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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敦煌学史上
,

日本的狩野直喜和中国的王国维两位先生之间的学术交往
,

可谓一段

佳话
,

值得我们今天回味
,

也为我们今天发展中日学术交往树立 了楷模
。

狩野直喜 ( 18 68 一 19 4 7 年 )
,

字子温
,

号君山
。

1900 年 ( 明治三十三年 )作为文部省留学生

到北京留学
,

遇到义和团事件
,

被围两个多月后 回国
。

19 01 年秋到上海
,

在江南地 区逗留三

年
,

没有见到王 国维
,

只是从友人藤 田丰 /又那里 听到过这位聪颖的学生 的名字
。 ① 王国维

( 18 77一 1927 年 )
,

字静安
,

号礼堂
、

观堂
。

1902 年 2 月赴 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
,

因脚气病发

作
,

于夏天归国
。

两人都曾到过对方 国家
,

但还没有因缘使他们相见
。

19 00 年在中国西北甘肃敦煌发现的古代文献
,

促成了这两位学者的相识
。

我们知道
,

1900 年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代写本
,

最初是 由一个叫王道士的人看管
。

19 07

年
,

来敦煌考古的英国人斯坦因 ( A u er l tS ie n) 攫取到大批写本和美术品
,

捆载而西
。

第二年
,

法国的伯希和 ( aP ul eP ill ot )接踵而至
,

也获取了一批藏经洞的宝藏
。

19 09 年 9 月
,

伯希和携部

分所获敦煌写本及文物精华
,

从法国远东学院所在的河 内到北京
,

一面购书
,

一面把这些新发

现的文书展示给中国学者
。

罗振玉
、

蒋斧
、

王仁俊等人往观并抄录
,

王国维也随同前往参观
,

但

没有从事抄录和考订工作
。

年末
,

罗振玉和蒋斧据所抄录的文书编印《敦煌石室遗书》
,

王国

维帮助校理
,

用力最多
。 ②十一月

,

藤田丰八寄来英国地学协会杂志
,

中间有斯坦因中亚考察演

说
,

王国维译成汉文
,

名《中亚细亚探险记》
,

收人《敦煌石室遗书》附录《流沙访古记》中
。

然

收稿 日期
: 200 3 一 03

一
20

作者简介
: 荣新江 ( 1960 一 )

,

男
,

天津人
,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
,

占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澎以皇学研究所兼耳麟比授
,

主要从事敦煌学
、

隋唐史
、

西域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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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王国维正在研究宋元戏曲
,

对敦煌写本兴趣不大
。

他在本年完成的 《录曲余谈 》中说道
:

“

今秋观法人伯希和君所携敦煌石室唐人写本
。

伯君为言
:

