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层社会的推广!一方面凸显$0世纪%#年代後清廷对新疆当地影响力的增
6

!

展示专门技术和知识传播的工具性作用)另一方面!也揭示非人类有机体是

如何塑造边疆拓殖的政治过程的&

罗继磊在本书最後总结指出!清末危机中帝国精英对於边疆及其自然资

源的认识发生改变!由此形成一个政治逻辑!即以边疆的自然资源来维持帝

国的统治&与新疆一样!精英也将台湾"满洲等地区同样视
!

资源丰富的边

疆!通过建立行省"推广教育和移民开发!这些边疆地区最终能
H

效力於维

持清廷的统治&作者指出!同样的政治逻辑在$0世纪的全球性领土拓殖中都

有体现!即美国西部"北非"东亚或其他地方被英"法等国视
!

解
G$

部社

会矛盾的#出口$与#安全阀$&另一方面!$0世纪末西北边疆开发资源之

利的过程!客观上加
6

边疆和
$

地的联&

罗继磊的这本著作以左宗棠的个人生命历程
!

瞃索!将左宗棠在西北的

政治故事编织在环境史与知识史的经纬之中&中国传统的农学知识与西北边

疆知识的积累与变化构成本书的经瞃!全球气候变化"市场波动以及清朝的

政治和社会经济危机是本书的纬瞃!呈现多种因素影响下$0世纪末西北边疆

开发的多层历程&因此!全球史的分析视角是本书的突出特点&无论是对全

球棉花"罂粟"生丝价格波动影响中国地方的考察!还是对$0世纪边疆资源

与国家发展之间关的比较分析!都呈现全球史的分析视角&此外!对桑树

和蚕等非人类有机物如何塑造边疆开发的过程进行重点阐释!亦是本书最突

出学术贡献之一&

虽然此书各章节的组织不是那
)

紧
l

!文字表达也稍显琐碎!但是瑕不

掩瑜!此书可以
#

是从新的角度重新阐释$0世纪末的重大历史事件!给读者

带来新的认识和思考!是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值得一读的论著&

孙博殊"张莉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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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历史学家缺席$!很多中国佛教史论著无论在史料解读"史料发

掘还是史学常识方面!都存在诸多缺憾之处&对於历史上中国佛教的发展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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癋!我们知道的远比我们未知的少&在既有研究无法全面满足人们深度理解

中国佛教历史的现状下! *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研究+可以大大丰富这方面的

知识&

本书共分
!

九章&按照探讨的
$

容划分!可分
!

四个部份&第一部份由

第一章#绪论$和第二章#唐代佛教官寺制度渊源辨析$构成!主要交代全

书研究缘起和学术意义!界定研究对象的概念!梳理国
$

外相关研究的学术

史!以及探寻唐代官寺制度的前身&通过对学界关於唐代佛教官寺制度渊源

的三种主要观点的系统梳理和辨析!发现三种观点或缺少史实依据!或逻辑

前提不存!均无法成立!进而认
!

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的真正渊源可能?非某

道诏敕或由此而生的某些寺院!而是一个典型特徵不断积累的过程&

第二部份由第三章#唐高宗乾封元年的佛教官寺制度$"第四章#武周

大云官寺及其制度研究$"第五章#唐中宗龙兴官寺及其制度研究$"第六

章#唐玄宗开元官寺及其制度研究$构成&

第三部份由第七章#唐代佛教官寺的特殊功能$"第八章#佛教官寺与

中晚唐半独立藩镇的政治合法性构建$和第九章#唐代官寺官观制度在东亚

的传播和影响$构成&这部份看似是互不关联的官寺专题研究!其实共同围

绕官寺的功能和作用的主题展开!系统讨论唐代佛教官寺政治宣传与政治象

徵"接待国外来华僧
3

和国
$

官客"承担国忌行香的国家礼仪"掌管地方僧

政四项特殊功能!?尝试梳理唐代官寺"官观制度对北宋和日本奈良朝的国

分寺制度!以及韩国高丽时期的裨补寺系统和资福寺系统的影响&

第四部份是本书附
,

!由 ,隋至唐初长安光明寺非摩尼教寺院辨 ."

,唐玄宗御容铜像广?天下寺观考辨 ." ,开元寺兴致传
#

演变研究 ."

