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近三十年来敦煌所出唐宋书牍研究概述 

在中国古代，书牍，又称尺牍，是人们之间进行信息交流与沟通的工具之一。无论是国
家政务的处理，还是私人之间的通讯，都离不开书牍这一信息的载体。“尺牍”一词源自汉代，
是对于书写于简牍之上的通讯文字的泛称，它包括官文书与私文书。“尺牍”沿袭到唐宋时期，
泛指公文和私人书牍。  

敦煌文献中非佛经类文献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典籍类，二是实用类文献。实用类
文献之中包含许多书牍，分散在书仪类、官文书和私文书札中。因此，本文将对自 1979 年以
来国内外学者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  

第一节   对敦煌书仪文献的研究  

一、中国学者对敦煌书仪文献的研究  

敦煌书仪是唐五代宋人书牍的应用文范本。“书”，是指书牍或尺牍，“仪”指礼仪规范。因此，
敦煌遗书中有大量的书牍类文献被归入到“书仪”类文献里，从某种角度上说，对书仪类文献
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对书牍文献的研究。中国学者对敦煌文献中的书仪类文献首先进行分类、
校录与整理，有的还进行了专题式的深入研究，产生了一批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20 世纪 80 年代初，周一良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开始进行敦煌文献中书仪类
文献的研究，是“海内外系统研究敦煌写本书仪的第一人”①。“他以卓越的识见，看到书仪是敦
煌卷子中自来整理较少的一组文献，因而勇敢地向这个很少有人问津的领域开拓。”② 周先生
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③ ，“对于书仪的源流、唐代书仪的分类、敦煌写本书仪的类型、书仪所反
映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书仪对日本的影响等，都做了系统的论述，可以说是填补了敦煌学

                                                             
①  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的主要内容及学术价值》，《敦煌 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北京 图书馆出版 社

2003 年版，第 205 页。  

②  荣新江：《才高四海，学贯八书 ──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敦煌吐鲁番 研究》第六卷，北京大 学
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  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敦 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 华书局 1982 年版；《唐代
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 历史研究》，1984 年第 1 期；《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

《文物》， 1985 年第 7 期。《敦 煌写本书仪考（之二）》，《敦 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 4 辑，北
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书 仪源流考》，《 历史研究》，1990 年第 5 期。以上 5 篇论文又收入在
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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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项空白”①。  

在周先生的开拓之下，赵和平、吴丽娱继后进行研究，分别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赵
和平从 1984 年起在周一良的指导下进行敦煌本书仪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十几年来，将一百多
件敦煌本书仪整理成《敦煌写本书仪研究》②《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③及个案性研究专著

《敦煌本〈甘棠集〉整理研究》④及数十篇论文 ⑤。赵和平对敦煌书仪的研究可分成三个阶段：
1994 年之前，赵和平发表的论文以对书仪的基础性研究为主，至 1993 年出版《敦煌写本书
仪研究》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的《敦煌写本书仪略论》一文，赵和平对于书仪的基本
问题做了阐述，如书仪的分类、书仪中的社会文化生活史料价值、书仪的作用、书仪反映的
中原文化及书仪向周边民族的传播等，成为作者研究书仪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对后来的研究
有启发和指导意义。从 1994 年后，赵和平发表《敦煌表状笺启书仪略论》一文后，开始对敦
煌书仪中一类实际使用过的书牍考订其历史事实，进行个案性的考证研究 ⑥，至 1998 年出版

《敦煌表状笺启书仪》是第二阶段。1998 年以后是第三阶段，赵和平发表《〈敦煌写本书仪研究〉
订补》⑦，在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新公布的敦煌文献中的书仪资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对敦
煌本书仪的定义、范围做了新的界定，尤其是指出“表状笺启类书仪”是广义书仪中较为特殊的
一类，它的特征是：主要是唐宋官僚社会中曾经使用过的往来书牍。1998 年之后，赵和平主要
以“表状笺启书仪”中的敦煌本《甘棠集》进行个案性研究⑧。“作者以数年之功，字斟句酌，终于
                                                             

①  荣新江：《才高四海，学贯八书 ──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敦煌吐鲁番 研究》第六卷，北京大 学
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1 页。  

②  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新文丰出 版公司 1993 年版。  

③  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江苏 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④  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整理研究》， 新文丰出版公司 2000 年版。  

