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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康酬神田香

岩诗 !取自神田喜一

郎 "#敦煌學五十年 $%

二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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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

第
!%

号(罗振玉)敦煌

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

始 '书影 !取自神田喜

一 郎 " *敦 煌 學 五 十

年'%二玄社%

!"&$

&

伯希和于
!"#$

年获得藏经洞文物后!便返回安南河内"复于
!"#"

年
%

月动身来华!随身携带部分
敦煌文献!并于一个多月后抵达北平# 该年

"

月!时任清廷刑官的王式通$董康便已侦得此讯!并经
由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端方的美籍幕僚福开森!得以接触伯氏!披览并拍摄部分敦煌写本# 为
集结同好募款集资!委伯氏返回巴黎后将所有敦煌文献制成珂罗版!寄返中国!交由董氏诵芬室印
行# 董氏力邀罗振玉参与其中!促成罗氏私访伯氏$撰成%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并由诵
芬室印制!分发海内#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学林

版面编辑! 于颖
&'&()*+,-.

学人
!!

!书舶庸谭 "的作者董康
'()&"

+

*"+)

% 有关董康生年 %

通说是
*)&,

年 , 然而据 #清代

朱卷集成 '所收董氏应举文书

中载 -同治己巳 !

*)&"

&三月二

十二日吉时生 .% 生年应为

*)&"

年, 参见孔颖"*晚清中央

政府/法制官董康/日本監

獄視察0123'%*或問 '第

*)

號%

%-*$

年%第
."

页4 至于他

的卒年 % 一般认为是
*"+,

年 ,

然而据北京市档案馆藏 -北平

市 警 察 局 档 案 .

/*)+ 0$$1 0

$+."*

号档案 %

*"+)

年
2

月
+

日

义字
&+

号第二分驻所 -呈为地

院会同检验董康因病身死由 .

可知 %其卒年为
*"+)

年 , 转引

自陈新宇 " *寻找法律史上的

失踪者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

1-*2

年 %第
..

页注
*3

#字授
经 #号诵芬室主人 #江苏武进
$今常州%人 & 进士出身 #雅好
藏书 # 专精版本目录之学 #以
法学'文史之才名重当时&

董氏自清季 $

!"#$

% 受
命东渡 # 考察日本司法刑律
以来 # 此后蹈海赴日凡 (廿
余次 ) !董康著 % 王君南整

理 " *董康东游日记 '% 河北

教育出版社 %

1--*

年 % 第
1,&

页 &# 虽然动因各有不同 $如
衔命公干 ' 潜逃避难 ' 应邀
讲学等 %# 但交游 ' 访书为历
次出行所未曾缺者 & 他由此
不仅结交日本汉学重镇如内
藤湖南 ' 狩野直喜 # 法学名
流如松冈义正等 # 还与古籍
珂罗版制作 (海东第一名手 )

小 林 忠 等 过 从 甚 密 # 自 称
(文字因缘固有胜于骨肉亲知
万 万 者 ) & ! *董 康 东 游 日

记 ' % 第
1

页 & 董氏于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避
孙传芳通缉之祸 #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受邀
讲学 #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应邀出席孔子圣堂落成
式 #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携眷避暑 # 先后四次赴日 #

分别见载于董氏 !书舶庸谭 "

卷
!

*

*

' 卷
(

*

'

' 卷
)

' 卷
"

# 个中细节颇称详备 & 至于
董氏于

!"#%

年
*

月至
!$

月赴日
考察狱政 '

!"!!

