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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历史学中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已经足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

半个

世纪以来
,

它经历了几个阶段
,

每个阶段又具有各自的特征
。

真正学术研究的出发

点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
,

从那时起
,

学术界就倾向于将魏晋南北朝看作贵族制时代

或贵族制社会
。

接着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前半期
,

盛行的是关于土地
、

军事
、

兵

制
、

法律
、

行政等各种制度的实证性研究
,

并取得了许多十分重要的研究成果
。

194 5年的二战结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

继承战前的坚实的实证性研究仍在

继续
,

并不断发表重要的成果
,

同时
,

席卷 日本中国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及

由此唤起的关于中国史历史分期的争论中
,

魏晋南北朝史与中国史上的中世或封

建社会的关系成了焦点之一
,

从而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

由

历史分期问题引发的研究十分火热
,

特别是在六十年代达到了高潮
。

1% 9 年
,

又产生了新的情况
,

出现了称之为
`

共同体论争
”

的讨论
。

最初
,

这只

是作为历史分期的一环即中国的封建制是明清时代还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对立而

开始的 ;后来
,

争论的焦点逐渐转移到是否可以把魏晋南北朝时代以豪族为中心的

社会看作具有强烈
`

共同体
’

性质的社会 ;再进一步发展
,

争论点又扩大为以阶级分

析为主要着眼点的历史研究及以西欧社会为基准的历史分期的方法是否妥当
,

许

多研究都不免受到它的影响
。

进人七十年代中期
, `

共同体论争
”

逐渐平息
,

同时
,

从正面展开历史分期研究

的也变得少了起来
。

此后
,

一直到今天
,

在 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
,

除开少部分

之外
,

在研究中回避理论问题
,

致力于具体化
、

精密化的倾向日益增强
,

虽然在各自

的领域也都取得了不少成果
,

但不能不说
,

在此基础之上探索构成魏晋南北朝总体

历史形象的研究却十分薄弱
。

以下
,

就上面所谈到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各个阶段的主要研究主题
、

重要研究

者及其成果
,

作一概略介绍
。

L



盘

首先
,

应该谈到 日本学术界将魏晋看作贵族制时代的独自认识
。

如前所述
,

早

在三十年代以前
,

就已经开始确立了这种认识
。

历史上的贵族制概念
,

一般来说
,

大致是指包含阶层性身份秩序的特定特权家

族群作为政治及社会统治者的地位具有世袭性
、

排他胜
、

垄断性的社会或时代
。

这

种现象在日本平安时代最为突出
,

日本将这种特权性的家族群称之为贵族
。

认为

类似于这种贵族的社会群体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也能看到
,

因而同样将其称之贵族
,

并将这个时代理解为贵族政治时代的是内藤湖南
。

内藤认为
,

贵族并不是依据制

度从天子那里得到领土人民
,

而是长期作为地方名门望族所产生的
,

这种门望
,

有

时甚至凌驾于天子而存在
,

这个时代
,

正是由他们垄断了政治
。 ’

由此
,

日本学术界

渐渐习惯于把魏晋南北朝称之为贵族制社会或贵族制时代
。

不过
,

在这个概念为

大家所接受的过程中
,

冈崎文夫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

冈崎文夫是内藤湖南的弟子
,

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开拓者
。

魏晋南北朝

研究的第一阶段
,

可以说是经他之手而开创的
。

他以内藤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

代的历史认识为基础
,

早在三十年代以前
,

就已发表了关于魏晋南北史的单篇论文
,

193 2 年
,

公开出版了《魏晋南北朝通史》
,

193 5 年
,

又出版了论文集《南北朝社会经

济制度 》
。

前者是 日本最早也是最优秀的魏晋南北朝通史之一
,

后者包括了贵族制

研究史上重要的三篇论文
:

《南朝士庶区别的小研究》
、

《南朝贵族制度的一个侧面》
、

《南朝贵族制起源及其成立经过的若干考察》
,

是魏晋南北朝史最初的专门论文集
,

对以后的研究带来重大的影响
。

冈崎通过这些论文揭示的贵族制包含以下几点
:
(一 )若干家庭群相互分成若

干阶层 ;( 二 )构成阶层的家族群与官僚组织的地位之间有某种关联 ; ( 三 )阶层之间

相互具有阶层意识
。

贵族制在南朝达到鼎盛
,

由于梁武帝的政治方针
,

给这个制度

带来了根本的变化
。

这些观点进一步充实了内藤的学说
,

成为将贵族制作为魏晋

南北朝史研究焦点的开端
。

《南北朝社会经济制度》收入的其他论文还有
:
论述古代中国农田水利开垦及

奖励水稻生产的《中国古代的稻米及水稻生产考 》
,

总论有关建康的地势
、

运 河
、

城

碧 (墙 )的配置
、

建都情况 的《六代帝邑考略》
,

从货币政策
、

铸钱情况
、

梁的铁钱等方

面论述南朝货币问题的《南朝钱货问题 》
,

综述屯田
、

占田课 田
、

均田制三 种土地制

度的《魏晋南北朝北中国田土问题纲要 》
、

《魏屯 田策》
,

阐述九品中正制度梗概的《九

① 内藤湖南 《总体的唐宋时代观 》
,

收于 《内藤湖南全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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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正考 》
、

