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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铣 吴海涛

1 9 9 3年国内的元史研究
,

较之往年又有一定的进展
。

周 良霄
、

顾菊英编著的《元代史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

1 9 9 3 年 n 月 )
,

六十余万言
,

比较详尽地叙述有元一代的历 史
,

并有不少新的见解和具

体事件的考订
。

中国元 史研究会主编的《元史论丛 》第五辑
,

刊载二十二篇论文
,

于 1 9 9 3年 8 月由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问世
。

见诸报刊的学术论文约有一百三十余篇
,

其内容涉及到蒙元时期的政

治
、

经济
、

军事
、

民族
、

宗教
、

文化等方面
。

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

一
、

政治
、

军事

政治史的研究一向为元 史研究者所关注
,

并在元史研究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

1 9 9 3 年的元 史研

究仍表现 了这一特点
。

政治制度
、

官僚制度仍旧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

姚大力在《从大
“

断事官
”

制到中书省
:

论元初中书

机构的体制演变 》 ((( 历史研究 》第 1期 ) 中
,

通过剖析蒙元时期行政中枢由大
“

断事官
”

制到中书省体

制的演变过程
,

认为
:

一
、

《元史》有关 中统元年先立中书省
,

而后才有建燕京行中书省的记载
,

并不

确切
,

事实上作 为大汗中枢机构分支的燕京行台
,

首先完成了体制转换
,

并成为整个国家行政 中枢

向中原制度体系过渡的重要依托
;二

、

元初行政中枢从大断事官机构演变为中书省
,

并不是大断事

官制改换或者重新创立一个新的汉语译名问题
,

而恰恰反映 了元代中央官制的主干部分从蒙古旧

制向中原传统体制演变的实质
; 三

、

元以中书省代之金 尚书省总政务
,

必定是因后者在当时 已被比

照为蒙古 旧制 中的大断事官机构的缘故
。

姚景安在《郝经
“
失致治之机

”
辩 》 ((( 元史论丛 》第五辑 )一

文对郝经所称的成吉思汗
“

初下燕云奄有河朔
”
之时

、

窝阔台
“

既定西域
,

灭金源
”

之后和蒙哥汗之

世
,

未行汉法
,

致
“

三失致治之机
”
之说进行分析

,

认 为要使蒙古统治者以汉法治理中原
,

必须完成两

个飞跃
,

一是实现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
,

二是使蒙古的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
。

从当时历 史发

展过程来看
,

这种条件并不具备
,

不存在
“

失致治之机
”
的问题

。

郝经只看到在 中原地区推行汉法的

必要性
,

而未认识到蒙古统治者实现两种文化融合和社会制度过渡的艰巨性
、

复杂性和长期性
。

潘

修人的《元代达鲁花赤的职掌及为政述论 》 ((( 内蒙古社会科学 》第 6 期 )认为
,

达鲁花赤并非
“

监而不

治
” ,

而是握有实权
,

对地方政治负有责任
,

元政府对他们定期考核
,

并根据治绩予以默陆
。

吴文涛的

《论元代地方监察制度的特点 》 ((( 华中师大学报 》第 3 期 )认为
,

元代监察制度有其鲜明的特点
,

自中

央到地方 自成系统
,

事权独立 ; 监察官 吏本系统 内部推举
,

中台大 员由皇帝直接任免
;监察范围宽

泛
、

职责明确
;
待遇优厚

,

升迁快捷 ;
考核严格

。

科举方面
,

美籍学者刘元珠认为元初儒人多不欲
“

就

吏
” ,

但到成宗以后
,

学校的发展和对吏才重视
, “

由儒入吏
” 、 “

由吏入仕
”
已渐为士人所接受

,

成为一

种正常的社会现象
,

儒人多入吏
,

仁宗延枯开科
,

但贡举人数有限
,

入仕仍多藉吏途
,

故其排抑吏员
,

并没得到儒士的普遍支持 ((( 蒙元儒吏关系
:

延枯开科与抑吏 》
,

载《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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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会论文集 》
,

辽宁大学 出版社
,

1 9 9 3 年 )
。

丁鼎的《金人
、

元 人所谓
“

进士
”

也往往不是及第进士 》

(《文 史知识 》第 6 期 )辨别了当时
“

进士
”

