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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卖炭翁》与陈寅恪课堂答问＊

邓 小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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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白居易《卖炭翁》诗中的唐代长安地理背景具备真实性。宋敏求《长安志》、吕大防《长安 图》、当 代

唐长安城考古发现，对于了解《卖炭翁》诗中东市－大明宫地理，具有决定性作用。《卖炭翁》具有突出的故

事性，包括情节发展的铺垫与突变，同时通过生动传神的人物容貌、动作、心理描写，刻画出勤劳、朴实的卖

炭翁形象，霸道、轻佻的宦官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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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居 易 《新 乐 府·卖 炭 翁》，是 唐 诗 名 篇。
其中若干诗句，包括刘隆凯１９５８年中山 大 学 课

堂提问和陈寅恪课堂答问所涉及的诗句的解释，
以及此诗文学成就的理解，似尚有待发之覆。

白居易 《卖炭翁》（元和四年，８０９）：
卖炭 翁，伐 薪 烧 炭 南 山 中。满 面 尘 灰 烟 火

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

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 愿 天 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

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

使者白 衫 儿。手 把 文 书 口 称 敕，回 车 叱 牛 牵 向

北。一车炭，千馀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

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陈寅恪 《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 《新乐府·
卖炭翁》（１９５０）：“此篇小序云：苦宫市也。盖

宫市者，乃贞元末年最为病民之政，宜乐天新乐

府中有 此 一 篇。且 其 事 又 为 乐 天 所 得 亲 有 见 闻

者，故 此 篇 之 摹 写，极 生 动 之 至 也。”① 这 是 对

《卖炭翁》的主题、背景和文学价值的概述。

一、刘 隆 凯 的 提 问 和 陈 寅 恪 的 课 堂

答问

刘隆凯１９５５年 考 进 中 山 大 学 历 史 系，１９５７
年秋开始听陈寅恪先生讲元白诗证史选修课，至

１９５８年６月２９日 最 后 一 课，一 共 记 录 下６５次

听课笔记。以后的课，被政治运动所中断。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４－２５
作者简介：邓小军 （１９５１－），男，四川成都人，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 魏 晋 南 北 朝 隋 唐 五 代 文 学、陶 渊 明、李 白、

杜甫研究、诗歌思想与艺术研究。

①　陈寅恪 《元白诗笺证稿》有岭南大学１９５０年版，文学古籍刊行社１９５５年版，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１９５８年以后的版

本，兹从略。



　　刘隆凯 《往事不尽如烟———我对陈寅老的点

滴回忆》（１９９７）：

我铭记终生的是，自己也能和陈寅老有那么

一次特别 的 接 触。大 约 是１９５８年５月 下 旬 吧，
那是 我 听 了 老 人 讲 授 《卖 炭 翁》以 后。我 听 讲

后，用心揣摩诗的内容，忽有一个粗浅 的 想 法：
老翁从终南山驾车入市，应是由南而北，后面何

以又言 “回车叱牛牵向北”呢？我揣度此处或许

是省略了一个情节：老翁闻宫使来，定然驾车回

逃，后被逼迫，始又向北。这原本是年轻人的想

当然，我却自觉有理，写出呈交陈寅老的助手黄

萱先生。黄先生是一位很朴实的中年女性，很亲

切地收下了我的字条。平心而论，我并不敢有劳

动陈先生的想法，只要黄萱先生口头代为作答我

已十分满足的了。不想，此后的情况竟然那样地

出乎我的意外，令我终生铭记。

６月３日，陈寅老在讲 《时世妆》前，特意

提到我提问题的事。他笑吟吟地一再肯定我，夸

我肯思考，极力奖掖后学。他很详尽地公开回答

了我提的问题。课后，黄萱先生特意喊住我，领

我进到 旁 边 陈 先 生 内 室 的 书 桌 旁，在 桌 上 摊 开

《两京城坊考》这册线装书，告诉我，这是陈先

生特意 叫 她 送 给 我 看 的。上 面 画 的 长 安 城 市 格

局，不很准确，参看一下还是可以的。［１］

刘隆凯整理 《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
五 《新乐府·时世妆》（１９５８）：

【附记 一】我 尝 以 《卖 炭 翁》中 “回 车 叱 牛

牵向北”句提一问题向陈师求教，我以为车本朝

北，如何又北，必有一个老翁南逃未果的潜在情

节。自然只是我个人的臆度。
（１９５８）六月三日。蒙 陈 师 当 堂 作 答。录 师

意于后：
不需要假定省略了一个情节。理由有三。
其一，今 无 很 好 的 唐 长 安 图，有 者 如 徐 松

《两 京 城 坊 考》，然 亦 不 好。日 人 的 《唐 代 之 长

安》亦是欠佳。
唐宫的布置大致是：
太极 （西内）、大明 （蓬莱，东内）、

　　　　　兴庆 （南内）。
南山，即终南山。在长安城南。
唐长安之市 有 二：东 市，西 市。老 翁 入 市，

不知是哪一个市。若是东市，老翁入城以后，又

不知走何街道，不知所走的是否直线。若不是直

线，牛头即非正北。只有直线进行，车头才是正

北。所以，是否正北，今尚无法说明。
其二，回车之 “回”，意 是 转 动，可 能 转 一

百八十度，但又不一定就是一百八十度。如，杨

贵妃的 “回 眸”，眸，眼 珠。有 的 本 子 作 “头”，
不好。这是指她眼珠的一转。又如 《西厢》第一

本第一折：“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亦是一例。
也是指眼珠的一转，当然不可能是一百八十度。

