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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学研究述评

黄留珠

(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新世纪伊始中国学人所倡导的长安学，是对长期以来有关长安文化、长安文明研究的

学科概括、定位与升华，其缘起有“陕”、“京”两“源”，并非某一个人的创立、创建。2009 年陕西省

文史研究馆长安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及所推出的《长安学丛书》和北京出版的《唐研究》“长安学”研

究专号，掀起了长安学研究的高潮。北京的长安学研究扎实、细致，并完全按纯学术的路径一步一

个脚印前进，陕西的研究则声势浩大、迅速快捷并具有浓重的组织、行政色彩。2013 年，陕西组建

了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为长安学的未来发展勾画了蓝图，世人乐见其成，应仿效《唐研究》，创办长

安学研究专刊，以扩展影响，发现、培养、团结人才，积累学术成果。展望长安学研究，可以说任重而

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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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长安学的旗帜在神州大地被高高树起，

长安学研究亦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如此一种学

术活动，若用“其兴也勃”予以形容，应该说还是不

过分的。那么，这场学术活动的缘起是怎样的? 其

发展现状或曰已取得的初步成果如何? 其未来的发

展又将如何? 笔者作为这一活动的参与者之一，深

感有必要结合个人亲身经历对这些问题略做述评，

以与关心长安学的朋友们共同讨论。

一、长安学缘起

( 一) 数年之内长安学问题先后三

次被提出

长安学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中国学人倡导并

特别为陕西学界所重视的一个学科概念。此事的肇

始，可追溯到 2000 年初。在陕西《人文杂志》杂志

社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有位西北大学的学者十分

明确地提出了长安学的问题，希望以此来概括陕西

这个历史文化大省的学科形象，就像安徽以徽学来

概括自己的学科形象一样［1］。此举虽然引起了学界

的一定重视，但由于种种原因却未能获得积极进展，

从而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不久，长安学的问题又在北京被提出。2003 年

12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研究》第 9 卷刊

发的《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中，作者

荣新江相当鲜明地提出了长安学的命题。他说:

“笔者研究隋唐史和敦煌学的过程中，不断在思考

一个问题，即长安是兴盛的大唐帝国的首都，敦煌是

唐朝丝绸之路上的边陲重镇，由于特殊的原因，敦煌

藏经洞敦煌石窟保留了丰富的文献和图像资料，引

发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敦煌学研究热潮; 相反，虽然

有关长安的资料并不少于敦煌，但因为材料分散，又

不是集中被发现，所以有关长安的研究远不如敦煌

的研究那样丰富多彩，甚至也没有建立起像‘敦煌



学’那样的‘长安学’来。”［2］ 很显然，尽管荣新江所

论长安学的视角与陕西学者所述的角度不同，二者

对长安学内容的理解也有某些差异，但彼此所提的

学科名称均作长安学，这一点是完全一致的。

2005 ～ 2006 年，长安学的问题再次被提起。然

而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一问题不是由学者，而是由

政府部门的文化官员提出的。时任陕西省文史研究

馆馆长的李炳武，有感于“一部《红楼梦》能够衍生

出风靡全国乃至世界的‘红学’; 一处‘敦煌石窟’能

够形成独立一派的‘敦煌学’”这样的事实，认为在

创造了周秦汉唐灿烂文明的长安大地上，完全有条

件也应该打出“长安学”的旗帜，以凝聚陕西的学术

力量，深化长期以来学人一直坚持的关于长安文化、

长安文明的研究［3］。于是他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

率先在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开展了关于“长安学”的

讨论，并在一些主要方面取得了初步的共识。与此

同时，陕西省文史研究馆还陆续举办了周文化、秦汉

历史文化、唐代历史文化等一系列学术研讨会，以及

“长安雅集”之类的大型文化活动，既为倡导长安学

做铺垫，也与倡导长安学相呼应。一时间，倡导长安

学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

( 二) 三次提出长安学的内在联系

及长安学的两个“源”
乍看起来，前述 3 次长安学的提出似乎彼此独

立、不相关联，但实际上是沿着同一逻辑理路而前进

的，其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具体言之，就是

学者们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对长安文化、长安文明的

研究，发展到 21 世纪，急需学科性的概括、定位与升

华; 而在此过程中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长

安学这样一个学科名称之上，于是便出现了一而再、

再而三倡导长安学的呼声与行动。这样的事实也有

力表明，长安学的提法确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当然，我们从上述事实中也很容易看到，长安学