年至
!"!&

年
因辛亥革命东渡避难等经历 #

亦有见载于日人日记 ' 回忆
录者 & !如神田喜一郎的回

忆及其所引祖父神田香岩日

记 % 参见氏著 *敦煌學五十

年 ' % 二玄社 %

*"&-

年 % 第

*2,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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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董氏文 ' 法兼擅 # 文
史学界与法学等界致力于勾
稽董氏生平业绩者 # 不乏其
例 & 笔者拟立足于 !书舶庸
谭 "# 抽绎董氏与彼时日本学
界之交往断片若干 # 聊作发
挥 # 藉此展现两国学术互动
之侧面 & 唯需说明者 # !书
舶庸谭 " 传世者有四卷 ' 九
卷之别 # 前者有

!"$)

$戊辰 %

年董氏自刻本 '

!"&#

$庚午 %

年 大 东 书 局 印 本 # 后 者 有
!"&"

$己卯 %年诵芬室重校定
本 '

!"*#

$庚辰 %年重印本 & 自
$#

世纪
"#

年代以降 #该书整理
本凡三 #四卷本有傅杰据戊辰
本所作点校 !辽宁教育出版

社 %

*"")

年 &#九卷本则先后有
王君南以己卯本为底本所校
!董康东游日记 " !河北教育

出版社 %

1--*

年 &' 朱慧以庚

辰本为底本所作整理 !中华书

局%

1-*.

年&& 下文即以此三书
为主要文献依据 # 除非必要 #

行文出注以王君南本为准&

一

陈寅恪先生曾云 + (一时

代之学术 # 必有其新材料与
新问题 & 取用此材料 #以研求
问题 # 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
潮流 & 治学之士 #得预于此潮
流者 #谓之预流 $借用佛教初
果之名 %& 其未得预者 #谓之
未入流 & 此古今学术史之通
义 #非彼闭门造车之徒 #所能
同喻者也 & )!陈寅恪 " #陈垣

敦煌劫余录序 '%氏著 " #金明

馆 丛 稿 二 编 '% 三 联 书 店 %

1--*

年 %第
1&&

页 &清季以降 #

中国古文献之重大发现者凡
四 #敦煌藏经洞文献居其一 &

学界得预此流 # 虽有赖外人
如伯希和等之力 # 但董康作
为情报搜集 '发布者 #实在功
不可没 &

伯希和于
!"#)

年获得藏
经洞文物后 # 便返回安南河
内 ,复于

!"#"

年
(

月动身来华 #

随身携带部分敦煌文献 #并于

一个多月后抵达北平 & 该年
"

月 # 时任清廷刑官的王式通
$大理寺推丞 ' 学部谘议官兼
度支部清理财政处谘议官 %'

董康 $时任刑部主事 %便已侦
得此讯 #并经由时任直隶总督
兼北洋大臣端方的美籍幕僚
福开森 #得以接触伯氏 #披览
并拍摄部分敦煌写本 &为集结
同好募款集资 #委伯氏返回巴
黎后将所有敦煌文献制成珂
罗版 #寄返中国 #交由董氏诵
芬室印行 &董氏力邀罗振玉参
与其中 # 促成罗氏私访伯氏 '

撰成 !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
原始 " 一文并由诵芬室印制 #

分发海内 # 复于
!#

月
*

日齐集
京内同好公宴伯氏 #再商印制
法藏敦煌文献之议 &

'

详见王

冀青 " #清宣统元年 !

*"-"

&北

近代中日法史学界交往的若干片段
赵晶

!下转
*1

版&

#

!!!读"书舶庸谭#琐记二题



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

讨 !"#敦煌学辑刊 !

!"#$

年第
!

期 "第
#%&'($!

页 $ 通说咸以

公宴时间为
)

月
$

日 "王氏以最

近发现的
()&)

年
(&

月
*

日恽

毓鼎致沈曾植信为线索 "力

证通说之非 " 重定其时为
#&

月
$

日
+

此次公宴 !日本书商
田中庆太郎厕身席间 ! 并执
笔撰写 "敦煌石室中#典籍 $

一文 %载 #燕麈 !第
!

卷 第
#!

号 "

#)&)

年
##

月
#

日 "该杂志的

受众是客居北京的日本人 &%

罗氏 &田中氏之文和罗氏此后
旋即撰成的 "莫高窟石室秘
录 '以及部分写本照片 !先后
传至日本西京 % "朝日新闻 '

于同年
!!

月
!"

日发表 "敦煌石
室#發見物 '! 于

!!

月
"#

(

"$

日连载内藤湖南署名的 "敦煌
發掘#古書 '% 京都大学史学
研究会于

!!

