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中国史的志向

!我的专业是历史" 专业之
一是中国古代史# 如果限定时
代就是秦汉史# 如果限定方向
就是法制史# 即对当时一等史
料木简的研究" 专业之二是日
中关系史# 若限定时代就是近
世$江户时代的日清关系史#若
限定方向就是以书籍输入为中
心的贸易史# 主要是调查反映
了江户时代日中关系史的资料
与资料集的刊行 " %!大庭脩 "

#昭和元年生$%達&'同朋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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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这段自述发表于
!"#$

年# 概括了大庭脩先生一生治
学所涉及的三个领域& 秦汉法
制史$ 中国简牍学$ 中日交流
史"这三个领域的代表作是'秦
汉法制史研究 (!创文社 '

!"$%

年) 中译本"林剑鸣等译#秦汉

法制史研究 &' 上海人民出版

社'

!""!

年($'江户时代汲取中
国文化之研究 (!同朋社 '

!"$&

年)中译本"戚印平*王勇*王宝

平译 #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

日本之研究 &' 杭州大学出版

社 '

'""$

年 (与 '汉简研究 (!同

朋舍 '

!""(

年 ) 拙译 #汉简研

究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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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大庭先生在旧制高中时代
确立了研究中国史的志向 #而
秦汉法制史研究方向的确定 #

大致是在龙谷大学求学期间 "

究其原因#一与对时势的观察$

思考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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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本战
败投降 #从小被灌输的 !皇国
史观 %陷入末途 #人类制定的
职官 $ 法典何以经历了创始 $

废弃乃至终结的过程 #大庭觉
得 #研究这样的历史 #或许可
以成一家之说 !大庭脩 "#秦漢

法制史+研究 &,書後私語 -("

二与个人秉性相关 " 战后的
日本史学界 # 唯物史观被解
禁 # 经济史与社会构造史大
为盛行 # 但以自己的个人兴
趣 #较之经济史的是非不定 #

以制度史为中心的法制史界
限清楚 # 更符合自己的秉性
!大庭脩"#象.法.&'同朋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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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在龙谷大学期间# 大庭脩
先生得益于汉学家石滨纯太郎
的教诲# 接受了系统的文献学
训练"毕业后经石滨先生推荐#

受学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
所森鹿三先生" 森先生是日本

居延汉简研究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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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森鹿三先生主持的!居延
汉简研究班% 在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成立# 由此开启了
日本的中国简牍学研究之途 "

研究班次年以 !哈拉浩特附近
出土汉代文书的整理及其汉
代史的综合研究 %为题 #获得
日本文部省的资助 #产生了一
批有影响力的成果" 研究班历
时
'

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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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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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

以鲁惟一先生来京大求学为
契机# 研究班再度开始研究活
动#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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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结束"大庭脩先
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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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进入居延汉简
研究班#是两期研究班的成员"

而在研究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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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 正是他秦汉法制史论文的
主要产生时期#内容涉及汉令$

罪刑$官制$文书" 因此居延汉
简的研习# 也可以说是促成大
庭先生秦汉法制史研究的重要
动因之一"

研究班最初只能是在劳榦
先生的释文及其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研究汉代史#未免是!单纯
求取劳榦研究成果剩义的努
力%!大庭脩"#森鹿三先生.木

簡研究 &'收入森鹿三 #東洋學

研究 漢簡篇 &' 同朋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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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然而即便如此 #大庭先生
于
!"$-

年代发表的论文仍然拓
展$深化了汉代法制的研究"这
些论文是&'论汉代的因功次晋
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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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 于 挈 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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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汉代官吏的勤务规
定)))以休假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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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 代 的 关 所 与 通 行 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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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啬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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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于 汉 代 官 吏 的 兼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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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律中 !不道% 的概
念 (*

%"$(

+#'关于汉代的迁徙
刑(*

%"$(

+#'爰书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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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再度开始活动的居
延汉简研究班#研究条件因'居
延汉简图版之部('居延汉简甲
编(的出版而大为改善#由森鹿
三与藤枝晃先生提倡的汉简古
文书学也步入研究轨道" 大庭
先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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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发表的论文除
延续职官制度的关注点外 #文
书学的特征也相当明显" 这一
时期的论文主要有&'关于汉代
官吏的任命 (*

%"'-

+#'居延出
土 的 诏 书 册 与 诏 书 断 简 (

*

%"'%

+#'关于 ,史记-三王世
家 .)))汉代公文书样式的研
究札记 (*

%"',

+#'汉代诏书的
形态(*

%"'.

