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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來，受新冠疫情影響，日本學術界與中國跨

地域學術交流受到限制。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出的日本唐

史研究成果，並結合以其為基礎所反映出的學術研究趨

向，近四年，日本唐史研究領域既密切關注佛教、唐詩

歌文化、民族邊疆政權領域等重要學術議題，也集中關

注政治體制、律令制度、藩鎮軍事領域等重熱點問題，

日本學界研述角度多基於唐史研究之外的日本學界對

「東部歐亞大陸世界」的構建。四年來，新興學者發表

踴躍，博士論文頻出，著名學者保持較高的學術熱情，

數部論述著作再版，新視角不斷開拓，總體學術產出豐

富。本文搜集整理近四年日本學者在唐史研究領域公開

發表的 80 餘篇學術論文與數部新作專著，對 2020-2023

年日本唐史研究進行系統梳理，就政治與制度、宗教與

思想、詩歌與文藝、邊疆與民族、藩鎮與軍事、經濟與

社會、墓葬與考古等七個主要部分，分述考察近四年來

日本唐史研究的重大議題、主要代表學者、著作、書評、

課題及研究範式等，並在此基礎上，對日本學界近四年

來在唐史各領域的新興研究進展，提出概括性總結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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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田豊，《唐代の皇太子制度》（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21）。

千田豊，〈唐代の譲位とその淵源〉，《唐代史研究》25（2022）：12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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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本保宣，〈延英殿と宰相処罰：唐文宗朝の疑獄事件を中心に〉，《立命館文學》684（2023）：31-53。

論構建，簡要闡述日本學者以唐史領域為中心的研究傾

向、結構分析與邏輯敘事。

關於唐朝的皇權與政治，2021 年，千田豐《唐代的

皇太子制度》出版，該著作以唐代皇太子研究為中心，1

對皇太子禮儀、皇太子號追贈、太子廟等政治制度進行

闡析，綜合分析了唐朝的皇太子與王朝政治關係；千田

另論有〈唐代的讓位及其淵源〉等。2 妹尾達彥〈謁五

陵―武周至玄宗時期的都城與陵墓〉，3 文章結合玄宗

親謁五陵（先祖睿宗、中宗、高宗與武則天合葬的乾陵、

太宗、高祖的五座皇帝陵寢）所具的特殊性與重要性，

從都城與葬地兩個側面論述玄宗朝的政治格局，並對其

親謁五陵的政治背景及現實意義進行了闡述。關於唐王

朝政權的構建與重要政治人物，小野響有〈天可汗的現

實和理想―擴大解釋的唐太宗的天可汗〉，4 松本保宣

有〈延英殿與宰相處罰：以唐文宗朝的疑案為中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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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賀澤保規〈武后還是武則天：思考其歷史意義〉就武

