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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語言研究所之所以能歷久彌新，是因為總

是有樸實無華的研究者孜孜不倦，日復一日從事

「基礎」研究工作，此種工作其實是具有長年累積的

功力者方能為之。劉增貴先生〈《居延漢簡》釋文補

正〉就是這樣的文章，《居延漢簡》出版未久，已經

有數百條的補正。劉先生雖然已經退休，但是還是

經常在所裡看到他的身影，每次看到他就會有一種

沈穩、踏實的感覺。

郭素秋先生講牡丹社事件，是另一種基礎功工

作，把關於此一事件的相關資料進行清理，相信是

為了未來的考古工作打基礎。期望她的考古工作成

果，也能在本刊刊出總結，以饗讀者。

歐柏昇的殷曆月首的討論，整理諸家關於殷商

月首的說法，認為朔為月首且為「平朔」的證據。

這是本人與一群跨領域的年輕學者共同進行的研

究計畫，歐柏昇先生專攻天文物理，也能研讀甲骨

文，文章經過團隊共同討論，並付審查，都認為是

正確的。

胡其瑞的文章是為史語所九十週年而邀請他

撰寫本所早年民族學研究、調查與收藏。他非常盡

責，花了很多時間撰寫與修改，故拖延至今才發

表。他的文章還利用 DocuSky整合早年民族學家的
踏查日誌，把他自己利用新工具新方法的一些成果

展示出來。

張求會與洪光華先生的文章則是首度披露一批

原屬金陵大學的典藏，係劉節與李小緣等先生間的

往來書信，並加以必要的註解。劉節先生一生事蹟

中的若干缺環可以藉此有一定的理解。

《續高僧傳》的譯注已經是本刊第五度的連載

了。從劉增貴先生到《續高僧傳》讀書會的工作，

或許可以讓讀者們了解史語所工作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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