故而，若车头不是正北，而是偏东或偏西一

点，就要转 动 一 下，让 它 朝 向 正 北。白 诗 中 的

“回”，并不一定说原来是向南的。
其三，这次买卖，除了炭值，还有门钱、脚

价钱。普通人买炭，除了给十足的炭值外，脚价

钱也要 出 的，门 钱 如 何 则 不 一 定。太 监 这 种 买

法，除了给不足的炭值外，运炭入宫是不给脚价

钱的，门钱还得要老翁出。这 “叱向北”也可见

出对老翁的多重剥削。太监的恶行，韩愈的 《顺
宗实录》多有记载。

说到跑，老翁已经 够 累 的 了，知 道 跑 不 脱，
想是不会跑的。

可以作 这 个 假 定：老 翁 的 牛 车 停 在 市 南 门

外，不是正向北，是斜斜向北。说是假定，是因

为今缺当时的长安地图，即便有了当时的地图，
又何从知道老翁是从哪个城门进来的呢？所以，
只作一个看法提出来。

【附记二】其后，陈师又两次提到这个问题。
我一并附在这里。

六月十四日：
牛头可能向东。
六月二十九日，讲 《黑潭龙》时：
市，指的东市。老翁由启夏门入的可能性最

大。太监多是从大明宫来的。［２］１５０－１５１

刘隆凯提问 “车本朝北，如 何 又 北”，是 一

个实际存在的问题，当时无人发现。陈寅恪回答

说， “老 翁 的 牛 车 停 在 市 南 门 外，不 是 正 向 北，
是斜斜向北。”

刘隆凯设想 “必有一个老翁南逃未果的潜在

情节”，陈寅恪答问不需要假定省略了一个情节，
老翁 “知 道 跑 不 脱”，这 个 回 答 完 全 符 合 实 际。
按 《唐 六 典》卷 三 《户 部》度 支 郎 中 员 外 郎：
“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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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三十里。”《周书》卷七 《宣帝纪》大象元年

十一月乙丑：“行幸洛阳，帝亲御驿马，日行三

百里。”可知骑马速度可以高出车速１０倍。
陈寅恪最 后 答 问 指 出： “《卖 炭 翁》里 的

‘市’，指 东 市。老 翁 从 启 夏 门 进 入 的 可 能 性 最

大。太监多半 是 从 大 明 宫 来 的。”这 三 点 意 见，
全部是卓越的见地。

第一，按 《新唐书》卷三十七 《地理 志 一》
上都条：“龙朔后，皇帝常居大明宫。”《旧唐书》
卷十二 《德宗本纪上》大历十四年 （７７９）： “六

月己亥朔，御 丹 凤 楼。”又： “建 中 元 年 （７８０）
春正月丁卯朔，御含元殿。”又四年冬十月丁未：
“泾原军……叛……乱兵已陈 于 丹 凤 阙 下，……
与太子诸王妃主百余人出苑北门。”又兴元元年

（７８４）秋 七 月： “壬 午，至 自 兴 元。……辛 卯，
御丹凤楼，大 赦 天 下。”又： “贞 元 元 年 （７８５）
正月丁酉朔，御含元殿受朝贺。”《旧唐书》卷十

三 《德宗本纪下》：“贞元四年春正月庚戌朔，上

御丹凤楼。”又六年：“五月丙寅朔，上御紫宸受

朝。”又七年： “五 月 庚 申 朔，上 御 宣 政 殿 见 百

官。”又八年：“五月乙卯朔，上御宣政殿受朝。”
又九年十一 月 乙 酉： “上 亲 郊 圆 丘。是 日 还 宫，
御丹凤楼。”又十年：“冬十月癸卯，御宣政殿。”
又十二年八月：“庚午，增修望仙门，广夹城。”
又十三年：“三月戊子，造会庆亭于麟德殿前。”
又十四年二月：“戊午，上御麟德殿。”又十六年

春正月乙巳：“南诏献 《奉圣乐舞曲》，上阅于麟

德殿前。”又 十 九 年 二 月： “丁 亥，修 含 元 殿。”
又二十年： “五 月 甲 戌 朔，罢 御 宣 政 殿。”又：
“二十一年 （８０５）春正月辛未朔，御含元殿受朝

贺。”又癸巳：“会群臣于宣政殿，宣遗诏……是

日，上崩于会宁殿。”复按宋宋敏求 《长 安 志》、
吕大防 《长安图》，上述诸殿阙门楼，均在大明

宫。由上可知，唐德宗在位二十六年间，除建中

四年 （７８３）出幸奉天、兴元元年 （７８４）幸梁州

短期时间外，始终居大明宫。故陈寅恪说 “手把

文书口称 敕”的 “太 监 多 半 是 从 大 明 宫 来 的”，
是准确的判断。

第二，按宋 敏 求 《长 安 志》卷 七 《唐 京 城

一·外郭城》：“外郭城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

步。”长安城东市西市之线共计１０座坊市，平均

每一坊市约１．８里，东市西市之间相隔６座 坊，
即相 隔 约１０．８里。白 居 易 《登 观 音 台 望 城》：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长安城区

为正方形棋盘式格局，故宦官自大明宫至东市比

至西市近约１０．８里。唐 谚 云： “鸬 鹚 不 打 脚 下

塘。”语云：“兔儿不吃窠边草。”① 宦官则不然，
偏会打脚下塘、吃窝边草。如 《卖炭翁》所 示，
宦官性格霸道而轻佻。霸道者无所顾忌 （唐自肃

宗以后，皇帝生死废立皆掌握在宦官手里，宦官

何所顾忌），轻佻者好逸恶劳，东市比西市距离

大明宫近约１０．８里，宦官自会 图 近 省 力，就 近

到东市实行宫市买炭。故陈寅恪说 “《卖炭翁》
里的 ‘市’，指东市”，亦是准确的判断。

假如发生在西市，“回车叱牛牵向北”句之

解释，亦是原理相同，只是稍微曲折一点。
第三，卖炭翁从城南终南山到东市，从启夏

门进入 长 安 城，是 最 近 便 的 路 线，故 陈 寅 恪 说

“老翁从启夏门进入的可能性最大”，亦是准确的

判断。
卖炭翁何以选择东市？当是因为东市东邻南

内兴庆宫，西邻最繁盛的冶游之地平康里，附近

多居贵胄之家②，卖炭销路当会更好、更快。卖

炭翁何以未顾及东市接近大明宫，容易遭遇宦官

宫市？按宋蜀本唐韩愈 《昌黎先生文集·昌黎先

生外集》卷七 《顺宗实录》卷二贞元二十一年二

月甲子：“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
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

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
数百 人 于 两 市 并 要 闹 坊，阅 人 所 卖 物，但 称‘宫