实际上有两个“源”: 一曰“陕源”，一曰“京源”。陕

源的长安学，固然以长安文化、长安文明研究为根

本，但学术视域却有所扩大，甚至包括了有关陕西地

域文化的研究。而京源的长安学，则大体限于古长

安都城史的范围之内，甚至仅仅被理解为关于隋唐

长安的研究。

( 三) 澄清一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提出来加以澄清。在

当前有关长安学的论述和宣传中，每每可见“长安

学为某某人所创造”或“某某人创建了长安学”一类

的说法。其实，这很不科学，是论者不了解长安学缘

起的反映。如前所述，长安学的出现是学人对长期

以来有关长安文化、长安文明研究进行学科概括、定

位与升华的产物。用哲学性的语言描述，长安学是

长安研究学术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此，把这样一

种历史的必然归结为某某的个人“创造”、“创建”，

显然与事实不相符合。

马克思主义从来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

用，但是必须以尊重科学、尊重事实为前提。众所周

知，长安文化源远流长，对长安文化、长安文明的研

究历史悠久。由于陕西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所以陕西学人无不以古代历史文化尤其是长安文化

为研究重点，而 21 世纪提出来的长安学正是在学人

长期以来对长安文化、长安文明研究基础上形成的。

这里最基本的事实是，先存在有关长安文化、长安文

明的研究事实，而后才出现长安学的名称，前者为

因，后者为果。如果一定要讲长安学的创造者、创建

者的话，那么众多的长安文化、长安文明研究者才是

当之无愧的。正是他们辛勤、艰苦的劳动才创造、创

建出了长安学。而当今提出用长安学来概括关于长

安文化、长安文明研究的人，不过是长安学的倡导者

罢了。

学术史上类似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很常见。例

如人所共知的敦煌学，要确切说出它为何人创造、何

人创建显然是困难的。其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也必

须是: 从事敦煌出土文献、文物研究的学人共同创

造、共同创建了敦煌学，而且也是这种创造、创建性

的研究工作在先，敦煌学的称谓出现在后，与当今长

安学的情况相同。我们常说的红学也是如此，红学

应当是研究《红楼梦》的学人所共创、共建的，把红

学归结为任何个人创造、创建都是有违事实的极端

功利主义的表现。

二、长安学研究现状

( 一) 2009 年长安学的大发展

2009 年对长安学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

年，所以对长安学研究现状的论述需要从此说起。

2009 年 9 月，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长安学研究中

心成立。该中心由时任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的李

炳武牵头，以该馆馆员( 一批资深的文史专家) 为基

础，联合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

者共同组成。这既是研究长安学的中心，也是组织、

领导长安学研究的中心。

研究中心成立后所做的最重要工作就是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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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长安学丛书》。由于时间紧迫，文史馆领导采