⑤  赵和平：《敦煌写本〈朋友书仪〉残卷研究》，《敦煌研 究》，1987 年第 4 期。《敦煌写本郑余庆〈大
唐新定吉凶书仪〉残卷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杜友晋〈吉凶 书仪〉及〈书仪镜〉成书年代考》，《敦煌 学辑刊》，1990 年第 2 期。《敦 煌写本书
仪中所看到的部分唐代社会文化生活》，1990 年敦煌研究院“敦煌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敦
煌写本书仪略论》，《敦煌吐 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 词典出版社 1991 年版。《武则天时的一
种敦煌写本书仪 ──P.3900 号写卷的初步研究》，《敦煌研 究》，1992 年第 1 期。《晚唐时河北地区
的一种吉凶书仪 ──P.4050 与 S.5613 敦煌写本综合研究》，《周一良先生 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晚唐五代 时的三种吉凶书仪写卷研究》，《文献》， 1993 年第 1

期。《敦煌写本 P.2481 号性质初探》，《文献》，1994 年第 4 期。《〈新集杂别 纸〉的初步研究》，1994

年 敦 煌 研 究 院 “敦 煌 国 际 学 术 讨 论 会 ”提 交 论 文 。《 敦 煌 表 状 笺 启 书 仪 略 论 》，《 敦 煌 吐 鲁 番 学 研 究
论 文 集 》， 文 献 出 版 社 1995 年 版 。《 后 唐 时 代 甘 州 回 鹘 表 本 及 相 关 汉 文 文 献 的 初 步 研 究 ──以
P.3931 号写本为中心》，《九 州岛学刊》敦煌学专号（三），1995 年。《 后唐时代刺史专用书仪 ──
P.3440+P.3864 的初步研究》。以上 13 篇论文被收入在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⑥  赵和平：《〈记室备要〉的初步研究》，《段文杰 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96

年版；《晚唐五 代灵武节度使与沙州归义军关系试论》，《第 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乐学书局 1997 年版。  

⑦  赵和平：《〈敦 煌写本书仪研究〉订补》，《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3 卷，1998 年版。  

⑧  赵和平：《〈甘 棠集〉的性质及传入敦煌的时间再探讨》，《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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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可信的校本，还在查考大量的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在校注中勾稽出了书中
各件表、状之撰写年月及收件人的履历或所涉及的事件，为使用该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既
为人们读懂这些表、状提供了相关信息，也为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新资料。”①  

姜伯勤首开书仪与礼制的讨论。 ② 但系统地从礼仪发展演变的角度展开对敦煌写本书仪
研究的是吴丽娱，她拓展了书仪研究的新领域 ──“开启唐礼研究的新途径”③ 。吴丽娱对敦煌
书仪的研究开始于 199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成立之后。1999 年，吴丽娱发表

《敦煌写本书仪中的行第之称 ──兼论行第普及的庶民影响》 ④为其对敦煌书仪与礼仪制度研
究的开端。之后陆续发表有《敦煌所出杜佑丧服制度图与郑余庆元和书仪》 ⑤《关于〈朋友
书仪〉的再考察》 ⑥ 《敦煌表状笺启书仪探源》 ⑦ 《关于 S．078V 和 S． 1725V 两件敦 煌  

写本书仪的一些看法》 ⑧ 《敦煌 P.3637〈新定书仪镜〉中丧服年代质疑》 ⑨ 《再论复书与别  

纸》 ⑩《中古书仪的型制变迁与社会转型》 11《正礼与时俗 ──论民间书仪与唐朝礼制的同期
互动》 12。吴丽娱在对近二十年来敦煌书仪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书仪反映的礼制核心
的等级关系从围绕家族血缘为中心到以官场为中心的转变，以及唐五代礼庶民化、实用化和
官僚化的倾向为特征的中古社会的礼仪文明做了清晰而全面的研究，结成《唐礼摭遗 ──中
古书仪研究》一书。此书是在赵和平对敦煌书仪研究的基础上的又一学术力作，尤其是对表
状笺启书仪的研究上有新的成果，如对表状笺启书仪的渊源与公文书的发展关系、表状笺启
书仪的分类与特色、书牍制作程序与反映的官场礼仪的变迁、书仪与晚唐五代政治的关系进
行了深入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与观点足以启发后学，如唐代表状笺启书仪对汉晋以来形
成的书牍之学（尤其是官文书）的继承关系、唐五代表状笺启书仪文集从中央到地方的繁荣
发展。吴丽娱又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的研究课题 ──《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

                                                             
①  郝春文：《敦煌本〈甘棠集〉研究》（书评 ），《敦煌吐鲁 番研究》第 8 卷，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②  姜伯勤：《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 ──兼论唐礼的变迁与敦煌元和书仪文书》，《隋唐史论集 》，
香港大 学亚 洲 研究中 心， 1993 年。《唐礼 与 敦煌发 现的 书 仪》，收 入在 姜 氏著《 敦煌 艺 术宗教与
礼乐文明》，社 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③  吴丽娱：《唐礼摭遗 ──中古书仪研究》序言（王永兴序），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  

