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而"皇帝支配的成立#$则是
解释汉代皇帝支配如何形成 %

确立了何种特质的论文! 这在
今天看来也是第一流的讨论中
国皇帝制的论文!

论文依据从汉到唐的皇帝
六玺制度&包括皇帝行玺%皇帝
之玺 %皇帝信玺 %天子行玺 %天
子之玺 %天子信玺 '$认为皇帝
和天子并不仅是不同的称呼 $

而是反映了同一君主同时具有
的两个侧面! 这一论述给人留
下了深刻形象! 西嶋氏在

!"#$

年进一步论证$ 汉代即位礼仪
是按照天子即位(((皇帝即位
的顺序进行的$ 皇帝和天子是
皇帝的两个侧面$ 这一点在即
位礼仪中也贯彻体现出来!"汉

代的即位礼仪#$! 我对这篇论
文印象深刻$ 不过我现在认为
皇帝即位礼仪中是没有天子即
位的$ 而只有皇帝即位 !参见

%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

我和西嶋先生讨论过后 $

在本科毕业论文中对唐代国书
)起首 *的形式进行分类 $尝试
由此把握唐王朝构建的国际秩
序!最终形成了"唐代的国际文
书形式 #一文 $发表在 "史学杂
志#第

%&

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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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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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上!另一方面$也很苦恼硕士论
文的选题!当时$西嶋先生的课
程上在一起阅读"后汉书&续汉
书'+祭祀志#$我承担了刘昭注
中所引蔡邕长文 "明堂+月令
论#的部分$一个人在三个月的
时间里一直报告这一部分! 然
后受到西嶋先生推荐$ 获得了
在学生社 "东亚世界中的日本
古代史讲座#第

"

卷中执笔"中
国的郊祀 %宗庙 %明堂及封禅 #

的机会 &

%"&'

年出版 '现收入

%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尽管
这个课题困难重重$ 不过当我
将这个问题展开到汉唐之间 $

又值我东大的一位恩师池田温
先生编集的 "大唐开元礼 #出
版$ 我得以顺利完成提交我的
硕士论文 "中国古代国家祭祀
的展开#&

!"()

年
%

月'!这篇论
文主要以郊祀和宗庙 &唐代的
大祀 %中祀 %小祀中的大祀 $基
本由这两者构成'为分析对象!

吕! 中国的年轻读者对您

的学术成长经历很感兴趣( 可

否请您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金子!我的运气很好$硕士
毕业后就在高知大学文理学部
&后改为人文学部 ' 找到了工
作!当时的学术成果只有"唐代
的国际文书形式#一篇$而我的
硕士论文长达

)$(

页 &每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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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稿纸抄成'$包括了几
十页的年表及附录$ 将其中的
成果一点点地发表出来成了当
务之急!

之前提到皇帝有皇帝 %天

子两个侧面$ 我在撰写硕士论
文时发现$唐代祭祀分为大祀%

中祀%小祀三个层次$与祭祀祝
文中自称的三个层次即 )皇帝
&天子 ' 臣某 *%)皇帝 &天子 '

某*%)皇帝&天子'*是一一对应
的!所以首先发表了"唐代的大
祀 %中祀 %小祀 #&%高知大学学

术研究报告&第
*)

卷人文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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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经大幅增补后

收入 %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

究&'$ 明确提出了以上观点以
及唐代皇帝祭祀由有司代行即
有司摄事逐渐制度化! 这就是
我对皇帝祭祀基本框架的最初
认识$ 对以后的研究起了很大
作用!

在当时$ 中国大陆逐步出
版的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
尚未引入日本$ 我读的是台湾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以殿本为主
的正史$ 自然还是未经点校的
本子!就这样把从"汉书#到"新
唐书 #的 "礼仪志 #一口气读了
下来! 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宋
书+礼仪志#中收录许多同时记
载多个官员意见的尚书八座上
奏文!硕士论文提交后$又加以
重新整理写成了 "南朝上奏文
的一种形态(((以,宋书+礼仪
志-为史料#一文&

%"&-

年'以下

未标明所载刊物的即为 %古代

中国与皇帝祭祀&所收'! 如果
我最初读的是标点本礼仪志 $

可能是发现不了此点的! 所以
我推荐年轻人应先读未标点的
史料$ 再将标点本和自己的理
解进行对比!