与及第进士二者的联系与区另lJ
。

在地方行政方面
,

史卫 民发表了《元朝前期的宣抚司和宣慰司 》 ((( 元 史论丛 》第五辑 )
,

对世祖时

期宣抚司
、

宣慰司的置废
、

职能
、

与行省和监司的关系作了分析论述
,

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
。

李治安在

《元代晋王封藩问题探讨 》 ((( 元 史论丛 》第五辑 )中
,

对漠北晋王封藩的辖地
、

军队
、

领民
、

权限等方面

进行研究
,

认为漠北为蒙元肇基之地和边防重地
,

晋王且为太祖嫡派
,

故在元朝中后期漠北乃至朝

廷政务中都居重要地位
,

其地位势力又高于其他出镇宗王
,

也是也孙帖木儿入继大统的有利条件
。

但晋王封藩不同于兀鲁思分封
,

基本 上属于封藩而不治藩
,

重在军事镇戍
,

且与官僚制相补充的蒙

古分封制的特殊形式
。

晋王封藩对于元廷控制漠北本土
、

增强忽必烈家族与漠北草原游牧贵族的有

机联系和维系元帝国蒙汉二元政治文化体制有较深刻的影响
。

沈卫荣的《论元代乌斯藏十三万户的

建立 》 ((( 元史论丛 》第五辑 )和英 国学者凯普的《八思巴时期的两种行政体制 》 (陈庆英译 《西藏民院

学报 》第 1 期 )对元代吐蕃的地方行政加以探讨
。

沈卫荣对 目前国 内外关于十三万户建立时间的四

种说法进行分析
,

认为乌斯藏十三万户的建立不是一次完成的
,

各万户建立的时间有先后之分
,

最

早于 1 2 5 4 年出现的伯木古鲁万户开始
,

至 12 6 8 年最终确定乌斯藏十三万户这一 名称之间有一个

过程
,

而这个过程于蒙古占领并渐次牢固地统治乌思藏地 区的进程基本一致
。

同时乌斯藏十三万户

的划分实际上即是对当时该地区实际存在的分裂割据局面的承认
,

而十三万户本身就是接受蒙古

统治者诏封的十三个地方势力
。

另外
,

陈育宁的《元代对宁夏地区的经略 》 ((( 西北 史地 》第 3 期 )论述

了宁夏地 区的行政设施
。

军事方面
,

刘迎胜 《皇庆
、

至治年间与察合台汗国和战始末 》 ((( 元 史论丛 》第五辑 )对仁宗
、

英宗

时期十余年间元廷与察合台汗国之错综复杂的和战关系作了系统的论述
,

分析其和战的原因及实

质
,

并对涉及到人物脱火赤
、

拜住等人及其事迹作了考证
。

丛佩远的《元初乃颜
、

哈丹之乱 》 (《社会科

学战线 》第 3期 )
,

分析乃颜
、

哈丹之乱的原因
,

并论述元朝平乱的作战部署
、

经过及其影响
。

对蒙元

兴起和统一中的战争
,

也发表了不少文章
,

主要有陶刚的《成吉思汗五伐西夏考 》 ((( 中央民族学院学

报 》第 2 期 )
,

藤新才的《宋末万州城抗元保卫战》 (《四川文物 》第 1 期 )
,

王炎的《宋元战争中蒙古战

略决策的效能 比较 》 (《内蒙古大学学报 》第 3 期 )
。

此外
,

沈加元对辽金元三朝的军事供给作了研究

(《辽金元三代对军事经济与后勤问题的研究 》
,

载《 内江师专学报 》第 1 期 )
,

冯修青对元初的答刺罕

军也作了探讨 ((( 答刺罕军考略 》
,

载《内蒙古大学学报 》第 l 期 )
。

关于元末农民起义
,

主要论 文有卢心铭的《元代人民起义与民间歌谣 》 ((( 元史论丛 》第五辑 )和

邹德彰的《元末农民战争与社会经济 》 ((( 晋阳学刊 》第 1 期 )
。

前 者探讨 了民间歌谣对农 民起义的影

响和作用
,

并对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作了分析
。

后者从明初社会经济研究入手
,

认为农民战争调整了

元末的土地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
,

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

二
、

经济

元代经济制度方面
,

高树林对
“

诸色户计
”