④  吴 丽 娱 ：《 敦 煌 写 本 书 仪 中 的 行 第 之 称 ──兼 论 行 第 普 及 对 庶 民 影 响 》，《 敦 煌 吐 鲁 番 研 究 》 第 4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⑤  吴丽娱：《敦煌所出杜佑丧服制度图与郑余庆元和书仪》，《敦煌吐鲁番 研究》第 5 卷，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00 年版。  

⑥  吴丽娱：《关于〈朋友书仪〉的再考察》，《中国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  

⑦  吴丽娱：《敦煌表状笺启书仪探源》，《文 史》第 56 辑， 2001 年。  

⑧  吴丽娱：《关于 S.078V 和 S.1725V 两件敦煌写本书仪的一些看法》，《敦 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⑨  吴丽娱：《敦煌 P.3637〈新定书仪镜〉中丧服年代质疑》，《中华文史论 丛》，2001 年第 3 期。  

⑩  吴丽娱：《再论复书与别纸》，《燕京学报》 第 13 期，2002 年。  

11 吴丽娱：《中古书仪的型制变迁与社会转型》，《史学月 刊》，2005 年第 5 期。  

12 吴丽娱：《正礼与时俗 ──论民间书仪与唐朝礼制的同期互动》，《敦煌 吐鲁番研究》第 9 卷，中华
书局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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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 ① ，负责“书仪章”的撰写工作。在《唐礼摭遗》的基础上，“书仪章”中既对《唐礼摭
遗》中的内容有提炼，又有所补充。除了书仪与礼制的“宏观”研究之外，吴丽娱也利用敦煌
书仪文献进行历史史实考证的“微观”研究，如对《书仪镜》中的“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注意
到它是“杜氏《书仪镜》中很特别的一部分内容”，“它所收载的书信，并不仅仅是一些格式套语，
而是涉及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名地名”于是对此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进行了考证 。
从 2001 年起，吴丽娱以研究表状笺启书仪为主，与合作者杨宝玉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晚唐五代
宋初有关敦煌归义军史实的考证类论文 。  

除了以上周一良、赵和平、吴丽娱对书仪展开的综合性研究之外，在对敦煌书仪的研究

之初，更多的学者是对包含有丰富的历史事件与信息的“表状笺启书仪”中的实际使用过的某

一件或某几件公私书牍展开了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内的研究，或对其进行录文校释，或对其

中的历史事件与人物进行考证。对 S.1438V 书仪，姜伯勤 ②、史苇湘 ③、杨铭 ④、陆离 ⑤都曾

考证过沙州陷蕃时期的相关历史事实。对敦煌文献中为数不多的唐五代“表”文，唐长孺 ⑥、许

福谦、郝春文 ⑦；郭锋 ⑧、郑炳林 ⑨、冯培红、张军胜 ⑩；李正宇 11等进行了相关史实与社会历

                                                             
①  张弓：《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吴 丽 娱 ：《 敦 煌 写 本 书 仪 中 的 行 第 之 称 ──兼 论 行 第 普 及 对 庶 民 影 响 》，《 敦 煌 吐 鲁 番 研 究 》 第 4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吴丽娱：《敦煌 P.2539V 书状主人公的再辨证》，《民族 史研究》第 2 辑，2001 年；吴丽娱：《再
析 P.2945 书仪的年代与曹氏归义军通使中原》，《敦煌研 究》，2002 年第 3 期； 吴丽娱、杨宝玉：

《 P.3197V〈曹氏归义军时期甘州使人书状〉考释》，《敦煌 学辑刊》，2005 年第 4 期；《 P.3016V〈厶
乙致令公状〉考释》，《敦煌 研究》，2006 年第 3 期；杨宝玉、吴丽娱：《 P.2992V 书状与清泰元年
及长兴元年归义军政权的朝贡活动》，《敦 煌学辑刊》，2007 年第 1 期；《归义军朝贡使杨保山生
平考察与相关历史问题》，《 中国史研究》， 2007 年 4 期。杨宝玉、吴丽娱：《 P.2945 书状与曹氏
归义军政权首次成功的朝贡活动》，《敦煌 吐鲁番研究》第 11 卷，2008 年。  