新得明汪廷呐《环翠堂十五种曲》
,

惜已束装
,

未能展视
。

此书已为巴黎国民图书馆所有
,

不知即 ((澹生堂书目》著录之《环翠堂乐

府》否也
。 ” ③可见

,

王国维此时更关心的是伯希和买到的明人曲本
,

而不是唐人写本
。

通过罗振玉和在北京开书店的日本人 田中庆太郎
,

伯希和发现敦煌古书的消息很快传到

京都
,

引起内藤虎次郎
、

狩野直喜等人的重视
。

1909 年 H 月 28 一 2 9 日
,

在京都大学 的史学研

究会上
,

陈列了罗振玉等寄来的一些四部书
、

拓本
、

佛经的照片
,

并 由京大的相关学者加以讲

说
,

其中狩野直喜讲《老子化胡经 》
,

内藤虎次郎讲《西州志》
、

《唐太宗温泉铭 》
,

富冈谦藏讲

《尚书
·

顾命》等
,

滨田耕作讲敦煌壁画和雕刻
,

羽田亨讲《摩尼教残卷 》
,

桑原鹭藏讲《景教三

威蒙度赞》
, ④可以看出京都的学者不仅对敦煌新材料十分关注

,

而且关心的范围也较广泛
。

其中
,

狩野所关心的《老子化胡经 》
,

是中国佛道关系史上重要的佚籍
。

当时京都大学的学者们
,

正在锐意创立新的实证主义的中国学
,

所 以相当重视敦煌的新材

料
。

19 10 年 8 月
,

京都大学狩野直喜
、

小川琢治
、

内藤虎次郎教授和富冈谦藏
、

滨田耕作讲师

等一行五人赴北京
,

调查甘肃运京的敦煌写卷
,

他们总共翻阅近七百余卷
,

几全为佛经
,

所获不

多
。

他们把所见到的佛经一一做了目录
,

并拍摄了部分照片
。

大概因为他们五位对佛经不感

兴趣
,

所以只有小川在《北支那旅行概报》中
,

附带记录了所见敦煌石室遗书的情况
, ⑤而所见

比较重要的佛典
,

则由松本文三郎做了研究
。 ⑥

然而
,

对于狩野直喜来说
,

此行的最大收获
,

恐怕要属第一次结识了王国维
。

因为两人当

时都在研究元代戏曲
,

所以经常见面
,

有不少共同语言
。

王国维后来曾说起他们的交谈
: “

夜

阑促坐闻君语
,

使人气语回心胸
。 ” ⑦狩野直喜也曾回忆到这段往事

: “

当时我打算研究元杂剧
,

在京都大学也已经开始讲授这门课
,

恰巧王静安君与我相似
,

也作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
,

已经

有了著述《曲录》和《戏曲考原》
。

我利用出差北京的机会面会王君
,

听了他关于元杂剧研究的

谈话
,

觉得非常有意义
。

当时《大阪朝 日新闻》计划南极探险
,

整个社会都很关注
。

小川博士

每一次见到中国人的时候就讨论南极北极 的问题
,

我则跟王君一直谈中国戏曲的南曲北曲
。

所 以我们呆在北京的时候
,

有些 中国朋友对比南北极与南北曲两个话题
,

他们似乎把这事看成

一个笑话
。 ” ⑧狩野等人在北京逗 留了约五十天

,

可以想见他们两人谈得有多么深人
,

多么投

机
。

19 11 年 11 月辛亥革命成功后
,

罗振玉
、

王国维两家一起东渡日本
,

居住在京都大学附近
,

与京大学者常相往还
,

切磋学术
。

王国维受罗振玉和京都学派的影响
,

也 由于政治形势 的改

变
,

抛弃原来所治哲学和文学
,

转向经史考据方面
,

留意甲骨
、

金文
、

汉简
、

敦煌材料
。

在京都期

间
,

王国维受到狩野直喜的种种关照
,

两人之间的学术交流应 当更加频繁
。

19 12 年 9 月
,

狩野

直喜将往欧洲游学
,

王国维做七古长诗赠之
,

题为 《送 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
,

其中说道
: “

君山

博士今儒宗
,

亭亭崛起东海东
。 ” ⑨给予狩野极高的评价

。

诗中还说到此时两人的学术交往
:

“

四方整夔终安骋
,

蟠然鼓掉来扶桑
。

扶桑风物由来美
,

旧雨相逢各欢喜
。

卜居爱住春明坊
,

择邻且近鹿门子
。

商量旧学加邃密
,

倾倒新知无穷 已
。 ”

狩野也说在这五六年间
,

他们俩常常

来往
。 L 19 16 年 2 月

,

王国维归国
,

狩野到车站话别
。

这些都可见两人交谊甚笃
。

19 12 年 9 月
,

狩野直喜赴欧洲
,

做学术旅行
,

在伦敦
、

巴黎
、

圣彼得堡等地调查抄录英
、

法
、

俄三国在敦煌
、

黑城和中国西北其他地区所获得的出土文献材料
,

他是第一位赴欧洲考察敦煌

卷子的 日本学者
,

也是首位揭示俄藏黑城出土文献的东方学者
。 ⑧ 19 12 年 10 月 20 日

,

狩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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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外通信》为题
,

把在圣彼得堡的所见所 闻报告给京都的同仁
。 L他此行虽然所获资料有

限
,

而开拓之功至伟
。

回国后
,

他就自己的研究兴趣
,

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
。

19 巧 年
,

狩野直喜撰 《唐钞古本 <尚书释文 >考 》
,

除了判定 P
.

3 31 0 ( 旧编号
,

现 编号

P
.