市’。”可知贞元末东市西市均有作为宦官宫市代

理人的白望，并非只有东市才有宫市。卖炭翁早

在东市开门前到达市南门，当是心存侥幸，希望市

门一开即尽快入市卖出木炭，庶几可以避免宫市。

二、吕大防 《长安图》

陈寅恪课堂回 答： “今 无 很 好 的 唐 长 安 图。

１２４第４期　　　　　　　　　　　　　　　　　　邓小军：白居易《卖炭翁》与陈寅恪课堂答问

①

②

《全唐诗》卷八百七十七 《鸬鹚谚》：“鸬鹚不打脚下塘。（注：鸬鹚能没水捕鱼，栖宿之处，虽水深鱼多，未尝犯。”宋阮阅

《诗话总龟》卷二十一：“鸬鹚色黑而头长，能没水捕鱼，其疾如飞，栖宿 之 处，其 下 虽 水 深 鱼 多，未 尝 犯。谚 云： ‘鸬 鹚 不 打 脚 下

塘。’杜荀鹤 （《鹭鹚》）诗云：‘深水有鱼衔得出，看来却是鹭鸶饥。”清翟灏 《通俗编》卷二十九 “鸬鹚不打脚下塘。《全唐诗》录

唐谚云云，谓其栖宿之处虽水深鱼多未尝犯也。按：时谚有云：‘兔儿不吃窠边草’，义与之同。”

宋敏求 《长安志》卷八 《唐京城二》东市：“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甚多。”



有者如徐松 《两京城坊考》，然亦不好。日人的

《唐代之长安》亦是欠佳。”陈寅恪没有提到吕大

防 《长安图》。
中国传统地理、地图之学，在学术上主要属

于史部。陈寅恪 《元西域人华化考序》：“有清一

代经 学 号 称 极 盛，而 史 学 则 远 不 逮 宋 人。”［３］１６９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国史学，莫盛于

宋。”［３］２７２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宋贤史学，
今古罕匹。”［４］１４８宋代历史地理学和地图学，即可

谓登峰造极。宋敏求 （１０１９－１０７９） 《长安志》，
吕大防 （１０２７－１０９７）《长安图》，以及失名 《禹
迹图》，是宋代历史地理学和地图学的杰作。

　图１　宋吕大防 《长安图》（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摹绘本局部）

　　北宋元丰三年 （１０８０），知永兴军府 （治京

兆府，今西安）事吕大防根据汉唐长安城遗迹实

测，参考长安旧图及文献记载，主持绘制出全面

准确反映汉唐长安地理的 《长安图》全图和唐太

极宫、大明宫、兴庆宫 《三宫图》别图，刻两碑

立于京兆府公署。因碑已毁，《长安图》原碑尺

寸判断，一 说 高２００厘 米 以 上、宽１３６厘 米 以

上［５］４，一说约高２００厘米、宽１５０厘米［６］３３，一

说大致高２３５．９厘米、宽１２４．２厘米［７］。
吕大防 《长安图》地图定向为上北下南、左

西右东，与现代地 图 一 致 （南 宋 程 大 昌 《雍 录》
地图定向犹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绘图方法

为定比例尺，亦与现代地图一致，地图比例尺为

“二寸折一里”①，约 合 今１∶９０００；图 例 突 出 地

体现该图专题的历史人文要素，地图符号线描，
象形、确实、详备，注记规范、明晰，并配有题

记；是一幅精确度高、图例完善的大比例尺城市

平面图。

图２　宋吕大防 《长安图》（平冈武夫等摹绘本局部）

金元时期，吕大防 《长安图》碑 毁 于 战 乱。
清光绪年间出土二十多块残石，后大多亡佚，但

是有残石拓本及其印本流传于世［７］。其中， 《长

安图》北部偏东等部分残石拓本，是近代邵章缀

合２２块残石拓片而成。邵章收藏此拓数量较多，

１９３０年代日本 前 田 直 典 在 西 安 获 得 其 中 一 套 拓

本，后于二 战 中 焚 毁［８］。１９５６年 日 本 京 都 大 学

人文研究所、同朋舍出版平冈武夫 《长安与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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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赵彦卫 《云麓漫钞》卷八：“长安图，元丰三年 正 月 五 日，龙 图 阁 待 制 知 永 兴 军 府 事 汲 郡 吕 公 大 防，命 户 曹 刘 景 阳 按 视，

邰州观察推官吕大临检定。其法以隋都城大明宫，并以二寸折一 里。城 外 取 容 不 用 折 法，大 率 以 旧 图 及 韦 述 《西 京 记》为 本，参 以

诸书及遗迹考定。太极、大明、兴庆三宫，用折地法，不能尽容诸殿，又为别图。”



·地图篇》，其中有平冈武夫等人据前田直典所

发表的此拓图片和 照 片 复 绘 的 《长 安 图》残 图。

１９５７年９月，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翻 译 出 版 平 冈 武

夫 《长安与洛阳 （地图）》①。《考古学报》１９５８
年第３期刊布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唐长安城

地基初步探测》，附录有吕大防刻唐长安图拓片

摹绘本，即 《长安图》北部偏东等部分残石拓本

摹绘本。
唐长安城北部偏东部分，包括大明宫南正门

丹凤门东望仙门、东市、连接它们之间的皇城东

第二街 （朱雀门街东 第 四 街），均 在 本 文 主 题 相

关范围内，同时亦均在吕大防 《长安城图》今存

残图内。

１９５０年代至２０１０年代唐长安城考古发掘报

告系列，逐步深入地 证 实 了 吕 大 防 《长 安 城 图》
残图的准确性。

１９５８年唐 长 安 城 地 基 初 步 探 测。陕 西 省 文

物管理委员会 《唐长安城地基 初 步 探 测》 （三）
《兴庆宫》：“根据钻探的资料，结合宋刻石碑对

照，因北半部各建筑为今之关城及居民住宅占压

破坏无遗，很难找出迹象。然就南半部的情况与

宋刻石碑图比较，除各建筑之间的距离及宫的围

墙等，在比例上稍有出入外，其它基本相同。”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 《西
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宫丹凤门遗址的发掘》：“宋代

