第 3期 )
,

主要以今新疆维吾 尔族的 史料为依据
,

从维吾尔族语言文字的变化
、

音乐舞蹈的发展

和文学发展的三种倾 向等方面
,

探讨了蒙古西征对维吾尔族文化的影响
。

张来仪在《试论蒙元

时期东西方人 员的往来 》 ((( 西北大学学报 》第 2期 ) 中
,

论述 了蒙古扩张过程中和元朝建立后的

东西方人 员交往
,

以及这种交往对东西方相互了解及东西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
。

美国学者陈学霖在《 “

一箭之遥
”

证史》 ((( 中国 史论集 》 ) 中
,

探讨 了
“

一箭之遥
”

这一词的来

源及其在史籍中的记载
,

主要考察了蒙元时期的
“

箭程划地界
”

等习俗
。

从
“

一箭之遥
”

这个出于
“

箭程
”
习俗的词语

,

我们窥 见到古代游牧民族对汉文化的一种贡献
。

饮食 文化方面
,

陈高华在 《元代饮茶习俗 》 ((( 历 史研究 》第 1 期 ) 中
,

探讨了元代名茶种类
、

制茶和饮茶之法
,

并大体推断出
:

13 世纪下半期起
,

蒙古人 已对茶有所接触并发生兴趣
; 而到

14 世纪上半期
,

已成为蒙古人的一种重要饮料
。

但蒙古人饮茶方式有别于汉人传统方式
。

这一

研究有助于人们对元代饮食生活特点的认识
。

蔡志纯也探讨了蒙古人饮茶的历 史及其发展的

茶文化 ((( 漫谈蒙古族 的饮茶文 化》《北方文物 》第 l 期 )
。

香港学者陈伟明在《元代饮料的消费与

生产 》 (《 史学集刊 》第 2 期 ) 中
,

探讨了元代 饮料的消费生产种类和特色
,

反映了元代饮料消费

生产
,

已成为饮食文化的又一重要内容
。

习俗方面
,

邢莉在《蒙古族的诞生礼和丧葬礼 》 ( 《中南 民族学院学报 》第 l 期 ) 中
,

探讨了蒙

古族的求子方式和诞 生礼仪
、

丧葬礼仪及其生死观的价值
。

陈烨的《蒙古族的祭祀习俗及其变

迁 》 ((( 内蒙古社会科学 》第 5 期 )
,

探讨了蒙古族的祭祀习俗及
_

其变迁原因和变迁特点
。

蒙古族

的祭祀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

沙宪如在《蒙古族祭祀风俗述略 》 (((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第 2 期 )

中
,

探讨 了蒙古族祭天
、

祭火
、

祭敖包 的方式和含义
。

元代蒙古人中有
“

烧饭
” 、 “

抛盏
”
祭祀之俗

。

那木吉拉在《 “

烧饭
” 、 “

抛盏
”
当议 》 (((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第 5 期 )中

,

就
“

烧饭
”
与

“

抛盏
”
之间的

关系及
“

掘地为坎以燎肉
”

与
“
合札鲁

、

亦捏鲁
”

等相关问题作一探讨
,

使人们对这一风俗有更深

层的认识
。

蒙古族和其它一些北方 民族都信仰过敖包
。

鄂
·

苏 日台的《论
“

敖包文化
”

的形成与

演变 》 ((( 内蒙古社会科学 》第 3 期 )
,

就
“

敖包文化
”
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作了探讨

,

并将其与萨满

教及
“

萨满教文化
”

作一 比较研究
,

以便 人们从中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
。

蒙古 人有
“

马背上的民

族
”

之称
。

长期的历 史实践和马对蒙古 民族 的功绩
,

造就了蒙古人崇马的习俗
。

波
·

少布在《蒙

古民族的马文化 ))( 同上
,

第 1 期 ) 中
,

分别对蒙古文学艺术中
、

社会生活中和祭祀习俗中的马进

行论述
,

探讨了蒙古人的马文化
。

此外
,

葛根高娃
·

乌云巴图将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流变与分期

描述 为
:

孕育雏型期
、

成熟繁荣期和衰败转型期 (((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流变与分期 》
,

同上 )
。

洪玉

范的《蒙古族文化浅说 》 (((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第 1 期 )
,

探讨了蒙古族的思想文化
、

生产生活文

化和审美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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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史料
、