作过系列研究
,

发表了《元朝民户研究 》 ((( 河北大学学

报 》第 2 期 )和《元朝匠户研究 》 ((( 河北学刊 》第 5 期 )
,

对元代民户
、

匠户的赋役及其社会地位作了探

讨
。

谢映先发表了《蒙元时期的税制 》 ((( 云南税 务》第 6 期 )
。

租佃关系仍是人们重视的问题
。

刘永华的《宋元以来闽西的土客之争与佃农 斗争 》 ((( 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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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史研究 》第 2 期 )和高敏的 《从 <水浒传 )看宋元时期的庄客
、

庄户与庄园主的关系 》 (《郑州大学

学报 》第 4 期 ) 又作了探讨
。

区域经济方面
,

舒正方的《富称塞 J匕的上都 》 ( 《经济
·

社会 》第 5 期 )认为
,

上都因都城所在
,

统

治者的重视
,

在元代交通
、

文化发达
,

农业
、

手工业
、

商业和畜牧业都有巨大的发展
。

张照东的《元代

山东区域的开发及其特征 》 ((( 山东社会科学 》第 2 期 )探讨其农业
、

手工业 中各行业以及商业情况
,

并分析其地区之间的差异和元代前后期发展的趋势
。

李蔚的《试论元代西北屯田的若干问题 》 ( 《兰

州大学学报 》第 2 期 )和吴宏岐 《元代南方农作物的地域分布 》 ((( 中国历 史地理论丛 》第 2 期 )
,

丛佩

远 《辽阳行省的农业 》 ( 《北方文物 》第 l 期 )
,

成岳冲《论宋元宁波地区主干水利工程的分布 》 (({ 浙江

学刊 》第 6 期 )等文章都对其地区经济作了研究
。

货 币与商品经济方面
,

《内蒙古金融研究 》第 2 期 (钱 币专刊 )刊载了《浅谈元朝纸币的产生原因

及 流通特点 》 (吴建军著 )
、

《丝绸之路蒙古诸国钱 币上的畏兀体蒙古文 》 (陈乃雄著 )
、

《蒙古人的纸

币》 ( [蒙古」萨格德尔苏荣著
,

陈乃雄译 )等三篇有关元代货币的论述
。

陈贤春的《元代粮食商品化的

研究 》 ((( 湖北大学学报 》第 1 期 )从生产
、

流通两个环节探讨元代粮食商品化问题
,

认 为南粮北运是

元代的一项基本 国策
,

江浙
、

江西
、

两淮
、

湖广四大产粮区
,

每年均有大量粮食输往北方缺粮区
,

同时

贩弩全国各地的粮食也大为增加
.

而城 市居民用粮几乎
“

全藉客旅兴贩供给
” 。

刘秋根的《论元代私

营高利贷资本 》 ( 《河北学刊 》第 3 期 )
.

对元代私营高利贷资本运营的内容
、

形式
、

利率及社会价值
、

经济作用等方而的问题进行探讨
。

三
、

民族
、

宗教

关 于蒙古族的早期传说及其形成
.

}三要 l(’ 姚大力的《 “

狼生
”

传说与早期蒙古部族的构成 》 ( 《元

史论丛 》第五辑 )
、

阿 尔 丁夫的《感天狼而生
,

还是感光而生
:

关于 、元朝秘 史>中阿阑豁阿感生神话传

说新探之一 》 ((( 黑龙江民族丛刊 》第 2 期 )
。

蔡家艺的 《 12
一 17 世纪初年蒙古族社会经济发展述

略 》 ((( 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探讨 了元明时期蒙古族的社会经济
。

在蒙古族

与其他民族关系上
,

有何天明的《试探元代蒙古与契丹的关系》 ( 《昭鸟达蒙族师专学报 》总第 14 期 )

和王崇实的《元代蒙古习俗对高丽的影响 》 ((( 中国典籍与文化》第 3 期 )等文章
。

丛佩远在《元代辽阳

行省境内的契丹
、

高丽
、

色 目与蒙古 人 》 (《 史学集刊 》第 l 期 ) 中认为
,

蒙元时期
,

多民族居住的东北

地 区民族成分及其分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增加了一些新的成 员
。

因其为东道诸王封地
,

后又设

辽阳行省
,

蒙族向行省西部和中南部迅速推进
,

其人 口 空前增 多
,

色目人也随之迁入
。

土著东北
、

分

布地域较广的女真族人 口锐减
,

向后退缩
,

高丽族 自东南方向进入辽东腹地
,

契丹族至元中叶消失
,

融合到蒙古和汉人之中
。

对蒙古族的历史人物也有不少研究
。

刘迎胜发表 了《忙古带把阿秃儿及其

在忽炭地 区的活动 》 (英文 )( 载 《伊朗学在中国论 文集 》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1 9 9 3 年 )和 《床兀儿及其