后的身分認同、名號象徵等闡析；6 2023 年，中村裕一

《隋唐的詔敕》出版。7 

唐朝執政帝王中，在位期間即傳位給下一位皇帝的

有高祖（太宗）、睿宗（玄宗）、玄宗（肅宗）、順宗（憲

宗）四位；金子修一細化其先前研究「中國皇帝的讓位

與年號問題」，其〈關於唐帝讓位時的改元：玄宗為何

十二月改元「開元」〉一文結合史實，8 剖析唐代傳位中

的新帝改元緣由，文章論述了神龍後至中晚唐的唐代帝

王多次改元事件，背後皆有其政治原因，如玄宗到十二

月才改元「開元」，此為在「逾年改元」的思想影響與

武則天退位後的複雜政治走勢下，玄宗與太平公主長期

政治鬥爭的結果。關於唐朝政治，金子修一對唐朝的國

書文書作出研述，論有〈關於唐宋國書開頭格式的變

化〉等。9 隨著貞觀年間相繼編纂的南北朝時期的正史

在民間普及，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歷史形象在唐逐漸被固

定下來，《帝王略論》是唐太宗的著作，但在正史編纂

之前，南北朝的時代形象是各異的，貞觀初年（627 年）

南朝系官員虞世南受命撰中國通史，貞觀十年（636 年）

可窺見與完成的正史不同的南北朝時代形象。會田大輔

〈《帝王略論》與唐初政治狀況〉從「略」和「論」兩

方面，10 對帝王心理、政治環境影響下的歷史書寫進行

評述，闡釋正因有天意與人事的互相作用，由《帝王略

論》所映射的前朝形象才會在政治集權的影響下表現出

不同的歷史觀。

對於唐王朝中央制度、地方政策與政務實際運行情

況，堀井裕之〈唐太宗、高宗時期帝陵陪葬墓的形成與

氏族政策的展開―以太宗昭陵為中心〉，11 通過考察

同時期在太宗陵墓昭陵形成廣闊的陪葬墓群的背景，闡

明了高宗如何繼承太宗的氏族政策：太宗和高宗通過在

昭陵陪葬「功臣」的方式來表彰賢才主義的士大夫，使

唐朝規定的氏族序列在社會上根深蒂固，高宗的功臣表

彰和氏族政策也反映了武則天的政治意向。堀井提出，

一直以來，學界都在強調武周與唐朝斷絕的政治路線，

但這從側面反映了武周政權是太宗、高宗政治路線的延

伸。關於唐朝宮廷禮制與律令法律，顔逸凡有〈唐代的

田狩禮與皇帝狩獵：以《大唐開元禮》為線索〉、〈隋唐

的軍禮與五禮制定〉等，12 江川式部有〈唐朝皇帝的生

母及其追號、追善〉、〈關於唐代前半期的儀注編纂〉、〈唐

代的禮學與禮官〉等；13 柿沼陽平有〈隋唐隨身符制新

探：以玄宗即位前為中心〉，14 豬俁貴幸有〈玄宗朝的內

官制度改革與武則天〉等。15 三田辰彥〈《大唐開元禮》

中的萬歲唱和〉，16 關注「萬歲唱和」（朝臣三呼萬歲）

在中國王朝禮儀中的地位，文章對《大唐開元禮》所載

各種禮儀中的萬歲唱和進行抄錄與整理，並將其與前代

禮儀中的萬歲唱和進行比較，揭示《大唐開元禮》中「萬

歲唱和」的特徵，並闡析其在唐禮儀中的作用。

唐代後半期多強調「宦官之禍」，在宦官執掌政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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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修一，〈唐帝の譲位時における改元について：玄宗はなぜ一二月に開元と改元したのか〉，《國學院雑誌》122：6（2021）：

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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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宮官，即侍奉妃子的宮廷女性與朝廷政治有很大