((北魏 中正制度》等论文
。

这些问题
,

例如城市
、

土地制度
、

九品中正此

后一直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

冈崎提出的这些问题充分显示 了他在研

究上的预见性
。

其中虽然免不 了有些只是停留于初步的分析
,

但到处都可 以看到

充满了创见
,

即使在今天
,

仍然有不少值得参考的地方
。

这个时期
,

在处于主导立场的冈崎研究稍后
,

出现了几个新的研究动向
。

一是

关于社会经济特别是土地制度的研究盛行起来
。

在冈崎已率先展开研究的曹魏屯

田
、

晋占田课田
、

北魏均田制方面
,

新的研究不断涌现
,

与此相关联
,

有关税役
、

租调

等的研究也已开展起来
。

其中
,

晋的占田课田
,

包括其与屯田的关系是发表不同见

解最多的问题
。

早的如志田不动膺 《晋代土地所有形态与农民问题》 ( 《史学杂志》

4 3一 l
,

193 2)
,

就当时的农民
、

大土地所有的状况进行了广泛地考察
,

其中关于占田

课田认为占田是对作为正丁的户主的授田
、

课田是对户佳以外正丁的授田
,

这是当

时一般的理解
。

对此提出新见解的是宫崎市定 《晋武帝户调式研究 》 ( 1935 )
。

①这

篇论文也是从作为西晋田制的占田
、

课田出发
,

广泛地论述当时的社会经济
。

其中

关于占田课田的观点认为西晋的课田是由政府督促农民耕种所授予的土地
,

前身

是曹魏的屯田 ; 占田是允许农民所有土地的上限
。

稍迟
,

吉田虎雄在《晋的田租及

户调 》( 1942 )中
,

继承了宫崎关于占田是限田这一点
,

但对课田是魏屯田后身论点

却进行了批判
。

对两者都持异议的曾我部静雄在《晋武帝田制研究执 1944 )中
,
②从

租调力役的角度考察田制
,

认为占田是各户所有的土地
,

课田是授予户主夫妇以外

未婚同居的丁男
、

次丁男
、

丁女的土地
。

关于占田课田问题
,

在战后也出现了多样

的解释
,

这在后面将要谈到
。

另外
,

吉田虎雄在前引论文基础上
,

增加了论述魏和

南北朝的田租
、

户调及役
、

杂税等内容
,

出版了《魏晋南北朝租税研究汉 1943 )一书
。

此外
,

关于北魏的均田制
,

有清水泰次 《北魏均田制考》 ( ((东洋学报》 2任一2
,

193 2 )
、

《关于均田制 》 (《历史学研究》 4一 2
,

193 5 )
、

志田不动膺 《北魏均田制制度 》

( (( 世界历史大系》1 934 )
、

森谷克已 (( 中国中古均田制的成立奴《历史》3
,

19 37 )
、

吉田

虎雄《北魏的田租及户调 》( 19 37 )等
,

论述了均田制成立的原因
、

均田制度的内容
、

均田制下的租调等
,

异彩纷呈
。

与均田制密切相关的三长制
,

有志田不动膺的《北

魏三长制年代考略》(《历史学研究 》3一 6
,

1 93 5)
,

主张三长制设立的年代不是北魏

太和十年
,

而是太和九年
,

成为战前最有影响力的论点
。 ③

另一个显著的研究动向是对汉唐间各项制度实证性研究的进展
,

在这方面作

出最重大贡献的是滨口重国
。

滨 口 自 1 9 30 年至四十年代初
,

致力于汉唐间的摇役
、

军制
、

兵制
、

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
,

发表了三十几篇论文
,

在 日本的汉唐研究中取得

寒

以下引用的宫崎市定论文
,

收入 《宫崎市定全集》 第七卷 ( 19 92 )
。

收入曾我部静雄 《均 田法及其税役 制度》 ( 19 5 3 )
。

关于以后 日本的均田制研究
,

请参照气贺泽保规 《均 田制的研究》 (《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 》 第二

卷
,

19 93 )
。

①②③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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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突出的成果
。 〔刃

滨口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最初集中在北朝的兵制
。

有《关于正光四
、

五年

之交后魏的兵制汉 1 93 5)
、

((东魏的兵制灰 1963 )
、

《西魏的二十四军与仪同府孰 19 38)

三篇论文
,

都是围绕府兵制试图揭示当时社会混乱中的军队状况
,

作为开拓这个领

域的研究在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

第一篇论文是探讨北魏六镇之乱前北魏近卫

军
、

四中郎将府军
、

北镇诸军的配置
、

废置
、

军官士兵的实况
。

第二篇论文是在此基

础上分析东魏北镇的防卫军
、

近卫军
、

东魏执政高欢亲军组成等内容
。

第三篇论文

是关于府兵制成立及其内容的研究
,

如揭示构成府兵制支柱的柱国大将军和二十

四军
、

仪同府的组织及起源
,

指出作为府兵制下兵士的府兵是兵民一致
,

并详细论

述了府兵的简点率
、

在役年限
、

任务
、

恩典等
。

该论文可以称得上是府兵制研究的

不朽经典
。 . 、

滨口的兵制研究接着扩展到整个魏晋南北朝
,

陆续发表了《晋书武帝纪中的部

曲将
、

部曲督与质任》
、

《关于后汉末期
、

曹操时代的兵民分离》 (以上发表于 1940

年 )
、

《关于南北朝时代兵士的身份与部曲意义的变化 》
、

((两晋南北朝的兵户及其身

份 》 ( 以上发表于 1941 年 )
。

其中第二
、

第四两篇论文指出所谓兵户制是指兵民分

离
,

国家的常备军从称之为兵户的特定家庭征发
,

一般农民不构成征兵的对象
,

作

为最早揭示兵户制内容的研究而具有历史性意义
。

关于兵户制的研究后来结集成

《魏晋南朝兵户制度研究汉 19 5 7) 的大作
。

第一
、

第三篇论文抓住本来作为军队
、

部

队
、

部下
、

兵士意义的部曲一词在唐代前后变成表示私属贱民这一词义变化现象
,

指出这是由于兵户制
、

私兵的出现导致士兵身份低下的结果
。

这两篇论文后来成

为滨 口致力于身份制研究
、

特别是贱民研究的出发点
。

滨 口的第三个贡献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方面的研究
,

特别剔关于所谓隋废止
乡官》 ( 194 1) 一文受到高度的评价

。

本文的主旨认为隋开皇三年废止乡官是废止

在地方具有任命权的州官
,

而将中央具有任命权的府官地方官化
,

从而切断了由州

官民政上来反映各地意向的途径
,

是推进中央集权的政策
。

《汉代地方官的任用与

本籍地的关系灰 1 942 )指出汉代在任用地方官之际具有回避本籍地的原则
,

这两篇

论文对此后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

在此之外
,

还有几个主题出现在这时期的研究中
。

首先
,

关于贵族制
,

在冈崎

之后
,

有宫川尚志的 《魏晋及南朝的寒门
、

寒人》 ( 1943 )
、

《北朝贵族制度》 ( 1943
、

19 4 4 )
, (

一

妇

前者论述了贵族制时代寒门
、

寒人具体的存在形态和他们作为下层官吏
、

军人
、

天子亲信的实力派
、

思想家等活动的具体实例
。

后者从汉人贵族间相互的通

婚关系
、

北人贵族的地位
、

寒门和寒人的活动
、

贵族与政治的关系
、

贵族政治的动摇

① 以下 引用的滨 口 重国论 文
,

收入 《秦汉隋唐史研究》 ( 上卷
、

下卷 )
、

《唐王朝的贱人制度》 ( 均在 19 6 6 )
。

② 关于滨 口 府兵制研究的意义
,

详 见气贺泽保规 《前期府兵制研 究序论》 (《法制史研 究》 4 2
,

19 9 2 )

③ 以下 引用的宫川尚志论 文
,

收入 《六朝史研究—
政治社会篇》 ( 19 5 6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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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论述了北朝贵族的具体形态
。

此外
,

宇都宫清吉((世说新语的时代汉 19 39 )从《世

说新语》所载逸闻中
,
①通过家庭生活

、

生活态度
、

清谈等描绘了贵族们的内心世界
,

揭示了其人性主义的态度
,

以新颖的研究手法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

这时期在北朝史研究方面
,

志田不动膺在前引论文之外
,

发表了《北魏末期中国

国内市场的形成过程汉1931 )
、

《北朝时代的乡党制灰1935 )
、

《代王世系批判灰 19 36 )
、

《关于救勒的内徙孰1937 )等
,

内田吟风也开始活跃在北族
、

北朝史研究领域
。 ②

除以上之外
,

值得关注的研究还有如
:

那波利贞 ((坞主考 》( 《东亚人文学报》

二一四
,

1943 )
,

论述了在当时动荡的社会中
,

由坞主所率领的结成自卫集团的民

众
,

集中居住在周围由防御用的障壁所环绕的坞中
,

坞的语源来自藏语
。

增村宏《黄

白籍的新研究》( 《东洋史研究》2一4
,

19 37) 指出黄籍是正式的户籍
,

白籍是流民的

户籍
,

在原籍被一并登记的同时
,

白籍之民还免除了力役
。

村田治郎 《邺都考略》

( 193 8) 可以称之为邺都研究的经典
,

网罗了与邺相关的文献资料
。

③

在法制史领域
,

仁井田升的研究活动早就引人注 目
。

其研究领域涉及到整个

中国
,

早在 193 3年
,

就出版了巨著《唐令拾遗 》
,

另外
,

又从法制的侧面陆续发表了

有关汉唐间土地所有
、

买卖的各项制度
、

身份制和法律文书方面的卓越研究成果
,

其中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有《六朝至唐的身份性内婚制灰19 39 )
,
④指出六朝唐初士庶

间婚姻原则上是被禁止的
,

这可以说是贵族制研究在法制方面的成果
。

容

从
“

二战
”