月
"%

(

"&

日藉冈
崎府立图书馆展出

'((

余帧写
本照片 !并由小川琢治 &内藤
氏 & 富冈谦藏 & 滨田耕作 &羽
田亨 &狩野直喜 &桑原骘藏等
中国学教授先后发表演讲 !日
本敦煌学研究由此发轫 % %神

田喜一郎 '#敦煌学五十年 !"

第
,

(

!&

页 &

此后日本学人先后赴华 &

赴欧 !亲阅写本 !如内藤湖南
于

!&"#

(

!&")

年航欧 !分访巴
黎 &伦敦 !携回摄影照片或手
录释文 !成为此后相关研究之
凭借 % 此点在 "书舶庸谭 '中
亦有反映 ! 如卷一上 )*

!&"$

年 +

!

月
"

日 ,条载 -)湖南复出
敦煌遗书影片 ! 约二百余种 %

中有余未寓目者 !恳以每日借
携回寓校录 !得其首肯 !并赠
余 "华甲寿言 '"航欧集 '各一

册 % ,%#董康东游日记 !"第
%

页 +此后 !内藤氏分别于
!

月
'

日 &

!

月
!(

日 &

#

月
*

日 &

#

月
!'

日先后出借敦煌文献影片若
干 !董氏先后抄录并题识 "刘
子新编 ' "王绩集 ' "金光明
经 '"文选 '*隋 & 唐各有写本
残卷 +& "尔雅 ' "明妃曲 ' "治
道集 '"御制孝经赞 '"*神龙 +

散颁刑部格 '"唐律.职制 &户
婚 & 厩库 '"尚书大传 ' "古文
尚书 ' "道德经 ' "礼记大传 '

"庄子外篇 ' "舜子至孝文 '

"新修本草 ' "珠英集 ' "二十
四孝押座文 '等卷 %

需略加说明者 !有关 "散
颁刑部格 '纪事 !"书舶庸谭 '

四卷本与九卷本所记有别 !前
者仅叙残卷样态 *四叶 &九十
一行 &凡十

!

条 +!并概言 )大
率补律所未备 ,& )颇多与 "唐
律 '互证 ,!并断言 )若得 "唐
书 '逐节为之疏证 ! 此亦考唐
代制度不可少之书 ! 并可见
明 清 诉 讼 手 续 之 沿 革 也 ,

%董康著 " 傅杰校点 ' #书舶

庸 谭 ! " 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 "

#)),

年 " 第
#)

页 &/ 而九卷本
则过录残卷全文 ! 并逐节与
"唐律 ' 互较 ! 以明律 & 格关
系 % #董 康 东 游 日 记 ! " 第

!-

)

%-

页 &% 除此之外 ! 董氏
研究此卷之成果刊布 ! 杂稽
文献 ! 可得如下经纬 -

"书舶庸谭 '卷六 *

!&''

年
!"

月 + )

!"

日 ,条 -仁井田来 !

借所校 "神龙散颁刑部格 '

去 !拟刊入杂志 /

同书同卷 )

'(

日, 条- 仁
井田博士来校正前所录神龙
"散颁刑部格 ' 之讹误 / *以

上见 #董康东游日记 ! " 第

!$&

*

!-%

页&

!&'#

年
"

月 !"法學協會雜

誌'第
)"

卷第
"

號刊登仁井田陞
"唐令#復 舊 0 1 2 3(((

附 -董康氏#敦煌発見散頒刑
部格研究 $一文 !发表董氏有
关此格的详细见解及此格全
文 /*仁井田陞 '#補訂中国法

制史研究+法,慣習 法,道

德 !" 東京大學出版會 "

#))#

年"第
%&%

页
.

補
(+

+

!&'%

年 ! 4司法公报 $

第九 & 十期刊登董氏 4残本
龙朔散颁格与唐律之对照 $

*以下简称 #对照 ! + / 翌年
#

月 ! 此 文 经 泷 川 政 次 郎 日
译 ! 刊于 4法學新報 $ 第

#&

卷 第
#

號 % *瀧 川 政 次 郎 '

#支 那 法 制 史 研 究 ! " 有 斐

閣 "

()$"

年 " 第
$-*

)

$)"

页 +

现比勘 4对照 $ 与九卷
本卷一下 ) *

!