文献及其它

史料和文献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

元朝与欧洲的交往相当频繁
,

元时来中国的欧洲

使者
、

基督教教士和商人很多
,

但是
,

有关的汉文 史料却极少
。

陈得芝在 《元仁宗时教皇使者来

华的一条汉文 史料 》 ((( 中国史论集 》 )中
,

通过对元人朱德润的《存复斋文集 》卷五《异域说 》中所

载欧洲使者来华一文的研究
,

认为文中所载延佑年间来元的
“

佛暴国使
” ,

就是罗马教皇克力门

五世所遣安德鲁等教士
。

这是一个重要的汉文史料发现
,

它更有助于人们了解元时中外交往情

况
。

方龄贵在 ((( 通制 条格 >札记 》 (同上 ) 中
,

对当时习用的一些语汇进行探讨
。

他认为
“

下次
”
一

词
,

释为使令
、

指使
、

吩咐
、

知照
、

打发
,

于 义较切
。

同时
,

他还解释了
“

道子
” 、 “

怯里赤
” 、 “

革前
、

革

后
”
的含义 ;

并对大都路下之水宁路和永州北 仓中的
“

永 州
”
提出了质疑 ; 对《条格 》卷一七 中的

“

共被泣荆谊感宗族
、

散财 焚券惠济 乡间
、

执节不 回如文宁女
、

临难不避如 义宗妻
”

等各条作出

了释说
。

马可波 罗书的真实性 自问世后即受到一些人的怀疑
。

杨志玖在 《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

伪问题 》 ((( 历 史研究 》第 2 期 ) 中
,

首先辨析 了怀疑论者提出的论点
,

进一步肯定了此书的真实

性
,

然后就王育民的《关于 <马可波罗游记 )的真伪问题 》所提出的商榷意见予以答复
。

1 9 9 1年

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 目— 史部 》著录了《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 》的三个清影元抄本
。

杨呐

的 《关于 (元统元年进士录 )的版本与校勘 》 ((( 中国史论集 》 )
,

介绍了北京图书馆的两部清抄本

和南京图书馆的藏本
,

后又用北京图书馆的两个抄本来校正王颐点校本的错漏
; 又探讨了钱大

听抄本
、

陈摇抄本和点校本中
,

关于会试名次
,

特另l]是汉人南人会试 名次的歧异
。

这个研究为以

后学者正确地引用王颐点校的排印本
,

提供了便利
。

罗桑丹津写作 《蒙古黄金史》的年代问题
,

历来众说纷纭
,

迄无定论
。

色道尔吉的 《罗
·

<黄金 史 >成书年代问题 》 ((( 内蒙古社会科学 》第 5

期 )
,

根据史事和书的内容
,

推断其大致成书年代为 1 6 3 4 到 1 6 5 2 年之间
。

黄时鉴对吾古孙仲端的《北使记 》细加考证
,

认为书中对于
“

回绝国
”

三 个种类的记述在很

大程度上反映了成吉思汗西征时期中国各族 人士对回回的实际认识
。

在这里
,

没速鲁蛮回绝指

的是河 中地区和花刺子模地 区信仰伊斯兰教的伊朗人和突厥人
;
遗里诸回绝指的是也里一带

信仰伊斯兰教的伊朗人
; 而印都 回绝 则指的呼罗珊以东迄 至印度河上游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居

民 ((( 释 (北使记 >所载 的
“

回绝 国
”

及其种类 》《 中国史论集 》 )
。

姚大力在《关于元朝
“

东诸侯
”
的几

个考释 )}( 同上 ) 中
,

通过大量 史料文献
,

探讨了
“

东诸侯
”
中的

“

王及侯
” 、

札刺亦儿部的漠南游牧

地
、

乃颜的世系
、

乃颜之乱 史事补证
、 “

按 只歹
”
的蒙古原名等问题

。

一些学者
,

如达尔玛
·

顾实

在其 《金轮千辐 》一书 中
,

认为绰
·

莫 尔根即是耶律楚材
。

乌兰杰在《耶律楚材与绰
·

莫尔根辨

析 》 ((( 内蒙古社会科学 》第 l 期 ) 中
,

不同意这个观点
。

他根据大量 史料进行考证
,

认为绰
·

莫尔

根是 《忙哥撒 尔传 》中所提到的糊阿
·

默尔杰
。

赵永铣研究了《成吉思汗祭奠 》中的祈祷词 ((( 大

自然的要求
,

灵力的讴歌
:
(成吉思汗祭奠 >祈祷词探析 》《 内蒙古大学学报 》第 1 期 )

。

南宋时期

开始形成的《通鉴 》学
,

在元代有了进一步发展
。

瞿林东在 《元代 <通鉴 )学和 <通鉴 >胡注 》 ((( 史学

月刊 》第 3 期 ) 中
,

探讨了元代 《通 鉴 》学的发展及其发展原因
,

并认 为《通鉴 》胡注的主要成就

是
:

对 《资治通 鉴 》在记事
、

地理
、

制度
、

音读等方面有疏通之功
;
寓历史评论于注文之中

,

反映了

注者进步的历 史观
; 便利 了《通鉴 》的阅读和流传等

。

包祥在《汉城发现的 八思 巴字文献 》 ((( 内蒙古大学学报 》第 2 期 )中
.