纳馆内专家的建议，将首批推出的《长安学丛书》内

容加以变通，改为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汇集总结。这

样，在研究中心成立的次月，第一批 8 册书面世了

( 版权页标注的出版时间为 2009 年 9 月) ，分别名

曰《长安学丛书》之“综 论 卷”、“政 治 卷”、“经 济

卷”、“文学卷”、“艺术卷”、“宗教卷”、“历史地理

卷”、“法门寺文化卷”。

装帧考究、印制精美的 8 册《长安学丛书》的推

出，无疑是研究中心成立时的一件大事，它既起到了

标志作用，也起了宣言作用。从程序上来看，这套书

的编撰经过了不止一次的研讨、评审，应该说是比较

认真、严格，合乎学术规范的。然而也不能不看到，

由于时间太短，这套书难免带有某些“急就章”的痕

迹，而各册书的质量也明显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

特别是这套书仅仅汇集了以往的研究成果，而没有

新创的成果，尽管这当中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但不免

留下了令人惋惜的遗憾。

非常巧的是，2009 年，北京方面有关长安学的

研究工作也推出了重要的成果，这就是当年出版的

《唐研究》第 15 卷。该卷集中刊发了有关长安学研

究的 19 篇论文，故被命名曰“‘长安学’研究专号”。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更具体的情况，兹将这些论文的

题目抄录如下［4］:

( 1) 隋唐长安的寺观与环境;

( 2) 城门与都市———以长安通化门为主;

( 3) 唐代长安的旅舍;

( 4) 文本的阐释与城市的舞台———唐宋笔记小

说中的城市商业与商人;

( 5) 论唐长安城的营建与城市居民的税赋;

( 6) 唐代都市小说叙事的时间与空间———以街

鼓制度为中心;

( 7) 想象中的真实———隋唐长安的冥界信仰与

城市空间;

( 8) 唐代长安的宦官社群———特论其与军人的

关系;

( 9) 唐长安太清观与《一切道经音义》的编纂;

( 10) 从宫廷到坊里———玄肃代三朝政治权力

嬗变分析;

( 11) 中 唐 文 人 官 员 的“长 安 印 象”及 其 塑

造———以元白刘柳为中心;

( 12) 张彦远笔下的长安画家与画迹;

( 13) 长安: 礼仪之都———以圆仁《入唐求法巡

礼行记》为素材;

( 14) 礼展奉先之敬———唐代长安的私家庙祀;

( 15) 贝叶与写经———唐代长安的寺院图书馆;

( 16) 唐初密教佛经的翻译与贵族供养;

( 17) 记智首、玄琬与唐初长安的守戒运动———

兼论唐太宗崇重律僧与四分律宗之崛起;

( 18) 《两京新记》新见佚文辑考———兼论《两京

新记》复原的可能性;

( 19) 隋唐长安史地丛考。

从这些论文的标题，我们可以看出其研究视角

非常新颖，研究的问题多是微观、具体的，且是前人

较少关注或没有涉猎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它们代

表了长安学研究的一种新潮流。值得注意的是，文

章的作者除了北京当地高等院校、科研机关、文化单

位的学者外，还有其他各地的学者，以及美国、日本

的研究者［4］。这也充分反映了长安学研究人员的广

泛性与这项研究本身的国际性。

如果比较京、陕两地的长安学研究特点的话，那

么北京的长安学研究扎实、细致，完全按纯学术的路

径一步一个脚印前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

陕西的研究声势浩大、迅速快捷，带有浓重的组织、

行政色彩，也构成了一道可观的风景线。当然，就所

推出的研究成果而论，北京的开拓、创新，陕西的总

结、综合，应该说各有千秋，不过用学术的尺度来衡

量，似乎行家们更推崇、看好前者。

( 二) 迈入新阶段后长安学的继续

发展

总之，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2009 年对长

安学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年陕西成立的长

安学研究机构和出版的 8 册《长安学丛书》，北京出

版的《唐研究》第 15 卷“长安学”研究专号，共同把

长安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空前的高潮，长安学研究

迈入新阶段。以下我们仍按陕、京两条主线继续介

绍长安学的发展情况。

在陕西，2010 年又出版了《长安学丛书》6 册。

这批书名曰“长安学者文集”系列，首先推出的 6 册

分别是“武伯伦卷”、“王子云卷”、“陈直卷”、“傅庚

生卷”、“霍松林卷”、“黄永年卷”。很明显，这 6 册

书与前 8 册书的性质一样，都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

汇集和整理。其后，《长安学丛书》于 2011 年又继

续出版了“长安学者文集”系列书 4 册，分别为“于

右任卷”、“张西堂卷”、“石兴邦卷”、“何炼成卷”。

2012 年则出版 2 册，一是“学者文集”系列的“李之

勤卷”，二是属于 2009 年首批丛书系列的“教 育

卷”。2013 年，《长安学丛书》原计划推出“西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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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史”系列，有若干书稿已完成，并交付出版社，但