②  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中华文史论 丛》，1981 年第 1 辑。  

③  史苇湘：《吐蕃王朝管辖沙州前后 ──敦煌遗书斯 1438 背〈书仪〉残卷的研究》，《敦 煌研究》 创
刊号（总第 3 期）。  

④  杨 铭 ：《 一 件 有 关 敦 煌 陷 蕃 时 间 的 藏 文 文 书 ──兼 及 S.1438V〈 书 仪 〉》，《 敦 煌 研 究 》， 1994

年 第 3 期 。  

⑤  陆离 ：《 吐 蕃 统 治 下 的 敦 煌 社 会 及 其 与 唐 朝 中 央 政 权 关 系 管 窥 》，《 中 国 边 疆 史 地 研 究 》，2009

年 第 1 期 。  

⑥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敦煌吐鲁番 文书研究》，甘 肃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⑦  许福谦、郝春文：《斯四四七三号写卷〈大 晋皇帝祭文〉、〈大行皇帝谥 状〉校注及跋》，《敦煌吐
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 ），北京大学出 版社 1990 年版。  

⑧  郭峰：《〈侯昌 叶直谏表〉与晚唐懿僖时期之政局》，《兰 州大学学报》， 1991 年第 3 期。  

⑨  郑炳林：《敦 煌写本〈张议 潮处置凉州进 表〉拼接 合 与归义军对凉 州的管理》，《敦煌吐鲁番研
究》第七卷，2004 年。  

⑩  冯培红、张军胜：《传世本刘 允章〈直谏书〉与敦煌本贾耽〈直谏表〉关系考辨》，《 兰州学刊》，
2009 年第 4 期。  

11 李正宇：《〈沙 州僧民上吐蕃赞普奏稿〉（又 本）──敦煌遗书中一件为阎朝修和请功的奏表》，《庆
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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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环境的研究。利用书牍研究敦煌归义军相关历史的论文最多。李正宇 、赵和平、吴丽娱、

郭锋 、邓文宽 、孙修身 、苏哲 、赵贞 利用“状”“牒”类书牍文献对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之

间的关系、曹氏归义军与中原王朝的来往均做过考证。李军 运用公私书牍文献研究了晚唐

时期中央对凉州的经营与管理。系统地运用书牍材料研究归义军历史的是荣新江，在其《归

义军史研究》 一书及《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中对与沙州归义军相关的书牍史料，搜罗无

遗，以揭示史实、判定年代。利用书牍研究河西民族史尤其是甘州回鹘史，如唐长孺 、陆

庆夫 ①、邓文宽 ②等。  

中国的文学、语言研究学者也对书仪的文学特征及书牍文体进行了研究。周绍良、颜廷
亮编《敦煌文学》 ③中，对书仪的文学性进行探讨，以表、疏、书、启、状、牒、帖等书牍
文体分类对敦煌文学进行解说。张锡厚在 1992 年对敦煌本《甘棠集》的文体特征、文学艺术
性进行了研究。 ④对敦煌书仪中的语言文字进行研究取得较大成果的是王启涛 ⑤、张小艳 ⑥。
王启涛对敦煌文献中的法制书仪的语言进行了研究。张小艳的博士论文着重讨论书仪的口头
用语及在汉语词汇研究上的价值。陈静 ⑦对敦煌表状笺启类书仪文献中一类较特殊的书牍文

                                                                                                                                                                                  

 李正宇：《归义军曹氏〈表文三件〉考释》，《文献》， 1988 年第 3 期。李正宇《晚唐五代甘州回
鹘重要汉文文献之佚存》，《文 献》，1989 年第 4 期；李正宇《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魏
晋南北朝隋唐史数据》第 11 辑，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李正宇《曹仁贵名实论 ──曹氏归
义军创始及附梁始探》，《第 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 ）， 1991 年。  

 郭峰：《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敦煌学 辑刊》，1989 年第 1 期。  

 邓文宽：《〈凉 州节院使押衙刘少晏状〉新探》，《敦煌学 辑刊》，1987 年第 2 期。  

 孙修身：《敦煌文书伯 3016 号背第二件文书有关问题考》，《敦煌学辑刊 》，1988 年第 1、2 期。  

 苏哲：《伯二九九二号文书三通五代书状文的研究》，北 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
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赵贞：《敦煌文书中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中 国历史地理论丛》，第 16 卷，第 4 辑，2001