结束至六十年代后半期的最大特色是一方面继承了战前的传统
,

继

续展开坚实的实证主义研究
,

不断取得重要成果
,

同时
,

又受到历史分期论争的深

刻影响
。

特别是就魏晋南北朝来说
,

它是属于古代奴隶制时代还是中世封建制时

代的论点之争
,

其结果并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区分历史发展阶段指标的

经济社会结构方面
,

还涉及到关于亚细亚奴隶制性质的家父长式奴隶制
、

作为封建

制法制方面的领主制
、

人格性结合关系等多种多样领域的研究
。

因此
,

这个时期的

研究都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
。

其中
,

也包括作为规定这个时代性

质的贵族制本身与封建制是什么关系这样的问题
,

贵族制与土地所有
、

官僚制
、

皇

帝权力的关系成为研究的焦点
。

①

②

③

④

收入宇都官清吉 《汉代社会经济史研 究》 ( 195 5 o)

内田吟风的北朝史研究
,

收入 《北亚细亚史研究— 匈奴篇》
、

《北亚细亚 史研究— 鲜卑柔然突厥篇》 (均

在 19 7 5 年 )
。

收入村田治郎 《中国的帝都 》 ( 19 81 )
。

收入仁井 田隆 《中国法制史研究—
奴隶农奴法

·

家族村落法》 ( 19 62 )
。

画



寒

从战后不久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发表的研究成果中
,

与贵族制相关的首先可以

举出守屋美都雄的《六朝门阀研究之一— 太原王氏源流考灰195 1)
。

这是一部扎

实的实证性研究著作
,

它分析了与王氏相关的膨大的墓志铭
,

批判史籍所载宰相世

系表的谱系
,

揭示了太原王氏的世系与婚姻及其政治上
、

经济上的活动
,

为贵族制

研究树立了一个典范
。

这样的方法不久为后面将要提ylJ 的矢野主税所继承
。

此外
,

守屋的著作还有比较探讨东晋以后江南华北两个地区风俗习惯的 《南人与北人 》

( 194 8)
、 ` ”

分析《颜氏家训 》等该时期的家训以探讨家族实际形态的《关于六朝时代

的家训从 1 9 52 )
,

而《校注荆楚岁时记— 中国民俗的历史性研究从 19 50 )成为后来

岁时记研究的开端
。

与此相前后
,

宫川尚志在广泛搜集资料基础上写成的 《魏
、

西晋中正制度》

( 195 0 )
、

《东晋南朝的中正制度》( 1952 )两篇论文
,

已基本提示了中正制度的梗概
,

为以后的中正制度研究奠定了基础
。

宫川另外还有后面将要谈到的村
、

城市以及

禅让等有关当时政治史的研究
,

最后汇集成《六朝史研究— 政治社会篇》 ( 1965 )

公开出版
。

从与家系和中正制度研究完全不同视角来开辟贵族制研究新阶段的是川胜义

雄 《中国中世贵族政治的成立》 ( 19 50 )
。 `劲
这篇论文主张后汉末期出现的清流作为

共同具有儒教国家理念的士大夫集团
,

通过舆论扩大其支持面
,

在同由外戚
、

宦官

构成的浊流斗争中成长为贵族
。

这与历来将贵族看成是由政治上特权阶层形成的

认识有重大不同
,

给以后的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

同时
,

将贵族制的起源追溯至后汉

末期清流势力
,

这受到了矢野主税的批判
,

成为贵族制论争的重要焦点
。

给贵族制研究带来决定性影响的是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 科举前史 》

( 195 6 )
。

关于该文的影响及在研究史上的意义
,

许多文章中都已谈到
,

我在其他地

方也详细介绍过
, 3

这里只好割爱
。

在这个时期加人贵族制研究的是矢野主税
,

他本来是从事于唐朝贵族制
、

官僚

制的研究
,

转而上溯到北朝乃至魏晋的贵族制研究
。

开始是北朝的封爵研究
,

不久

转向南北朝隋唐贵族的具体家族家系研究
,

发表了《张氏研究稿灰《社会科学论丛 》

5 ` 19 5 5 )
。

与此同时
,

矢野主税又发表了《门阀贵族源流试论灰《古代学》7一 1
,

1 95 8)
,

批判前引川胜论点
,

主张魏晋贵族是从与魏王朝权力密切相关的官僚家族中产生
,

而且是已经担任官职的以傣禄作为经济基础的寄生官僚
。

这成了后来称之为
“

寄

生官僚论
”

的矢野独特论说的开端
。

在此后十余年中
,

这些论点招致了川胜的反批

判
,

两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

这些研究最后催生了矢野详细考查魏晋官僚家

族世系
、

官职
、

婚姻关系的《魏晋百官世系表 》( 19 60
,

改汀版 197 1)
。

叮) 以下引用 的守屋 美都雄论文
,

收入 《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 ( 19 6 8 )
`

② 以下引用的川胜义雄论 文
,

收入本文也曾提到的 《六朝贵族制社会研 究》
。

③ 参照拙稿 《六朝贵族制论 》 ( 《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 》 第二 卷
,

】9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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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贵族制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篇是森三树三郎《六朝士大夫的精神奴 19 54 )这

篇论文关注的焦点是贵族的内心世界
,
①涉及到贵族在思想

、

学术
、

宗教
、

文艺等多

方面的价值观
,

指出贵族倾向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而丧失对政治世界的关心
,

为贵族

研究提示了新的视点
。

川胜贵族制研究的基点在于考察贵族制与封建制的关系
。

但封建制是法制性

的概念
,

因而其研究中所关注的不是农奴制
、

庄园制这类的经济问题
,

而是君臣关

系
、

人格性结合这样的问题
。

由此出发
,

川胜发表了《关于曹操军团的构成奴 19 54 )
、

((魏晋南朝的门生故吏孰19 58)
,

前者认为曹操军团是由任侠性结合凝集起来的
,

后

者则谓六朝的门生故吏关系涉及到所有身份
,

是当时普遍的人与人之间关系 ;而且

认为这种关系不是隶属性而是从属性的关系
,

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特有的人格性结

合
。

对前者进行反驳的是五井直弘 《关于曹操政权的性质 》 (《历史学研究 》 2 07
,

195 7 )
。

五井在对辟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

指出曹操政权是以故吏为中心的家父长

关系
。

好并隆司《曹操的时代》 (《历史学研究》2 07
,

195 7) 又针对五井提出反论
,

他

认为曹操政权未必以故吏关系就可以得到说明
。

关于故吏
,

越智重明以《晋南朝的

故吏》( ((东洋史学》 17
,

195 7) 一文为开端展开了一连串的研究
,

指出故吏的概念并

不如一般论者所理解的那样 ;矢野在《汉魏辟召制研究》(《长大史学 》3
,

1959 )中谈

到魏晋时期并非十分重视故吏故主关系
。

从这个时期开始
,

不仅在贵族制
,

在政治
、

社会史方面也不断发表成果的是越智

重明
。

越智的研究以《关于东晋成立的过程从《东洋学报沁3一 3
、

4
,

195 1) 以及《南朝

州镇考孰《史学杂志拓2一 12
,

1953 )
、

《关于南朝地方官的原籍地任用执《爱媛大学历

史学纪要》 1
,

1953 )等为出发点
,

连年数篇发表关于东晋南朝各方面的研究成果
。

由

于篇幅限制
,

在这里难以将具体内容全面介绍
,

同时
,

他的学说也时有变化
,

因此
,

这

里只是举出主要的主题以见其研究的梗概
,

并附注与此相关的主要论文篇目
。 ②

越智初期的研究着重在东晋王朝的内部构造
,

特别是南北人问题与东晋政治史

的关系
,

以都督州镇体制为中心的地方统治体制
,

皇帝与贵族
、

士大夫的关系
,

豪族

及其经济基础
,

土断制与税制
,

门生故吏等
,

几乎涉及到所有方面
。

其中既有对过去

模糊不清现象的揭示
,

也有对一般说法的重新探讨
,

取得了许多值得注重的成果
。

第二
,

在这稍迟
,

土地制度又重新成为研究的热点
。

关于均 田制
,

早的有西村

元佑 《北魏均 田考 》 ( 19 4 9)
,
③稍后

,

又有曾我部静雄的 《均田法及其税役制度 》

寒

①

②
收入森三树三 郎 《六朝士大夫的精神》 ( 19 86 )

