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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研究会

赵立新# 您是
!"#$

年代考

入东京大学的! 当时应该正是日

本安保斗争非常激烈的时候! 在

这样的时代潮流中"您当时为什

么会选择东洋史作为自己的专

业呢#

窪添慶文# 我考入东京大
学是在

!"#!

年!日本的安保斗
争虽然已经在前一年结束了 "

但在社会上还有非常大的影
响! 大学生对政治问题也抱有
很强烈的关心!不过"我并不是
受了安保斗争的影响选择东洋
史的! 进大学时本来就是想专
攻历史学"特别是西洋史!但西
方语言的学习对我来说比较
难! 考虑到汉文大概还是可以
读的" 所以我在教养学部二年
级时#译者按$相当于中国大学

的大二$决定去学习中国史%所
以" 选择东洋史的契机倒可以
说是从西洋史的逃亡吧!

赵#那时候的东洋史专业"

在您看来是怎样的呢#

窪添#大三的时候我进入了
文学部东洋史学专业!那时候包
括研究生在内"学生的政治意识
都还是很高的!因为并没有单独
的研究生研究室"而是本科生和
研究生共用一个大房间"所以和
学长们的接触比较频繁!当时的
本科生和研究生中"马克思主义
的影响很大"以至于有一种不做
社会经济史就不是历史学的氛
围! 因此"当我准备以政治制度
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时"学
长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赵#西嶋定生先生是您的恩

师! 关于他开设的讨论课和指

导"您一定有很多回忆! 可否略

谈一二#

窪添# 学长们都说西嶋先
生是非常严厉的! 可是在我的
同辈人中" 却几乎都没有那样
的感觉!当然"西嶋先生有时候
也会说很严厉的话" 我也被先
生批评过不止一次! 但就平时
接触而言" 还是相当和蔼可亲
的! 变化的原因我猜测可能是
先生认识到学生们也不太一样
了" 也就是说现在仅靠严厉是
难以吸引学生的! 还有就是先

生的两个儿子与我们的年龄相
近"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学长们
也会去位于千叶县我孙子市的
先生府上拜访" 虽然也有休闲
的时候" 但访问目的还是以学
问为主! 但到了我们这一辈到
先生府上的时候" 完全不抱有
学问性问题的情形可是不少 !

有时候还会品尝师母的手作料
理"甚至会留宿!虽然知道会占
用先生宝贵的研究时间" 但我
也有好几次在先生府上过夜!

西嶋先生的研究兼具坚实
的理论构造和支持理论构造的
精密史料考证" 这是学界公认
的! 大如著作"小到某一论题"

都贯彻了这种态度! 先生喜欢
钓鱼" 曾经在某报纸的周日版
连载过几次钓鱼评论"题为&钓
现学序说'%起这样的题目虽然
是有些开玩笑的意思" 但我想
也体现了先生对学问的态度%

先生可能是因为有点胖 "

夏天特别怕热% 每次一到暑假"

马上就收拾行李搬到长野县户
隐村 (当时 $的旅馆去避暑 "整
个夏天都在那里度过% 这是在
家里安装空调制冷的时代到来
之前每年夏天的必然安排% 您
知道的吧"先生的名著)中国古
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 二十等
爵制研究' 就是在那家旅馆里
用一个夏天完成的+ 作为每年
夏天的例行计划" 我们学生们
也会到先生住的那家旅馆去举
行几天的合宿活动% 恰是在那

时候,,,即使是喝酒的场合也
不例外,,,先生的博学多识能
够毫无保留地发挥出来% 记得
先生曾经说过如果不能做历史
研究者的话" 大概会成为生物
学家% 实际上他有深入了解的
学问不只是生物学% 在历史学
以外"先生也是我们的老师%

先生对世俗荣誉十分淡
泊" 像大学中行政方面的工作
也是尽量躲开的%另一方面"他
的座右铭却是 -工作到最后一
刻.+出版社负责人来医院见他
商量著作出版事宜" 结果当天
他就进了重症监护室+

赵#除了西嶋先生"在东大

还有哪些先生给您留下印象了

呢# 可否略作介绍#

窪添# 我们在校的时候"东
大文学部东洋史学科除了西嶋
先生"还有四位先生+ 宋代史的
周藤吉之先生"人品朴质"讲课
时西装上落满粉笔灰的印象很
深+ 东南亚史的山本達郎先生"

颇有贵族风度"精通法语+ 但他
常去国外"我没有直接上过先生
的课+ 中亚史的榎一雄先生"为
人稳重"富有绅士趣味"但因为
在财团法人东洋文库兼任要职"

故除了必要时间外多在东洋文
库+突厥史的護雅夫先生直爽亲
切"很受学生欢迎+榎/護两位先
生的讨论课我也参加过!

