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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革命者時，「知識階級」便成為中國共產主義在意

識形態上的敵人。當「知識分子」的標籤貼到人們的身

上時，他們就變成了「他者」，變成共產主義的威脅。

第三章主要關注延安時期，這一時期雖然強調知識分子

並不值得信任，但由於他們掌握了知識與各種技能，是

實現革命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共因而把一部分受過教育

的人招募到偏遠的延安，並對他們進行改造。組織和責

任的分配產生並再造了社會的邊界，使得這些初來乍到

的人們成為特別的群體，思想再教育和群眾監督強化了

他們作為下層階級的形象。

第四章闡述了「知識分子」這一分類標籤在新中國

成立後在上海的傳播情況。作者著眼於 1950 年代早期

一項登記「無業知識分子」的活動。通過這一活動，官

員和普通民眾對知識分子的身分，和如何給相對應的人

貼上這一標籤有了深入的理解。當時，不少具有歧視性

的招工面向「無業知識分子」，許多在官方看來形跡可

疑的人，也被加以註冊。通過這種登記活動，知識分子

作為一種不可靠的主體的印象再次得到加深。第五章著

重討論了共產革命後，工作場所在「知識分子」被客觀

化中所發揮的中心作用。作者以上海的中等教育行業為

中心展開論述，得出的結論是，在各種工作場合上，知

識分子和中國共產主義的相互作用構成了分裂和政治上

的矛盾。

第六章論述知識分子之於中國共產主義的三種主要

觀點：學者將知識分子看做是執政黨潛在的合作夥伴，

擁有知識和能力，只是不具備黨員身分；大學生們認為

知識分子應該是重大社會政治問題的「立法者」，能構

築一個不一樣的社會主義中國；而毛澤東政權則以一個

「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圖像加以反擊。每種觀點都證

實了知識分子與政治密不可分。當國家領導人和黨的幹

部把知識分子進一步他者化時，產生的緊張和摩擦到達

了頂點，並向著更為黑暗的方向發展。第七章用戲劇和

電影作品說明 1958 年至 1964 年知識分子與共產主義的

相互作用，知識分子群體不斷成為全國範圍內被攻擊的

目標。直至文革爆發，針對知識分子的負面思想和形象

充斥了整個中國。第八章是全書總結，作者還談到中國

共產主義將知識分子對象化的歷史遺產。相關敘述對於

理解 1980 年代後的中國現狀具有啟發作用。（莫澤泱，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大學生）

記憶される西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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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書是京都女子大學松井嘉德教授的遺作集。該

書由松井教授的同門後輩、京都大學吉本道雅教

授擔任編者。除吉本先生撰寫的〈著作年譜〉和〈後

記〉以外，全書共有論文、書評、史料介紹等 24 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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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松井先生 1984 年升入博士班，2018 年去世。如果

將這 35 年的研究時期分為前期和後期，那麼重要的轉

折是《周代國制研究》（東京：汲古書店，2002）一書

的出版。該書確是一部有關松井先生前期研究集大成的

著作。因此，本文將以松井先生的後期研究為中心展開

說明，共有 8 篇論文屬於此期的研究成果：〈周遊之王〉

（2003）、〈吳虎鼎銘考釋—探求西周後期宣王朝的實

像〉（2004）、〈被記憶的西周史—逨盤銘解讀〉（200

5）、〈原始的記憶—銘文和詩篇中的祖考們〉（2008）、

〈鳴響的文字—青銅禮器中的銘文與聲音〉（2009）、

〈關於西周史的時代區分〉（2011）、〈周王的稱號— 

王、天子或天王〉（2012）、〈顧命之臣—西周成康之

際〉（2016）。

2003 年自陝西省寶雞市眉縣楊家村出土的逨盤，

無疑是松井先生後期研究中最重要的史料，也就是說，

〈被記憶的西周史—逨盤銘解讀〉是其後期研究中最

重要的研究成果。對於〈原始的記憶—銘文和詩篇中

的祖考們〉以後的成果，正如編者所指出，為「〈被記憶

的西周史〉中孕育的種子結出的碩果」（頁 370）。該文

的內容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二章探討逨盤本身的

史料性質。為了誇示自己祖先的勳功，逨盤利用了周王

的權威。逨盤中記載的逨一族的系譜並非歷史事實，而

是在逨個人的權勢背景下，為了誇示一族勳功的「創造

的歷史」。在第三章以後，探討了西周史中「康王獨尊」

的問題，也就是說，逨盤銘文特別重視康王。「康王獨

尊」與西周史研究中聚訟紛紛的所謂「康宮問題」有緊

密關聯。根據逨盤銘文中所見有關周王的表述—「王」

（夷王）和「剌王」（厲王），松井先生指出，青銅器銘

文中所見「康昭宮」、「康穆宮」、「康宮穆大室」和「康

剌宮」等康宮諸宮，是昭王、穆王、夷王和厲王的宮殿；

也就是說，康王以後歷代周王的宮殿是以康宮的存在為

前提。而且，根據青銅器銘文中出現康宮諸宮的時期都

在厲王和宣王時期，松井先生推測，確立康王獨尊的時

期一定在厲王和宣王時期。「康王獨尊」的理由是在康

王時期開始大規模的征討以及實現支配領域的擴大。最

後，「康王獨尊」消滅的原因是周王朝的東遷，因為康

宮並不存在於東周首都的洛陽。

〈原始的記憶—銘文和詩篇中的祖考們〉利用青

銅器銘文和《毛詩》等材料，論證了在周王朝東遷以後

，描述文王以前的古公亶父、王季等詩篇才成立。〈鳴

響的文字—青銅禮器中的銘文與聲音〉確認了西周中

期以後，青銅器銘文的明顯特徵是記錄周王的命令文

句。而且，作為再現確立作器者政治地位的儀禮，松井

先生推測該器銘文應該曾被多次朗聲宣讀。〈關於西周

史的時代區分〉根據逨盤的銘文，提出西周時代的四期

區分法；初周（文王、武王、成王）、盛周（康王、昭王、

穆王）、中周（共王、懿王、孝王、夷王）以及晚周（共

和、宣王、幽王）。這四期區分法無疑參考了唐代文學

研究的時代區分法。〈周王的稱號—王、天子或天王〉

當中，圍繞周王稱號的變遷，著重討論了「天王」稱號。

〈顧命之臣—西周成康之際〉探討了《尚書》所見作

為成王顧命之臣的諸氏族。參考逨盤銘文的內容，因為

成王顧命的臣下都是西周晚期權臣的祖先，《尚書》所

見成王顧命臣下的故事應成立於晚周時期。

本書編者將戰後至 21 世紀初，日本的商代以及西

周史研究分為三世代：第一代的代表性學者是貝塚茂樹

和白川靜；第二代的代表性學者是松丸道雄、伊藤道治

以及林巳奈夫（考古學家）；而松井先生正可謂第三代

學者的領軍人物。

本書為當今商代及西周史研究者提供了日本戰後最

新的研究成果，還為該領域的青年學者們提供了重要

的研究出發點。筆者確信，本書將成為今後我們無法繞

開、一定要參考的重要研究著作。（野口優，中山大學

歷史學系（珠海）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