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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检索时代之

前如何进行制度

史研究

赵#下面$请教您个人的研究

方法和路径方面的问题% 您是从

制度史这样的研究路径来研究北

魏的% 那么$在使用北朝史料时$

与社会史等其他研究路径相比$

制度史研究有怎样的特征呢& 可

否请您谈谈感想&

窪添! 我年轻的时候正是
社会经济史全盛时期! 自己完
全缺乏投身其中的勇气 " #魏
书$是以族谱型风格写成的!关
于单个人物的记载量较少% 我
以为作为史料来处理受到一定
限制! 也就是需要以批量化处
理为中心" 就我的个人研究来
说!喜欢使用表格是特点之一"

直到现在也还是在用这样的方
法来进行研究" 虽然也觉得这
样并不一定就好"

赵 !'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

究( 收录的很多大作都需要极为

繁杂琐细的史料整理工作% 在得

出结论之前$需花费极大的功夫%

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还是没有

数据库能够进行史料检索的时

代$必定更为辛苦% 那么$您的研

究工作一般是如何入手的呢&

窪添! 早在硕士论文写作
阶段 !我就已经对 &魏书 $列传
记载的所有人物! 制作整理了
记录他们每个人所任官职的卡
片% 只要是关于人物和官职方
面!一翻卡片!马上就能找到资
料% 现在又在此基础上加入了
墓志的数据进行优化! 还在我
的研究工作中发挥作用呢%

赵!先生早期主要利用文献

史料来研究官僚制度$ 例如可以

举出尚书省和赠官等方面的研

究% 近年则关注新出土的大量墓

志$ 结合石刻资料和文献史料开

展新研究%对于后学来说这是十分

宝贵的经验$可否请您谈谈感想&

窪添! 对墓志的关注应该
说从本科毕业论文时代就开始
了%但真正的研究'利用墓志大
概是从十年前开始的" 当时恰
好伊藤敏雄兄作为代表申请的
科学研究费补助金课题得以通
过! 主题就是利用出土资料研
究历史" 我作为课题组成员负
责墓志方面" 我首先思考的问
题是! 孝文帝迁都以后墓志在
北魏迅速普及!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需要对墓志开始出现以来
的发展演变进行把握% 此时恰
好应该使用清晰显示数据的研
究方法%如此考量后!我采取的
方法是将定型化完成阶段的墓
志的构成要素一一抽出! 然后

在全部阶段的所有墓志中对这
些要素的有无进行考察% 由此
第一次认识到!包括自己在内!

过去对墓志的利用都是有些机
会主义性的!只是摘出有用的片
段加以利用% 真正的墓志研究!

应该是以对一方墓志构成的整
体把握为基础的%但墓志的文辞
本就难解!加上墓志数量众多!

确实说易行难% 但即使不能对
墓志文辞做全面解读! 还是要
能够大体把握其内容才好%

墓志也存在许多因各种原
因而隐讳不书的情况! 完全相
信肯定也是有问题的% 我想需
要以正史和墓志双方都有记载
的事例为中心! 才能够对北魏
的官僚制进行深入讨论%

利用墓志的研究最近多起
来了% 例如侯旭东兄利用申洪
之墓志讨论北魏部族解散的论
文就非常精彩%不过!我并不偏
好仅以一方墓志作为研究对象
的方法! 还是喜欢利用很多墓
志来进行考察% 这大概还是缘
于从青年时代就习惯了的研究
手法吧%

赵!您以北魏官僚制度为中

心展开研究% 官僚制度的改造是

北魏孝文帝改革中十分重要的一

环%在您看来$北魏王朝从前期向

后期的转变过程中$ 官僚制度起

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又具有怎样

的历史意义呢&

窪添! 北魏前期的统治并
未采取将最末端的乡村都严格
掌控的体制% 中央层面虽然设
置了中国式的官僚制度! 但体
制上是以掌握官僚上层为主 !