關系。孫悅妍〈唐代後半期宮官的政治參與：以宋氏姐

妹為例〉以宋若昭墓誌記載為線，17 論述了以宋氏五姐

妹為例的唐代宮官與朝廷內的宦官、官僚的聯繫，並闡

釋了當時宋氏姐妹的職務內容和與皇帝的關係。關於唐

代的宦官，高瀨奈津子〈唐代的宦官〉緊扣主題，18 對

唐宦官進行了多方位研討；豬原達生博士論文「唐代宦

官史研究：官僚制、親信集團、性別」，19 從「高品、品

官」之下的服色、散官關係上，考察了唐代使職與內侍

省職事官，文章探討唐宦官職掌、晉升、獲得地位與

權力的過程，並闡明了從憲宗到懿宗時期的唐朝政治狀

況。豬原試圖糾正「第三性」這一對宦官的通常理解，

並對有關唐代宦官與女性結婚並收養養子，繼而組成家

族事實的具體史料進行了考察，文章論述在唐代權力限

制的情況下，宦官仍在正常組成家族並追求男性氣質，

即宦官「家族的形成」，由宦官層面提出「唐宋變革」

性質的新展望。

四年來，日本學界對於唐朝佛經的翻譯、藏傳佛教

的發展、佛教與唐文學藝術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以唐佛

教文化為中心，日本研究界產出了數量豐厚，極具實態

性、專門性與系統性的學術成果，而唐朝道家及儒教思

想、地方學派、小眾信仰、民俗研究等相對不足。2023

年，氣賀澤保規《論集隋唐佛教社會及其周邊》出版，20

關於唐朝禪宗與佛經、佛教文獻，石井公成有〈從「禪

眾」到「禪宗」：中國禪宗的成立〉，21 其〈法藏《梵網

經菩薩戒本疏》的再探討：以唐代佛教統制的關係為中

心〉聯繫唐朝政治與社會關係，22 通過對《梵網經菩薩

戒本疏》的考察，結合唐代佛教規制、佛教的弊病與菩

薩戒文本，闡明了法藏時代的佛教存在的問題、法藏的

注釋受先行文獻的影響等。唐代「解經」文獻被統一稱

為「章疏」，李四龍〈義、論、疏―中古佛教解經文

獻的文體〉一文闡釋「解經」文獻受印度佛教論義的影

響，23 以此為契機，中國佛教經典觀的中心也出現了從

印度佛典向中國宗派典籍的轉向；小川隆《從唐代的禪

到宋代的禪：馬祖與大慧》將唐代禪的主流，24 即馬祖

禪與宋代禪的主流，即大慧禪進行了對比，2022 年，其

《禪僧們的一生：唐代的禪》出版。25 

關於唐代的道教文化，土屋昌明有〈唐玄宗的洞天

思想與道教對外傳教〉；26 2022 年，李龢書《晉唐道教

的發展與三教交涉》由汲古書院出版；27 在盛唐玄宗之

世，冠以皇帝御製之名的《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經》、《唐

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下稱《御注》、《御疏》）問世，

高橋睦美〈唐代的《老子》注釋狀況和唐玄宗的御注與

御疏〉在《御注》、《御疏》思想內容的基礎上，28 結合

盛唐前、初唐、玄宗朝的老子尊崇及道教政策進行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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髙瀬奈津子，〈唐代の宦官〉，《アジア遊學》283（2023）：84-87。

豬原達生，「唐代宦官史研究：官僚制・側近集団・ジェンダー」（大阪：大阪大學博士論文，2021）。

気賀沢保規，《論集隋唐仏教社會とその周辺》（東京：明治大學東アジア石刻文物研究所・汲古書院，2023）。

石井公成，〈「禪衆」から「禪宗」へ：中國禪宗の成立〉，《印度學佛教學研究》72：1（2023）：286-279。

石井公成，〈法蔵《梵網経菩薩戒本疏》の再検討：唐代の仏教統制との関係を中心にして〉，《駒澤大學佛教學部論集》5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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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龍，〈義・論・疏―中古仏教における解経文獻の文體〉，《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2022）：1220-1227。

小川隆，〈唐代禪から宋代禪へ：馬祖と大慧」〉，《駒澤大學禪研究所年報》32：1（2020）：202[45]-187[60]。

小川隆，《禪僧たちの生涯：唐代の禪》（東京：春秋社，2022）。

土屋昌明，〈唐玄宗的洞天思想與道教対外伝教〉，《第一屆洞天福地研究與保護國際検討會》論文（東京：専修大學，2021），

頁 109-113。

李龢書，《晉唐道教の展開と三教交渉》（東京：汲古書院，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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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闡明了玄宗的《御注》、《御疏》是在崇道思想的加