。

《东晋时期收复中原之考察》 (《东洋学报》 3 8一1
,

19 55 )
,

《关于义 熙土 断》 (《史学杂志》 65 一 12
,

19 56 )
,

《南朝的贵族与豪族》 (《史渊》 68
,

19 56 )
,

《晋代的都督》 (《东方学》 巧
,

195 7 )
,

《东晋的贵族制与南北 的

地缘性》 (《史学杂志》 6 7一8
,

195 8)
,

《南朝的租调 》 (《史渊》 80
,

195 9)
,

《西晋的封王之制》 ( 《东洋学

报》 42 一 1
,

19 59 )
。

收入 西村元佑 《中国经济史研究一均田制度篇》 ( 19 68 )
。

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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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 195 3 )
,

基本勾勒了均田制的整体轮廓
。

其研究特色是从井田制以来的传统说明

均田制
,

而且
,

并不只限于土地制度本身
,

认为税役与土地制度密不可分
。

河地

重造《北魏王朝的建立及其性质— 从徙民政策的展开到均田制执《东洋史研究》

12 一5
,

19 5 3)
,

从北魏初期对徙民的计口授田来寻求均田制的渊源
,

由此论述异民

族王朝北魏的性质
。

山本达郎《敦煌发现计帐文书残简— 大英博物馆所藏斯坦

因带来之汉文文书六一三号 》 (《东洋学报》3 0一2
、

3
,

1954 )是介绍分析西魏大统

一三年计帐文书
,

成为后来均田制研究中文书研究的开端
。

关于与均田制有密切

关系的三长制设立年代
,

有松元善海 《围绕北魏制定均 田
、

三长制的若干问题》

( 19 56 )
。 “ ,

关于曹魏屯田
、

西晋占田课田
,

首先有西岛定生的《魏屯田制灰 19 56 )
, 忆即

谈到屯

田有民屯
、

军屯之分
,

民屯废止后转变成课田 ;井上晃《关于魏典农部的废止 》(《史

观》52
,

19 5 8 )对废止典农部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

关于占田课田的含义及其与屯田的

源流关系
,

先后有铃木俊《占田课田与均田制奴1 9 55 )
、 ③
天野元之助《试论西晋的占

田课 田》(《人文研究》8一 9
,

19 57)
、

草野靖《关于占田课田制》(《史渊 》76
,

1 958 )
、

西

村元佑《劝农政策与占田课田狱1959 )等进行论述
,

出现了异说纷呈的状况
。

不过
,

这时期除均田制外
,

北朝研究显得有些冷落
,

其中引人瞩 目的是谷川道

雄《北魏末期的内乱与城民 》( 19 58)
。 ④谷川认为

,

所谓城民
,

是指北魏配置在北边

军镇中以北族出身者为中心的士兵
,

是作为王朝权力的军事力量而存在
,

但随着

北魏统治阶层的中原贵族化
,

他们逐渐沦为府户
,

身份在一般平民之下
,

由此所暴

露的矛盾引发了六镇之乱
。

谷川由此找到了产生西魏北周新兴国家体制的契机
,

此后他离开了之前的研究对象唐代
,

为寻求隋唐帝国的形成过程
,

转向五胡北朝

研究
。

在此之外
,

该时期还涌现了一些重要的论文
。

其中有关于村落城市问题的研

究
。

首先如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 》( 1950 )是一篇经典的论文
,

它通过细密的实

证研究
,

指出在汉代的聚落里之外
,

六朝时代普遍出现了称之为村的聚落
。

接着
,

宫

崎市定 ((关于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 195 7) 论述了汉代称之为县乡里的城郭聚落尸

由于战乱
、

畜牧等条件的变迁
,

出现了村制 ;宫崎又在《中国村制的形成》( 19 60 )中

指出
,

自古代帝国末期出现的屯田的展开
、

游牧民向空地的定居
、

城市人 口的分散

等现象促成了村制
。

另外
,

福岛繁次郎《北齐村落的形成过程 》( 19 57 )谈到了党族

百家制的形成
,
⑥增村宏《晋

、

南朝的符伍制 》((( 鹿大史学 》4
,

1 956 )揭示了村落内部

① 收入松本善海 《中国村落制度史研 究》 ( 19 7 7)
。

② 以下引用的西岛定生论文
,

收入 《中国经济史研 究》 ( 19 6 6 )
。

③ 以下引用的铃木俊论文
,

收入 《均 田
、

租庸调制度研究》 ( 19 80 )
。

④ 收入谷川道雄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 19 71 )
。

⑤ 收入 《宫崎市定全集》 第三 卷 ( 19 91 o)

⑥ 收入福岛繁次郎 《中国南北朝史研究》 ( 19 6 2
,

增补版 19 77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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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组织符伍的实际状况
。

关于城市
,

有森鹿三 《论北魏洛阳城的规模》( 1952 )
,
①论述邺城的有宫川尚志

《三至七世纪中国的城市》 ( 19 53 )
,

在此稍后
,

宫崎市定 《六朝时代华北的城市》

( 19 6 1 )论述了对民族移动期社会与城市的独特认识
。

还有关于身份制的研究
,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滨口重国的大作《唐代部曲客女

与前代衣食客灰 195 2)
,

探讨了从东晋时代的出客经过南朝的衣食客到作为唐代上

层贱民部曲客女的演变过程
,

论证了作为唐代上层贱民部曲的名称来自于汉魏军

队
。

另外
,

河地重造《晋代
“

士
”

之身份与社会秩序诸问题》 (《经济学杂志 》39 一 2
,

195 8) 论述了当时士概念的多样化
。

河地《关于晋限客法的若干考察》 (《经济学杂

志 》35 一 1
、

2
,

19 56 )也是关于客的研究
,

与滨口不同
,

他是关于佃客
、

豪族
、

大土地所

有等经济方面的研究
。

关于军制研究有菊池英夫《北朝军制中的所谓乡兵奴《重松先生古稀纪念九州

岛大学东洋史论丛》 19 57 )
、

((关于六朝军帅亲军的考察》 ( ((东洋史研究》 18一 1
,

195 9 )
,

前者指出北朝的乡兵是将土豪私兵吸收为国军
,

后者是揭示作为六朝军帅

亲军的直阁
、

防阁等的变迁与其向品官和杂役的分化
。

关于农业
,

天野元之助《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生产力的展开孰《史学杂志》“ 一
10

,

195 7 )论述了农具
、

役畜的使用等该时期农业技术的发展
,

米田贤次郎《齐民要

术与二年三作制》 ( 1959 )通过对《齐民要术 》的分析将二年三作制的起源上溯到了

汉代
。 ② 容

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

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时期
,

19 20 年前

后出生的研究者展开了其最充实的研究活动
,

多彩多姿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
,

其中

呈现着种种不同的问题意识
、

主题
、

视角
、

方法
。

要将其完全归纳并非易事
,

下面试

按研究主题及研究者两类分别整理
。

六十年代研究首先集中在有关土地
、

租税制度的各种问题上
,

魏的屯田
、

两晋

的占田课田
、

北魏的均田制三者依然是关心的焦点
。

关于其前二者
,

出现了再将其

源流追溯到汉代的论点
。

如米田贤次郎《汉魏屯田与晋占国
、

课田》( 19 63 )论述汉

代的屯田有
`

且田且守
”