并通过内朝官进行控制%然而!

随着支配领域渐广! 将末端的
乡村也纳入统治' 从农民那里
征收租税和兵力也就势在必行
了% 因此就有必要对官僚制进
行更为深入的整备% 另外也有
必要摆脱容易抵制改革的胡族
上层的制约% 这就导致了孝文
帝的官僚制度改革% 虽然这只
是孝文帝改革的一环! 但应该
是改革的核心部分%

孝文帝的官僚制度改革
中!在设定散官性官职'系统性
升进官僚地位' 重视考课等方
面!与唐代官僚制关系密切!应

当给予高度评价% 隋唐渊源在
何方是一个重要问题! 我认为
就官僚制而言可以说是渊源于
北魏的%

关于孝文帝时期官僚制的
研究!与墓志相关研究一起!都
收入了今年

!

月底出版的拙著
&墓誌)用*+北魏史研究 $

,东京#汲古书院-%具体看法请
参考拙著所论%

赵!先生长年从事北魏史研

究% 北魏诞生于内亚与中国王朝

之间% 那么$在中国史乃至欧亚

史中北魏具有何种历史意义呢&

另外$也希望听听您对北魏和北

朝史研究的展望%

窪添! 北魏诞生于农业与
畜牧交接地域! 运用具有游牧
民特质的骑马军团的强大军力
实现了对华北的支配%但是!仅
靠这个是无法进行统治的 !故
又将汉族吸收进了支配阶层 %

所以! 北魏既吸收了汉族的王
朝制度! 鲜卑族的固有制度也
多有保存% 孝文帝的所谓汉化
政策给北魏带来极大变化 !但
并非都变为了汉式的东西% 有
许多制度外面看起来似乎是汉
式的! 但其实保留了胡族性要
素% 又如均田制和三长制虽然
都是基于中国古典而被提议
的! 但这些制度在南朝是否能
产生呢(大概还是不行的%这一
方面有时代状况的变化作为背
景! 即北魏需要将汉族纳入军
事力量! 另一方面北魏支配权
力的强大也让均田制' 三长制
的成立成为可能% 当要解决遇
到的问题时! 不能只考虑自己
一方的情况% 调查各种条件之
后选择认为最优的道路! 这是
任何政权都会去做的事情% 不
仅北魏如此!各个非汉族'非农
业民的政权所进行的探索 !让
秦汉以来的历史样态发生了许
多变化!最终走向了隋唐时代%

这虽然不是什么新鲜的想法 !

却是我的一己之见%

关于今后的研究展望 !还
没怎么考虑过% 现在计划处理
一些新著中留下的问题! 都比
较琐碎%以后的话!颇为担忧好
像已经没有继续用此前的研究
方法来研究问题的能力了% 本

来应该探讨的是! 孝文帝改革
所指向的目标在北朝后期是如
何变化的! 又是如何走向隋唐
时代的% 但也只能留待年轻人
去讨论了% 如果有继承我的看
法的人的话%

日本学者从事中国

史研究的意义

赵!作为一个魏晋南北朝史

研究者$ 您认为要取得理想的研

究成果$ 平时需要保持怎样的心

态&对您来说$中国史是怎样的存

在&可否谈谈您今后的研究计划&

窪添! 恩师西嶋先生是理
论构筑和实证能力兼备的% 我
想这是最理想的% 应该保持对
中国史整体的关心! 也需要关
注历史理论问题% 虽然我自己
似乎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作为
日本人研究中国史的意义何
在( 我的回答是为了理解日本
历史%当然这是.标准/答案%实
际上还是从兴趣出发的% 另外
作为东洋文库研究班的一员 !

在各位成员的一起努力之下 !