強下，以政治目的進行的。張名揚〈隋唐時期道教醮祭

與密宗星供的祭品〉以隋唐時期的傳世文獻為線索，29 

考察了道教的民俗、密教星供（星祭）的禮儀與中國世

俗文化的關係。

唐代禪僧百丈懷海被認為是禪的實際鼻祖，小川太

龍〈百丈懷海在唐代禪宗思想史上的位置〉，30 通過對

百丈三句思想、馬祖禪與百丈三句、百丈之法的繼承等

進行論述，文章綜合闡釋了百丈懷海的思想結構，並指

出百丈在唐代禪文化思想史上的實際地位。近年來，大

西磨希子結合考古學及實物史料，對唐代佛教文化作出

深度研述，論有〈棺槨形制舍利容器的傳播與武則天：

法門寺真身舍利的金棺銀槨與儀鳳年間的舍利頒佈〉、

〈當麻曼荼羅與唐王朝―敦煌寫真的宮廷寫真與諸州

官寺制度〉、〈武則天與阿育王―儀鳳年間舍利頒佈

與《大雲經疏》〉、〈初唐時期西方淨土變與《觀無量壽

經變》〉等。31 關於唐朝僧侶、寺院制度與佛學信仰，

孫航有〈從禁止殺生看中日兩國佛教文化：以唐武德時

代和天武朝為中心〉，32 羅旌超〈關於唐代的住寺形態〉

在考察唐代官員和文人經常寄居寺廟的基礎上，33 論述

「俗者」的寄居伴隨著「房租」的支付而產生的寄住、

配住、敕住、寺院制度等相關問題，闡明了唐代僧侶、

寺與僧、僧籍、度僧及俗者在寺院中居住的形態地位。

近年來，長尾光惠對中國佛教研述深入，並產出了

豐厚的學術成果，其博士論文「唐初期的淨土教：以懷

感《釋淨土群疑論》為中心」，34 論述唐懷感的淨土教

理是以當時存在的淨土教解釋為基礎，是為附和阿彌陀

佛信仰和願生極樂信仰而獨自構建的。文章指出唐初可

能以「玄奘歸朝」和「信仰集團的形成」為契機，後引

發了當時圍繞信仰和教理的討論，並將其定義為「諸師

各自根據自己的信仰和實踐構建並宣揚教理的時代」；

長尾光惠另有〈懷感「群疑論」淨土教理學的思想背景：

迦才、道誾的影響〉、〈中國淨土教三性說的導入―以

《釋淨土群疑論》為中心〉等，35 其〈唐代初期的彌陀

彌勒相對論〉從唐代佛教制度史的視角出發，36 論述漢

傳佛教中存在彌勒與彌陀的雙重信仰：彌勒佛是繼承釋

迦佛位的「一生補處菩薩」，為大小乘佛教所崇奉，受

統治階級與高僧大德的普遍信仰；彌勒信仰在隋唐後發

生重大轉型，逐漸底層化和世俗化，彌陀信仰則逐漸發

展壯大，為民眾所崇奉。文章由《上生贊》與《群疑論》

的對比，闡釋了魏晉至唐初時期，民間實現了由彌勒信

仰到彌陀信仰的轉變。

唐時期，社會整體和平興盛，國家政治、經濟、文

化得以快速發展，文學、藝術領域迎來了空前繁榮的黃

金時代。近年來，日本學界對唐代文化藝術領域研述廣

泛，多篇學術產出論及綜合性的重要議題，整體研述範

疇涵括詩文、小說、畫作、書法等眾多領域。日本現存

有豐富的唐文獻資料，唐代文化與日本本土美術、詩歌

交互融合影響，多篇學術論著重視以古襯今，中日文化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張名揚，〈隋唐期道教祭醮と密教星供の供物〉，《年報》42（2023）：7-31。

小川太龍，〈唐代禪思想史における百丈懐海の位置〉，《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2022）：794-801。

大西磨希子，〈則天武后による棺槨形舎利容器の創始と流布：法門寺真身舎利の金棺銀槨と儀鳳年間の舎利頒布〉，《仏教史學

研究》65：1（2023）：3-40、〈綴織當麻曼荼羅與唐王朝―敦煌發現的宮廷寫經與諸州官寺制度〉，《絲綢之路研究集刊》8（2022）：

223-239、〈則天武后と阿育王―儀鳳年間の舍利頒布と「大雲經疏」をめぐって〉，《敦煌寫本研究年報》14（2020）：1-17、〈初

唐時期西方浄土変與《観無量壽経》〉，《絲綢之路研究集刊》5（2020）：195-223。

孫航，〈殺生禁斷から見た日中両國の仏教文化：唐武徳時代と天武朝を中心に〉，《社會システム研究》19（2021）：65-83。

羅旌超，〈唐代の住寺形態について〉，《宗教研究》96:1（2022）：77-98。

長尾光恵，「唐初期の浄土教：『懐感釈浄土群疑論』を中心に」（東京：大正大學仏教學博士論文，2023）。

長尾光恵，〈懐感「群疑論」の浄土教理學における思想的背景：迦才・道誾からの影響〉，《仏教文化研究》67（2023）：111-135、

〈中國浄土教における三性説の導入―「釈浄土群疑論」を中心に〉，《印度學佛教學研究》69：2（2021）：705-709。

長尾光恵，〈唐代初期における彌陀彌勒相対論〉，《佛教文化學會紀要》29（2020）：6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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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角下的對比研究範式使用頻繁。在唐代文學、文藝作