赵#西嶋先生创立了%&魏书'

研究会("后来是由您倾力维持研

究会的活动! 可否请您谈谈%&魏

书'研究会(的事情#

窪添#0&魏书'研究会.在西
嶋先生的指导下成立于

!"$%

年%作为位于秦汉帝国与隋唐帝
国之间且给予隋唐帝国很大影
响的王朝"北魏的重要性毋庸多
言% 研究会的旨趣即在于此% 不
过我推测可能也与时代背景有
关" 因为

!"&"

,

%"$'

年东大斗
争的影响"当时研究生们对于未
来很感困惑%西嶋先生这时创立
研究会"或许也有改善学生们状
态的用意% 总之"研究会一面精
读&魏书'"一面进行编制索引的
工作% 每周活动一次"遇到长假
就以合宿的方式进行%每周都参
加活动的人数有限"但合宿(夏
天例行在长野户隐$时也有其他
大学的学生和研究生参加"人数
较多% 因为研讨的是 &魏书'"

虽然也有学长们参加" 但我成
了核心人物% 因为总要在有限
时间内推动进度" 还被大家戏
称为 0鬼军曹. (意为 0吓人
的低级军官.$%

后来正史可以在互联网上
进行检索了"这危及到了研究会
能否继续下去%我们苦恼于多年
的工作是否还有意义%西嶋先生
应该也是有这个苦恼的"但还是
决定继续研究会的活动%我想这
可能是因为网络检索和纸媒检
索的意义到底还是有所不同的%

或许也是因为先生重视通过研
究会的继续活动让青年一代得
到教育"培养一体感%

无论如何" 大家一起读完
&魏书'并做好卡片之后"下面就
是由我的个人工作来完成最后
成果% 而&魏书'研究会则转成
了另一种和通常的研究会性质
相同的活动形式% 每周一次的
机会已经没有了"但夏天的户隐
合宿即便在西嶋先生身故之后
也仍然继续"一直到现在% 户隐
合宿以西嶋先生的学生以及他
们的学生为中心" 也有留学生
以及在日本的外国人研究者参
加"参与者十分多元% 要到近年
才总算脱去了0&魏书'研究会.

的名义呢%

赵#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

究会长年以来在包括您在内的诸

先生领导下发展前进" 现在已经

是日本中古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

存在! 关于研究会的缘起和今后

的发展"可否请您谈谈感想#

窪添#在日本"或许是因为
激烈的时代区分论争的影响"以
魏晋南北朝时代为研究对象的
研究者们齐聚一堂开会的机会
过去是没有的%関尾史郎兄最先
提议"可以暂时先把前辈老师们
放在一边"组织只有中青年研究
者参加的会议%这一提议得到了
安田二郎/中村圭爾诸兄的赞成
从而得以发起聚会" 时为

!"("

年
$

月"第一次会议的参加者有
二十四名% 会议名为0中青年魏
晋南北朝史研究者的聚会.% 之
所以加上0中青年.三字"是因为
意识到谷川道雄先生等前辈老
师的存在%发起0聚会.的目的还
包括参加中国的魏晋南北朝史
学会大会" 后来在

%"")

年实现
了这一愿望%此后参加0聚会.的
研究者逐年增加"登录会员数达
到三位数"另一方面考虑到我们
这些当年标榜为0中青年.的研
究者年事渐高 "

*''%

年起改称
0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

研究会虽然是以交流为目
的而发起的"但很快就变成了以
研究发表为中心%不过尚未发行
研究会刊物% 现在有很多会员"

应该考虑刊行会志%刊行会志的
话"涉及到编辑体制的构筑等问
题"决非易事"不过应该可以找
到解决办法%

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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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星期五学人
!

上世纪
!"

年代! 北京大学历史系刘俊文先生

曾经在日本东洋史巨擘谷川道雄先生等的支持下!

先后推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和"日本

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两种丛书!惠泽一代学人% 而

今!中日古代史学界更为深入的交流互动又催生了

这套"日本学者古代中国研究丛刊$% "丛刊$由复旦

大学历史学系主持编选!

#"$%

年起由复旦大学出

版社陆续刊行!目前已出六种&内藤湖南'东洋文化

史研究 $(紙屋正和 "汉代郡县制的展开 $(寺地遵

"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池田雄一"中国古代的聚

落与地方行政$( 窪添慶文 "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

究$(金子修一"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 我们希望

能将引领日本学界近二三十年学术潮流的代表性

学者论著完整引入!促进对话* 故"丛刊$译事几乎

均由活跃于相关领域第一线的青年学者担当!因他

们自身的成长同样伴随着对这些论著的阅读和反

思* 这次我们有幸请到三位青年学者赵立新+郑威

和吕博!分别对'丛刊#的三位作者窪添慶文(池田

雄一和金子修一进行专访!或有助于学界更好地理

解我们工作的意义, '文汇学人#将分三期刊出,

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前会长窪添慶文!

绵密地追求史料低语之处

!

受访者窪添慶文先生!

%"+%

年生,东京大学博士课

程结业, 历任东京大学文学

部助手(高知大学教育学部

助教授及教授(御茶水女子

大学文教育学部教授(立正

大学文学部教授(日本魏晋

南北朝史研究会会长, 现为

御茶水女子大学名誉教授(

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研

究员, 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

朝史,著有'魏晋南北朝官僚

制研究#'墓誌-用./北魏

史研究$等,

!

访问者赵立新教授!台

湾大学历史学博士!执教于

台湾暨南大学历史系, 早期

中国史研究会&

,-./

)常务

委员, 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

政治社会史+官僚制度与中

古社会,为"魏晋南北朝官僚

制研究$中译本译者代表,

!发掘出新的历史事实"或者描摹出新的历史像"我想历史学研究的快乐就在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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