型和
`

耕战分离
”

型
,

这两种类型为魏晋所继承
,

前者即课田
,

后者变成占田
。

矢野主税《曹魏屯田源流试论》( ((社会科学论丛》 13
,

1 964 )指出魏

民屯起源于后汉典农都尉及居延护田都尉的屯田
。

这时期就魏晋土地
、

税制展开

① 收入森鹿三 (东洋学研究—
历史地理篇》 ( 19 70 )

。

② 以下 引用 的米 田 贤次郎论文
,

收入 《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史研究》 ( 19 8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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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

引人注 目研究的是藤野礼之助
,

他首先在《曹魏典农部屯田的消长》( 1962 )中指出

典农部屯田本来也是从军事性的需要出发
, (`
主张屯田的性质是广义上的劳役

,

屯

田民的身份在法律上是良民 ;接着又在《西晋的田制与税制汉19 66 冲
,

提出占田是

规定庶民土地所有的标准额度
,

其目的是为了培育自耕农民的新论点 ; 在《西晋诸

侯的傣秩— 围绕<初学记 >所引<晋故事 >的解释奴 19 68 )中
,

对《晋故事 》中有关民

丁课田的所有记载统一进行了解释
,

试图揭示占田课田体制下农民的负担
。

他的

研究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
,

并扩大到关于汉晋南朝整个田制税制的研究
。

此外
,

有

铃木俊《晋的户调式与田租》 ( 1962 )
,

以占田是户主夫妻合计拥有百亩土地的自说

为前提
,

通过利用《晋故事》的记载来推定占田的田租率
。

还有河原正博《关于西晋

户调式的研究孰《法政大学文学部纪要 》1 0
,

1965 )
,

是对《晋书
·

食货志 》
“

远夷不课

田者
”

的新解释
。

南朝的土地制度的研究稍嫌冷落
,

值得关注的有越智重明《魏晋南朝的屯田 》

(《史学杂志》7 0
一

一 3
,

1% l)
、

菊池英夫《有关南朝田制的考察— 着重与唐田令体制

的关连》(《山梨大学教育学部纪要沁
,

1 969 )
。

前者追溯历代屯田的沿革
,

指出屯田

民起初是作为曹操私属随从者
,

类似客的身份
,

与州郡民合流后
,

进人了王朝的一

元性支配之下
,

东晋以后的屯田
,

就被置于州镇的管辖之下
。

后者不是随大流去关

注南朝的大土地所有
,

而是从晋南朝的公田
、

官品占田人手
,

去考察其与唐代均田

制的关系
,

试图为均田制研究引进新的视点
。

同时
,

关于均田制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

最先有西岛定生《北

齐河清三年田令汉 1% l)
,

认为北齐的均田规定是针对首都周边代迁户的政策
。

对

此
,

曾我部静雄《北齐的均田法汉《文化 》2 7一3
,

19 63 )提出反论
,

再次主张均田法起

源于古代井田制
。

西岛对此的辩驳收人他的 (( 中国经济史研究》( 1 9“ )中
。

接着
,

掘敏一 (( 围绕北朝均田法规的若干问题灰 1 962 )对均田制规定中田土的种类
、 `

劲

授田

单位
、

均田制与大土地所有的关系等综合进行了分析
,

指出均田制的性质是国家对

小农的支配
。

再池田温《均田制—
以六世纪中叶的均田制为中心狱《古代史讲座 》

八
,

19 63 )通过对敦煌计帐样文书的细致分析
,

揭示了均田实施的实际情形
。

六十

年代的均田制研究经过西村元佑关于均田文书
、

均田法令的一系列研究而变得更

加深入具体
。

他从《北魏均田考》开始
,

经过《敦煌发现西魏计帐户籍中的兵制
、

税

制及其实施期间灰 19 62 )
,

到《中国经济史研究 》( 1968 )而集其大成
。

稍后
,

掘敏一在 (( 均田制的成立灰 19 65) 指出
,

均田制的成立是由豪族大土地所

有同小农趋向没落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
,

为历来的均田制研究开辟了新局面
。

掘

的均田制研究由此视角延伸
,

经过 《均田制与良贱制》( 19 67 )
、

《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①

②

以下引用的藤家礼之助论文
,

收入 《汉 三 国两晋南朝的田制与税制》 ( 19 89 )

收入倔敏一 《均田 制研 究》 ( 19 75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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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开 》( 197 0)
、

《魏晋的占田
、

课田与给客制的历史意义 )}( 1974 )等
,

最后由《均田

制研究》集其大成
,

将均田制研究推向新阶段
。

在均田制研究中独树一帜的是谷川道雄 ((均田制的理念与大土地所有》( 19 67 )
, (“

认为均田制是为了针对大土地所有的发展及相伴随的小农的没落
、

乡党社会的瓦

解而由士大夫的理念政策化的产物
。

这是当时正 日趋鲜明的谷川
“

共同体论
’

的具

体体现
,

这点后面还要谈到
。

在此之外
,

关于均 田制及三长制
,

田村实造 《均田法的源流》 ( ((史林 》 45 一6
,

1% 2 )
、

古贺剑北魏三长考执《东方学 》3 1
,

1965 )
、

《关于北魏傣禄制的施行奴《东洋

史研究》24一 2
,

19 65 )
、

善峰宪雄《北魏均田制寡妇受田考 》( 1966 )等都发表了各自

的见解
。

②

六十年代另一个取得重大成果的课题是关于贵族制的研究
。

而且
,

更重要的

是
,

这时期的研究
,

特别是在川胜义雄
、

谷川道雄研究中所看到的那样
,

明显的是从

中国封建制的角度来看待贵族制问题
。

对贵族制的整理请参见本书第 6 页注 3所

引拙稿
,

以下的介绍不是依照主题
,

而是按照研究者进行
。

这时期倡导贵族制社会研究并引导学术界的是川胜义雄
。

在此前
,

川胜从曹

操军团中门生故吏这种人格性结合的侧面来探讨当时社会的历史性质
,

1962 年发

表了《侯景之乱与南朝的货币经济》
、

《关于南朝贵族制没落之考察 》
。

前者揭示了

南朝后期江南货币经济的发展
、

货币不足与钱质恶化
,

指出它引起了恩幸
、

商人阶

层的兴起
,

招致了侯景之乱
,

导致了贵族制瓦解的结果
。

后者通过贵族在经济上对

商人的依附
,

对傣禄的依存和钱质恶化的影响等现象
,

生动地描绘了贵族制没落的

经过
,

为贵族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

但他的贵族制研究最终又回归到最初论文

《支那中世贵族制成立 》的基本视角
,

转而分析产生贵族的华北社会的历史性质
,

主

张超越于阶级立场的清流士大夫阶层乡论积累的结果
,

最终导致出现了贵族制社

会
。

最象征性代表其学说的是 19 70 年发表的《贵族制社会的成立 》
、

《贵族制社会

与孙吴政权下的江南 》
,

这是贵族制研究的一个阶段
。

川胜的研究后来汇集为 《六

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一书 ( 19 82 )
,

但其大半是 19 70 年以前的成果
。

与川胜密切相关的是矢野主税的研究
。

矢野进人六十年代后
,

在研究门阀的

源流之外
,

又致力于九品中正制度
、

东晋政权的性质
、

南人与北人等问题的研究
,

发

表了一系列的论文
。

六十年代初期的《六朝门阀社会的政治考察 》( 19 6 1) 指出
,

后

汉以来
,

豪族不断官僚化
,

在西晋时代出现了稳定的官僚阶层
,

他们是依赖于傣禄

的寄生官僚 ;《后汉
、

曹魏交替史序论汉 19 63 )探讨了汉魏官僚与政权紧密结合的现

象
,

认为曹操集团的性质是君臣关系
,

这些都给川胜学说提出了疑问
。

19 6 5 年
,

矢

容

① 以下引用的谷川关于
“

共同体论
”