家族的活动 》 ((( 西域研究 》第 3 期 )
,

后者对源于蒙古高原东部的钦察部名将床兀儿及其家族的事迹

进行考述并讨论其建康的封户和哈刺赤户
。

修晓波的《关于木华黎家族世 系的几个问题 》 ((( 蒙古 史

研究 》第
·

{ 期 )
,

对木华黎之后塔思与霸都鲁是叔侄还是弟 兄
,

安童
、

乃蛮台
、

朵 儿只以及朵尔直班与

木华黎的传承关系等问题作了一些探索
,

并分析《元 史》编纂木华黎后裔世次前后矛盾的原因
。

张云

的《答失蛮其人及其经略吐蕃考实 》 ((( 中国边疆 史地研究 》第 4 期 )
,

结合汉藏文史料
,

对答失蛮其人

及其在吐蕃经略
,

建立择站
,

平定必里公之乱以 及出任总制院使和宣政院使的活动进行考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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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问题
,

杨志玖先生在 《回族 研究 》 1 9 9 3 年第 2
、

3
、

4 期上相继发表 《 回回人的东来和分 布 》

(续 )
、

《元代回回人的社会地位 》
、

《回回人与元代政治 ))( 一 )等文章
,

对元代回回人的分布作了研究
,

并认为
,

元代回回人有政府法令为依据
,

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保障
,

在仕宦
、

科举
、

学校教育以 及刑

法上享有优于汉人的待遇
,

经济上免差役
,

并长期免征包银
,

地位高于汉人
、

南人
,

仅次于蒙古人
,

是

蒙古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的工具
。

后者对蒙古国前四汗时期回回人的活动进行探讨
,

认为回回人是

当时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

此外关于回回问题的论文还有汤开建的《关于
“

回回
”