月 +

"!

日 , 条
纪事 ! 除略去抄录此卷缘由
外 ! 二者基本一致 % 即便龙
朔与神龙相去

!(

余年 ! 董氏
行 文 亦 征 引 史 籍 称 该 格 于
)神龙元年上 , * 4对照 $ 文
亦同 +! 但九卷本纪事一仍该
文标题之误 ! 称 )录唐龙朔
4散颁刑部格 $ 一卷 , % #董

康东游日记 ! " 第
!-

页 & ! 可
见重编九卷本时将 4对照 $

文全文编入 ! 未予校改 %

一如前述 !内藤氏旅欧所
得 !于

"(

世纪前半期敦煌文献
研究 !意义颇大 !就法制文献
而论 ! 亦不限于 4散颁格 $一
项 % 唯此行亦多得益于董氏 %

董氏先于内藤氏出访欧陆 !

!&""

(

!&"'

年寻访本国故物
于伦敦 &巴黎 !撰成 4目录 $一
种 !与内藤氏分享 % 如内藤氏
哲嗣内藤乾吉回忆道 -

家父于大正十三年渡欧之

际! 携董康氏 "敦煌莫高窟藏

书目录# 写本而行! 以为阅览

敦煌本之参考$ 此为董氏于巴

黎 % 伦敦阅览敦煌本之目录 !

分巴黎图书馆藏本% 伯理和编

修藏本 % 英博物馆藏本三部 !

于其所谓伯理和编修藏本中 !

有如下记载&

三六
"

八 唐律'唐写本(

存祭祀及有事于园陵条

以下及户婚律第四至同姓为

婚条止)) %译自内藤乾吉 '

#中國法制史考證 !"有斐閣 "

()-%

年 "第
!(*

页注
!

&

现核之以内藤湖南 4欧洲调查
用 )董康目录 , 抄录原稿 $影
印件 !可知引文中 )敦煌莫高
窟藏書目录 ,之 )目 ,字 & )同
姓为婚条止 ,之 )止 ,字为衍
文 % *玄幸子 *高田時雄編著 '

#內藤湖南敦煌遺書調查記

錄 !"関西大学出版部
!""*

年 "

第
%-/

页 + 又据王君南所编索
引可知 ! 九卷本 4书舶庸谭 $

语涉 4敦煌书录 $ 者凡三 !后
两 条 纪 事 分 别 载 卷 一 下 *

!

月 +

"!

日条 -

是日 !寄玉娟信并附近编

"敦煌书录 *$

同卷 *

!

月 +

"'

日条 -

寄玉娟 %云岑函 !并附新

编 +敦煌书录 *$ %以上两条分

别引自 #董康东游日记 !"第

!-

*

%/

页&

董氏于三天内两次寄送所谓
)敦煌书录 , 回国 ! 内容所异
者何 5 四卷本 4书舶庸谭 $卷
一 *

!

月 +

""

日条载 -

录 "散颁刑部格卷 * 毕 $

%董康著 "傅杰校点 '#书舶庸

谭 !"第
()

页 &

此句为九卷本所删 !而藉此可
知 !

"!

日始录 4刑部格 $!

""

日

录毕 !

"'

日寄出 % 又 ! 董氏曾
言 - )曩客法京巴黎 ! 见藏书
目!有是格残本 !列三零九八 !

为法儒伯里和于前清光绪季
年 !于役陇西 !发见于莫高窟
石室中 !舶载而西者 !索阅不
得 !殊形觖望 % ,%董康 '#残本

龙朔散颁刑部格与唐律之对

照 !"瀧川政次郎 ' #支那法制

史研究 !"第
$-*

页 &董氏曩客
巴黎 !未见是格原卷 !因此内
藤氏所持 4欧洲调查用 )董康
目录 ,抄录原稿 $仅存简单记
录 )三

"

七八 散颁刑部格卷
唐字本 存十一条 ,/而上海图
书馆所藏 4敦煌书录 $则详述
这一残卷的体例 !并过录三条
格文 %玄幸子 * 高田時雄編

著 ' #內藤湖南敦煌遺書調查

記錄 !" 第
%$!