吕大防绘制的 《长安城图》石刻表明，大明宫的

南墙与长安城的外郭城墙东段是一体的，考古勘

探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具体材料可参见陕西省

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之

图八 ‘唐长安城探测复原图’，《考古学报》１９５８
年第３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

明宫》图一至图三，第１０、１５、１６页，科学出

版社，１９５９年。”③

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 唐 长 安 城 遗 址 勘 察 发 掘。中

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 《唐代长安

城考古纪略》七 《两 市》： “吕 大 防 图 所 画 的 东

市，却与我们实测的形制相同。”④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 唐 大 明 宫 丹 凤 门 遗 址 发 掘。
《西安 市 唐 长 安 城 大 明 宫 丹 凤 门 遗 址 的 发 掘》：
“关于丹凤门的形制，过去有两种说法。一是古

代文献所记载的五门道制，如唐人李华的 《含元

殿赋》记有 ‘其南则丹凤启涂，遐瞩荆吴；十扇

开闭，阴阳睢盱’，唐人李庾的 《两都赋》也记

载 ‘其内则有太极承端，通址含元。……涵太液

之清澜，龙 道 双 回，凤 门 五 开’。另 外，宋 代 吕

大防所制 《长安城图》石刻图上，也清楚地标记

着丹凤 门 有５个 门 道。⑤ 另 一 种 说 法 是 三 门 道

制，主要是根据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间 进 行 初 步 考 古

钻探和调查的结果 （当时绘有门址平面图）而提

出的，并据此认为文献记载是错误的。⑥ 后一种

说法自公布以后几十年来，已被大多数学者所接

受和引用。因此，这次全面考古发掘揭露出丹凤

门为五门道的形制，修正了以往考古钻探的初步

结论，证实了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最终解决了

有关丹凤门形制的学术争议。”

２００９年 唐 大 明 宫 南 宫 城 墙 望 仙 门 等 三 座 城

门遗址 的 发 掘。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４日 中 国 新 闻 网

《西安新发现唐大明宫南宫城墙三座城门遗址》：
“继唐大明宫规模最大的门址－丹凤门遗址被发

现之后，考古工作者近日又在其南宫城墙沿线发

现三座城门遗址，分别位居大明宫正门丹凤门遗

址的左右两侧。……试掘表明，建福门遗址东西

长约三十七米、南北宽十九米左右；兴安门遗址

东西长约三十九米，南北宽约二十米左右；而望

仙门遗址东西长三十三米至三十五米、南北宽十

九米 左 右……每 个 城 门 都 有 三 个 约 五 米 宽 的 门

道。”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６日 中 国 网 《唐 大 明 宫 新 发

现：宫门５更启 待漏百官始入朝》： “负责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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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平冈武夫著、杨励三译：《长安与洛阳 （地图）》，图版二 《长安城图 （吕大防）》，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参阅

此书平冈武夫 《长安与洛阳地图篇序说》，第３７－３８页。又见 ［日］平冈 武 夫 《唐 代 的 长 安 与 洛 阳 （地 图）》，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１９９１
年版。此本３０幅图版系缩印，图版折叠面未印出标题。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执笔人：杭德州、雒名如、田醒农，《考古学报》１９５８年第３期。所谓

“宋刻石碑图”，即指吕大防 《长安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宫丹凤门遗址的发掘》，执笔者：龚国强、何岁利、李春林，
《考古》２００６年第７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七 《两市》，执笔者：马得志，《考古》１９６３年第１１期。

原注：平冈武夫编：《唐代内长安与洛阳·地图篇》第４７－５８页，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同朋舍１９５６年版。

原注：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图一，６，《考古学报》１９５８年第３期。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５、１６页。



考古发掘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何岁

利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根据史料记载，
大明宫的四面共有１１座城门，到目前 为 止，除

南宫城墙上的延政门仍未找到外，我们已发现了

１０座。’” “何 岁 利 告 诉 记 者，丹 凤 门 西 面４３０
米处就是建福门遗址，遗址以西２２０余米就是兴

安门遗址，丹 凤 门 以 东４３０米 处 就 是 望 仙 门 遗

址。”（目前尚未见２００９年望仙门遗址考古发掘

相关报告发表，一俟相关报告发表，情况应以报

告为准。）
在 本 文 主 题 相 关 范 围 内，唐 长 安 城 考 古

１９５８年勘探证 实 大 明 宫 南 城 墙 与 长 安 城 外 郭 城

墙东 段 为 一 体，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 发 掘 实 测 出 东 市

的形制，２００６发 掘 揭 露 出 大 明 宫 南 正 门 丹 凤 门

为五门道形 制，２００９年 发 掘 揭 露 出 丹 凤 门 东 侧

望仙 门 遗 址，逐 步 深 入 地 证 实 了 吕 大 防 《长 安

图》的准确性。六十年来考古勘探发掘对 《长安

图》准确性的确认，是对吕大防 《长安图》的最

高评价。
依据宋敏求 《长安志》，参照吕大防 《长 安

图》北部偏东等部分残石原拓石印本①，可以看

出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

测》摹绘本望仙门位置比平冈武夫等摹绘本更为

准确。按 宋 敏 求 《长 安 志》卷 六 《宫 室 四·唐

上》：“（东内大明宫）望仙门，南当皇城东第二

街。”望仙门南当皇城东第二街，应是望 仙 门 南

正对皇城东第二街北口。《长安图》原拓石印本

及 《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摹绘本望仙门南对

皇城东第二街北口仅稍微偏西，三门道之中门道

基本对准皇城东第二街北口街心。冈武夫摹绘本

望仙门南对皇城东第二街北口则偏东较多，三门

道之中门道未对准皇城东第二街北口街心，而是

对准皇城东第二街东从北第一坊长乐坊西垣。但

此是小疵，不影响其与原拓的基本一致。
吕大防 《长安图》为解决 《卖炭翁》问题提

供了一目了然的可靠地图。

图３　清徐松 《唐两京城坊考·西京外郭城图》

　　陈寅恪没有提到吕大防 《长安图》，也许是

因为没有见到此图北部偏东等部分残石拓本。陈

寅恪所说 “日人的 《唐代之长安》”，不知是否

指平冈武夫 《长安与洛阳 （地图）》。笔者不能

确定，１９５８年６月 陈 寅 恪 课 堂 答 问 时，有 没 有

看 （听读）到１９５６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同朋舍出 版 的 《唐 代 的 长 安 与 洛 阳·地 图 篇》，
有没有看到１９５７年９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４２４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４５卷