最早出现于西

夏的问题的补证 》 ((( 民族研究 》第 1期 )和 自非的 《辽宁回族来源考略 ))( 《满族研究 》第 2期 )
。

杨志玖

还对西域哈刺鲁阿儿思兰汗家族人物和事迹进行了考述 ((( 元史论丛 》第五辑 )
。

元代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
,

所谓
“

三教九流
,

莫不崇奉
” ,

各宗教 皆有一席之地
。

有关宗教的研究

论述也较多
。

王宗维的《元代安西王信奉伊斯兰教说质疑 》 ((( 民族研究 》第 2 期 )对较流行的元安西

王阿难答信奉伊斯兰教提出疑问
。

该文认为
,

阿难答 自幼受儒学薰陶
,

本人崇佛
,

史有所载
,

且其嫁

女兀刺真公主于崇佛之高昌王
,

亦与穆斯林教规有违
。

《史集 》虽记其信奉伊斯兰教
,

但该书对安西

王之事记述多有失误
,

如忽必烈赐唐兀惕地与阿难答
,

该地二十四大城居民大 多为木速蛮
,

阿难答

所有的十五万军队大部分阪依了伊斯兰教等
,

故此说并不可靠
,

作者还分析了《史集 》记载失误的原

因
。

正茂的《元代汪古部基督教浅探 》 ((( 内蒙古社会科学 》第 6 期 )
,

对汪古部信奉基督教的原因和其

首领阔里吉思崇奉基督教活动进行了探讨
。

佛教方面
,

温玉成的《金元糠禅述略 》 ((( 元 史论丛 》第五

辑 )
,

对金元时期流行于社会下层的糠禅 (大头陀教 )的史实加以考索
。

四
、

文化
、

思想

礼俗婚姻 问题
,

主要有三篇
,

黄时鉴的 《元朝庙制的二元性特 征 》 ((( 元 史论丛 》第五辑 )
,

分析 了

元代庙制的两个重要特征
,

即蒙古祭礼和双重庙号
,

进而指出
,

忽必烈建立元朝基本上采用汉法
,

进

行统治
,

同时也保存 了许多国俗
,

即蒙古固有的制度和礼俗
。

庙制是汉法所见的传统
,

元朝采用庙

制
,

但同时又使它含有鲜明的蒙古因素
,

这也反映了元朝政治制度的二元特色
。

杨毅的《说元代的收

继婚 》 ((( 元 史论丛 》第五辑 )认为
,

蒙元时期
,

子收父亲
、

侄收婶母
、

弟收 兄嫂的三种类型的收继婚俗

在蒙古人和色 目人中的大多数民族普遍存在
,

蒙古贵族在中原统治的确立和蒙古
、

色 目人大量入居

汉地
,

把他们民族中盛行的收继婚俗也带了进来
。

由于民族交往的增强和民族联姻
,

早 已绝迹的收

继婚在北方相当规模地盛行
,

但北方汉人的收继婚基本上属于平辈收继中的
“

弟收兄嫂
”
型

,

也为前

期和中期的元政府所允准
。

文宗之后
,

随着理学势力的增强和政府的措施
,

汉人中的收继婚走向衰

亡
。

作者还对元廷
“

各从本俗
”
之外

,

允许汉人平辈收继以及文宗之后对汉人收继的厉行禁止的原因

作了探讨
。

张靖龙的《元代妇女再嫁问题初探 》 ((( 社会学研究 》 19 9 3 年第 1 期 )通过对前代婚俗
、

贞

节观念以及与元朝的经济
、

政治
、

文化诸因素之间相互作用
、

发展变化关系的考索
,

初步探讨了元代

妇女的再嫁问题
。

文章认为
,

程朱理学并未对宋代妇女的 自由改嫁产生实际的影响
,

而一直实行收

继婚制的蒙古
、

色 目婚俗则对 贞节观念起到了一定的淡化作用
; 历经战争的前期元朝

,

出于经济恢

复的需要
,

大力鼓励 人 口的增殖
,

因而对妇女的再嫁采取宽松
、

自由的态度
;元朝后期随着经济的恢

复
、

蒙古汉化程度的加深和理学家在中央政权 内影响的扩大
,

贞节观念得到官方的重视和强调
,

但

终元之世
,

妇女 自由改嫁的风气并未产生实质性 的改变
。

经筵是为皇帝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席讲座
。

张帆的《元代经筵述论 》 ( 《元 史论丛 》第五辑 )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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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雷的《元代的经筵 》 (((内蒙古大学学报 》第 2期 ) 讨论了这一问题
。

前者以 泰定元年为界
,

把元代经

筵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

后一阶段经筵逐渐规范化
、

制度化
。

两文对经筵的形式
、

内容及其意义都作了

分析
。

关于元代的学校
,

王风雷相继发表了《元代的蒙古国子学和蒙古国子监 》 ((( 内蒙古师大学报 》第

2 期 )和 《元代的国子祭酒考 》 ((( 内蒙古社会科学 》第 4 期 )
。

前者论述 了蒙古国子学和蒙古国子监的

设立及其概况
,

后者考订 了自冯志亨
、

许衡之后历任国子祭酒的官 员及其任职期限
,

并对国子祭酒

的选拔途径
、

地位
、

特点和意义作了论述
。

元代
“

郡县莫不有学
” ,

陈高华的 《元代地方官学 》 ((( 元 史论

丛 》第五辑 )和王立平的《元代地方官学的建筑规模及学田 》 ((( 固原师专学报 》第 1期 )对这一问题作

了探讨
。

陈高华认为
,

从蒙古国到元朝
,

地方官学经历了一个衰败
、

恢复和发展的过程
,

并在此过程

中形成了具有 自己特色的体系
,

它以儒学为中心
,

包括蒙古字学
、

医学
、

阴阳学
、

书学和社学
。

并对官

学的系统
、

学官
、

学 田以及各种地方官学的规模及共弊端进行深入的探讨
。

王立平认为地方官学的

建筑
,

一般是由以文庙 为中心的庙域
,

以讲堂为中心的教学区和以宿舍为 中心的生活区三部分设施

构成
,

其建筑规模以其所在的行政区的级另lJ差异而有所不同
,

而斋舍数量是衡量官学规模的标准
。

路学斋舍较多
,

有多至八舍者
,

州次之
,

县最小
,

一般仅有二斋
,

官学多有藏书楼
。

学 田是官学最主要

的经济来源
,

其来源多为公 田和私人捐赠
,

亦有收买者
。

于金生著文对地方学官及其社会地位作了

分析 ((( 元代地方学官及其社会地位 》
,

载 《内蒙古社会科学 》第 3 期 )
。

文化和思想方面
,

李春祥的《包公戏与中国法文化 》 ( 《河北学刊 》第 3 期 ) 通过对现存的十一种

包公戏内容的分析
,

认 为中国法文 化包含着
“

刑 以正邪
” 、 “

法出于礼
” 、 “

刑不上大夫
”