年；赵贞：《敦 煌所出灵州道文书述略 ──兼谈朔方韩氏对灵州道的经营》，《敦煌研究 》，2003 年
第 4 期。  

 李军：《敦煌 写本〈归义军 僧官书仪〉拼 接 合及相关 问题研究》，《敦煌学辑刊》， 2006 年第 3

期；李军：《晚唐凉州节度使考》，《敦煌研 究》，2007 年第 6 期；李军：《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
区的经营》，《 历史研究》，2007 年第 4 期。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 ──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 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敦煌吐鲁番 文书研究》，甘 肃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①  陆庆夫：《论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贡使关系》，《民族研究》，1999 年第 3 期；陆庆夫：《金山国与甘
州回鹘关系考论》，《敦煌学辑刊》，1999 年第 1 期；陆庆夫：《唐宋之际的凉州嗢末》，《敦煌学辑刊》，
1997 年第 2 期；陆庆夫：《从焉耆龙王到河西龙家 ──龙部落迁徙考》，《敦煌研究》，1997 年第 2 期。 

②  邓文宽：《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北京大学学 报》，1986 年第 5 期。  

③  周绍良、颜廷亮：《敦煌文学 》，甘肃人民出 版社 1989 年版。  

④  张锡厚：《敦煌本〈甘棠集〉及刘邺生年新证》，《敦煌本唐集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4 年版。 

⑤  王启涛：《中古及近代法制文书语言研究 ──以敦煌文书为中心》，巴蜀书 社 2003 年版。  

⑥  张小艳：《敦煌书仪语言研究》，浙江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2004 年。张小艳：《敦煌写 本书仪的 文
体特色及其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上的价值》，《敦煌吐鲁番 研究》第 8 卷，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⑦  陈静：《别纸考释》，《敦煌 学辑刊》，199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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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别纸”进行了文体研究，从“别纸”的源流演变上考察了别纸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认
为“别纸”在唐五代时期是人们书信来往时的复书中对第二纸书信的称谓。杜琪 ①也主要是从书
仪分类及书仪的文体上立论。近年来，天津师范大学王晓平 ②将敦煌书仪与日本《万叶集》
书牍集进行了比较研究。  

台湾学者高明士、王三庆、谢海平、甘怀真、黄亮文都对敦煌书仪进行过研究。黄亮文
还有学位论文《敦煌写本张敖书仪研究》，同时发表一些论文探讨敦煌书仪中的版本系统关   

系 ③，是台湾学者对敦煌书仪研究的新的动向。  

二、海外学者对敦煌书仪文献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敦煌书仪的研究 ，起始于内藤湖南。1928 年，内藤发表了关于敦煌书仪研
究的一篇论文。之后，那波利贞、川口久雄、山田英雄等开始从事书仪研究。那波利贞注重
研究以书仪等为代表的“前辈学者所忽略的各种世俗文书”，视其为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真实面貌
的珍贵资料。川口久雄所提出的对敦煌书仪的七类分类法，对于书仪的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如在七分法中，川口注意到第四类“实际书信文集”与书仪已经有所不同（它并不是一般意义
上的书仪），开始尝试敦煌书仪的细分类研究工作。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至今，日本的敦煌书仪研究自有其特点：在日本，敦煌写本书仪
研究，以一件写本为中心的个案研究较少，更多的是结合别的专题进行综合研究，书仪并不
是研究的主要对象。如日本书仪研究最多的是敦煌遗书与正仓院文书的相互比较研究，显示
出其独特性的一面。在芳贺纪雄的研究中，将书牍也归入书仪中，分正仓院所藏的书仪为三
类：十二月仪、吉凶书仪、各种场合实用的书仪，第三类如《杜家立成杂书要略》，即中国的

《杜友晋书仪》。池田温等都注意到了敦煌本书仪的价值，从不同角度对敦煌本书仪加以研究。
日本学者丸山裕美子更是在日本书仪与敦煌本书仪的对比研究上做出了杰出的研究工作。广
濑宪雄的研究视角较宽，从书仪与外交文书的礼仪格式上，进行比较研究收信、发信两国之
间的关系，试图探讨当时东亚的国际秩序 ④，他的研究思路，对于敦煌书仪的研究新方向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节  对公文书的研究 
                                                             

①  杜琪：《书仪缘起蠡测及敦煌书仪概说》，《社科纵横》，2002 年第 6 期；杜琪：《敦煌 应用散文 作
品题注》，《敦 煌研究》，2006 年第 4 期。  

②  王晓平：《敦煌书仪与日本〈万叶集〉书状的比较》，《 敦煌研究》，2004 年第 6 期。  

③  王三庆、黄亮文：《朋友书仪一卷研究》，《 敦煌学》第 25 辑，2004 年；黄亮文：《P.3681、P.4002、
Дх.1055、P.4042、P.4024 五件书仪写卷的 合与探讨》，《 敦煌学研究》，2007 年第 1 期。黄亮文：