详细介绍 了汉城 发现



中国 史研究动态 19 9 5 年第 1 0期

的八思巴字文献
。

这份八思巴文献经过研究解读
,

为八思巴字标注的汉语音写
,

属于皇帝圣旨
,

是元顺帝于元统二年正月
,

即 1 3 3 4 年颁赐给高丽领袖人物李汉达的
。

圣旨共 3 页
,

13 行
,

54 个

字
,

内容是封授李汉达为
“

大元降虎府武德将军
” 、 “

高丽国万户府万户
”
之职

。

这不仅对李汉达

本人
,

而且对李氏家族的进一步兴起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

这对于研究元代 中朝关系有很大

价值
。

照那斯图的《 内蒙古科右中旗元代夜巡牌考释— 兼论扬 州等处发现的夜巡牌 》 ((( 民族

语文 》第 4 期 )
,

对 1 9 8 5 年在内蒙古科右中旗发现的元代数种文字合璧的夜巡牌作了考释
,

并

与同类几个牌子加以比较
,

认为其共同特征是
:

并用几种文字
、

元顺帝时物
、

夜 间执行公务的证

件
,

并认为这三面夜巡牌为研究元代牌符制度提供 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

文书研究方面
,

方龄贵在《读 <黑城出土文书 ) 》 ( 《内蒙古社会科学 》第 6期 ) 中
,

认为李逸友

编著的 《黑城出土文书 ))( 汉文文书卷 )
,

收录 了许多新的 史料
,

有的可与 《元史 》互证
,

有的可补

《元 史》的不足
,

有助于蒙元 史的深入研究
。

张培瑜和 卢央的 《黑城 出土残历的年代和有关 问

题 》 ((( 南京大学学报 》第 1 期 )
,

研究了黑城出土的汉文文书的五件残历
,

认为它们都是元大德

和至正时期授时历书残页
。

并从中得知《授时历 》创立了历书新格式
,

使历书眉 目一新
。

周绍泉

在 《徽州元代前后至元文书年代考析 》 ((( 江淮论坛 》第 4 期 )中
,

对迄今发现的徽州元代契约文

书中
,

有四张属于至元年间的问题进行了考析
。

关于元代考古与考古研究的文章还有不少
,

这

里不一一赘述
。

叶新 民的《元上都研究综述 》 ((( 内蒙古大学学报 》第 l 期 )
,

从三个方 面对元上都研究概况

作了介绍
:

一
、

旅行家笔下的元上都
; 二

、

元上都遗址调查情况
;三

、

关于元上都历史的研究
。

他

还对今后元上都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给人们深入 了解元上都提供了参考
。

王晓清在 《宋

元 史学的正统之辨 》 ( 《中州学刊 》第 6 期 ) 中认为
,

宋元时期正统之辨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
,

这

既是当时民族矛盾激化在政治生活中的反映
,

也是 史学 内在发展逻辑的表现
。

将
“

正统论
”
纳入

宋元 史学发展趋势加以整体性考察
,

显然是有其认识价值的
。

《西方的蒙古 史研究 》一书由前苏

联学者马
·

伊
·

戈尔曼著
,

陈弘法译
,

1 9 9 2 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铅印本
。

乔吉和式莫勒在 《简

评 <西方的蒙古 史研究 ) 》 ((( 内蒙古社会科学 》第 6 期 ) 中认为
:

此书展示 了西方蒙古史研究的发

展脉络
,

并对其各个阶段的主要特点
、

局限
、

代表学者的思想倾向
、

重要著述的基本观点等进行

了评价
。

它将有助于我国蒙元学界放眼世界
、

广泛利用西方文献和吸收外人成果
。

对 《剑桥大学中国学的

历史与现状 》一文的补正

王小 甫

1 9 9 4 年 3 月至 12 月笔者受英国学术院 ( T h e

Br iit
s h A ca de m y )王宽诚奖学金资助

,

在剑桥

大学东方系做博士后研究
,

并受麦大维教授推荐在圣约翰学院做了一个学期的海外访问学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