等方面的内容
。

白钢在《许衡与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命运 》 ((( 元 史论丛 》第五辑 ) 中
,

探讨了许衡政治
、

哲学
、

教育等方

面的思想及其成就和对时代的影响
。

汪汉卿在 《许衡的法律思想 》 ((( 法学研究 》第 2 期 )认为许衡的

法律思想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
,

一
、

其指导思想是崇儒学
,

行汉法 ;二
、

在法理学上
,

提出
“

治人者法
,

守法者人
,

人法相维
,

上安下顺
”

的观点 ;三
、

重视法律实施的环境
,

提出不
“

患法令难行
” ,

而
“

患法令

无可行之地
” ,

把法的实施干政治结 合起来
,

认为
,

为使法有
“

可行之地
”

须从经济和教化两方面着

手
, “

劝农桑以厚民生
” , “

修学校以善民心
” ; 四

、

君主率先垂法
,

带头守法
。

熊笃等人对张养浩
、

赵孟

J顷
、

杨维祯等人文化思想作过分析 (熊笃《张养浩的人生观及其两次辞官 归隐的原因 》
,

《河北学刊 》

第 1期
;秦勤《张养浩的仕隐官及其政治思想 》

,

《四 川师大学报 》第 l 期 ; 刘清扬《论赵孟颇仕元的矛

盾心境与他的书学主张 》
,

《四川学院学报 》第 1 期 ; 么书仪《略论杨维祯多变的生活道路 》
,

《文学遗

产 》第 2 期 )
。

周 良霄的《赵复小考 》 ((( 元 史论丛 》第五辑 )对赵复的行实
、

卒年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进

行 了考证
。

桂栖鹏在《萨都刺卒年考— 兼论干文传 (雁门集序 >为伪作 》 ((( 文学遗产 》第 5 期 ) 中
,

纠

正 以往学者对萨都刺卒年 的误订
,

考出其卒年 为后至元四年三 月到后至元六年底之间
,

并从《雁门

集序 》中叙述萨都刺履历的蚌误
、

元代名公溢号
、

族别
、

作者署年
、

题衔等方面的错误以及作者对元

官制常识的缺乏
,

推断该序非干文传所作
,

为伪作
。

陈世松
、

史乐民的《宋末元初蜀士流寓东南问题

探讨 》 ((( 元 史论丛 》第五辑 )探讨了宋末元初蜀士流寓的历 史背景
、

流寓东南的经过
,

并阐述其寓居

东南的情形
。

另外
,

韩志远在《元好问在金元之际的政治活动 》 ((( 元 史论丛 》第五辑 )通过对元好问在

金任地方官
、

沐京时期的行动和蒙古国的政治活动
,

认为元好问在当时政治上并无作为
,

也不属于

思想家
。

这种状况是 由于其本人既不愿隐居
,

做金朝的殉葬者
,

但又碍于名节
,

不愿公开改仕新朝
,

只希望待价而沽的矛盾心境所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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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科技研究
.

论文不多
。

吕一燃探讨 了元代的
“

回回炮
” ( 《关于西域 回回炮及其东传研究 》

,

载 《中国边疆 史地研究 》 1 9 9 3 年第 4 期 )
,

贺威阐述 了宋元福建棉纺织技术概况 (《宋元福建棉纺织

科学技术初探 》
,

载《福建 史志》第 1期 )
。

五
、

史料
、

文献

史料和文献研究方面
,

刘迎胜在 《 ( 史集
·

部族志
·

礼刺亦 儿传 、研究 》以蒙古 史研究 》第
一

1 期 )

中
,

把 1 9 6 5 年苏联的《 史集
·

部族志 》波斯文合校本中《札刺亦 儿传 》的前 半段和波斯 文的校勘记
.

