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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著作类 

《沈伯俊说三国》 

 

《沈伯俊说三国》是著名《三国》研究专家沈伯俊教授的新著，2005 年 12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系中华书局“名家说名著”系列著作中的一种。全书由 60

篇文章构成，共 22 万字。这些文章，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三国演义》和

三国文化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融考证、评析、鉴赏于一炉，以小见大，

洞幽发微，兼具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许多篇章见人所未见，颇具新意。如

《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谋略吗？》、《“桃园结义”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曹

操也有“五虎大将”吗？》、《“军师”是什么官？》、《历史上的张飞究竟什么样？》、

《孙夫人的虚虚实实》、《历史上的吕布用的是方天画戟吗？》、《〈三国演义〉现

代启示录》等等。它们针对读者“感兴趣但不了解”，“略知一二却说不清楚”的

诸多问题，深入浅出，娓娓道来，意在激发大家进一步读书、思考乃至研究的兴

趣。 

本书出版后，受到各方好评，2006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 

 

《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全二册），项楚教授著，2006 年 4 月中华书局

出版。本书上编的内容是 1990 年由巴蜀书社出版的《敦煌变文选注》，作者作了

修订。上编选入敦煌变文二十七篇，包括了变文中思想和艺术比较杰出的名篇，

也兼顾了不同体裁和不同的各类作品。下编从上编未收入的变文中再精选十七篇，

详加注释。 

 

 

《中华文化》 

 

曹顺庆主编，雷汉卿任执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8 月出版。上编

为“导读大纲”，下编为“经典选读”。导读大纲共包括 40 个有关传统文化的专



题：中华始祖、远古风骚、多元一统、大同世界、士人传统、学术源流、儒家思

想、道家精神、兵家智慧、玄学思潮、宗教信仰、禅宗文化、理学心学、礼乐教

化、孝道文化、科举制度、学校教育、汉字源流、古典文论、诗词艺术、古代散

文、历代辞赋、传统戏曲、古典小说、史家传统、金石器物、琴棋书画、古代科

技、天文地理、五行观念、姓氏源流、女性文化、婚姻风尚、图书文化、敦煌文

献、游侠武术、饮食服饰、传统节日、养生文化、中外交流。下编“经典选读”

包括了经、史、子、集方面的经典文献，以十三经为主，其他三方面的文献有选

择地加以选录，文选都加注释，力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本书是为高校文、理、

工、医各学科大学本科生编写的文化素质必修课教材，同时也是了解和学习中华

文化别开生面的读本。 

 

《近代方俗词丛考》 

 

雷汉卿著，巴蜀书社 2006 年 7 月。全书包括禅籍方俗词考释、《金瓶梅词话》

方俗词考释、《醒世姻缘传》方俗词考释、《聊斋俚曲集》方俗词考释、《日用俗

字》方俗词考释、《何典》方俗词考释、明清小说方俗词考释七个部分。对这些

近代作品中的方言俗语词研究者们或认为词义普通而未作解释，或勉强作解，望

文生义。其中不少方言俗语词未被《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等语文辞书所

收录，或虽收录而解释有误、义项有缺，一些专门的词典和考释类著作对其中词

语的解释有不少误解，我们引用现代西北方言例证对这些词语的意义作了进一步

解释。认为在考释近代俗语词的时要把眼光投向活的方言，特别是投向曾经未引

起重视的方言。 

 

《佛教灵验记研究》 

 