① 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理图集 （战国－元）》，《图 版》４５ 《长 安 城 图》残 片，文 物 出 版 社１９９０年 版。惟 此 图 版 较 为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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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冈武夫 《长安与洛阳 （地图）》。从当时陈寅

恪让黄萱给刘隆凯看徐松 《唐两京城坊考》 “画

的长安城市格局”（当为 《西京外郭城图》）来

看，也许 陈 寅 恪 没 有 看 到 《长 安 与 洛 阳 （地

图）》。此时，《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附录吕

大防刻唐长安图 （同一残图）拓片摹绘本也还没

有发表。同时，应该考虑到，当时陈寅恪双目完

全失明已经十馀年①。
陈寅恪批评徐松 《唐两京城坊考》长安图不

好，是实事求是的批评。徐松 《唐两京城坊考》
第一幅图 《西京外郭城图》［９］卷首，在本文 主 题

相关范围内，有如下失误：１．在 《唐六典》《长

安志》等文献明确记载大明宫南面五门、正南门

丹凤门东为望仙门 （详下文）的情况下，没有标

出大明宫 南 门 之 一 的 望 仙 门。２．将 大 明 宫 东 墙

从与皇城东第二街东自北而南长乐坊、大宁坊、
安兴坊、胜业坊、东市之中线略偏东一线，西移

到皇城东第二街西从北第一坊翊善坊东垣一线，
从而使望仙门与皇城东第二街包括东市外西大街

段为一线成为不可能。此外尚有不足之处：街道

与两侧坊垣合为一条线，完全不能反映街宽，不

能反映东市外东西南北大街街宽宽于沿线大街近

一倍。

三、“牛困人饥日已高”

白居易 《卖炭翁》：“牛困人饥日已高。”
“日已高”是什么意思？按 《太平广 记》卷

三十五 《齐 映》： “齐 公 曰： ‘日 已 高，公 应 未

餐。’”五代南唐李后主 《浣溪沙》： “红 （一作

帘）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北 宋 邵

雍 《击壤集》巻十三 《天津敝居蒙诸公共为成买

作诗以谢》：“红日已高犹自眠。”可知 “日已高”
是指早餐以后时间，大约八九点钟左右。

按《唐六典》卷二十：“昔神农祝融氏始作市。
《易》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

易而退，各 得 其 所。”《新 唐 书》卷 四 十 八《百 官 志

三》：“凡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
钲三百而散。”可知长安两市日中为市，即正午十

二点打开市门，开始贸易活动。
“牛困人饥 日 已 高”， “牛 困、人 饥”互 文，

诗言卖炭翁牛也困牛也饿，人也困人也饿，早饭

后时间 （约八九点钟）已到达市南门口。言外之

意，有两点：第一，此时人还没有吃早饭，牛也

没有进食，十分辛苦。第二，卖炭翁提前几个钟

点于早饭后时间 （八 九 点 钟）到 达 东 市 南 门 口，
为的是等到正午 （十二点钟）东市开门时，第一

时间入市，尽快卖掉木炭。如果说上文 “可怜身

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是卖炭翁心理活

动的直 接 描 写，此 则 是 卖 炭 翁 心 理 活 动 的 潜 在

描写。
唐李吉 甫 《元 和 郡 县 图 志》卷 一 《关 内 道

一·京兆府·雍州》万年县：“终南山在县南五

十里。”
宋敏求 《长 安 志》卷 七 《唐 京 城 一·外 郭

城》：“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

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 丈 八 尺。
南面三门，正中曰明德门，东曰启夏门，西曰安

化门。……当皇城南面朱雀门，有南北大街曰朱

雀门街，东西广百步，南出郭外之明德门，自朱

雀门至明德门九里一百七十五步……万年、长安

二县以此街为界。万年领街东五十四坊及东市，
长安领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

《长安志》卷八 《唐京城二》： “朱雀街东第

三街即皇城东之第一街，街东从北第一曰翊善坊

…… （次南）來庭坊……次南永兴坊……次南崇

仁坊……次南平康坊……次南宣阳坊，东南隅万

年县廨。”
吕大防 《长安图》显示，宣阳坊与东市南半

部平行，其间只隔皇城东第二街。
由上可知，第一，自终南山 （北麓）至东市

南门约５０里。
第二，如果以 《唐六典》 “陆行之程”车日

行３０里，日行８小时，每小时 约 行４里 计，自

终南山 （北 麓）至 东 市５０里 约 需 要 行１２．５小

时。卖炭翁的辛苦，可想而知。

四、“市南门外泥中歇”

《卖炭翁》：“市南门外泥中歇。”诗言卖炭翁

牛车到达东市南门后，在冰雪泥泞中歇息。
按吕大防 《长安图》东市部分已残 缺 不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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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北面东西两座市门及所对市内西街东街、东

面南北两座市门及所对市内南街北街，犹清晰可

见，与１９６３年 《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所 述 勘

察结果一致 （见下文）。可知东市南门有东、西

两座，卖炭 翁 自 长 安 南 门 启 夏 门 进 城 到 东 市 南

门，以东市南面之西门为最近，“市南门外泥中

歇”之市南门，当指东市南面之西门，此门外即

东西向的东市外南大街，此门内即南北向的东市

内西街。
此时牛车朝什么方向？东市外南大街宽１２２

米 （见下文），如此宽阔的地段，应该足以容纳

市南门外等待开门的人群车辆，此时牛车应该是

朝北对准市南门。
“市南门外泥中歇”，有何言外之意？

《文苑英华》卷四十六失名 《日中为市赋》：
“贩缯之子，候当午以员 （《广雅》：员，众 也）
来；抱布之徒，恐移躔而忽至。于 是 旗 亭 灭 影，
贾旅协时。睹稠人之并凑，测端景以交期。”