译为汉文
,

并在注释 中提 出自己的见解
。

罗贤佑在《元代云南地区的民族实录一
、 云南志略

\ 》 (《民

族研究 》第 1期 )介绍了该书的版本
、

存留以及著者李京的情况
.

指 出该书的史料价值和缺陷
,

并通

过该书研究当时云南境 内各民族的概况
。

方龄贵的 ((( 通制条格 )新探 》 ((( 历 史研究 》第 3 期 .) 分析

《通制条格 》的内容
,

并考订其源流
,

对其在研究元代政治
、

社会经济和法律方面的史料价值作了探

讨
。

杨呐的 ((( 心 史 )真伪辨 》 ((( 元 史论丛 》第五辑 )
,

进一步肯定《心史 》的真实性及其价值
,

对 《心 史》

中 记事的某些失误提 出新的见解
。

瞿林东
、

张昌茂分别对《文献通考 》和《大德昌国州志 》进行研究

( 《 <文献通考 >的理论价值 》
,

载《安徽史学 》第 2 期
; 《谈元大德 <昌国州志 )的编纂特点及史料价值 》

,

载《浙江方志 》第 5 期 )
。

周工显的《清代舆地学与元史研究 》 ((( 甘肃社会科学 》第 l 期 )探讨了清代舆

地学对文人研究元史的影响以及清代元 史研究的成就
。

陈得芝的《读伯希和译注八思巴字怀宁王海

山令 旨》 ((( 厌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
,

介绍了《怀宁王海山令 旨》的来历以及伯

希和译注的方法和成就
,

总结其对海山为汉名的考释
,

又进一步从两条汉文材料中考证出海山一名

为道教首领张留孙所取
,

义取
“

福如东海
,

寿 比南山
” ,

并纠正伯希和对某些词句的误释
。

此外
,

还有

贾敬颜的 《王挥 <开平行记 >疏证稿 》 ((( 元史论丛 》第五辑 )
,

杨寄林的 《 <文献通考
·

经籍考 )摘瑕 》

(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第 3 期 )
,

孟楠的《读 <圣武亲征录 )札记一则 》 (《内蒙古大学学报 》第 l 期 )
,

羽

离子 的 ((( 元 史>等六 史中爱薛传甄误 》 ((( 南通教院学报 》第 1期 )等文章
。

六
、

石刻
、

文物

石刻方面
,

郭济生在 《山东淄博刘家营村蒙古斡罗那歹氏刻石 》 ((( 元 史论丛 》第五辑 )介绍了近

年出土的顺帝至正六年刘 氏先莹祭石二方
,

并校录其两石刻全文
。

李西樵的《汪古部石幢考释 》 ((( 内

蒙古社会科学 》第 1期 )对该石幢中涉及的纪年和人物进行考释
。

另外旧 本学者北村高在《关于孟

速思家族供养图 》 ((( 元史论丛 》第五辑 ) 中
,

把藏于德国柏林的有十片文书组成的
“

孟速思家族供养

图
”
的研究情况作了全面的介绍

。

文物方面
,

介绍的文章较多
。

关于印授
,

有董学增
、

董学权 《辽阳等处打捕鹰坊红花总管府印》
、

周九宜 《湖南宁远出土一枚铜质八思巴
“

宁远 务
”

官押 》
、

赵 景 文
、

刘雪 山 《近年出土的部分金元官

印 》
、

武健《山东济宁出土的元代官印 》
、

王纪潮《新发现的元末陈友谅
“

汉授天命主公之印
” 》等文章

,

分 别刊载于 《 文物 》第 3
、

6
、

12 期 ;关于瓷器
,

有范凤妹 《介绍江西新近发现的两件元代青花瓷器 》

((( 文物 》第 7 期 )
、

胡闻及雷秋江 《广西横县出土青花人物故事图罐 》 ((( 文物 》第 11 期 ) 等文章
;关于

墓葬
,

有邱水生
、

徐旭 《江苏徐州大 llJ 头元代纪年画像石墓 》 ((( 考古 》第 12 期 )
,

洛阳第二文物队《洛

阳伊川元墓发掘简报 》 ((( 文物 》第 5 期 )等文章
。

其他方面
,

还有景竹友 《治山出上元代窖藏 》 ( 《四 川

文物 》第 6 期 )
、

李振奇 《河北临县发现元代铜权 》 ((( 考古 》第 5 期 )
、

王正华等人《勋县发现
“

至元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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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钞
”