33 15) 为陆德明《尚书释文》写本外
,

又依据写本上的朱点
,

辩后人理解为朱书之误
,

还摘要

提示了古写本的校勘价值
。 。 狩野曾把 自己的抄本送给罗振玉和王国维

,

可惜因为时间所限
,

狩野的抄本不全
。

哟 9 16 年 7 月间
,

王国维和罗振玉往来信件中之所以谈起狩野的这个抄本
,

是因为该年 7 月
,

伯希和因到北京出任法国使馆武官而经过上海
,

将这卷《尚书释文》照片出

示给沈曾植和张元济等
。 ⑥张元济后将此卷影印入 《涵芬楼秘岌》 ( 19 18 年出版 )

,

王 国维时已

从京都回到上海
,

得以见其真迹
,

肯定写本的学术价值
。 L与上海 的中国学者见到此惊人秘籍

原貌的同时
,

狩野直喜也获得了该卷 的影本
,

立刻给在京都的罗振玉看
。

罗振玉觉得原本黯

淡
,

恐上海的影本不够清晰
,

所以也把它印入 自己编的 ((吉石宣丛书》中 ( 19 16 年出版 )
。

事实

上
,

伯希和在同年发表了《古文尚书与尚书释文》
,

刊布了该卷的图版
, ⑧这大概是中 日学者得

以看到该卷照片的根源所在
。

19 16 年
,

狩野氏撰《支那俗文学史研究内材料》 ( 1一 2 )
,

利用英
、

法所见 《唐太宗人冥记 》
、

《秋胡戏妻故事》
、

《伍子青小说》等唐末五代抄本
,

指出元代以后兴盛的俗文学
,

早在唐末五代

就已萌芽
。

又据《孝子董永传》
、

《季布歌 》等韵文资料
,

把元明清三朝盛行的戏曲的萌芽
,

也追

溯到唐末五代
。

叭 920 年
,

王国维在狩野直喜研究敦煌俗文学作品的基础上
,

撰 《敦煌发见唐朝

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
, L指明敦煌俗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

。

这篇文章显然受到狩

野直喜上文的直接影响
。

狩野直喜自 1906 年开始到 19 2 8 年止
,

一直主持京都帝国大学
“

中国哲学讲座
” ,

共 22 年
。

又从 1908 年始
,

在京都大学主持
“

中国文学史
”

讲座
,

先后讲授
“

中国小说史
” 、 “

中国戏曲史
” 、

“

清朝文学史
”

等
,

对于 自己所抄录的敦煌文献
,

大概无暇研究
,

只写了一些短文
,

如 19 2 9 年所

撰 ((唐钞本文选残篇跋 》
。 。他无私地把 自己辛勤抄录的敦煌资料

,

提供给罗振玉
、

王国维研究
。

19 19 年
,

王国维据狩野在英国所录敦煌文献做跋文若干
,

计有
:

《职官书》 ( 5
.

1 8 80 )
、

(( 食

疗本 草 》 ( 5
.

76 )
、

《灵棋 经 》 ( 5
.

5 57 )
、

《失名 书 (唐代残 史 书 )》 ( 5
.

2 5 06 )
、

《大云 经 疏 》

( 5
.

6 50 2 )
、

《老子化胡经》 ( 5
.

18 5 7 )
、

《秦妇吟》 ( 5
.

6 9 2 )
、

( 云谣集杂曲子 》 ( 5
.

14 4 1 )
、

《小说 (唐

太宗入冥记 )》 ( 5
.

2 6 3 0 )
、

《敦煌县户籍》 ( 5
.

5 14 )
、

《宋户籍 》 ( 5
.

4 17 5
,

5
.