等的论文
,

收入 《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 ( 19 76 )
。

② 收入善峰宪雄 《中国史管见》 ( 19 9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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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

野在上述论文基础上
,

增加了分析以吏部尚书人事为中心的政权与官僚密不可分

关系的内容
,

出版了《门阀社会史 》一书
。

关于中正制
,

有《魏晋中正制性质之考察》

( (( 史学杂志》72 一 2
,

1963 )
、

《魏晋南朝的中正制与门阀社会灰《长大史学 》8
,

1964 )
、

《围绕九品制的若干问题》( 《社会科学论丛》18
,

1969 )等一系列研究
,

对宫崎《九品

官人法研究》进行补遗或提出异议
。

尤为重要的是对作为宫崎学说核心的官品与

乡品的关系提出了疑义 ;另外
,

从中正制的人事问题角度来说明门阀社会的形成也

与川胜
、

掘等的观点相对立
。

《东晋南北人对立问题— 从政治上考察》 (《东洋史

研究冲 6一3
,

19 67 )
、

《东晋南北人对
.

立问题—
从社会上考察灰《史学杂志》77一 10

,

196 8)
、

《南朝南北人问题奴《社会科学论丛》19
,

1970 )的一连串南北人问题研究
,

论

述了从东晋南北人的仕宦状况
、

北人的居住地
、

墓地等到南北人的融合
、

北人南人

化的进展等一系列问题
,

《土断与白籍》(《史学杂志》79 一8
,

19 70 )从土断与白籍的

分析人手
,

论述了同样的主旨
。

由此形成的体制
,

矢野规定为第三次门阀社会
,

与

此相对应的第一次门阀社会是指后汉末期的高级官僚社会
,

而由九品中正制所形

成的则称之为第二次门阀社会
。

越智重明精力充沛的研究进人六十年代以后更加丰富多彩
,

包括 19 63 年出版

的著作《魏晋南朝的政治与社会 》在内
,

至 1970 年
,

已发表了 40 篇以上的论文
。

著

作是在吸取此前研究成果基础上重新撰述的
,

涉及的内容关于魏有屯田
、

客户
、

户

籍制度
、

税制
、

异姓养子
、

封建制等
,

关于晋有屯田与占田课 田
、

税制
、

兵制
、

客户制
、

五等爵制
、

封王制等
,

关于南朝有皇亲
、

户籍制度
、

租调
、

客户等
,

范围广泛
,

充满创

见
,

引人关注
。

但由于论旨难懂及独特的文体
,

还难以说他的论点已被学术界充分

吸收
。

在著作之外
,

他所论述过的主题
,

就其主要的来说
,

也已涉及到领军将军
、

护

军将军
、

低级官僚阶层
、

九品官人法
、

州大中正制
、

清议和乡论
、

清官与浊官
、

贵族与

豪族
、

梁天监改革
、

税制
、

乡亭里制等几乎所有领域
。
①越智六十年代的殿后之作是

后面将要引述的《南朝的国家与社会》
,

里面列出的项 目有贵族制
、

寒士与寒门
、

户

籍与家庭
、

税役制
、

州镇
。

这些是在上述主题内将有关南朝各项制度的内容整理后

进行概述
。

这时
,

他已勾勒出自己对南朝史的整体设想
,

同时
,

也可以说汇总了南

朝史研究的要点
。

其中引人瞩 目的如他所主张的独特的身份制构想
`

族门制
” ,

即

以乡品和起家官为基准
,

将身份分成甲族
、

次门
、

后门
、

三五门这几种等级
。

越智认

为这种
`

族门制
”

出现于西晋末期
,

构成了此后社会的框架
,

由于梁武帝的天监改革

① 《晋南朝的士大夫》 (《历史学研 究》 2 3 8
,

19 6 0 )
,

《南朝的户籍问题 》 ((( 史学杂志》 6 9一 8
,

19 60 )
,

《领军将

军与护军将军》 (《东洋学报 》 4 4一 1
,

19 61 )
,

《魏西晋贵族论》 ((( 东洋学报 )) 4 5一 l
,

1% 2)
,

《南朝的门生》

( ((社会经济史学》 2 8一礴
,

19 63 )
,

《关于九品官人法的制定 》 ((( 东洋学报》 4 6一2
,

19 6 3 )
,

《清议 与乡论》

((( 东洋学报》 4 8一 1
,

1% 5 ) 《关于魏晋南朝的最下级官僚层 》 (《史学杂志》 74 一7
,

l% 5)
,

《梁天监改革与

次门层》 (《史学研究》 9 7
,

19 6 6 )
,

((南朝的清官与浊官》 (《史渊》 9 8
,

19 6 7 ) 《九品官人法的制定与贵族制

的出现》 (《古代学》 巧一2
,

19 68 )
,

《东晋南朝的村与豪族》 (《史学杂志》 79 一 10
,

19 70 )
,

《汉魏晋南朝的

乡亭里 》 (《东洋学报》 5 3一 l
,

197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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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发生变化
,

但仍一直延续到梁朝末期贵族衰落为止
。

这时期值得注意的还有谷川道雄的五胡北朝史研究
。

如前所述
,

谷川是在五

十年代末期从城民人手开始转向这个领域
,

六十年代
,

首先在 ((J 匕朝后期的乡兵集

团沉 196 2 )中分析了以地方上名门望族为中心的乡兵集团
,

从中发现了与门阀主义

相对抗的尊重实力者的原理和乡兵身份提高的趋向 ;《慕容国家的权力构造灰 1 963 )

等篇在分析五胡各族向中国内地移居所伴随的与汉族社会接触给他们带来的影响

时
,

指出由此使得他们建立了具有中国式官制与君主专制的国家
。

此后在上述论

文基础上
,

又增加了 ((关于周隋革命的原委》( 1967 )等数篇
,

于 19 71 年汇总出版了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

从书名就可看出
,

谷川研究的着眼点并不在五胡北朝史本

身
,

而是寻求隋唐帝国的本源
,

对此他的结论是胡汉民族向往自由的志向
。

同时
,

谷川在《关于苏绰六条诏书孰 1967 )
、

前引《均田制的理念与大土地所有》

两篇论文中
,

开始显示重视士大夫理念的新贵族设想
,

到 《北朝贵族的生活伦理》

( 197 0 )
,

已透露通过贵族对乡党社会的指导性和作为其根据的俭约
、

累世同居等生

活伦理来认识贵族社会的意图
,

这样是想说明与前引著作所揭示的民众志向相对

应
,

作为国家统治者阶级应该具有的立场
。

在上述之外
,

这时期特别引人瞩目的研究是前引掘敏一的《均田制与良贱制》及

《九品中正制度的成立奴《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沁5
,

19 68 )
。

前者是关于东亚古代良

贱制的成立
,

掘认为良民
、

奴脾的身份出现于三国
,

那是伴随着农民阶层的分化
,

为

了确保小农的存在而设定了良民身份
。

在均田制中
,

均田农民被看作良民
,

其他的

隶属民则被视作贱民
。

如前所述
,

身份制的研究在滨口 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

但他

的研究主要是关于贱民身份的
,

将良民身份作为国家秩序的问题来认识
,

并将身份

制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的是西岛定生 (( 中国古代奴蟀制再考察》( 19 63 )
,
①掘就是