因特殊情况而被推迟。对此，笔者拟在后文中再做

说明。

除了《长安学丛书》这个平台之外，2010 年《长

安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开辟“长安学研究”专

栏，截至 2013 年共办 16 期，发表论文 74 篇，成为长

安学研究的又一重要阵地。该学报还经常举办有关

长安学的论坛，以这种形式弘扬长安学、宣传长安

学。一个以理工科为主要特色的院校能够如此尽心

尽力做有关长安学的工作，在全陕西是第一家，也是

唯一的一家，实在难能可贵。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较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长安

学研究中心成立早近一年的西安文理学院长安历史

文化研究中心，虽然没有明确挂长安学的牌子，但实

际上也是一个长安学的学术研究机构。该中心推出

的《长安历史文化研究》、《长安历史文化论丛》等书

刊，事实上也成为长安学的重要平台。他们每年举

办一次长安历史文化研讨会，已经连续举办了 6 届，

越办越好，影响越来越大，成为西安市一张亮丽的学

术名片。

如果我们把目光再放宽一些，将长安学不仅仅

限于古长安城的城市史研究，而把它扩展至整个关

中地区乃至整个陕西历史文化的研究，扩展至周秦

汉唐历史文化的研究，那么陕西长安学研究的平台

及研究成果显然还会增加不少。例如西北大学与三

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周秦汉唐文化研究》年刊，陕

西师范大学推出的《长安史学》、《长安学术》，以及

《唐都学刊》开辟的“汉唐研究”专栏、《咸阳师范学

院学报》开辟的“秦汉史研究专栏”等等，似都可以

划入此列。再如集陕西全省著名学者之力修撰的、

第一部系统论述陕西地域文化的、属于国家级重大

文化工程项目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陕西卷》，显

然也应该划入此列。

北京方面的情况似乎不像陕西那样多元。这里

的长安学研究平台主要还是一年出版一卷的《唐研

究》。该刊由罗杰伟( Ｒoger E Covey) 创办的唐研究

基金会资助出版，营运无后顾之忧，相当稳定。自第

9 卷开始，即以研究专号的形式推出。继第 15 卷

“长安学”研究专号之后，又于 2010 年出版第 16 卷

“唐代边疆与文化交流”研究专号，2011 年出版第

17 卷“中古碑志与社会文化”研究专号，2012 年出

版第 18 卷“中国中古的信仰 与 社 会”研 究 专 号，

2013 年出版的第 19 卷则开辟了两个研究专栏:“从

地域史看唐帝国———边缘与核心”研究专栏和《葛

啜墓志》研究专栏。表面上看这些专号、专栏所讨

论的问题并不是长安学，但其中不少内容实际上涉

及到长安，如《葛啜墓志》即出土于西安，对它的研

究自然属于正宗的长安学研究了。

三、长安学研究展望

( 一) 精心绘制的长安学未来发展

蓝图

自 21 世纪伊始研究者提出“长安学”问题以

来，短短十多年里，这一学科得到了令人瞩目的发

展。尤其在陕西，这项研究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大

力支持，使之具有了极其明显的权威性。当 21 世纪

跨入第二个 10 年之后，陕西长安学研究平台又开始

了主办单位由政府文化部门向高等院校的华丽转

身: 进一步将各种研究力量进行整合，组建新的长安

学研究机构———国际长安学研究院。

2013 年 3 月，国际长安学研究院 ( 以下简称研

究院) 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揭牌仪式，教育部副部

长李卫红与陕西省副省长庄长兴莅临祝贺，充分表

明了其受重视的程度。该研究院以传承并创新以

“长安”为载体、以“长安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本任务，通过学术研究、文化推

广、社会教育等途径，致力于提升陕西乃至整个中华

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华民族的

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向心力。

研究院由陕西的 4 所高校 ( 陕西师范大学、西

