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 记

世间万事，皆有因缘。本书的编写缘起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包括北海、

合浦在内的北部湾区域的考察及重要指示。显然，合浦作为汉唐时期南海贸易圈及东西方

海上交通航路上的重要口岸，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与新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宏伟蓝

图的构想之间所存在的天然联系和跨时空的对接，已经未雨绸缪地进入了国家领导人具有

前瞻性的宏大战略视野中。

盛世修史，“风物长宜放眼量”，合浦地方政府因势利导，倡议编纂“合浦海丝研究系

列”，其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情怀令人起敬！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们得以承担《历

代文献中的合浦汉唐史料汇编》一书的编写重任，诚所谓躬逢其盛而置身其中，幸何如之！

为了能不负所托，保质保量按时交卷，我们不得不选择采取“人海战术”，以中山大

学历史学系向群、万毅、林英三位老师为核心成员，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标准指导若干潜

质不俗的研究生，共同完成本书的资料搜集、甄别考订及编写工作。按照具体的分工，前

期资料的初步搜集由研究生们在老师指定的范围内进行，后期工作如材料的甄别辩证、全

书结构体例的确定、书稿的撰写及反复修订等事宜则由诸位老师主导，在研究生们的协助

下共同完成。

俗语云：“众人拾柴火焰高。”没有大家的通力合作与共同努力，本书的如期完成是不

可想象的！然而前辈史家“众手修书，体例不纯”的教示亦言犹在耳，令人不敢须臾有忘。

为避免蹈此覆辙，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全书的各部分内容安排、结构及注释体例、征引

古籍的版本标准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多次论证和数遍修订，积稿盈尺，不欲功亏一篑。

本书的编纂以专业性的学术规范和标准为指南，力求完备，但不可能完美。在时间的

催促下，有些方面我们不得不“有所不为”。

尤其是内容方面。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文献中如海底捞针式地沙里淘金，搜集整理

相关史料，使之“珠还合浦”，仅凭传统的手工作业，其时间成本是各方面都难以承受的，

故我们顺应潮流采用了信息时代通用的数据检索方式，以尽快汇聚一批基本材料。与此同

时，我们深知此种方式在史学领域的局限性，因而在数据检索之外，对于本书所涉及的文

献仍然进行了大量的人工查阅和辑录，随时增补。这种方式的工作量之大远超想象，应该

说直至本书定稿之际，这一工作依旧处于进行时态。本书的出版并不代表所有遗珠均已完

璧而归，未来或许还会有修订版、补订版的问世。所谓“生也有涯，知也无涯”，看似近

理，却不应成为阻碍我们前行的托词。

还有所辑文献的版本问题，原则上常见或常用古籍优先采用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

社的点校本，无点校本则尽可能选取较佳的影印善本。然而由于本书征引文献数量可观，

其中一些历代文集引用率较低，在有限的时间内自必无暇精择善本。整体而言，虽有遗珠



之憾，然取法乎上，得之于中，亦可谓差强人意矣。

本书交稿付印之际，我们愿借此机会，向以下单位及个人表示由衷的感谢！

合浦县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作为本项目的主管单位，对本课题的研究

给予的全方位支持！

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在课题组成员实地考察及搜集材料的过程中给予的

热情帮助！

合浦县图书馆在本课题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给予的关照与支持！

中山大学图书馆在本课题资料搜集中提供的便利与帮助！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熊昭明副馆长，合浦县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叶

吉旺主任、郭超先生，北海市党史办罗华颂主任在本项目的进程中给予的各种形式及多方

面的关照与支持！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由于才识所限，本书必然会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然

而仍期待其出版能为后续的深入研究提供文献学意义上的便利与支持，若此，则虽无名山

之望，却亦善莫大焉！

是为记。

《历代文献中的合浦汉唐史料汇编》编写组

2018 年 9 月 26 日于广州中山大学康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