力图沿着这个方向推进身份制研究
。

但良贱制的问题再一次引起学术界的重大关

注
,

在经过前引尾形勇《良贱制的展开及其性质》之后
,

就只有等到八十年代掘的研

究
。

后者论述了九品中正制成立的原因在于出现了由当时豪族所支配的乡村社会
,

九品中正制只不过是乡村社会的现实构造在官僚体制中的反映
。

这种设想
,

对川

胜的贵族制研究也产生了影响
。

此外
,

值得介绍的研究还有很多
,

这里只能将其主要的顺带提到
。

宫川尚志《六

朝时代的奴隶制问题汉((古代学》8一4
,

19 60 )
,

主张在生产中使用的奴脾只是少数
。

滨 口重国《关于汉唐间所谓
“

家人
”

一词 》( 《山梨大学学艺部研究报告 》 1 1
,

1 9 6 0)

是关于家及其附属者身份的先驱性研究
。

大庭修《魏晋南北朝告身杂考沉《史林》

47 一 1
,

1% 4 )论述这个时代文书形式以及书写材料从木到纸的变化
,

是前无类例的

研究
,

成为九十年代 日益受到关注的该领域研究的开端
。

宇都宫清吉由《关于北齐

容

① 收入西 岛定生 《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 ( 198 3)
。

函
1 3



书文苑传中颜之推传之一节》 ( 1% 6) 开始的一系列颜之推研究尸试图从分析颜之

推的人生和他的家训来揭示贵族的内心世界及生活方式
。

此外
,

有福岛繁次郎汇集有关北魏考课
、

停年格
,

北齐
、

北周村落制等内容的论

文集《中国南北朝史研究灰 1962
,

改订版 1979 )
,

守屋美都雄对周处《风土记 》
、

《荆楚

岁时记》等进行极严密扎实的书志学
、

文献学研究的《中国古岁时记研究一以资料

复原为中心 》( 19 63 )
。

五

蜜

196 9年
,

重田德的论文《封建制的视点与明清社会 》引发了所谓
“

共同体论争
” ,

给整个中国史研究带来重大刺激
, 份

重新在各研究者中唤起了对关于中国史的理解

方式
、

方法论乃至历史分期等问题的关注
。

许多研究者就论争发表了各种各样的

意见
,

学术界呈现一派活跃气氛
。

这在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事件
,

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划时期的意义
。

关于论争值得介绍的事情很多
,

这里只想谈谈

作为论争出发点之一的魏晋南北朝封建制论批判给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带来的影响

及由此所造成的新的研究状况
。

本来
,

重田的论文正如其标题所表明的
,

是以明清社会封建制作为自说的前提
,

主要着眼点在于批判河地重造的明清地主制非封建制论
,

附带否定了与河地说相

关的谷川道雄的六朝封建制说
。

对此
,

川胜义雄
、

谷川联名的《中国中世史研究的

立场与方法》( 《中国中世史研究》 1 970 )提出反论
,

又引出重田的反论《中国封建制

的方向与方法一六朝封建论探索》( 19 70 )
。

至此
,

论争的焦点就集中在作为当时谷

川六朝史研究基本方法的
“

共同体论
’

上
。

早在六十年代初
,

谷川的
`

共同体论
”

作为对战后 日本中国史研究中心方法
“

发

展史观
,

的修正
,

就已在一些场合提到过
,

具体体现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上
,

是前引

论文中与川胜一起所主张的
`

豪族共同体
”

概念
。

简单地说
,

豪族共同体是指作为

大土地所有者的豪族与小农之间超越了阶级的对立而重新结合起来的产物
,

其中

的首长不是作为阶级的统治者
,

只是作为基于共同体原理的共同体领导人而存在
,

并成长为贵族
。

由此
, `

共同体论
”

与贵族制相结合
,

被看成体现魏晋南北朝作为中

世性质的现象
。

重田批判的核心是认为这种超越阶级对立的设想只不过是理论
_

L

的一种空想
。

以前引川胜
、

谷力.联名论文置于卷首的《中国中世史研究从 19 70 )一书
,

收录 了

基本具有共同立场青年研究者的十几篇充满生气的论文
,

给学术界带来新的刺激
。

①

②

宇都宫清吉的颜之推研究
,

收入 《中国古代中世史研 究》 ( 19 77 )
。

重田德的两篇论 文
,

收入 《清代社会经济史研 究》 ( 19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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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后汉知识人的地方差异与自律制 》的胜村哲也
、

《贵族式官制的成立》的上田早

苗
、

((魏晋时代的名族》的丹羽兑子
、

《南朝的皇帝和贵族
、

豪族及土豪层 》的安田二

郎
、

《沈约的思想》的吉川忠夫
,

都是三十岁刚出头
,

其后他们的研究沿此发展
,

主导

了七十年代的研究
。

安田《关于晋安王子勋的叛乱》 ( 19 6 7) 开始的南朝政治史
、

社

会史的研究是该时期的重要成果 ;吉川早洲颜之推小论灰 1 962 )开始
,

进而发粼六
朝士大夫的精神生活 》( 19 70 )等致力于六朝知识人的思想

、

宗教
、

生活及与其相关

的社会研究
,

开辟了新的领域
,

结集为《六朝精神史研究》( 19 84 )出版
。

此外
,

在同

世代人中
,

也有的研究立场与他们不同
,

如多田捐介的 《魏晋政权与山川祭祀 》

( 197 3 )
。

同在 19 70 年
,

《岩波讲座世界史膝五卷出版
。

虽然本卷包括魏晋南北朝隋唐
,

但除掘敏一总论外的十二篇论文中
,

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论文有十篇之多
,

如大渊

忍尔 ((黄巾之乱与五斗米道 》
、

好并隆司《曹操政权论》
、

川胜义雄 ((贵族制社会的成

立》
、

吉川忠夫《六朝士大夫的精神生活 》
、

越智重明《南朝的国家与社会》
、

谷川道雄

《拓拔国家的展开与贵族制的重组 》
、

池田温《律令官制的形成 》
、

尾形勇《良贱制的

展开及其性质 》
、

掘敏一《均 田制与租庸调制的展开》
、

菊池英夫《府兵制度的发展 》
,

它清楚地反映了学术界将魏晋南北朝史看作隋唐成立过程的一般认识
,

以及当时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主题所在
。

执笔者都是当时活跃在第一线的研究者
,

各篇论

文都达到了极高水平
,

可以说代表了在此之前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所达到的高度
。

这

些论文除已介绍过的之外
,

池 田论文清楚地揭示 了唐代律令与官僚制度的形成过

程及其实际情形
,

与池田的另一篇论文《中国律令与官僚机构孰《前近代亚细亚的

法与社会》 1967 )一起
,

是该领域的必读论文
。

菊池论文简明地叙述了府兵制的成

立过程
。

尾形论文后来成为催生掘八十年代身份制研究的开端
,

这点后面还要谈

到
。

七十年代研究是由上述两书对原来研究所达到的水平进行确认
,

并进而提出

新的问题开始的
。

19 73 年
,

由于重田突然去世
, “

共同体论争
”

不得不陷于停顿
,

同

样
, `

豪族共同体
”

也只是先提出概念
,

而基于概念对历史现象的实证性研究尚未充

分深化
。

其间
,

谷川不仅对
`

共同体论
, ,

对中国的封建制
、

官僚制问题
,

乃至中国社

会的特点都力图从士大夫中去寻求答案
,

积极发表意见
,

不断给学术界以新的刺激
。

19 7 6 年
,

又将这些论文汇集成《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 一书公开出版
。

另外
,

掘敏

一在《中国的律令制与农民支配》(《历史学研究 》别册
,

1 9 7 8) 中就律令制成立提出

了新观点
,

认为伴随着
`

豪族共同体
”