北大学、长安大学、西安文理学院) 和陕西省文物

局、陕西省政府参事室( 陕西省文史研究馆) 以及日

本学习院大学、韩国忠南大学共同组成，院址设在陕

西师范大学; 以陕西 4 所高校的研究资源为基础，搭

建研究平台，负责长安学的理论和专题研究，对长安

文化的内容和精髓进行提炼; 以陕西省文物局及其

下属机构、陕西省政府参事室( 陕西省文史研究馆)

为核心，致力于文化遗存的保护与开发、长安文化的

推广和开发; 以日本、韩国两所高校为主要海外力

量，负责长安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海外文化资源的整

理与开发，以及相关活动的组织和协调等。总体而

言，研究院肩负着探索两个新途径的使命: 一是探索

古典文化现代化传承的新途径; 二是探索高校、政

府、社会机构联合开展文化传承的新途径。在体制、

机制方面，研究院建立以任务为牵引的人员管理、人

才培养、科研评价等制度; 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

负责制，以任务为纽带开展人员管理; 科研上推行学

4

黄留珠: 长安学研究述评



术委员会集体协商的考核机制等。研究院的组建得

到了教育部、陕西省委、陕西省政府的高度认可和省

内外机构的大力支持。做好长安学研究和文化典籍

的整理出版，已列为陕西省“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重

要内容，由此可见陕西省对长安学研究的支持力度

之强。

根据计划，研究院拟开展和推进的研究工作有:

( 1) 举办“国际长安学论坛”;

( 2) 建立“国际长安学”研究基金会，支持长安

学的持久发展;

( 3) 不断推出高水平的成果，向国内外宣传、介

绍长安文化，为国家和省( 市) 的文化建设提供决策

咨询;

( 4) 建设“长安学”基本文献库与电子数据库以

及“长安学”网站;

( 5) 编写《长安学与文化建设蓝皮书》。

研究院拟定的建设目标是: 通过 10 年建设，搭

建起长安学的理论框架和学科架构，使其精神内涵

得到学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可，关于长安学的专题研

究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建设，国际长安学研究院

产生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培养一批具

有国际视野、学贯中西的学者，成为国际上享有声

誉、世界一流的长安学研究中心和资料中心。同时，

长安学研究成果在推进区域文化繁荣和经济建设、

增强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过程中的作用不断彰

显，以长安精神为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深入人心，使区域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品格不断

赋予新的内涵，在外界的影响不断改善。而研究院

经过前 4 年建设，预期的成果则有:

( 1) 编辑出版多卷本《长安学丛书》( 已推出 20

册，前文所述《长安学丛书》之“西安城市史”系列顺

延至此) ;

( 2) 编辑出版《海外长安学译丛》，编纂、建设

《长安文献集成》及电子数据库;

( 3) 建立国际长安学网站;

( 4) 探索、总结文物保护修复及大遗址保护技

术;

( 5) 提出区域文化资源开发方案及省市文化产

业发展规划。

为了实现上述建设目标，研究院计划设立以下

研究中心:

( 1) 长安学理论研究中心;

( 2) 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 3) 古都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

( 4) 文学艺术研究中心;

( 5) 长安与丝绸之路研究中心;

( 6) 文化传播研究中心;

( 7) 哲学与宗教研究中心;

( 8) 民俗与语言研究中心;

( 9) 文化遗产保护修复研究中心;

( 10) 长安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 11) 文献编纂与研究中心;