+#'关于!制诏御史
长沙王忠其定著令 %)))汉代
律令研究之一 (*

%"'$

+#'西汉
的将军 (*

%"'*

+#'关于汉代的
节)))将 军 假 节 的 前 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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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铜虎符与竹使
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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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发表的秦汉法制
史论文有 &'汉代的中郎将 $校
尉与魏的率善中郎将$ 率善校

尉 (*

%"(%

+#'律令法体系的变
迁 ( *

%"(&

+# ' 汉 代 的 决 事
比)))排列王杖十简的一个方
案 (*

%"($

+#'云梦出土竹书秦
律研究(*

%"((

+" 自上可见#大
庭先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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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至
%"(-

年代
所发表的秦汉法制史论文比重
不一"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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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共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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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秦汉史$ 秦汉法制史
%-

篇# 告身
$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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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共发表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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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秦汉法制史
*

篇#中
日交流史$告身

%.

篇/

%"(-

年代
发表论文近

.-

篇 *连载者未分
计+#秦汉法制史

&

篇#其余皆与
中日交流史 $简牍 $目录相关 "

可见
%"$-

年代秦汉法制史的研
究倾向最为明显#

%"'-

年代研
究领域拓展 #

%"(-

年代中日交
流史$简牍学的比重加大"当然
至今已无法释疑的问题是 #

%"($

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是秦
汉法制研究史上的划时代发
现# 大庭先生也是在读到 '文
物 (

%"('

年第
'

)

*

期连载的释
文后#发表了'云梦出土竹书秦
律研究(一文#与莱顿大学何四
维先生的 '

%"($

年在湖北出土
的秦国文献( 同为海外最先对
睡虎地秦简作出介绍$研读$评
论的成果"然而自此作之后#大
庭先生并无相关论文发表" 推
测原因#也许是无法了解!将分
开的数枚简接续起来的依据为
何%!大庭脩"#秦漢法制史+研

究&(# 而且即使在获得了
%"((

年线装本与
%"(*

年简装本后 #

!0如何确定简的前后关系 1这
一疑问仍无解决的线索 % !同

上) 在
())(

年发表的#关于张家

山
(&*

号墓出土的津关令&一文

中 ' 他仍然表达了这种不安 "

,//这点在 #睡虎地秦墓竹

简&中也是同样的'看到对最早

的释读排列完全信赖的研究 '

从简牍研究的方法来说' 多少

感到有些不妥) -#大阪府立近

飞鸟博物馆馆报" 追悼大庭脩

馆长专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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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也许是
日中交流史与简牍学的研究兴
趣逐渐占据了上风# 总之此时
的研究重心偏向于汉籍输入与
简牍学"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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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包括图版$

释文 $注释 $语译在内的 '睡虎
地秦墓竹简(面世时#大庭先生
的研究重心已转移多年 " 自
%"*-

年代始# 较之数量众多的
中日交流史与简牍学成果 #所
发表的秦汉法制史论文仅有数
篇#即'居延新出!候粟君所责寇
恩事%册书(*

%"*%

+#'武威出土
!王杖诏书 $令 %册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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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劳榦先生访日纪念照) 第一排左五为劳榦0第二排右五为森鹿三'右

六为藤枝晃0第四排左二为大庭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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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虹

大庭脩!

!"#$

年
%

月出生于日本京都"

!"&"

年入学大阪府立北野中学!

%"''

年入学浪速

高等学校文科" 在校期间因参加吉田松阴所著 #讲孟余话$ 的读书班而选择了学习中国史%

%"'$

年就学于龙谷大学东洋史学科!毕业论文为&汉帝国的成立过程$!副论文为&中国史的时

代区分论$%

%"()

年任教于兵库县私立三田高等学校!同年入学龙谷大学大学院东洋史学研究

科! 研究题目为 '中国古代帝国的成立(!

%"(&

年毕业% 同年任圣心女子大学小林分校讲师!

%"(*

年任副教授%

%"+)

年任关西大学文学部副教授!

%"+(

年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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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学位论文

&秦汉法制史研究$)副论文&江户时代唐船舶来书研究$获关西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第
(#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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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历任关西大学教养部长)文学部长)图书馆长)理事)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 自

%""'

年起兼任大阪府立近飞鸟博物馆馆长%

%""$

年自关西大学荣退!获名誉教授称号% 同年

任皇学馆大学教授!

#)))

年任皇学馆大学校长% 在职期间先后兼任剑桥大学东方学系访问学

者)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院客座教授)辽宁大学客座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比利时天

主教鲁汶大学交换学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访问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客座研员)西北大学历史系客

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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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江户时代汲取中国文化之研究$一书获第
$+

届日本学士院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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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授

勋勋三等旭日中绶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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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因患急性白血病去世!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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