硕士论文明确了从汉到唐
的郊祀%宗庙制度及其实态$其
后整理为 "中国古代皇帝祭祀
的一个考察 # &%史学杂志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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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魏晋
到隋唐的郊祀% 宗庙制度#&同

杂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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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论文! 但唐代制度中一年
间要进行好几次郊祀% 宗庙祭
祀$皇帝亲自参与的实例&皇帝
亲祭'却少得不可思议!一开始
我觉得是自己史料收集得不
够$ 可是在大量阅读各种史料
后$ 依然没有找到更多唐代皇
帝亲祭的实例 ! 直到

'"%+

年
时$ 我当时工作的山梨大学因
修建抗震工程$在暑假中封校$

研究室和书库都不能进入了 !

我便将一千卷"全唐文#全部借
了出来$ 从中探寻皇帝祭祀使
人代行即有司摄事相关的史
料!虽然我并未如何期待$但还
是搜集到了超过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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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一页的稿纸'的相关史料!然
后以此为基础$撰写了"唐代皇
帝祭祀的亲祭与有司摄事 #一
文&%东洋史研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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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收入%中国古代皇

帝祭祀研究&'$ 论证了唐代皇
帝郊庙亲祭反而较少$ 有司摄
事才是常态的事实!

但是唐代皇帝亲祭到底有

何种理由才会举行. 探寻这个
理由就成了下个研究课题! 我
注意到"册府元龟#卷

))

"帝王
部+崇祭祀 # 引贞观十七年
&

-*)

' 十一月己卯冬至南郊祭
祀太宗的祝文与 "旧唐书 #卷
)+

"五行志#所引遣使凉州祭祀
当天的文字$ 有许多部分都相
同!我撰写了"唐代皇帝祭祀的
两个事例#一文$证明这些祭祀
都与同年

*

月发生的李承乾太
子之废及高宗被立为太子有
关$ 贞观十七年冬至太宗南郊
的亲郊$ 是为了安定当年四月
成为皇太子的李治的地位而举
行的!

像这样直接证明唐朝皇帝
亲祭目的的史料是很稀有的 !

而唐代后期的皇帝亲祭之时发
布大赦文的事例很多$ 故考虑
可以从大赦文中探究亲祭的目
的!幸运的是$日本出版了网罗
唐代诏敕并进行编年的 "唐代
诏敕目录#&池田温编' 财团法

人东洋文库'

%"&%

年'! 有赖于
此$ 我将与唐代郊庙祭祀有关
的大赦文全部阅读了一遍 $并
采用了最详细的史料文本! 顺
便一提$"唐大诏令集# 所收的
大赦文 $与 "文苑英华 #所收文
相比$ 省略末尾部分的事例很
多! 在如此调查了唐代所有的
皇帝郊庙亲祭事例后发现 $愈
到唐代后半期$ 皇帝亲祭愈加
定型化$即位翌年正月按照太
清宫(太庙(南郊的顺序进
行的皇帝亲祭变得越来越受
重视!

这样一来$从汉代到隋代$

皇帝亲祭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

这就是下个讨论的问题! 到隋
代为止的皇帝祭祀还没像唐代
的有司摄事制度那样确立下
来$ 相关史料也不如唐代那样
多种多样! 这个时期要像唐代
那样用同样的方法论证是不行
的! 结果只有尽可能地收集以
正史为中心的史料$ 对各王朝
的皇帝亲祭的实态和特征进行
考察$ 还是回归到了普通又需
要耐心的办法!但其结果表明$

东晋南朝的郊庙皇帝亲祭在有
序地进行$ 可以看出东晋南朝
方面将其与相对于北朝的王朝
正统性的主张联系到了一起 !

另一方面$ 北朝皇帝亲祭在北
魏%北齐%北周%隋各有不同$其
中针对东晋南朝$ 也采用了中
国式的皇帝祭祀$ 展现了北朝
主张自身为正统王朝的苦心所
在! 又北魏道武帝虽然自称皇
帝$也引入了中国式的郊天&南
郊'祭祀$但同时也举行游牧民
族传统的西郊祭天! 而且起初
采取了南郊郊天由有司代行 $

西郊祭天却由皇帝亲祭的办
法! 西郊的祭天随着北魏孝文
帝迁都洛阳而废止$ 但唐代有
司摄事制度的渊源当源于北
魏!如上所示$南北朝皇帝亲祭

的不同性格$ 是可以通过全面
搜集具体事例来进行把握的!