*

$$/

页 &! 可与
4日记 $互证 %

另外 !张伯元所谓 )董康
的 4*新编 +敦煌书录 $资料来
源有抄自巴黎图书馆的 !也有
的是他在日本期间借敦煌照
片补抄的 ,%张伯元 ' #董康与

法 律 文 献 整 理)))-书 舶 庸

谭 . 读后 !" #法律文化研究 !

第
(

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年 "第
$!!

页 &!实亦有未
确 !因董氏所抄还有来自英伦
者 !如前揭 4目录 $即列 )大英
博物馆藏本 ,! 4书舶庸谭 $卷
三所记 4金光明经 $题识中亦
言 - )曩在英伦博物馆见斯丹
因所得敦煌经卷 ! 此经在内 %

今之所获与彼馆所藏如出一
手 !其为一本无疑也 , %#董康

东游日记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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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唐写本 (序听迷诗所经 #

一卷 !凡一百七十行 !为故友
富冈氏所藏 )* !"董康东游日

记 #$第
!"

页 % 九卷本过录全

文 $而四卷本仅述其要旨 $参

见傅杰校点 &'书舶庸谭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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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不过 !董氏此条所记有
误 !"序听迷诗所经 + 为高楠
顺次郎所藏 ! 而富冈谦藏所
收为另一 景 教 文 献 "一 神
论 +* !此两种文献之真伪 $屡

有辩难 $ 如林悟殊 &*富冈谦

藏氏藏景教 +一神论 ,真伪存

疑 ( $荣新江主编 & "唐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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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桑 兵 所 引 霍 普 科 克
"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 +所
记 ! '法 方保管的严密引起
一些中国学者的不满 !指责
伯希和并未真心履行诺言 *

其实此 举 并 非 针 对 中 国 学
者 *据说伯氏将文书藏于巴
黎国立 图 书 馆 东 方 部 的 一
个房间里 ! 亲自掌管钥匙 !

引 来 不 少 法 国 同 行 的 攻

击 ) * ! 桑 兵 & * 国 学 与 汉

学000近 代 中 外 学 界 交 往

录 #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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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伯氏保管
文书宽严松紧应前后有别 !

不可一概而论 * 如前述董氏
目录称部分写本为 '伯理和
博士藏本 ) ! 内藤乾吉追忆
其 父 湖 南 于 ' 大 正 十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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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 !于巴黎伯希和
教授宅 !阅览第一断简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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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 #残卷000笔者

注 ) !且获准摄影 !并烦当时
留 学 巴 黎 的 庆 应 大 学 松 本
信 广 教 授 将 此 照 片 带 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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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治道集 #之叙录 $为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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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卷本 "书舶庸谭 + 之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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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由村上贞吉$律师%/松本
烝治 $东京帝国大学商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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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后成立!

由东京帝大法学部的学者如
我妻荣 $民法%/ 田中耕太郎
$商法%/小野清一郎$刑法%等
组成!致力于注释/翻译/评论
中华民国所颁重要法令的研
究组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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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战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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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国法制研究会)*!参见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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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

年递呈博士学位请求
论文 -唐宋私法史文書1研
究 #! 由此获法学博士学位 !

并于同年扩增为书 -唐宋法
律文書1研究 #* !参见福島

正夫 &*序000仁井田陞博士

戰前三大著3復刻4567

8 ($ 仁井田陞 & *中國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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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董氏称其为 0法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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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赵晋卿函 ! 内附工部局何
德全函 ! 代英人钟思索此次
讲演录中日文各稿 * 稿为仁
井田译 !商诸村上君 !允译全
寄沪 * ) !*董康东游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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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所载新闻 -董
康由日归国 # 称 &0电通社六
日东京电 !中国古代刑法权
威者 /北京政府时代之司法
总长 /大理院长董康 !去年
应中国法制研究会之聘到日
本 ! 在东京帝大及各大学讲
演中国古代刑法 *董氏著作 !