唐罗隐 《谗书》卷四 《市赋》： “参杂胡越，
奔走孩稚。扶策而来，挈提而至。剞劂形状，圬

墁口鼻。童顶而跣，亸肩而帔。兼之以耆艾，继

之以谐戏。”①

参读失名 《日 中 为 市 赋》 “睹 稠 人 之 并 凑，
测端景以交期”，罗隐 《市赋》“参杂胡越，奔走

孩稚。扶策而来，挈提而至”，可以想见 市 南 门

外等待正午十二点钟开门的自由市场人群，人头

攒动，人人 都 在 焦 急 地 盼 望 着 正 午 开 门 时 间 的

到来。
“市南门外泥中歇”，言外之意是，卖炭翁人

虽然是 在 冰 雪 泥 泞 中 歇 息，可 是 随 着 时 间 的 流

逝，盼望着正午开门时间的到来，盼望着第一时

间入市尽快卖掉木炭的心情，越来越焦急矣。此

是卖炭翁心理活动潜在描写的继续，亦是下句宦

官出现之戏剧式突变的铺垫。
诗人对卖炭翁的潜在心理描写，是通过对卖

炭翁的不同动作描写而层层地暗示出来的。

五、“翩翩 两 骑 来 是 谁？ 黄 衣 使 者 白

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

《卖炭翁》：“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

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
宋蜀本 韩 愈 《昌 黎 先 生 文 集·昌 黎 先 生 外

集》卷七 《顺宗实录》卷二贞元二十一年二月甲

子：“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

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

人物，稍不 如 本 估。末 年 不 复 行 文 书，置 ‘白

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

‘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

从来，其 论 （朱 熹 《韩 文 考 异》：疑 当 作 与 论）
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

进奉门 户 并 脚 价 钱。将 物 诣 市，至 有 空 手 而 归

者。名为 ‘宫市’，而实夺之。”
《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唐德宗贞元十三年十

二月胡三省注：“白望者，言使人于市中左右望，
白取其物，不还本价也。”

《资治 通 鉴》卷 二 百 一 十 八 至 德 元 年 九 月：
“上与泌出行军，军士指之，窃言曰： ‘衣黄者，
圣人也。衣 白 者，山 人 也。’上 闻 之，以 告 泌，
曰：‘艰难之际，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绝

群疑。’”
“翩翩两骑”中的“黄衣使者”，是自称皇帝使

者的宦官。“白衫儿”，是宦官的协助者白望，是宦

官征用的市井无赖，穿白衣的平民。宦官、白望是

来实行宫市，即“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
“翩翩两骑来”，描写出宦官得意洋洋、仗势

欺人的样子。“来”，是来到了卖炭翁的面前。
“手把 文 书 口 称 敕”，即 《顺 宗 实 录》所 述

“以宦者为使”，“行文书”，“抑买人物”，宦官作

为宫市使，手持文书，口称奉皇帝之令购物，压

价强购民之商品。

六、“回车叱牛牵向北”

《卖炭翁》：“回车叱牛牵向北。”
《说文解字》卷六：“回，转也。”“回车”即

调转车头。“向北”，是因为大明宫在东市北。
“车本朝北，如何又北？”刘隆凯的问题，十

分敏锐。如前所述，东市外南大街宽１２２米，如

此宽阔的地段，市南门开门之前，牛车应该是朝

北对准市南门。那么，为什么需要回车亦即调转

车头？ 调 转 车 头 是 转 向 什 么 方 向 ？ 到 何 处 再

６２４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４５卷

① 参阅白行简 《李娃传》：“娃命车出游，生骑而从。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可见

唐代妇女可以入市，“亸肩而帔”，是指入市的妇女。



向北？

按 《唐六典》卷七 《尚书工部》：“大明宫在

禁苑之东南，西接宫城之东北隅。龙朔二年，高

宗以大内卑湿，乃于此置宫，南面五门，正南曰

丹凤门，东曰望仙门。”
宋敏求 《长 安 志》卷 六 《唐 上·宫 室 四》：

“东 内 大 明 宫……南 面 五 门，正 南 曰 丹 凤 门，
……丹凤东曰望仙门，南当皇城东第二街。贞元

中，修有楼十间。”
吕大防 《长安图》所示相同。
由上可知，第一，望仙门是大明宫南面与外

界交通的主要门户之一，是大明宫通向外郭城即

长安市区的最近门户之一。
第二，大明宫南门望仙门正对准皇城东第二

街 （朱雀门街东第四街）。
按宋敏求 《长安志》卷八 《唐京城二》：“朱

雀街东第四街，即皇城之东第二街。街东从北第

一长乐坊……次南大宁坊… （次南安兴坊）……
次南胜业坊…次南东市。南北居二坊之地。（东

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开二门，定四面街各广

百步……）东北隅有放生池。”
吕大防 《长安图》所示相同。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 《唐

代长安城考古纪略》五 《长安城的街道》 （１９６３
年）：

长安城的街道，各文献的配载是一致的，全

说南北向的街道 共１１条，宽 都 是１００步。……
经过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的普遍勘察和１９６１年的复查