《〈新定书仪镜 〉相关问题的探讨 ──附论其他书仪写卷的 补》，《敦煌 学》第 27 辑， 2008 年。  

 山 本 孝 子 ：《 日 本敦 煌 书 仪 研 究回 顾 与 展 望 》，《 2009 全国 博士 生 学 术 论 坛（ 传 承 与 发 展 ──百 年
敦煌学）论文集》，2009 年。  

④  广濑宪雄：《古代东亚地域的外交秩序与书状》，《历史 评论》，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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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敦煌书牍文献中的公文书去研究唐代制度史，日本学者走在前列，并取得了重要的
成就，以日本学者中村裕一的论著最具代表性。中村先后出版了唐代文书制度研究的三本著
作：《唐代制敕研究》 ① 《唐代官文书研究》 ② 《唐代公文书研究》 ③ ，他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
公文书的具体形态及复原上，主要依据敦煌吐鲁番文书和碑刻史料，并用传世文献佐证，复
原并考释唐代制敕类文书（《唐代制敕研究》），但也涉及令书、教、露布、告身、牒、状、行
状、度牒、公验（《唐代官文书研究》《唐代公文书研究》）。中国学者以吴宗国、祝总斌、刘
后滨 ④、李锦绣 ⑤、李全德、邓小南、冯培红为代表，主要是利用唐代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中
的官文书，主要是中央的制、敕牒类公文书，将研究视野聚焦于从秦汉到唐宋时期中央行政
体系的政务运行方式上，去探讨唐宋职官制度实际的运行情况。  

敦煌书牍文献中的公文书按其文体格式可分为牒、帖、公验、榜文等，它们是政务信息
的载体。  

（1）对牒类公文书的研究主要有：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序的探讨 ──唐公式文的研
究》⑥，这是 20 世纪 80 年代时中国学者最早对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官文书之一的“牒”文      的
行政程序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但主要是对唐代前期的牒文及其处理程序作了探讨，对吐    蕃、
归义军时期的牒式及其处理程序没有涉及；对寺院、民间牒文，限于体例，也不涉及。卢向
前、王冀青 ⑦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有关驿传的牒文书研究唐代的交通通讯。程喜霖 ⑧依
据敦煌吐鲁番出土的牒类公文书对唐代的过所、公验类的申请程序、勘验过程进行了研究。  

（2）对“状”类公文书的研究主要有：吴丽娱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课题 ──“中国中古时期的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课题中的一部分，于 2008 年发表《试论状在唐
朝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应用与传递》⑨，开始研究公牍中的“状”与中央行政体系里信息沟通的功
能。利用公文书中的进奏院状研究唐代进奏院的职能及唐代信息传播的管道，一度是研究热
点。张国刚 ⑩、吴震 ①、郑炳林、徐晓丽 ②皆有论述。新闻工作者也对敦煌的进奏院状感兴趣，
                                                             

①  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汲古书院 1991 年版。  

②  中村裕一：《唐代官文书研究》，京都中文 出版社 1991 年版。  

③  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汲古书院 1996 年版。  

④  刘后滨：《从敕牒的特性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刘后滨：《敕后起请的应用与唐代政务裁决机制》，《中国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刘后滨：《从奏
案到奏抄 ──汉唐间奏事文书形态的演进与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2 年第 2 期；刘后滨：《唐宋间选官文书及其裁决机制的变化》，《历史研究》，2008 年第 3 期。  

⑤  李 锦 绣 ：《 唐 “王 言 之 制”初 探 ──读 〈 唐 六 典 〉 札 记 之 一 》，《 季 羡 林 教 授 八 十 华 诞 纪 念 论 文 集 》，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⑥  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序的探讨 ──唐公式文的研究》，《敦煌吐鲁番 文献研究论集》第 3 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⑦  王冀青：《唐交通通讯用马的管理》，《敦 煌学辑刊》，1985 年第 2 期；王冀青：《唐前 期西北地 区
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敦煌 学辑刊》，1986 年第 2 期。  

⑧  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 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⑨  吴丽娱：《试论状在唐朝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应用与传递》，《文史》， 2008 年第 1 辑。  

⑩  张国刚：《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学术月刊 》，1986 年第 7 期；张国刚：《 敦煌唐 代
进奏院辨》，《 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文 津出版社 199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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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进奏院状是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但历史学者们普遍认同进奏院状是公文书而非报纸。
但敦煌书牍文献中仅有三件进奏院状，由于资料太少，目前的研究者已将注意力转向考证进
奏院在唐代长安城内各坊的位置及进奏院状传递信息的具体功能上。  