刘亚丁著，巴蜀出版社，2006 年 7 月，31 万字。从佛藏、人文笔记、敦煌

遗书、官稗史书、金石文献中钩稽出魏晋至唐五代的佛教灵验记，并考察一直到

清代的灵验记，对其进行研究阐释。首先给出灵验记的定义，综述灵验记的研究

状况。从多种角度分析阐释有关舍利、佛像、地狱、净土、《观世音经》、《金刚

经》和《法华经》等的灵验记，考察重要的灵验现象——天花进入中国话语的过

程。然后从文学、历史学、宗教学的角度考察灵验记的意义和价值，考察了术在



佛教中国化中的特殊作用。结语指出，南北朝唐五代时期为灵验记的原创期，后

来的灵验记主要是模仿其故事模式；灵验记是佛教中国化的途径之一，是中国人

的实践理性改造佛教的结果。本书为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承担的教育部重大项目

“中国俗文学分体研究”的子项目。 

 

《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 

 

徐新建著，巴蜀书社 2006 年 7 月出版。 

本书从民国时期的“歌谣运动”入手，重新梳理和辨析近代以来中国文论、

诗学演变转型的文化原因和历史过程，并由此回顾和反思自那以来“中西交往”

的因果关联。 

全书共九章。首章论述歌谣运动从发起征集到并入国学的基本脉络。第二章

与第三章集中讨论民国时期知识界发起歌谣运动的缘由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第

四章揭示知识界如何通过从文艺到学术的“民间转向”，投身于国民塑造与国史

建构之中。第五和第六章分别论述同一时期音乐、民俗和人类学界对歌谣运动的

参与，力图较为全面地认识那个时代“民歌研究”的整体面貌。第七章将歌谣运

动中的“官方传统”与“学界传统”进行比照。第八章从中外互动的角度，分析

“东洋”、“西洋”如何同样参与到中国学界近代以来的“民间转向”之中。第九

章以朱自清为个案，试图再从微观的层面追溯已经逝去的歌谣运动“背影”。 

简而论之，本书讨论的是四个相互联系的关键词，即：民、国、歌、学；既

论述“民歌”、“国学”，又综观“民国歌学”。 

 

《禅月集校注》 

     

陆永峰著，巴蜀书社 2006 年 8 月出版。贯休是唐末五代时一位重要的诗僧，

他的别集《禅月集》在禅林、士林间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本书的撰著以《四部丛

刊》本为底本，参合其他版本，对《禅月集》的文字作了细致的校正、梳理。在

尽可能地恢复其本来面目，给读者提供一个准确的读本的同时，也对集中作品的

重要典故、语词作了必要的注释工作。作者力图通过校注工作与本书前言中对贯

休的论述，来展示一个真实的贯休与其作品《禅月集》，为读者进一步的研究提

供一个稳固的“基石”。本书属于学界第一次全面的对《禅月集》的校勘、注释。 



 

《中国古代民谣研究》 

      

吕肖奂著，巴蜀书社 2006年 7月出版。《中国古代民谣研究》是教育部重点

社科研究项目“中国俗文学分体研究”的一个子课题，今年已经获得优秀结项证

书。绪论部分是对中国古代民谣的界定，将民谣与民歌、谚语、俚语等概念区分

开来，力图将民谣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来研究。第一、二章是通过作者搜录到的

民谣作实证式的内容分析，将民谣分成风谣与谶谣两部分，研究民谣所反映的政

治、社会、军事、文化等内容，以期让人们了解到短小精悍的民谣所承载的重大

显要内涵；第三章是将民谣作为民间文学的一个有意味的形式，来考察其文学意

义，以说明即便抛开民谣的重大内容，民谣的文学性也足以使其在民间文学史上

占有一席之地。第四章则通过民谣对文人谣的影响（或者说文人谣对民谣的吸纳），

来说明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血缘关系，将两者互为参照，使人们对两种文学系

统都有更为深入的认识。附录三节是正文四章的重要补充，也是作者花费很多时

间很大心力搜集整理而成，同时提供了作者研究民谣的基本方法。 

 

《赏味三国》 

   

沈伯俊著，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2006 年 8 月出版。本书是在作者所著《三国

