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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古今論衡》多篇文章是對原始資料的探

討與解讀。

簡牘是中國上古史的研究重點，本期收入三篇

關於簡牘的文章。馬增榮的文章討論了秦漢時期作

為文字載體的簡牘在哪些狀況下被銷毀或廢棄。有

些是意外，而有些則是制度性的毀棄，部分可反映

在現存簡牘的狀態。籾山明討論秦漢簡牘研究的

「工作取向」，即在簡牘研究中「身臨文書書寫與使

用的現場對文書進行觀察」，特別提出作為一種實際

應用的文書，簡牘在收受、移動、儲存中，跟隨著

與人的互動，其狀態可能有所改變。而姚磊的文章

則回顧了史語所簡牘小組歷來的綴合工作。製造出

來後被毀棄、使用時狀態的改變，以及研究者的組

合復原；這三篇文章都涉及簡牘前生後世的物理狀

態、聚散重組，反映出簡牘研究不可迴避的物質性

問題。

另一組文章主題是清代文書。劉錚雲的札記提

出官員履歷檔中「本年」的用法，而另兩篇文章則

是對本所藏品的發掘。《萬里回疆圖》收藏於本所傅

斯年圖書館，為少見的十八世紀後期新疆南北路地

圖，展現乾隆晚期掌握的新疆地理資訊。對這張地

圖本所孔令偉的研究〈蘇寧阿《萬里回疆圖》與十

八世紀後期清朝的新疆地理知識〉發表在《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十四本第三分，並

且結合地理資訊系統提供古今對照。而《古今論衡》

此文作者林武弘在傅斯年圖書館工作，親身參與此

圖的修復。在考察此圖的繪製背景之外，也敘述此

圖的修復過程，可與孔文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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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海寇方略》則收藏於本所明清檔案工作室，記述康熙十八到二十年清廷攻

臺的經過，為有大量刪改痕跡的滿、漢文草本底稿。此前漢文部分曾以《清代官書記

明臺灣鄭氏亡事》為名以鉛字打字出版，陳博翼、盧正恒曾分別討論此本的漢文與滿

文部分，然而原件從未出版。本所孔令偉為文介紹這份材料，並且從本期開始對照原

件，逐期刊出此書的滿漢文對勘釋讀。如文中介紹，這份文件除了記載的內容外，尚

是介於原始檔案與官方史書的草稿。在清代製造官方歷史敘述的方略中，罕有可觀察

其刪改經過、文字取捨的初稿，其價值可見一斑。本期刊出第一卷，將與本刊持續刊

出的《續高僧傳》譯注，同為本所解讀原始文獻的成果展示。

最後本期刊出本所退休研究人員陳仲玉先生的專訪。這篇生動的訪問從陳先生考

試入所、押送文物赴紐約參加世界博覽會、擔任李濟先生助理、到其所參與的國家公

園考古、曲冰遺址挖掘與發現亮島人。中研院近史所對陳仲玉先生的訪談收入《中研

院在南港：口述歷史訪談錄》，而本次訪談可說是進一步的延伸，敘述其在本所的工

作歷程，也讓讀者回顧史語所遷臺後考古工作的開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