还想继续推进&水经注疏$的译
注工作%

赵!您觉得历史学研究妙趣

何在& 可否对有志于中国古代史

研究的年轻人略谈一二&

窪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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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是在完成硕士论文
的时候第一次切实感受到了历
史研究的有趣之处% 因为之前
只是在学习已成定论的历史!或
者学习研究者描述的历史像 %

我的研究仅有的特色! 就在于
绵密地追求史料低语之处% 当
这种追求有所收获时所感到的
喜悦!正是研究的目的所在吧%

赵!因学术交流的缘故$您有

很多出席中国的学会$ 和中国大

陆)台湾的先生们交流的经验*可

否谈谈您比较有印象的事情&

窪添!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
是在

"!#$

年!但此后一段时间
内没有机会见到研究者诸先
生%所以对

%!!&

年在西安召开
的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有着非常
深刻的记忆% 与年龄相近的几
位先生当场就有亲切交流%而与
似为教授级别的先生们就只是
合了影!回日本后才整理到相册
中!将姓名和相貌对应起来%

&''"

年! 我作为北京日本
学研究中心的主任教授在中国
停留了一年% 从而有机会到诸
先生的研究室和府上拜访% 与
周一良教授' 田余庆教授都有
过私人性的谈话! 还在童超先
生府上品尝过他太太的手作料
理%印象特别深的是去拜访何兹

全教授%虽然他已是
!'

岁高龄!

但当我在约定时间登门时!发现
还有几位学生模样的客人在%当
听说他们是在进行研究生院的
学生选考时!我大吃一惊% 虽听
说何教授精神矍铄且记忆力完
全没有衰退!但没想到居然还能
现场指导研究生%顿感自己的研
究能力之衰退!要是能有何先生
百分之一的能力也是很好的了%

与台湾诸先生的交流很早
就开始了%郑钦仁'黄耀能'高明
士诸教授在日本留学时!我还是
比他们都要年轻的研究生%不只
是上课和研究会上常见面!也有
不少个人交往%特别是郑钦仁教
授!我们都是以北魏官僚制为研
究对象的%曾经拜访过他留学时
代的宿舍!看到郑教授整理的大
量卡片!大受刺激% 尽管是突然
造访!郑教授太太还是很快包了
饺子招待我%不是日本常见的那
种日式煎饺!而是地道的中国饺
子!那种美味今天还能记得呢%

赵!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 ,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尤其如

此*在宏富的研究之外$您也曾经

到中国长沙和大同等地进行学术

调查$应该很辛苦吧*可否略谈一

下印象较深的经历&

窪添!这方面我从没有自己
做过计划!每次都是跟着别人一
起参加调查而已!实在不足道%

主要参加过三方面的调查%

首先是因东洋文库研究员成员
推进的&水经注疏$译注工作而
进行的实地调查%至今已经对渭
水'洛水和伊水进行过调查% 虽
然也包括对遗迹的调查!但因为
是河川流域!有不少地方都是人
迹罕至之处!吃饭时间也经常推
迟很多%印象最深的是在渭水流
域调查时!有一天临近傍晚好容
易才到了旅馆所在的街区入口!

结果因为道路施工没法进去!只
得又返回半路!开车越过因枯水
期水量大减的河道%

其次是长沙走马楼吴简的
调查%主要是去简牍博物馆以及
博物馆建成之前的长沙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进行调查!对指定的
竹木简进行测量'摄影'对照释
文'确认编缀痕等工作% 虽然不
一定得到期待的结果!但收获也
不小!特别是真切感受到了简牍
研究中必须直面实物%当然我们
也了解因为相关的简牍很多!要
看到全部实物也是不现实的%

最后是在大同'洛阳'邺城
等地进行的石刻相关调查% 我
们得到了当地相关部门的热情
接待% 甚至有时因为改造而闭
馆! 却又为了我们将已经打包
的文物再度解开% 特别难忘的
是大同大学的殷宪教授! 在府
上招待我们! 让我们有机会亲
手接触他的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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窪添慶文'魏晋南北

朝官僚制研究(!赵立新-

凃宗呈) 胡云薇等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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