漫谈——人物·情节·名段》（远流出版公司 2002 年 2 月初版，先后十次印刷）

的基础上，经修订、增补而重新出版。全书共收学术随笔、札记 86 篇，分为三

辑：“人物漫谈”、“情节探秘”、“名段鉴赏”。这些文章，在作者长期研究的基础

上，融考证、评析、鉴赏于一炉，以小见大，洞幽发微，兼具学术性、知识性、

可读性。或辨伪匡误，如《刘备真是“皇叔”吗？》、《张飞字“翼德”还是“益

德”？》、《孙夫人的虚虚实实》、《“杨大将”之误》；或释疑解惑，如《历史上的

张飞究竟什么样？》、《孔明故交归何处？》、《陈宫与“捉放曹”》、《西晋灭吴，

孙秀为何要哭？》。“名段鉴赏”28 篇，意在探讨《三国》文章之奇，艺术之美。

至 2006 年 11 月，本书已经三次印刷。 

 

《二十四史全译·北齐书》 

 



《二十四史全译》，许嘉璐先生主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 年出版，将中

国传统的二十四部史书翻译成典范的现代汉语，文白对照。武建宇负责翻译《北

齐书》列传部分，共计 21 万字。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词汇研究》 

 

周俊勋著，巴蜀书社 2006 年 12 月出版。本书以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作为研

究对象，对其中的词汇进行了共时的描写和历时的演变研究。全书共计 40 万字。

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对志怪小说中的词汇构成进行了共时的平面描写；第二章

着重描写志怪小说中新产生的单音词和复音词，详细分析了其中双音词的构成形

式，并分别探讨了新兴单音词和复音词的产生原因和机制；第三章“构词语素的

发展与双音化发展”讨论了单音词词义演变的一些方式，并对单音词系统演变引

起的词汇双音化进行了研究，总结出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同义扩展、同义替换、反

义类聚以及由于词义泛化引起的构词语素的产生等词汇双音化现象。第四章“志

怪小说双音词的发展与词汇化”讨论了双音词的词义转变和多义化，并对双音词

在词形、词义和功能等方面的进一步符号化作了探讨。第五章讨论了志怪小说中

的借词及佛经词汇，试图探讨佛经翻译对汉语词汇的影响及外来词中土化的方式。 

 

《赵州从谂研究资料辑注》 

 

张勇（张子开）著，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06 年 12 月出版。 

该书具有如下特色： 

1、这是国内外第一部有关唐代禅宗巨匠赵州从谂（778～897）的资料性、

研究性的专题文物文献辑录。 

2、从 1997 年开始抄录卡片到最终出版，历时整整十年，是作者长期学术积

累的结果。 

3、完整性和典型性相结合。首先，从大藏经、出土文物文献、藏外文物文

献和海外汉文文献等中，彻底勾稽了从唐五代以迄于满清的相关材料，广泛涉及

到石碑拓片、画像、行状、灯录、僧传、语录、方志以及其他诸多单篇文献。在

此基础之上，从中筛选出确有研究价值者，分为五编（图像，传记、序赞等，赵

州从谂法嗣，与佛教界之交涉，其他有关论述），按时代先后或材料性质，加以



编排。此外，将现当代以来的论述、阅读感受、专门性或非专门性研究成果等，

列入书末之“未收录的论著要目”。可以说，一编在手，古今中外有关赵州从谂

的原始材料、近百年以来的主要研究成果等，尽在掌握之中。 

4、对所收材料，酌加校勘和笺注。主要是罗列异文、订正文本，说明资料

出处、文献产生过程、作者生平等，并对少数语辞加以阐释。在不改变本书资料

汇编性质、不喧宾夺主的前提之下，尽可能地提供理解的关钥。书中有关绳床的

分解、从谂是否晤见寒山子和拾得、对胡钉铰文献的笺注等诸多部分，都相当深

入，且颇富新意。 

其实，本书的校勘记和笺注，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深入研究。 

    5、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有助于禅宗研究、中国佛教研究、海内外文

献交流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