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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研究

l司马昱与东晋文学⋯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可奄垂昌
5“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中“不如”之义辨一～一一一一一一黄佳琦
7论j匕宋前中期唱和乐府诗的特点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陈端娟
8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一一一一⋯⋯一一王 媚

10试论唐朝统治者对官营工商业的经营管理一一一⋯一鲍卫东 石 伟

1 1南爿E江西禅僧释晓莹和《云臣}纪程翅}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金建铎
13牧童诗歌发展的农史考察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魏梦菊 樊志民

1 5宋武帝刘裕的忠孝观念对王朝人事格局的影响～一一一一吴树堂 李世龙

16“著书自娱”——看文学评论家金圣叹的文学造诣一一～一一一雷逢春
1 8明代北京城市商业范围及市场分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高福美
20唐朝选官制度对胥吏阶层的影响一一⋯一一一～一一
21清末天津警察裁判治安案件研究～一一一⋯一一一～
23东汉前期后族教育述论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4北魏迁部洛阳的财政降支行为始末考一一～一一一一赵
26沈家本：清末修律中的“会通派”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董维维
～一陈毒争
⋯一张斌
娟马 勇

一一陈艳风

28汉武帝反击匈奴对汉边境的地理环境影响一一⋯一一一一一马小娟
■以史为鉴

30清代海南治黎政策对台湾番政的影响一一一～一一一⋯～一詹贤武
3 1南宋重臣崔与之攻防战略战术思想考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王娜
33清前期滇省铜患问题探析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许 可 袁丙澍

34清朝区域民族政策对西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一一～一一一～李艳荣
36清朝中期武科举考场管理问题与治策⋯一一一～一一一一秦正凯
37晚清“新政”与高校英语教育事业的发展研究一一一一一一～段瑞芳
39。江南第一家”郑氏家族的家训教化制度考究～一一一⋯一一刘志伟
40先秦时期农业职业教育述略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赵水磊
42管窥明代四夷馆中的学生评价体系与考核制度一一韩 霜 陈光玖 陈 鹏

43清代传统家庭教育及其瓦解因素研究一⋯一一～⋯一-
45康熙皇帝与q]西文化交矛屯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46文坛，J、花其香亦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48辽王朝对渤海国遗民的治理策略一一～一一一～一一
49 I各谈明末东林党人的慈善事业～一一～一一⋯～一一刘
51剖析明使姜Ej广“清德”的实质一一～一一一～一一
■史学争鸣

52对元代“四等人制度”说法爿∈j荡i的考辨一一一一一～一一
54民国古史辨派与传统经学之关系探析一～一
55监司在宋代法律文明构建中所扮演的角色管窥

～一姜立新
⋯一刘亚轩
～一郭超
～一满岩
菊阚彬

～一韩东

⋯一杨晓光

一霍禹光
李玉莉

郭尚武

57汉代文图关系论略～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李征宇
59金末元初漠北纪行之作的史料价值一一一～一～一一刘福燕樊运景
60李斯沙丘矫诏之因新论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李世忠
62黔西北彝族钞本文献插图绘画特性与意象揭示～一一一一一～李文彬
63康熙中期重开风闻言事案例分析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王 琼

65乾隆帝文化修养及个性与大兴收藏之关系研究一一一一一一一刘 迪

66喀什传统茶馆及其功能一⋯一一～一～一一⋯吾斯曼江·亚库甫
68王九思及其诗文集研究～～一⋯一一
70从殷商甲骨文看商代姓氏巫觋文化一～一

姜妮

李秀林

7 1论杜甫的“屈、贾”情结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隋秀玲
73明代文学家陈继儒的旅游活动考证一～一～一～一一一一孙怡
74基于北魏都城规划设计的特点研究一一一～一～一一⋯一赵思童
●档案解读

76唐代音乐繁盛的主客观原因探究

77试论我国宋代纸币艺术设计

79相和歌“丝竹更相和”考

80宋朝时期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探讨

82朝鲜史料中的清初围猎运动

93论唐代政府维护小农生产的消费限制政策

～一一李士霞

85从王蒙山水画的审美意境看元代山水画的意义 一杨岚

邹联丰

熊逸越

柯利刚

王建国

丁林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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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晚清西文游记中的张家口 李晓标 解程姬