结果，东西向的街道探得了皇城以南的十条街，
南北向的 街 道 （１１条）在 皇 城 以 南 的 部 分 基 本

上都勘察出来。
……
（二）南 北 向 的 街 道 南 北 向 的 街 道 有１１

条……
朱 雀 街 以 东 第 四 街 …… 最 宽 处 也 是

６８米。［１０］

《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七 《两市》：

东市的形制与西市相同，亦呈长方形。实测

南北长１０００余米，东 西 宽９２４米。大 小 几 与 西

市相等。
东市遗址大部分被现在村庄所压……市内街

道经过几次的勘探和复查，仅找到了西街的北部

和南街的西部各一段。街宽都将近３０米，较 西

市之街宽约１倍。……从西街和北街交叉的西北

十字的位置来看，东市仍是四条街与西市相同是

无疑问的。
市的四面大街保存的尚好，东、西、南三面

街宽 相 同，都 是１２２米，北 面 即 春 明 门 街，宽

１２０米。
东市的东北隅，据记载有 “放 生 池”，我 们

在此探得一个不规则的、近乎椭圆形的池址，东

西直径１５０余米、南北直径１６０米。［１０］

考古勘察 表 明 东 市 外 四 面 大 街 宽 于 沿 线 大

街，市内有东南西北四街、结构呈井字形、市内

街道狭 窄，以 及 市 内 东 北 隅 有 放 生 池，吕 大 防

《长安图》所示相同。
根据宋敏求 《长安志》、吕大防 《长 安 图》、

当代唐长安城考古发现，《卖炭翁》“回车叱牛牵

向北”之句及 “车本朝北，如何又北”之问题，
可以解释如下：

第一，皇城东第二街 （朱雀门街东第 四 街）
北口正对大明宫望仙门，街东从北而南第五坊地

面即东 市，东 市 外 西 大 街 即 皇 城 东 第 二 街 东

市段。
第二，东市南 北 长１０００余 米，市 内 街 宽 不

到３０米，而东市外南大街、东市外西大 街 即 皇

城东第二街东市段街宽均为１２２米。
第三，如果牛车直北进入东市内北行，不仅

是 舍 弃 东 市 外 西 大 街 即 皇 城 东 第 二 街 东 市 段

１０００余米长、１２２米宽街不走，而走东市内南北

１０００余米长、不到３０米宽、即将是开市拥挤高

峰的窄街 （西街）；而且出东市内西街北口之后，
还是要沿 东 市 外 北 大 街 西 行 到 皇 城 东 第 二 街 街

口，再转入皇城东第二街朝大明宫望仙门北行。
第四，无论是洋洋得意的宦官，还是被欺凌

的卖炭翁，都 不 会 愿 意 让 牛 车 走 不 到３０米 宽、
南北１０００余米长的东市内窄 街，耽 误 时 间、多

馀受累，而只会让牛车从北向东市南门掉头，向

西走１２２米 宽 的 东 市 外 南 大 街 西 段，再 向 北 走

１２２米宽的东市西大街即皇城东第二街直抵大明

宫望仙门。
“回车叱牛牵向北”，诗言宦官令卖炭翁叱牛

调转车头，向西走东市外南大街西段，然后再向

北，走皇城东第二街直抵大明宫望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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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如 卖 炭 翁 事 件 发 生 在 西 市，情 况 原 理

相同①。

七、“一 车 炭，千 馀 斤，宫 使 驱 将 惜

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

头充炭直”

“一车炭，千馀斤，宫使驱将惜不得”，诗言

宦官驱使卖炭翁驾炭车朝大明宫进发。此三句之

后，省略了卖炭翁驾车进入大明宫望仙门。
按宋敏求 《长安志》卷七 《唐京城一·外郭

城》：“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长安城北

自望仙门南长乐坊南至曲池坊之线共计１３个坊

区，平均每一坊区约１．１５里，东 市 南 门 与 望 仙

门之间相隔６个坊区，即相隔约６．９里。卖炭翁

驾车送炭进入大明宫望仙门，仅单程约７里，其

辛苦又可想而知。
卖炭翁及其牛车是否可以进入大明宫，进入

望仙门？

《文苑英华》卷四十八唐李华 《含元殿赋并

序》：“其南则丹凤启途，遐瞩荆吴。十扇开闭，
阴阳睢盱。容 鼎 九 扄，方 驾 五 车。示 王 者 之 无

外，不树屏于清都。望仙辟于巽维，建福敞于坤

隅。”巽，东南方。坤，西南方。
唐李肇 《国史补》：“初，百官早朝必立马建

福、望仙门外，宰相则于光宅车坊以避风雨。元

和初，始置待漏院。”
唐段安节 《乐府杂录》：“乐具库在望仙门内

之东壁。”
《唐会要》卷二十七 《行幸》元和十五年六

月：“幸左右神？军及晨辉楼、九仙、望仙等门

观角抵诸戏。”
《册府元龟》卷五十六文宗太和元年四月戊

申：“幸教坊回，仰望仙门侧有看楼十间，帝以

不复游御，命毁之。”
《旧唐书》卷三十六 《天文志下》： “敬宗即

位。……四月十七日，染院作人张韶于柴草车中

载兵器，犯银台门，共三十七人，入大内。”
由上所述可知：
第一，因为大明宫工作需要，工匠人等可以

进入大明宫。同样，因为大明宫买炭需要，卖炭

翁送炭当然亦可以进入大明宫。
第二，望仙门是百官早朝进入大明宫的门户

之一，亦是宫中观戏表演的场所，更是 “示王者

之无外，不树屏于清都”的宫门。一句话，大明

宫与外界交通往来，望仙门具有多功能作用。卖

炭翁送炭应该可以从望仙门进入大明宫。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诗言

卖炭翁将一车炭送入大明宫中卸炭后，宦官将半

匹红绡一丈绫挂在牛头上，作为付给卖炭翁一车

炭的价 钱。此 二 句 之 后，省 略 了 卖 炭 翁 驾 车 出

宫。诗人剪裁，详主题所需详，略主题所需略。
“半 匹 红 绡 一 丈 绫”，相 当 于 实 际 炭 值 的

多少？

宋蜀本唐韩愈 《昌黎先生文集·昌黎先生外

集》卷七韩愈 《顺宗实录》卷二贞元二十一年二

月甲子：“尝有农夫，以驴负柴至城卖，遇宦者

称 ‘宫市’，取之才与绢数尺，又就索 门 户，仍

邀以驴送至内。农夫涕泣，以所得绢付之，不肯

受，曰：‘须汝驴送柴至内。’农夫曰：‘我有父

母妻子，待 此 然 后 食。今 以 柴 与 汝，不 取 直 而

归，汝尚不肯，我有 死 而 已！’遂 殴 宦 者。街 吏

擒以闻，诏黜此宦者，而赐农夫绢十匹。然 ‘宫
市’亦不 为 之 改 易。谏 官、御 史 数 奏 疏 谏，不

听。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
《说文解字》卷十二：“匹，四丈也。”
《旧唐书》卷四十八 《食货志上》： “布帛阔

