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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国到中央

郑威!听说池田先生出生于

爱媛县!年青时从遥远的四国远

赴位于东京的中央大学学习"能

否介绍一下您年轻时的经历!特

别是大学和研究生时期的情况#

是哪些经历促使您选择中央大

学和东洋史专业呢#

池田雄一! 我于
!"#$

年
$

月出生于爱媛县东温市 !原温
泉郡"#我出生的家位于从山地
流向濑户内海的重信川上游的
一处海拔约

%&'

米的高台地
上$下方十六%七公里处就是广
阔的濑户内海$ 当时远眺可见
交错往来的船舶# 重信川在从
山地向下流淌的过程中冲积形
成了扇状地$ 扇状地的两端与
山地相接$ 我出生的家就在二
者相接的扇轴处# 在扇状地背
后$ 东方矗立着四国的最高峰
石鎚山$ 这一带当时虽然只是
清净的农村地带$ 但是随着四
时季节不同变化丰富$ 环境悠
闲而舒适#

重信川下流的扇状地是县
厅所在地松山市$ 当时从老家
到东京的话$ 需要在旧国铁松
山站先乘火车$再换乘摆渡船$

单程超过
&(

小时#那是一个从
农村地区前往东京的大学求学
的年轻人比较少的时代# 上京
后来到了

%")'

年代后半期的
东京$ 战后的伤痕仍然随处可
见$ 人们的生活也充斥着窘迫
的气氛#

学部毕业后的数年间 $我
在地方上的高中执教$ 担任世
界史教员# 考虑到想再多学一
些能够安身立命的专业知识 $

我决定进入大学院继续深造#

当时我所关心的研究领域
是中国古代西北部的历史变
动$ 而那时中央大学大学院在
任的有我国敦煌文书研究的开
拓者鈴木俊教授和吐鲁番研究
专家嶋崎昌教授$ 这样十分便
于我的研究领域的深入# 我在
院生时期的指导教授就是鈴木
俊教授# 我还列席了宋史专家
青山定雄教授的讲筵$ 他也是
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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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满博士课程

学分之后!您长年在中央大学工

作!直至
,''+

年
-

月退休!长达

四十年之久"在中央大学工作的

岁月中!您主要从事哪些学术研

究!是如何选择并确定自己的研

究方向的呢# 研究方向确立后!

经历了哪些波动呢#

池田! 大学院博士课程学
分修满之后$我于

%"*+

年成为
了特殊法人亚洲经济研究所专
门员$主要从事&現代中国関係
中国語文献総合目録 ' $全

"

册! %&%経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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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编纂与发刊$同时$

这一年拙稿 &漢代()*+里
,自然村,(-./'!&关于
汉代的里与自然村 '" !(東方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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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表 # 我的硕
士论文的题名为 &前漢時代(

) * +西北経営( - . / '

!&关 于 前 汉 时 期 的 西 北 经
营'"$ 在大学院学习时曾发表
&漢代西北部()*+新秩序
形成過程(-./'!&关于汉
代西北部的新秩序形成过程'"

!(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 史学

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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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等论文$刊载于
&東方学 '上的论文 $将研究领
域转移到了中国内陆地区的聚
落及末端的地方行政#

我的硕士论文以汉王朝如
何在新开发的中国西北部确立
新的郡县秩序为题$ 论文结论
指出$ 在自然流徙中居民逐渐
定居化$ 汉王朝以此为基础不
断推进当地的郡县化$ 而当时
西嶋定生教授所主张的徙民政
策实现了作为国家性事业的新
秩序的形成的观点难以成立#

根据我的理解$ 国家对居
民的强制性介入并不会那么容
易地成功$沿着这一认识$我考
虑从王朝控制的全部地域来探
讨皇帝控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决定把视线转移至中国内陆地
区的聚落与末端的地方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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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到中央大学赴
任$一直在职$直至

,''+

年年满
退职# 在此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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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的研究课题主要是以拙著&中
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所收
录的各种论文为中心进行的#

研究的对象包括新石器时
期至汉代的聚落和殷周时期至
汉代的地方行政等较末端的组
织$ 从居民的自然流徙确认了
聚落形成的动向和国家对地方
末端组织的控制界限# 这些见
解与当时我国较有影响力的学
说000西嶋定生教授等的皇帝
对人民的一元控制论以及宫崎
市定教授等的都市国家论都格
格不入$ 也甚至因此受到了口
不择言的严厉批判#

进入
%"+'

年代之后$我逐
渐也对新出土简牍展开研究 $

兴趣转移至睡虎地秦简等法制
史史料上# 简牍是能够确认当
时国家控制实态的贵重的同时
期史料$ 在利用简牍资料验证
既有的聚落和地方行政研究观
点时$ 我觉得法制史领域的研
究是不可欠缺的$ 因此将研究
的部分重心转移至法制史 $这
方面的研究成果是