( 12) 海外长安学研究中心。

毫无疑问，这是一幅精心绘制的长安学未来发

展的蓝图，令人心向往之! 如何将这一蓝图付诸实

现，显然是需要长时期面对的一大课题。

( 二) 建议创办《长安学研究》专刊

以积累学术成果

北京方面的长安学研究，似未曾听说有如陕西

所发生的变化。2014 年是北京长安学研究主要平

台《唐研究》创刊 20 周年，估计会像该刊创刊 10 周

年时那样由主编撰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这种方式

虽然简单了些，但无疑却是最值得提倡的做法。当

然，届 时 也 许 还 有 其 他 纪 念 活 动，在 此 就 不 便 猜

测了。

由《唐研究》的实例不免想到一个问题，这就是

陕西组建的国际长安学研究院是否也应该仿照《唐

研究》，办一个长安学研究的专刊，以扩展影响，发

现、培养、团结人才，积累学术成果。从目前研究院

的计划来看，似乎没有这样的内容，需要补充完善

之。学术研究固然不能脱离现实，应该为现实提供

借鉴、智慧和服务，需要经世致用，但这些必须以遵

守学术研究的规律为前提。在学术研究领域，需要

的是一点一滴的积累，需要的是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不能“大跃进”，不可急功近利，更不需要媒体炒作

那样的大轰大嗡［5］。

四、长安学研究任重而道远

学术史上，大凡一个“学”的成立，都非一蹴而

就。如今，长安学的旗帜虽然已经高高飘扬，但这并

不意味着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如前所述，对长安学

的研究对象这样重大的问题，论者的看法都不一样，

至于一些小的方面，分歧自然就更在所难免了。我

清楚记得，当年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内部讨论长安学

问题时，有部分馆员就曾明确表示了怀疑或反对的

态度。实际上，出现这样的情况也不奇怪，因为现今

各式各样的“学”实在太多了，几乎到了泛滥的程

5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年 第 16 卷 第 1 期



度，世人对新提出的“长安学”有所疑虑自当在情理

之中。何况，长安学的命题虽说有其合情合理的一

面，但也有较为空泛甚至大而无当的另一面。它不

像已有的“敦煌学”、“红学”那样范围具体，易于把

握［6］。论者之所以对长安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还不一

致，与此有直接关系。前述陕西组建的国际长安学

研究院建设目标明确规定，通过 10 年的建设，搭建

起长安学的理论框架和学科架构，使其精神内涵得

到学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可，应该说是毫无掩饰极其

老实的一句话。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无论在学界

抑或在社会，长安学的认可度都存在一定问题。因

此，长安学研究可以说任重而道远。在这里，不妨借

用孙中山先生的一句名言与有志于长安学研究的朋

友共勉: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本文写作承蒙贾二强、杜文玉先生及罗小红、王

佳女士提供资料帮助，特此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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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view of Chang'an studies
HUANG Liu-zhu

( School of History，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9，Shaanxi，China)

Abstract: Chang'an studies advocated by Chinese schola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is a
general discipline，concerning the studies on Chang'an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It originated from Shaanxi
and Beijing，and was not established by a particular person． The foundation of research center for
Chang'an Studies in Shaanxi Ｒ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e and History in 2009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Series of Chang'an Studies by the research center and the Journal of Tang Studies by Peking University
have brought a new climax of the research on Chang'an studies． The research in Beijing proceeds gradual-
ly and fully，following the academic path while in Shaanxi the research is a massively popular one with
strong administrative color． In 2013，a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ang'an studies was of-
fered by Shaanxi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ang'an Studies，which is a fantastic welcome． It is suggested
that like the Journal of Tang Studies，special issue on Chang'an studies should be published to expand its
influence． What's more，it can help to discover，cultivate more talents and make more academic achieve-
ments．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of Chang'an studies，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Key words: Chang'an studies; Chang'an culture; the Series of Chang'an Studies; International Insti-
tutes of Chang'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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