88戴名世与方苞交游考述～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雷乐街
89喀什噶尔——古代玉石贸易酿造的城市～一～一一一一沙吾提·帕万
91刍议佛教对唐朝经济发展的影响～一～一一～——一～一刘欣荣
92宋代香药业经济发展态势研究～一～一一～一一～秦芳菊94清末民初河南图书馆的缘起及发展述略一一～一一一一任丽芳
95名妓画家薛素素的绘画艺术探析一一～～一一～～谈长峰蔡云峰
97东周儒家学派武术价值观考辨～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王彦收
98古代书院经费来源及对现代大学基金运作的启示一一～一薛明磊王硕
■历史考证

]00唐宣宗与吴湘案考论～一一～一～一一严正道1叭宋代说唱音乐特征探析～——⋯～一一～一～杨宇娟
103清代词律批评理论兴盛的原因探析一一～一一罗海燕王立娟 刘少坤

]05“职官制度”对南宋院体绘画写实及兴盛的影0向一一～一一～一袁志正
]06危世和音：崇祯五年朝鲜使节的中国纪行～一一一⋯一一杜慧月108街区历史：城市空间与文化展演一一～～一一～一刘行玉109晚清驻外公使持节前主要洋务历练述论一一一一一刘 立 马

11 1渤海国皇宫建筑文化考究～⋯一一一一～一吴文超 李 媛
1 12晚清经济法规制度建立考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李建军
114从北魏孝子画像看当时“孝文化”～～一一一一～一一一王驰
115汉代武舞的特征及影响分析一一一一一～～一李 豫 李 刚

1 17西域音乐对于隋唐时期音乐发展的影响～一一一一——何汝贵1 1 8礼制文化规约下田猎风俗的嬗变探究一一一一一～⋯黄 琪

120试论古琴音乐在传统音乐传承中的作用～一一一一～一赵宏宇
121大唐盛世时期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一一一一段茹 雷兴明

]23唐朝长安住宅对发展中国院落式住宅的影响～一一一一一一娄娟124清末留学生在英语传播中的作用探析一～一一一一⋯廖 燕

1 26金朝妇女服饰述略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王姝
■百家思想

)27“五德终始”倡导者邹衍的音乐音律观念考证一一～～一一一邓 宇

]29康有为体育思想及其历史影响评价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李华禄
]30从“马革裹尸”到“犹厌言兵”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杨晓慧
]32明朝民宅室内设计艺术探究一一⋯⋯一一一一一姚丹丽 王瑶

133朱熹道德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一～～一一一一一王 善
1 35先秦儒家体育思想及其传承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刘光宇136解析明朝时期“明刑弼教”法律思想一～～一一一一一一齐慧
138基于翻译和外交人才培养的洋务英语教育小议一一一一一⋯邱培磊
139半岛曙光——辽东半岛史前文化探索一一一一一～～一一王 丽

]41春秋时期儒商鼻祖子贡的经营之道一一～⋯～一一张平 王彬

)42清代藏传佛教东传中心——蒙东瑞应寺一一一～一海洁美 张 慧

144胡服的发展及其对宋代服饰文化的影响撮要一一一⋯一张飚雪145明朝“一条鞭法”的农业改革策略研究一一一一一一一⋯～张波
]47元代许衡“正君心，求民心”的治国思想略考～⋯一⋯一一一一郑蓓蓓
)48唐代仕女画服饰绘画语言研究一一一一一一一⋯薛 霞邢文凯

■文史探源

]50唐诗中的粟特胡姬进人中原地区的原因一一一一～一一邹淑琴15]清代宫廷御用“珐琅彩瓷”纹彩艺术风格探析一一⋯⋯一陈丹马建博
)53顾恺之绘画艺术考略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易 菲

]54中国三大乐器群体的历史演变一一一一一一穆巴拉克·伊米提刘 洁

]56刍议关中地区社火脸谱的四象色彩文化内涵一一一一一一一张建琴)57唐代胡旋舞的传人及艺术精神考一一⋯⋯一⋯⋯韩 露 艾 茵

)59北宋琴僧师承体系琴乐传习对象及内容分析一一一一一⋯陈琛
]60宋代古琴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一～一⋯～一一一一夏郁162唐代乐舞大曲之诗、舞、乐的艺术特征探微一一一一一⋯⋯一罗立章
]63我国古代射柳文化习俗溯源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钱 芊