双面铜钞版 》 ((( 江汉考古 》第 3期 )
、

李逸友《元上都城砧于山出土的钱币 》 ((( 内蒙古金融研究 》

第 2期 )
、

《太仓出土元代渔船缆绳 》 ((( 人民日报 》海外版
,

2 月 4 日 )等文章
。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

河北大学历史系
、

三河县文管所等单位联合发表的《河北三河县辽金元时

代墓葬出土遗物 》 ({( 考古 》第 12 期 )一文
,

对三河县行仁庄
“

方桌子
”
辽金墓区和张 白塔村元墓出土

的文物进行了分析研究
。

傅熹年在《考古学报 》第 1 期发表《元大都大内宫殿的复原研究 》
。

又据 《人

民 日报 ))5 月 8 日报道
,

宁夏发现了元代安西王府遗址
。

七
、

历史地理

刘迎胜相继发表 《察合台汗国疆域与历 史沿革研究 》 (((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第 3 期 )和《至元初

年以前的垂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 》 ((( 蒙古 史研究 》第 4 期 )两篇关于西域历史地理的论文
。

前者以

《经世大典图志 》和《元 史
·

地理志
·

西北地附录 》的地名为线索
,

探讨屡次变动的察合台汗国的疆

域
,

把察合台汗国势力前后所及 的畏兀儿地 以外的地区分为天山以北金山以南地 区
、

天山以南地

区
、

拔汗那地区
、

察赤地区
、

阿姆河以北地区
、

阿姆河以南地区等六部分
,

来探讨其疆域之沿革
。

后者

探讨 自蒙古国到至元初年五十年间该地区历史发展的轮廓以及该地区对当时西域局势的影响
。

在地理位置考订上
,

崔漩《安答堡子
、

按打堡子
、

雁塔堡辨析 》 ((( 内蒙古社会科学 》第 5期 )不同

意《元代汪古部长食邑按打堡子考 》一文所云
, “

按打堡子
”
即《三云筹姐考 》中之

“

雁塔堡
”
之说

。

认 为
“

安答堡子
”

即
“

按打堡子
” ,

但不是
“

雁塔堡
” ,

雁塔堡应在 山西大同附近
,

而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

合旗境内的阿伦苏木古城才是汪古部食邑按打堡子
,

亦即元德宁路遗址所在
。

此外
,

还有杨启昌《元

代临西县 治所设干何处 》 ((( 南中》第 5 期 )
、

李子杰 《成吉思汗病姐与陵地 问题 》 ((( 固原师专学报 》第

6 期 )
、

召肠如林《元亦都护纽林的斤葬地考 》 ((( 西北史地 》第 1 期 )
、

许成等《六盘 山成吉思汗卒地与安

西王府 })( 《宁夏大学学报 》第 1期 )等文章
。

J 、
、

研究综述
、

学术会议

1 9 9 3 年
,

各种刊物还相继刊出了一些介绍蒙元史方面研究动态的文章
,

主要有许晓光 《 日本对

蒙古伊儿汗国的研究 》 ((( 世 界 史研 究动态 》第 1 期 )
、

张永江 《 1 9 90 年 日本蒙古 史元 史研究综述 》

((( 蒙古学信息 》第 1 期 )和 《 1 9 9 1 年日本蒙古元 史研究综述 》 ((( 蒙古学信息 》第 2 期 )
、

喻大华《论中

国历 史学界研究元 史的热潮 》 ((( 辽宁师大学报 》第 3 期 )
、

王秀丽 《 1 9 92 年辽金元 史研究动态 》 ((( 中

国 史研究动态 》第 6 期 )和 《十五年来的元代经济 史研究 》 ((( 中国史研究动态 》第 n 期 )等文章
。

同

时
,

也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
。

6 月
,

在北京师范大学先后举行 了
“

元代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
”
和

“ 《全元文 》编纂工作座谈会
”

((( 文学遗产 》第 5 期 )
,

1 9 9 3 年 7 月
,

中国蒙古史学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学术讨论会 ((( 内蒙古日报 ))7 月 30 日 )
。

这些活动必将促进蒙元 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