尺八寸，长四丈。”
唐孟郊 《孟东野诗集》卷九 《答友人赠炭》：

“青山白屋有仁人，赠炭价重双乌银。驱却坐上

千重寒，烧出炉中一片春。吹霞弄日光不定，暖

得曲身成直身。”
参照 《顺宗实录》 “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

物”，以及 “赐农夫绢十匹”，宦官付给卖炭翁半

匹红绡一丈绫，只值大约十分之一的价钱。名为

宫市，实为掠夺。

参照孟东野诗 “驱却坐上千重寒，烧出炉中

一片春”，“暖得曲身成直身”，雪天的炭，是无

价之宝。

为什么宦 官 把 “半 匹 红 绡 一 丈 绫，系 向 牛

头”？

卖炭翁 “满 面 尘 灰 烟 火 色，两 鬓 苍 苍 十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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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双手沾满乌黑的炭粉，整个牛车也沾满乌

黑的炭粉、炭渣，半匹红绡一丈绫，放到卖炭翁

手里或 牛 车 上，会 使 干 净 的 红 绡、洁 白 的 绫 沾

黑，即使在宦官看来也显然不合适。宦官没有把

半匹红绡一丈绫放到卖炭翁手里或牛车上，看起

来似乎还有点人性。可是事情并非这么简单。本

来，宦官可以把半匹红绡一丈绫放在包袱、篮子

或袋子里，交给卖炭翁，可是宦官却把半匹红绡

一丈绫系在了牛头上。这个画面描写，刻画出宦

官轻佻、吊儿郎当的性格，捉弄人、欺凌人的态

度。诗中宦官的形象，是阿飞、流氓的性格，土

匪、强盗的本质。
唐昭宗天复三年，宦官被全部诛灭，唐朝亦

随即灭亡。

八、结论

第一，白居易 《卖炭翁》不 仅 具 有 时 事 性，
诗中的唐代长安地理背景亦具备真实性。

第二，《卖炭翁》诗具有甚高的艺术造诣和

文学价值。《卖炭翁》作为短篇叙事诗，具有突

出的故事性，包括情节发展的铺垫与突变。同时

通过人物容貌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包括

直接心理描写和潜在心理描写，生动传神地刻画

出卖炭翁形象，其性格特征为勤劳、朴实；和宦

官形象，其性格特征为霸道、轻 佻。顺 便 说 到，
过去认为白居易 《新乐府》创作概念化、艺术价

值低，似未注意到，元和元年 （８０６）白 居 易 创

作 《长恨歌》，已经取得崇高的叙事诗艺术成就，
元和四年 （８０９）创作 其 所 高 度 重 视 的 重 要 作 品

叙事诗 《新乐府》，怎么可能忽略艺术价值？

第三，宋代宋 敏 求 《长 安 志》、吕 大 防 《长

安图》残图、当代唐长安城考古发现，对于清楚

地了解 《卖炭翁》诗中的东市－大明宫地理，了

解望仙门与皇城东第二街包括东市外西大街段为

一直线，从而对于解答刘隆凯提问，具有决定性

的作用。吕大防 《长安图》，尤为一目 了 然。徐

松 《唐两京城坊考》之 《西 京 外 郭 城 图》，则 将

大明宫东墙西移，从而使望仙门与皇城东第二街

包括东市外西大街段为一线成为不可能，增添了

解决问题的曲折。

第四，对于刘隆凯提问 “车本朝北，如何又

北”，陈寅恪回答，“老翁的牛车停在市南门外，
不是正向北，是斜斜向北”，似未注意到：

１．市南 门 外 的 东 市 外 南 大 街 街 宽１２２米，
“市南门外泥中歇”、渴望市门开门的卖炭翁，其

牛车应该是向北正对市南门。

２．“回车叱牛牵向北”，诗言宦官令卖炭翁

调转车头，向 西 走１２２米 宽 的 东 市 外 南 大 街 西

段，然后再向北走１２２米宽的东市外西大街即皇

城东第二街，直抵大明宫望仙门。无论宦官、卖

炭翁，都不会愿意让牛车放弃１２２米宽的东市外

南大街、西大街不走，而去走 不 到３０米 宽、南

北１０００余米长的东市内窄街；而东市外 西 大 街

即皇城东第二街朝北正对准大明宫望仙门。
第五，刘隆凯的提问是敏锐的，刘隆凯能够

完整记录陈寅恪讲课，并能够历经五十年的沧桑

而保存陈寅恪讲课记录，皆难能可贵。
第六，陈寅恪的三 次 课 堂 答 问，鼓 励 学 生，

教学相长，体现出他是在不断的思考中，和杰出

史学家的智慧与学养。如果不是因为运动打断上

课，陈寅恪也许会有进一步的回答。

参考文献：

［１］　刘隆凯．往 事 不 尽 如 烟———我 对 陈 寅 老 的 点 滴 回 忆

［Ｊ］．当代作家，１９９７（４）：６４－６７．
［２］　刘隆凯．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Ｍ］．武汉：湖

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
［３］　陈寅恪．金明 馆 丛 稿 二 编［Ｍ］．北 京：生 活·读 书·

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
［４］　陈寅恪．隋 唐 制 度 渊 源 略 论 稿［Ｍ］．北 京：生 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
［５］　曹婉如，等．中 国 古 代 地 理 图 集（战 国－元）：图 版 说

明［Ｍ］．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
［６］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Ｍ］．哈

尔滨：哈尔滨地图出版社，１９９８．
［７］　胡海帆．北京 大 学 图 书 馆 藏 吕 大 防《长 安 图》残 石 拓

本的初步研究［Ｊ］．唐研究，２０１５（１）：３２．
［８］　李芳瑶．《长安图碑》新考［Ｊ］．文献，２０１２（３）：８９－９７．
［９］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１０］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

城考古纪略［Ｊ］．考古，１９６３（１１）：５９５－６１１．

责任编辑：凤文学

９２４第４期　　　　　　　　　　　　　　　　　　邓小军：白居易《卖炭翁》与陈寅恪课堂答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