165展子虔绘画艺术成就及其影响研究一⋯一一～一一一——韩璐

奉天同善堂

封面说明

奉天同善堂创始人左宝贵，字冠

廷，回族，光绪元年(1875)巡视奉天期

间，多次微服屈身民宅，访贫问苦。每逢

大疫重灾，他都率先捐资赈济，同时着

手建立发展慈善事业。光绪七年

(1881)，左宝贵顾及”天花”对百姓的

危害，创办了旨在救民济生的牛痘局，

常年接种牛痘，首开奉天接种疫苗之先

河。此后，为照顾无依无靠的孤老、路边

啼哭的弃婴、冻绥街头的残者、赎身从

良的妓女，左宝贵又先后创办了养老

院、育婴堂、栖流所、济良所等。光绪二

十年(1894)甲午战争中，左宝贵在朝鲜

平壤玄武门忠勇殉职。奉天官民在悲痛

之余，便将其创办的上述慈善事业集中

管理，取名奉天同善堂，并择址奉天大

西关高台庙西侧，继续扩大未尽的慈善

事业，为救助贫弱、改良民风发挥了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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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文学篇》：“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

还。日：‘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邪?”Ⅷ121”司马昱认为各卦

之义各不相同，不可同等视之，足见其对《周易》的浸淫上远胜桓

温。又《世说新语·言语篇》：“简文作抚军时，尝与桓宣武俱入朝，

更相让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日：‘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简

文日：‘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粥“简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

宣武至，问上何在?简文日：‘某在斯。’时人以为能。”[2167

“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出自《诗经·卫风·伯兮》，“无小无大，

从公于迈”出自《诗经·鲁颂·泮水》，桓温引《诗》句以寓，司马昱同

样引《诗》句以答，二人言语在契合当时身份场景的情况下，尤其

显得高雅，而司马昱之答语尤见功力。“某在斯”出自《论语·卫灵

公篇》：“师冕见，及阶，子日：‘阶也。’及席，子日：‘席也。’皆坐，子

告之日：‘某在斯，某在斯。”’以上两例一方面展示了司马昱过人

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其对儒家经典的谙熟程度。

魏晋品鉴之风盛行，司马昱亦是其中之佼佼者。《世说新语·

赏誉篇》记载了他对多人的品鉴之语，如其目庾统为“省率治除”，

目王述为“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

多许”，目王恬为“朗豫”，评郗超为：“刘尹语末后亦小异，回复其

言，亦乃无过”，论刘恢为“茗柯有实理”；又《品藻篇》载其评何晏

与嵇康云：“何平叔巧累于理，稽叔夜俊伤其道”，论殷浩之清谈

日：“不能胜人，差可献酬群心”，论谢奉云：“谢安南清令不如其

弟，学义不及孔岩，居然自胜”，无不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功底。又据

《世说新语·文学篇》载：“佛经以为祛练神明，则圣人可致。简文

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然陶练之功，尚不可诬。”’回。可见其

于佛学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司马昱的文学功底同样深厚，他精通前代或当代的文学作品，

并且善于对其进行评述。《世说新语·言语篇》载：“羊秉为抚军参军，

少亡，有令誉。夏侯孝若为之叙，极相赞悼。羊权为黄门侍郎，侍简文

坐j帝问日：‘夏侯湛作《羊秉叙》绝可想，是卿何物?有后不?’权潸

然对日：‘亡伯令问夙彰，而无有继嗣。虽名播天听，然胤绝圣世。’帝

嗟慨久之。”阳由中可以看出，司马昱对夏侯湛的作品《羊秉叙》不

但非常熟悉，而且极其向往。当他担忧惨遭废黜时，曾对郗超吟诵庾

阐诗“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111224并曾评述许询的诗歌云：简文

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2】l”

司马昱在文学创作上亦成就颇丰。据《隋书·经籍志·集部》：

“《简文帝集》五卷，录一卷。”【3】⋯可惜这些作品于唐初多已亡佚，

清严可均《全晋文》卷十一辑有其文九篇。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篇》又云：“简文勃兴，渊乎清峻，微言精理，亟满玄席；澹思浓采，

时洒文囿。”[41sr由此可知，司马昱创作以清峻之风著称，且能以微

言阐述精致之玄理，因”澹思浓采”而知名于当时文坛。

由上可知，作为东晋中期的清谈能手，司马昱不仅学术功底

深厚、文学创作突出，而且具有较为突出的语言应对能力，再加上

其优越的政治地位，为其成为当时文坛领袖提供有利的条件。

三、司马昱：东晋玄谈的主要领导者和文坛的重要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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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昱不仅自身爱好学术，善于文辞，而且注重招纳文学之

士，在其周围聚集了众多的能文之人，形成一个颇有生气的文人

团体，可以称之为司马昱文学集团。但是，这个文学集团首先是一

个以清谈为主要活动的文人集团，司马昱的府邸即是他们清谈的

主要场所。关于此点，《世说新语》中有着大量记载：“竺法深在简

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日：‘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