,敦煌写经题记中的唐长安佛教影像.四篇构成!在广度和深度上对唐代官

寺制度的相关论题进行延伸拓展&其中一些论题虽已超出唐代官寺制度本

身!涉及到其他宗教与时代!但对全面认识唐代官寺制度!特
(

是唐代宗教

生态大有裨益!是本书主体部份的有益补充&

从本书的谋篇?局出发!可以发现书中不断显现的闪光点&有关官寺制

度的研究!最初是在国外起步&早在"#世纪一二十年代!

!

了探寻奈良朝国

分寺制度的渊源!日本学者
m

善之助"矢吹庆辉"木
>

泰
k

等注意到本国国

分寺与武周大云寺"唐中宗龙兴寺之间的关联&眆本善隆又将考察上升到隋

唐国家政策的高度!把唐代几种统一赐额寺院定义
!

#官寺$&意大利学者

富安敦O<BDHB4BHJH3D6R是继日本学者之後在官寺问题上最有建树的学者&其

将日本学者界定的官寺描述
!

#国寺$!?严格区分国寺和私寺的不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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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中国学者"韩国学者也参与到关於#官寺$问题的讨论中&在本书出版

以前!虽然对於唐代#官寺$问题的直接研究?不多!但是相关研究积累丰

厚!而且这些积累很大部份由国外学者完成&正如在本书第七章讨论#唐代

佛教官寺的特殊功能$时!作者坦承#在此前的相关研究中!日本学者已注

意到了唐代官寺负责某些特殊事务的现象!但?未提升到官寺特殊功能的层

面来进行讨论$&这番自剖从某种意义上
#

!是本书研究工作的一个缩影&

质言之!开展#官寺$问题的研究!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国际视野&因而!

本书的首要研究工作!便是梳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指出他们论述的不足!

回应他们提出的问题!解
G

他们工作中遗留的问题&可以
#

!随着本书的问

世!中国学者在唐代官寺问题的研究上!已经站在世界学术前沿&

若只关注单一的时间维度!被认知到的历史?不可能成
!

完整的整体&

出於对整体性的追求!康德O/?BDR将整个历史看成是一种连续的地理&在这

样一种关照下!本书对於空间维度极
!

着意!带有
6

烈的历史地理学研究风

格&本书第二部份除了第三章#唐高宗乾封元年的佛教官寺制度$的研究由

於现存记载匮乏!所据文献仅能支持对高宗官寺的寺额"相关制度及其後世

影响等问题进行考察外!其馀三章对可考的武周大云官寺"唐中宗龙兴官

寺"唐玄宗开元官寺均进行年和空间定位&这样的工作不仅给学界提供一

份至今
!

止关於大云官寺"龙兴官寺"开元官寺最
!

系统的资料!而且首次

揭示出大云官寺"龙兴官寺"开元官寺三类佛寺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的

分?实态和特徵&

本书的优点在於不止能观其大!还能见其精&按照历史佛教地理研究的

传统做法!一般是对寺院做一些统计分析!做出一个或数个时间断面上寺院

分?的呈现&而对於一个或者一类寺院进行具体而微的剖析!是本书相较於

以往历史佛教地理学研究的一大突破&也因这种剖析超越历史地理学的原有

范式!深度融合其他领域的研究
$

容!故对一些传统研究课题的认识也有重

要推进&例如中唐以降藩镇林立的格局是唐代中後期政治史和政治地理的重

要特徵!而涉及藩镇作
!

政治实体的政治合法性来源的研究
&

?不多见&本

书选取魏州开元寺和敦煌龙兴寺"开元寺来探讨#佛教官寺与中晚唐半独立

藩镇的政治合法性构建$&研究发现!在唐代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有所
-

弱的唐代中後期!藩镇治下官寺的地位延续!其作用仍被藩镇长官看重?加

以利用&在此基础上!本书又引出#国忌行香$仪式的重要命题!认
!

该仪

式在中晚唐藩镇构建政治合法性!尤其是藩镇长官取求节钺过程中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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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世文献有限的中古史研究领域!鲜有研究者在史料?有方面具备压

倒性优势&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在已知条件相同的情癋下求同一问题的解释!

其实是一场智力的比拼&在前人已经耕耘多年的老问题上求得突破!既是困

扰诸多研究者的心结!也是最令研究者醉心往的高峰&此时!研究者个人

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研究手段!对於解
G

一些悬而未
G

的问题往往会起到意想

不到的效果&在本书中!就常见这样的案例&关於开皇十一年'(0$ (*南
>

令宋景构尼寺铭?阴侧+记载 #诏州县各立僧尼二寺 $和开皇五年 '(*( (

*重修七帝寺记+记载#大县别
n

立僧"尼两寺$两条碑文的解读!已有道

端良秀"眆本善隆"威斯坦因OWD?B86AP64B=D64BR等中外佛教史研究名家的成

果!欲在此问题上求得新解殊
!