4 17 2 )
,

涉及历史
、

文

学
、

宗教等许多方面
,

是王国维敦煌学研究成果 的集中体现
。

勺 924 年 ( 甲子 )6 月 10 日
,

罗振

玉子罗福葆编定《沙州文录补 》
,

其中英国藏卷皆系罗福袭录 自狩野直喜抄件
,

而部分抄件后

附有王国维的上述跋语
。

这种主动地提供学术资料
,

在当时 日中敦煌学研究者中间
,

是相互 的
,

也是非常主动的
。

王国维也曾把据伯希和照片手抄印制的陆法言 《切韵》三种
,

寄赠给内藤湖南
、

狩野直喜和长

尾甲
,

信云
: “

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藏唐写本陆法言《切韵 》三种
,

今夏伯希和以景片寄罗君许
,

以一时未能景印
,

手间曾手抄一部
,

即以付印
,

今已印成
,

寄上三部
,

一请察收
,

其二本请转交狩

野
、

长尾两先生
。 ” ⑧

19 24 年初
,

王国维的学术论文集喊观堂集林》由乌程蒋氏资助出版
,

因收入仅可度岁
,

王氏

赠书无多
,

日本只寄两部
。

他 19 24 年 l 月 22 日给蒋汝藻的信说
: “

弟有两部寄日
,

一赠京都狩

野大学长
,

一赠内藤教授
。 ” 匀这或许也是对狩野学恩的一点报答吧

。

又
,

1 月 30 日给内藤虎次

郎信说
: “

上海友人蒋君孟戴为维印文集
,

时阅二年
,

顷方告成
,

谨以 一部奉呈台教
,

又一部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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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野先生处
,

未及作函
,

请晤时代为问好
。

尊体康复
,

甚盼与君山先生再作西游如庚戌年故事
,

想不难付所望也
。 ’ , 。庚戌即 19 10 年

,

看来王国维在二十多年 以后
,

仍然清楚地记着当年与狩

野讨论南曲北曲的事情
。

与内藤湖南和罗振玉相比
,

狩野直喜和王国维是 比较单纯的学者型人物
,

两人交谊颇深
,

而且对待学术的看法有许多相同之处
,

他们都取用敦煌的资料来研究相关的问题
,

但又都不局

限在敦煌学的范围里
。

他们在学术上互相帮助
,

互相启发
,

互有促进
,

不仅在敦煌学史上是开

山之人
,

而且在其他许多领域里
,

也都是开风气的人
。

王国维对 日本学术
,

特别是京都的中国学发展给予深远的影响
。

我们可以在王国维自杀

后
,

京都学人的纪念活动和纪念文章中感到这种影响
。 。 即使是狩野直喜的学生辈

,

仍然感受

到这种影响力的存在
。

仓石武四郎氏曾说
: “

我去了京都以后
,

却能强烈地感受到王国维先生

和罗振玉先生的影响
。

还有敦煌的出土文物
,

这在东京虽然也有一些
,

但还没有达到造成一定

影响的程度
。 ” 。 日本学术界曾大力收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

,

比如他研究词曲的抄校本二十多

种
,

即经罗振玉家和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手
,

归东京东洋文库收藏 ; 。他的一些古籍校本
,

以

及他本人的《观堂集林》初版的校订本
,

现在则收藏在京都大谷大学图书馆
。 。

狩野直喜和王国维之间以敦煌作缘而进行的学术交往
,

可以作为我们今天中日两国敦煌

学界交往的楷模
。

温故知新
,

不 由得我想起一件事
,

值得借此机会谈一谈
。

从八十年代初 以

来
,

中国敦煌学界盛传京都大学藤枝晃教授曾经在天津南开大学演讲时说
: “

敦煌在中国
,

敦

煌学在京都
。 ”

这引起中国许多先生的不满
,

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日两国敦煌学界的交

往
。

事实上
,

据我询问当时参加演讲会的几位中国学者
,

都说这是南开大学某位先生介绍藤枝

先生时的话
。

但不论这句话是否是藤枝先生所讲
,

在八十年代初
,

说这样的话是没有大错

的
。 。 到了今天

,

相信不会有哪位 日本学者再讲这样的话
。

去年时值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

年
,

笔者受日本东方学会邀请
,

参加在东京召开的第 45 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敦煌吐鲁番专题

组
,

发表有关敦煌藏经洞的论文
,

似乎已经说明日本东方学界对二十年来中国敦煌学所取得成

绩的看法
。

笔者愿意借此机会
,

呼吁中日两 国的敦煌学者
,

抛弃宿怨
,

回首九十年前北京
、

京

都
、

上海间的学术交往
,

继承王国维和狩野直喜留给我们的文化交流遗产
,

取长补短
,

互通有

无
,

共同开拓敦煌学的新领域
,

迈向敦煌学的新境界
。 ,

特此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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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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