游蓬户。’或云卞令。”[21∥‘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

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拧

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12]”

由上可见，司马昱府中经常聚集着众多文学之士，甚至一些著

名僧客，他们经常围绕玄学或佛学进行畅谈论辩，活动频繁，气氛热

烈。又《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

时彦。欲诣刘尹，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张遂诣刘。刘洗濯料事，处

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张欲自发无端。顷之，长史诸贤来清

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

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清言弥日，因留宿至晓。张退，刘日：‘卿且

去，正当取卿共诣抚军。’张还船，同侣问何处宿?张笑而不答。须臾，

真长遣传教觅张孝廉船，同侣惋愕。即同载诣抚军。至门，刘前进谓

抚军日：‘下官今日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既前，抚军与之话言，

咨嗟称善日：‘张凭勃宰为理窟。’即用为太常博士。”121“。

刘恢是司马昱府上的清谈常客，而从“顷之，长史诸贤来清

言”一句可知，他的宅邸也时常举行清言集会，堪称清谈的分会

场。张凭能够于末座判定诸贤之优劣，足见其玄谈功夫高超。

玄谈与文学关系密切，都极其注重对于语言的锤炼和修饰。

张凭之所以能够打动刘恢、司马昱，正因为他的玄谈能够“言约旨

远，足畅彼我之怀”。又，《世说新语·赏誉篇》载：“许掾尝诣简文，

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襟怀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辞寄

清婉，有逾平日。简文虽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觉造膝，共叉手语，

达于将旦。既而日：‘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同条刘《注》引《续

晋阳秋》亦云：“询能言理，曾出都迎姊，简文皇帝刘真长说其情旨及

襟怀之咏。每造膝赏对，夜以系日。”[21“a由此可见，司马昱在沉醉于

清谈的同时，非常注重其中的艺术审美，对于“襟怀之咏”、“辞寄清

婉”者尤为赞赏。上述的“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襟怀之咏”、

“辞寄清婉”，同样可以成为文学审美的重要标准。

司马昱喜爱并大力提倡玄谈，由此影响到文学创作，最重要

的表现就是玄言诗的盛行。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江左篇制，

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唧《时序篇》：“自中朝

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迪迪，而辞意夷

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1415”钟嵘《诗品序》云：“永

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

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

风力尽矣。”15]¨刘、钟二人都鲜明地指出东晋诗坛为玄言诗风所笼

罩这一事实，玄言诗风弥漫堪称东晋诗坛的最大特色，而司马昱

无疑是这一状况的重要促成者。

174论墨子义利观的构建思路及当代价值———二—一葛富有176孔子集体主义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一——刘世成177谈谈磨代音乐之教义一一一一一胡 楠179刘勰“情”与“体”关系中的辩证色彩⋯——汪 鹏

181昭忠祠碑与甲午白发将军宋庆一——李学成丁美艳孟月明183a骷箩碑》研究综述——尹雪萍 高 健

4 兰古世靠2015．9月下旬
万方数据



中国古代钱币鉴赏

i≯_：_；=}一号 。I‘L}⋯!i七ii。I iI彳一“1f≈I_，，_7．¨ j‘

o●__一=≯譬i 1 √7-n}莹睁一吖r r。’一{o’。 ．^

一≯篁暑。叫刊。-。h Hj基斯j j》ii爿Il一”i，j。、t

自南北朝以后，由于金价昂贵，黄金开始以“两”为单位，金银货币的形状，有金银锭、

金银饼、金银钱等 在唐宫廷中，就藏有大量的金银钱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朝，货币学家认为金银的使用没有中断，特别是河西地区和交广

地区，在同拜占庭、波斯等国的交往以及海上贸易中，金、银的使用会比较多金银作为货

币的形式应该是饼和铤 在文献中经常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而且还出现了关于金银的

记录，但至今，还没有发现这个时期的金、银饼和金、银铤一

唐朝用金银，除了大量用于储藏，也用于支付和流通，包括赋税、赏赐、军政开支、进

奉、捐献、贿赂、谢礼等 特别是白银在支付上逐渐重要起来，所以遗存的金、银铤，饼也

比前朝多 唐代金、银铤、饼的器型尚无统一的规定，铤则有笏形、条形、长方形、束腰形、

船形等饼的制作规格亦不统一铭文的书写有凿刻的、有墨书的。内容的随意性也比较

大 一般涉及铸造部门、人中、官员职务姓名、工匠姓名、重量、时间、来源用途等．

唐·南洋沉船打捞五十两银锭

唐·伍拾两船形银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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