不易&本书首先判定两则记载的诏敕实
!

一

道!然後重点分析两条记载文字差?与执行时间差?的原因&对於两则文字

差?原因的解释!本书先通过*南
>

令宋景构尼寺铭?阴侧+文字中#诏$"

#敕$混用!判断碑文中隋文帝#州县各立僧尼二寺$的命令很可能是#敕$

而非#诏$!如此便与*重修七帝寺记+所载#敕旨$相合&其次!本书认

!

#州县$二字连用!定与开皇三年 '(*& (隋代地方行政制度由州郡县三

级制骤变
!

州县二级制有关!而开皇五年*重修七帝寺记+中的#大县$演

变
!

开皇十一年*南
>

令宋景构尼寺铭?阴侧+中的#州县$!当是#废郡

存州$的执行效果随着时间推移而加
6

的结果&对於同一敕旨!南
>

"安喜

两县的执行时间相去六年的原因!本书通过两县的政区沿革来解释&原来南

>

县作
!

冀州的普通属县!是开皇六年 '(*+ (恢复设立的新县&而开皇五

年敕旨颁下时!该县尚未设立&南
>

县晚至开皇十一年才建立尼寺!除了前

任刺史督导不力外!还可能与南
>

县在设立之初尚未达到 #大县 $标准有

关&与此不同!安喜县作
!

自北齐延续至隋代的旧县!且是隋初定州的治所

县!本身就具备良好的执行基础!因此在接到隋文帝的#敕旨$後!该县可

以迅速於开皇五年将七帝寺#置
!

县寺$&以上论证管仍有推测成份!但

至少给出目前
!

止关於两条碑文差?原因最合理的解释&

当然!此书还有些许意犹未尽之处&本书虽已探讨唐代官寺的种种面

向!但在寺院
$

部结构上着墨不多&官寺作
!

专宗寺院出现之前唐代寺院的

典型!其
$

部结构的剖析对於解
G

方兴未艾的佛教宗派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本书附
,

虽旨在辨明隋至唐初长安光明寺?非摩尼寺!实则是对长安大云寺

前史的系统梳理!作者指出长安光明寺在隋至唐初至少同时存在三阶教"

o

土宗"涅?学派等多个佛教宗派和学派!且呈现出多个宗派'学派(互融互

补的状态&这一讨论实已触及寺院的
$

部结构问题!但受资料所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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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在本书的主体部份对官寺的
$

部结构进行讨论&选取一些资料较
!

丰富的

个案来探讨官寺的
$

部结构!可能是目前较
!

可行的一种办法&

4本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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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白银问题是学界的研究重点!涉及到一条鞭法"国家与社会的转型

以及中外贸易与交流等重要问题&目前学界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是白银货

币化!把明代看成历史特例!认
!

明代经历白银从非货币商品变
!

合法货币

的过程!而明後期大量海外白银流入是白银成
!

主币的动因)二是白银进步

论!认
!

白银是贵金属货币!具有先进性!其成
!

主币反映明代市场经济的

繁荣&

该书从宏观上探讨在明代不同时空!白银如何从
3

多货币中崛起
!

主币

的漫长曲折过程!以回应以上观点&首先!作者赞同明代货币白银化'即白

银成
!

主导货币(的提法!认
!

经过宋金元的演变!白银已经货币化!?非

在明代才开始成
!

货币!但明初洪武货币秩序暂时打断了白银的货币化进

程!所以才会有#非法到合法$的演进&在此秩序的反向推动作用下!白银

逐渐成
!

主币&白银崛起的主因在於中国
$

部的历史演变!而非海外白银的

流入&其次!面对被部份学者神话化的贵金属材质!作者认
!

白银在明初仅

是
3

多实物货币的一种!在整个明代白银都是以称量而非铸币形态被使用!

且货币白银化一定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不是市场繁荣的自然结果&贵

金属货币不等於先进货币!更不等於市场经济的发展!分析货币不能迷信材

质进步论!亦不能理论先行&

第二到第六章是正文!作者将其分
!

三个部份%

第一部份'第二"三章(追溯白银货币职能的发展历史!以及明代货币

白银化的根本体制促因&作者通过回溯宋金元时期的历史!论证在明代以

前!白银已经具备较完整的货币职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明代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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