吕!除%古代中国与皇帝祭

祀 &一书外 '您在
.--,

年曾出

版 %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

能否谈一下两书不同的写作

目的)

金子! 在继续撰写以上论
文的期间$ 中国和韩国对我的
论文有兴趣的研究者增加了 $

也有很多人询问是否出版成
书! 韩国庆北大学的任大熙教
授曾将我的大部分论文收集起
来复印了几十份$ 分发给了韩
国希望读到论文的人!当时$出
版了很多与中国相关书籍的汲
古书院的三井久人先生 &现汲
古书院社长'也劝我出版!故挑
选了部分已发表论文作为 "古
代中国与皇帝祭祀#&

.--%

年 '

一书出版!是书由三部分构成$

包括了关于中国古代皇帝制度
和皇帝祭祀的特质的概说性论
文$如"中国的郊祀%宗庙%明堂
及封禅#&后改题为 %汉代的郊

祀*宗庙*明堂及封禅&'等关于
从汉到唐有关皇帝祭祀制度与
实态的论文$ 与即位礼仪相关
的通史性论文$ 还有上面提及
的 "唐代皇帝祭祀的两个事
例 #%"南朝时期上奏文的一种
形态#&后改题为 %+宋书,礼仪

志- 中的南朝上奏文研究#'等
单篇论文!

第三部分 "皇帝祭祀的诸
相#收入了"则天武后明堂的政
治作用#一文!提到则天武后的
明堂$ 以前最引人注意的是证
圣元年 &

-"$

'举行的无遮大会
所反映的明堂的佛教属性! 但
细心地收集史料$ 检讨武周时

期明堂的样态$ 则可发现其还
有作为王朝正殿的政治功能 !

这意味着儒教的作用也占很大
因素!

另外$ 追究皇帝祭祀及即
位礼仪时$ 就会涉及先皇的丧
葬礼仪! 所以我每到中国都会
考察皇帝陵!从

'"%(

年代开始
成为观光名所的唐高宗乾陵和
明万历定陵 % 清东陵 $ 再到
'""(

年代游客还很少的唐太
宗昭陵和清西陵$ 对于这些帝
陵的介绍构成了是书最后的
"中国帝陵导览#! 还有之后去
过多次的唐代十八陵和北宋帝
陵% 北京的明十三陵和南京的
洪武帝孝陵% 西汉的皇帝陵和
近年研究推定的东汉帝陵 $还
有南朝的几座皇帝陵$ 我都去
参观过!

但"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

中没有收录详细考察魏晋南北
朝到唐代的皇帝祭祀实态 $所
以我开始计划出版全面考察汉
唐间皇帝祭祀的书籍! 从最初
的 "唐代的大祀 %中祀 %小祀 #

&

%"(,

年'%"中国古代皇帝祭祀
的一个考察#&

%"(&

年'%"从魏
晋到隋唐的郊祀 % 宗庙制度 #

&

%"("

年'%"中国的郊祀%宗庙%

明堂及封禅#&

%"&.

年' 等都做
了全面细致的修正! 关于汉代
到唐代的郊祀%宗庙祭祀问题$

都尽我所知地增补进去! 这就
是 "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 #

&岩波书店'

.--,

年'一书!

本书的主体是已经发表的
单篇论文$ 并对各种史料进行
详细讨论$ 也介绍了长篇的史
料$ 通读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
间! 如要概观到唐代为止的皇
帝祭祀$还是读"古代中国与皇
帝祭祀#较为便利! 但"中国古
代皇帝祭祀研究# 对至唐为止
的历代王朝的即位礼仪$ 单独
用了一章详细考察! 得出的结
论是$ 上文谈到的作为皇帝即
位的前阶段的天子即位的推想
是没有必要的! 另外本书也有
翻译成中文的计划!

在国书的实例中 "

除了隋代的一个例

子 " 皇帝从未自称

为#天子$

吕!在您看来'中国古代皇

帝制度最显著的特质是什么 )

您研究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 '

最终目的是否是为了以兹对

比*认识日本的.天皇/制度)

金子!这其实是两个问题$

但可以放在一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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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金子修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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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 日本东京大

学修士课程结业"历任高

知大学人文学部讲师#助

教授!山梨大学教育学部

助教授#教授!国学院大

学文学部教授"研究领域

为中国古代史" 著有$古

代中国%皇帝祭祀&$隋

唐'国際秩序%東()

(&$中国古代皇帝祭祀

'研究&等"

"

访问者吕博教授!武汉

大学历史学博士! 执教

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

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武汉大学珞珈青年学者"

研究领域为隋唐礼仪实

践与变迁 # 文书行政 #

吐鲁番文书" 在$历史研

究&$中国史研究&$世界

宗教研究&等刊物发表论

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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