,''+

年刊
行的拙著 &中国古代的律令与
社会'!汲古书院"#

郑!据了解!您在早年就加

入了东方学会*史学会*历史学

研究会! 长期参加学会活动!另

外还参加了法制史学会*东洋史

研究会*唐代史研究会*日本秦

汉史学会* 日本出土资料学会

等"加入这些学会有着怎样的因

缘契机呢#对您的学术研究和发

展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池田!学会刊行机关杂志%

揭载研究论文$ 与之并重的是
介绍各种各样的学界动向 $对

了解最新的学界动向来说是不
可或缺的$ 有的学会我早在学
部时代就入会了# 通过学会的
大会和例会与研究者进行交
流$是我当时的贵重收获#关于
学会的入会$ 有些是需要由从
属于学会的相关人员介绍的 $

如东方学会%法制史学会等$但
多数的学会是由个人向事务局
提出申请才能够成为会员的#

与我的领域不同的唐代史
研究会$ 恩师鈴木俊教授是学
会的首任会长$ 承担了学会创
设之时的事务局工作# 鈴木俊
教授的讲义都是以唐代经济史
为中心的$ 所以我也想涉猎与
唐代史相关的研究$ 不过时间
上似乎没有空闲#

还有些组织小规模读书会
的学会# 我也参加的中国古代
史研究会今年迎来了创会

$'

周年# 这个由三上次男教授创
设的学会时至今日仍然持续举
行读书会$ 今年秋天将刊行由
,)

名执笔者撰写的纪念论文
集 &中国古代史研究第八'!研

文出版"#

散布的小聚落让人

深切认识到讨论城

邦 " 都市国家论是

多么地无意义

郑!您在(中国古代的聚落

与地方行政)中提出中国古代的

聚落以自然出现并形成的+自然

村,为主!能否对您的这一研究

思路进行简要的概括#日本学界

盛行的+城邑国家,*+都市国家,

等观点目前在中国也较为流行!

您对此有何评价#

池田! 关于中国古代的聚
落为都市国家这一见解$ 在我
国$ 宫崎市定教授主张上溯汉
代的 1古代中国 2是与希腊 %罗
马时代的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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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都
市国家# 宫崎教授认为在世界
史的演进过程中各地的实际情
况相同 $经历了古代 %中世 %近
世发展而来$ 在这一认识之下
他倡导的是1古代中国2的都市
国家论#相关的理解为3前田直
典氏和西嶋定生教授所提倡的
承认世界史发展具有普遍性的
中国史时代区分论$ 虽然在时
代划分方面认为古代结束于唐
这一点上存在差异$ 但其方向

性是十分一致的#

就中国古代的都市国家论
而言$ 讨论聚落的外形究竟是
散村!即自然村"还是集中式的
聚落$ 涉及的只是问题的一部
分而已# 至少未将聚落内的社
会构成与日常的政治活动作为
讨论的对象#不过$由于所涉及
的是地域社会最末端的情况 $

在我开始从事聚落史研究的
!"*'

年代后半期$虽然存在补
充传世史料的居延汉简$ 但要
想综合验证这些相关的问题 $

取得确切的证据仍然是非常困
难的#

即便如此$ 我还是利用有
限的史料对都市国家论提出了
异议$当然也受到了批判#出乎
意料的是 $&文物 '

!"$)

年第
&

期和
!"$*

年第
!

期公布了马
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地形图与驻
军图$ 从中可以确认里并不只
是城郭之内由街巷区隔的居住
地$而是独立存在的小聚落$其
规模平均为

(!

户#

马王堆古地图呈现的是如
满天繁星一般点状分布的散村
化的小规模聚落# 这些散布的
小规模聚落只能认定为自然
村$同时$散布的小聚落让人深
切地认识到讨论城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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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国家论是多么地无意义#

不过$ 古地图所绘制的毕
竟只是边境之地$ 将其一般化
的话会存在一些疑义$但是$除
了县治所等政治性强的聚落 $

在当今的考古学发掘调查中是
无法确认一般性的聚落中存在
很多点状分布的由城郭包围起
来的集中式聚落的$当然$新石
器时代的环壕聚落另当别论#

集中式聚落有些是由集住
!

234/15126/2

"一类的人为外力
促使而形成的#但是$需要用城
墙来保卫居住地域的都市国家
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以地域社会
具备深刻的流动性为背景的 #

因此$ 不应该越过大洋东西而
轻易设想中国古代也存在促使
居民集住 !

234/15126/2

"$并以
广场 !

78/98

市场 "为中心团结
起来以及建设城墙等特异的环
境#后面我会谈到$依据岳麓书
院藏秦简记载的秦代律文能够
确认聚落的散村化$ 只着眼于
世界史发展的普遍性未免太过
固执了#

郑 !这本书由已发表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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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雄一与 (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 中译本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日本学者古代中国研究丛刊,!郑

威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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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古代都市国家论"城郭都市论成为得到较广认同的理论# 我完成了数篇关于中国古代聚
落和最末端地方行政的小文$提出了中国古代不是都市国家而是以自然村为形成基础等观点# %

从出土简牍出发挑战!都市国家论"

日本秦汉史史学会前会长池田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