一两日中可以出版 ! 定八日
离东京归国 * )董氏日记所称
英人钟思索要讲稿 ! 由仁井
田陞翻译 !拟寄沪上出版 ,而
-周报 #所称 0董氏著作 )!即
为 英 人 索 要 之 讲 稿 集 结 本
!现存氏著 *中国法制史讲演

录 (一种 $文粹阁影印 $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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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 #卷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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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条 0上午九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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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上洛 !并非如 -周报 #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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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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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午后二时 !中央大学教授泷
川政次郎御车来迓 ! 由原嘉
道介绍讲演 * 学生约二百人 !

四时半辍讲 * )!*董康东游日

记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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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据泷川政次郎
补充 !此次演讲题为 -中国历
届修订法律之大略 #!现场翻
译为孙湜 !即 *书舶庸谭 (中

所记孙伯醇 )* 泷川氏为之译
注 !刊于 -法學新報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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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令集解 #所注
释者 !为日本 -养老令 #!己卯
本缀 0$唐 %)字样 !不啻画蛇
添足 * 然朱慧以庚辰本为底
本所作整理 !仅书 0-令集解 #

一册 ) !董康著 $ 朱慧整理 &

*书舶庸谭 ($中华书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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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可见董氏对己
卯本有所改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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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关西

大学玄幸子教授赐赠 "内藤

湖南敦煌遺書調查記錄 #!该

书收存内藤湖南 $清国学部

所 藏 敦 煌 石 室 写 经 繙 阅 目

录 %& $欧洲调查用 '董康目

录 (抄录原稿 )敦煌莫高窟藏

书录 * 墨书 %+ $欧洲调查用

,董康目录 (抄录原稿 )敦煌

莫高窟藏书录 *铅笔书 %&$上

海图书馆所藏 ,董康目录 (%

四种影印件及前三种的校录

稿 ! 这是本文最终能够成稿

的重要资料 !谨此申谢 -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

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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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真实的#量子物理

学意义的未 竟 探 索 $ $

-./0

123425

!

1/673 18846

*

物理学家们都认同量子力学

是人类最卓越的科学成就之一-然

而! 如果问问量子力学究竟是什

么!肯定会吵作一团- 一个世纪以

来!大多数物理学家都追随了尼尔

斯.玻尔的$哥本哈根诠释%!并将

量子物理学背后有关真实的问题

视为毫无意义-长期以来!玻尔的

学生们不遗余力地保护他的学

术遗产!然而! 约翰.贝尔)

98:;

12<<

*+戴维.玻姆)

=/>7. 18:0

*

和休.艾弗里特 )

?@A: B>252CC

*

等物理学家亦坚持寻找量子力

学的真正意义-这本书正是关于

这场思想斗争的故事!关于勇敢

追寻真理+捍卫真理的科学家们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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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自拍脸%/脑袋稍稍

倾斜!一侧脸颊转向镜头!眼睛

从不直视相机!嘴唇不自然地打

褶00这种$现场%!很多人都看

到过或被看到过吧- $自拍%行为

涉及一个$鸡与蛋%的问题1人类

捕捉和投射完美自我的渴望究竟

从何而来/ 这种自恋的驱动力产

生于技术之前还是之后/ 是智能

手机唤醒了人类自恋的本能吗/

这个时代是技术决定论的黄

金时代 ! 人们不断担心
E757

/

I;6C/A5/0

或
J8@F@K2

如何改变

我们的大脑以及社会和政治的运

作方式- 技术悲观主义的一个经

典案例就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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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文化批

评家尼尔.波兹曼)

L27< H86C0/;

*

在2技术垄断#)

F23:;8M8<N

*中提

出警告33文化如何逐渐沦落为

技术的奴隶! 并预测互联网会造

就疏离的+愚蠢的人类4 同理!今

天不断出现的科技创新小工具

可能也是导致 $自恋症候群%的

$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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