（3）日本学者阪尻彰宏对敦煌文献中的“榜”文书作过研究，发表有《敦煌牓文书考》 ③，
研究敦煌归义军政权与基层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与文书行政。赤木崇敏 ④对敦煌书牍文献中
的封皮纸进行了复原研究，还以 1990 年发现的 BD11181 文书为材料，探讨了与归义军政权
征税相关的文书行政，研究其征收的具体过程。  

（4）敦煌公文书中还有一类涉及法律争讼的牒、状等属于民事法律规范方面的文书，由
刘俊文 ⑤，王震亚、赵荧 ⑥，唐耕耦 ⑦进行了整理与研究。尤其是唐耕耦《敦煌法制文书》分
十四类辑录了敦煌汉文法律文书和相关文献，内容包括了一部分牒状、军事文书等，尤其是
第十四类中收录了表、书、启、牒、状、帖等文书。  

第三节  总结与展望 

经过三十年的研究，中外学者对敦煌书牍文献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经
过中国二三代学者的努力，学者们敦煌书仪类文献的研究已经极大地推进了，目前转向对“表
状笺启类书仪”的深入研究。“表状笺启类书仪”最初是周一良为书仪分类时，从书仪的广义概
念（书牍的范文）出发，将之归入书仪的，但周一良也注意到其特殊性，即“某些写本看似书
仪范文，而实际却很可能是正式表启发出后留以存档的副本” 。赵和平也认为“表状笺启书仪”
是敦煌书仪文献中一类特殊的范文，其书题并不称书仪，但根据其内容性质为应酬官场中 的
上 下 左 右 各 种 关 系 的 书 、 启 、 状 ， 或 是 友 朋 往 来 的 书 牍 书 札 ， 故 将 它 们 视 为 广 义 的 书 仪 中
的 一 类 ， 即 人 们 撰 写 书 札 时 模 仿 和 套 用 的 范 本 。 以 赵 和 平 的 观 点 ， 将 实 际 社 会 生 活 中 使 用
过的书牍 分 在“表状笺启 书仪”这一类 中，是广义 的“书仪”概念 。但这一宽 泛的概念 不 能完全
地体现“表状 笺启书仪”的 突出的特 征 ，即其中 的 一部分是 在 社会生活 中 实际使用 过 的书牍，
其文本形 态 多样，是 珍 贵的历史 档 案资料。因 此，王三 庆 、黄亮文 、吴丽娱等 都 对“表状笺
启类书仪”的 定义提出 过 不同的意 见 。王三庆 认 为，表状 笺 启类书仪 ，为公文书 启 及官方往

                                                                                                                                                                                  
①  吴震：《P.3547〈沙州归义军上都进奏院上本使状〉试析 ──试论张淮深何以屡请赐旌节而不获 》，

《1990 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5 年版。  

②  郑炳林、徐晓丽：《读〈俄藏敦煌文献〉第 12 册几件非佛经文献札记》，《敦煌研究》，2003 年第 4 期。 

③  阪尻彰宏：《敦煌牓文书考》，《东方学》， 第 102 辑，2001 年。  

④  赤木崇敏：《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张淮鼎 ──敦煌文献 P.2555piece1 の检讨を通じて》，《 内陆ァジァ
言语の研究》，2003 年第 20 期。赤木崇敏：《 归义军时代敦煌绿洲地区的税草征发与文书行政》，

《待兼山论丛》 史学类，2007 年。  

⑤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⑥  王震亚、赵荧：《敦煌残卷争 讼文牒集释》，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⑦  唐耕耦：《敦煌法制文书》， 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 4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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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信函 ，非属私人 应 用参考的 书 仪类，不 是 狭义的书 仪 定义 ①。黄亮 文认为，赵 和平最初
对书仪的 概 念不够明 确 ，如“作者 所 论书仪概 念 虽包括原 题 书仪的作 品 ，却也 同时 涵盖了不
题 名 书 仪 的 表 状 笺 启 文 范 。”吴 丽 娱 的 认 识 是 ，“表 状 笺 启 类 书 仪 ”可 以 分 为 纯 粹 的 公 牍 和 官 员
间体现私 人 关系的书 信 ，其性质 是 公私兼而 有 之，公私 不 分 ②。由于“表 状笺启书 仪”大体可
分 为 两 种 ， 一 种 是 使 用 或 实 寄 过 的 书 牍 文 集 ， 其 特 点 是 有 明 确 的 致 书 对 象 ； 另 一 种 则 是 为
一 定 场 合 、 对 象 专 门 设 计 的 公 式 文 牍 ， 无 具 体 人 名 、 事 件 。 因 此 ， 随 着 对 “表 状 笺 启 书 仪 ”
认 识 的 深 入 ， 对 敦 煌 书 牍 的 研 究 将 会 进 一 步 挖 掘 其 保 存 当 时 社 会 、 历 史 文 化 信 息 的 重 要 价
值。  