矛盾的激化
,

律令法体系得到加强
,

因而形成

了律令制
。

在贵族制研究中
,

矢野
、

川胜两氏之间发生了争论
,

起因是川胜在前引《贵族制

社会的成立 》中
,

批判矢野广泛搜集史料提出的
“

寄生官僚论
” ,

只不过是以统计的

手法作为方法论
。

矢野在对自己的论点进行补充加强后
,

出版了《门阀社会成立史 》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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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7 6
。

本书又一次收人了对川胜论文直接进行反驳的 《再谈 <门阀贵族源流试

论 )》 (19 7 2)
,

指出川胜所谓的清流势力
,

后来积极地参加了政权
,

正是这使他们成

为贵族
。

为了证明自己主张
,

他就后汉末期的乡邑社会
、

后汉宦官的性质
、

后汉官

僚的处世术
、

后汉官僚的寄生性
、

曹操集团的性质等川胜所论述的根据一一进行了

反驳
。

对此
,

川胜虽在前引《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中进行了温和的反论
,

但似还不

能说争论已达到了建设性的结果
。

此外
,

越智重明就几个重要的主题发表了论文
。

在《关于晋
、

南北朝的流
、

职掌
、

青》 ((( 法制史研究拟 1
,

1 97 2 )中
,

谈到士庶与流内
、

流外官的关系 ;(( 关于东晋南朝的

族门制》 ( ((古代学》 18一 1
,

19 72 )论述了前面提到的族门制中族门的范围
、

族门与经

济单位的关系 ;《客与部曲》 (《史渊》 110
,

19 73 )在确认被看作魏西晋天子私属屯田

民具有良民性质的基础上
,

指出其在东晋南朝趋向贱民化 ; 《关于魏时的九品官人

法灰《东洋史论集犯
,

1974 )认为魏虽是基于乡论任用官吏
,

但设置州大中正则是为

了强化中央王朝的意图 ;《晋南朝的秀才孝廉》 ( 《史渊》1 16
,

19 79 )谈到秀才孝廉的

任官与族门制是相对应的 ;《汉六朝的家产分割与二重家产》 (《东洋学报拓 1一 1
、

2
,

1 97 9 )
,

提出了家庭的共有财产与财产分割问题
。

这个时期关于土地制度
、

税制的研究逐渐衰落
,

除开掘的《均田制研究》外
,

只

有数量不多的几篇
。

古贺登 《均田法与犁共同体》(《早大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 》

1 7
,

197 2) 试图从受游牧民影响的农业生产方式来说明均田制的成立
,

如重犁的使

用
、

利用役畜的施肥技术
、

西域作物的引进等
。

关于占田课田有楠山修作的《晋书

食货志之考察灰《东方学 》51
,

19 75 )
、

藤家礼之助的《均政役考执 19 75 )等
。

为七十年代研究作殿军的是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 》( 1979 )
。

其中有关魏

晋南北朝户籍类的论述仍代表了现在的最高水平
。

不过本书并不仅限于魏晋南北

朝
,

其受到的高度评价也已众所周知
,

这里就没有必要再多费笔墨了
。

另外
,

佐藤

武敏《中国古代绢织物史研究灰上
,

19 77
,

下
,

1 97 8) 的魏晋南北朝部分
,

是关于当时

社会经济的重要论述
。

再到七十年代
,

四十年代出生的新世代出现在学术界
,

开始构筑在研究上的根

基
,

关于这个世代的情况
,

本文不予涉及
。

一」匕 ~

/ 、

从 19 80 年前后起
,

此前活跃在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开始以各种形式将他们的研

究进行总结
,

在前面正文和注中提到的之外
,

还有前田正名《平城的历史地理学研

究 》 ( 1 979 )
、

佐久间吉也《魏晋南北朝水利史研究 》 ( 19 80 )
、

大川富士夫《六朝江南

的豪族社会 》 ( 19 87) 等
。

正如各 自书名所清楚显示的那样
,

他们是将多年来围绕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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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的研究汇集成著作出版
。

其中独放异彩的是越智重明的 ((魏晋南朝贵族制灰 18 9 3)
、

《魏晋南朝的人与社

会拭 18 9 5 )
。

两书都是在以前发表的成果基础上重新撰述的
,

体现了越智关于魏晋

南朝的整体观
。

前者由汉代的国家
、

曹氏政权与九品官人法
、

西晋政权与西晋贵族

制
、

东晋政权与东晋贵族制
、

族门制与制度化身份
、

宋齐政权与宋齐贵族制
、

梁陈政

权与梁朝贵族制
、

贵族阶层的生活等所构成
,

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
,

主要的除族

门制外
,

还有九品官人法制定的目的
、

州大中正设立的时期
、

南北士人之间不通婚
、

天监改革的性质等
,

反映了作者独特的认识
。

后者由陈群
、

司马彭与乡论
,

范宁与

地缘性
,

宋武帝与土断及官僚阶层的对策
,

宋武帝及其时代
,

沈约与宋书
,

梁武帝与

货币流通等所构成
,

许多都体现了他独特的见解
。

八十年代
,

最受关注的还有掘敏一的身份制研究
。

如已谈到的
,

掘在前引《均

田制与良贱制》中
,

认为良贱制是作为与现实社会结构变化相对应的身份制而形成

的
。

对此
,

前引尾形《良贱制的展开及其性质》则认为良民身份是国家的主体构成

者
,

为了促使其形成而设定了贱民身份
,

并设想了从汉的庶奴制
、

到均田制成立时

期的良奴制
、

再良贱制这样的身份制的各个阶段
。

尾形的这篇论文经过改订收录

在(( 中国古代的
“

家
’

与
“

国家
’

灰 197 9) 一书中后
,

掘接着发表了((身份制与中国古代

社会灰 19 80 )对之加以批判
,

再又发表了《中国良贱身份制的成立过程灰 1986 )及有

关秦汉魏晋南北朝各种身份的数篇论文
,

并将其汇总于 19 87 年出版了《中国古代

的身份制一良与贱》
。

本书是关于殷周以来身份制历史性研究的最早专门著作
,

因

为在历来作为身份制研究主题的奴隶制
、

贱民身份之外
,

还涉及到良民而受到关注
。

关于魏晋南北朝部分的《部曲
、

客女身份成立的前提》十分重要
。

如前所述
,

滨口关

于部曲
、

客女有经典性的研究
,

但掘的研究如该文副标题 ((六朝时期隶属民的诸形

态 》所显示的那样
,

着重是论述贱民在现实中的多样隶属形态
,

这也构成了对尾形

方法的批判
。

关于身份制
,

越智也有研究
,

《六朝的良贱灰《史学杂志》89 一 9
,

19 80 )论述了当

时良民的种种存在形态
。

同时
,

谷川在八十年代开始提出
“

地域社会
”

的概念
,

正在给学术界开辟新的局

面
,

围绕该主题与中国学术界的国际共同研究
,

仍然令人耳 目一新
。

①

裘

以上回顾了 日本魏晋南北朝研究的历史
,

不用说
,

这并没有涵盖所有的成果
,

由于篇幅的限制
,

法制
、

经济
、

技术
、

民族等方面仍有许多成果未能提到
。

此外
,

七

十年代以后省略了青年世代的研究
,

对八十年代的介绍
,

也稍嫌简略
,

这些只有等

待其他的机会了
。

① 谷川编的 《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 》 ( 19 89 ) 是其成果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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