就 敦 煌 书 牍 文 献 中 的 公 私 文 书 而 言 ， 在 公 文 运 作 与 政 务 运 行 等 概 念 和 研 究 视 角 下 ， 从
文 书 行 政 方 面 来 探 讨 制 度 运 行 成 为 近 年 来 唐 宋 官 僚 政 治 制 度 史 研 究 中 的 新 热 点 。 越 来 越 多
的 研 究 者 注 重 通 过 敦 煌 、 吐 鲁 番 文 书 等 出 土 文 献 中 保 留 的 公 文 书 与 传 世 史 料 的 结 合 ， 考 察
制 度 的 实 际 运 行 情 况 ， 探 讨 日 常 政 治 生 活 ， 并 关 注 制 度 的 演 进 变 化 。 但 目 前 为 止 ， 研 究 敦
煌 书 牍 中 的 私 人 书 牍 一 类 非 常 薄 弱 ， 历 来 的 研 究 往 往 是 重 官 牍 而 轻 私 书 。 众 所 周 知 ， 私 人
书 信 中 包 含 着 十 分 丰 富 的 社 会 历 史 信 息 ， 是 研 究 区 域 社 会 史 的 极 好 材 料 。“以 往 研 究 唐 代 社
会缺少对 社 会下层的 考 察，对人数 众多、文化 层次低、社 会地位低 的 平民百姓 着 眼甚少… …
对社会下 层 的俗文化 的 研究非常 欠 缺。”③近三十 年来的研 究 中十分重 视 书仪、表状 笺启书仪
和公牍（官 文书），但 对 私人信件 重 视不足 ，如 私人书信 中 的“委曲”一类 、“咨”类的私 人书牍 、
帖 类 等 ， 基 层 民 众 给 节 度 使 长 官 的 牒 、 状 类 等 亦 公 亦 私 性 质 的 书 牍 等 ， 目 前 研 究 者 尚 未 充
分 认 识 其 价 值 ， 即 对 于 认 识 唐 宋 时 代 基 层 区 域 内 人 们 以 书 牍 作 为 社 会 交 往 、 信 息 的 传 递 、
政 务 的 处 理 均 有 价 值 ， 而 且 其 中 的 书 牍 文 献 并 不 仅 限 于 敦 煌 一 地 ， 其 保 存 中 原 内 地 甚 至 中
央 的 书 牍 ， 对 于 研 究 中 央 与 地 方 之 间 关 系 、 地 方 与 地 方 之 间 的 关 系 ， 地 方 区 域 内 的 文 化 教
育 水 平 ， 还 有 唐 宋 写 本 时 代 的 书 牍 对 汉 晋 简 牍 时 代 的 书 牍 制 度 的 继 承 ， 都 是 丰 富 的 材 料 ，
具有文化 史 的意义。  

敦 煌 书 牍 文 献 中 ， 除 汉 文 书 牍 文 献 之 外 ， 还 有 为 数 较 多 的 少 数 民 族 书 牍 文 献 。 一 些 学
者 如 张 广 达 已 经 注 意 到 汉 、 藏 、 回 鹘 文 的 信 札 在 文 体 格 式 和 问 候 语 上 有 很 多 类 似 之 处 ， 可
能是河西 多 民族势力 并 存下各民 族 之间的互 相 影响的一 例 ④。与之 类似，在展望今 后 的课题

                                                             
①  王三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诸文要集〉一卷研究》，《庆 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 》，

《敦煌学》， 1991 年。  

②  吴丽娱：《敦煌的礼书》，《 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版。  

③  胡戟：《二十世纪唐研究》， 张广达《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④  张广达：《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和使次》，《季 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江西人民 出
版社 1991 年版。  





 
 

 

研究时 ，日 本学者山 本 孝子已经 注 意到汉语 书 仪和其他 少 数民族语 言 之间，在书 信的格式 、
表 达 方 式 上 有 相 互 影 响 、 并 行 的 现 象 ， 认 为 通 过 比 较 分 析 ， 会 得 到 真 正 显 示 多 语 言 社 会 的
真实面貌 ，提出了中 日 学者合作 推 动研究的 愿 望 ①。因 此，将敦煌汉 文 书牍与周 边 各民族的
民族语言 书 牍进行比 较 研究，将 是 今后对敦 煌 书牍文献 研 究的一个 有 意义的新 方 向。  

 

                                                             
①  山本孝子：《日本敦煌书仪研究回顾与展望》，《2009 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传承与发展 ──百 年

敦煌学）论文集》（兰州）， 2009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