品方面，名越健人有〈王元感的學術及其周邊人物：以

與劉知幾《史通》的關係為中心〉，37 對《史通》作出

多篇論述考證。屋敷信晴〈唐代《文選》接受的一個側

面：圍繞《文選》與唐代小說的創作〉通過中日文學的

相對化研究，38 重建歷史認識，探索唐詩詞小說中深刻的

政治映射與象徵內涵；唐雨（Tang Yu）博士論文「唐代

傳奇小說硏究：虛構•細節描寫•故事群關係基礎」，39

結合虛構、細部描寫和故事群三者，對唐代傳奇小說的

作品為何虛構、何時構成虛構，及「作品造成意識上的

虛假」在小說中的具體體現進行了討論，闡釋了唐代傳

奇小說「形成虛構」與具體虛構的表現方式。

關於唐代文學與佛教文獻，廣島大學陳翀發表數篇

禪宗、白居易詩文及《文選》相關學術論文，並對以往

研究中缺乏深入探討的細節問題加以深描。陳翀有〈慧

萼鈔南禪院本《白氏文集》相關復原研究〉，40 並開設相

關課題，該研究以《南宋紹興白居易文集》為母本，整

理出詩集中題名所加的注解，以表格形式進行呈現。陳

翀〈題下注的「時」：關於《白氏文集》自注的研究〉，41

文章表明經後世編纂的唐文集中，其注腳中存在諸多問

題，如標題與注腳混淆、宋代學者的誤注、白居易的詩

歌與他人的詩歌混雜等，關於白居易詩歌作品總數與時

間順序的確定，值得學界重新審視。陳翀另有〈白居易

元和四年作《新樂府》的歌詞形態和所用樂曲研究〉，42

通過參考中日兩國現存的幾部《新樂府》文本，對現存

的《新樂府》序進行探討，試圖將《新樂府》恢復為成

書時的原始狀態，在唐詩文研究基礎上，重新思考唐代

歌謠的歌詞結構，及其能否譜曲等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

關於唐代詩畫及文藝作品，鈴木政光〈唐代早行詩

的形成―從初唐到盛唐〉以《全唐詩》收錄詩歌作品

為中心，43 以初唐到盛唐的一百五十年間為範圍，論述

唐朝詩文形式、詩之結構、詩型等，並對唐代早行詩的

形成進行研述。橫田睦美博士論文為「唐代女詩人的詩

與文學：上官昭容、李冶、薛濤及魚玄機的詩作」，44 鷲

頭桂則有〈玄宗皇帝畫中的勸戒性：以長恨歌畫為中心〉

一文，45 松原朗亦有〈杜甫「示從孫濟」：活在門閥意

識中的詩人〉、〈「白水」與「靑山」：李白、杜甫各自

的傳統繼承〉等文。46 岡山大學西原一幸博士論文「字

樣研究：唐代楷書字體規範的形成與展開」，論述唐代

書法與各流派體系，47 名古屋大學李錚博士論文「唐代

的術數與思想：呂才與《陰陽書》」梳理呂才的生平，48

對《陰陽書》中術數思想所反映的唐朝社會文化進行探

討，並闡明該書成立背景、意義及對後世的影響。

祝文是散文文體的一種，是指祭祀時獻給神的文

章，也稱為禱祝文或祭神文。谷口高志深入研述白居

易、韓愈等唐朝詩人所撰祝文，有〈韓愈「鱷魚文」及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名越健人，〈王元感の學術とその周辺人物：劉知幾「史通」との関係性を中心として〉，《國學院大學大學院紀要 ‧ 文學研究科》

54（2022）：147-168。

屋敷信晴，〈《唐代文選》受容の一側面：《文選》と唐代小説の創作をめぐって〉，《中國學研究論集》40（2022）：1-13。

唐雨（Tang Yu），「唐代傳奇小説硏究：虛構・細部描寫・類話群の關係に基づいて」（京都：立命館大學文學博士論文，

2023）。

陳翀，〈慧萼鈔南禪院本《白氏文集》の復元に関する研究：巻一について〉，《中國學研究論集》40（2022）：72-87。

陳翀，〈題下注の「時～」をめぐって：《白氏文集》の自注に関する研究（一）〉，《広島大學文學部論集》82（2022）：43-58。

陳翀，〈白居易元和四年作《新楽府》之歌辭形態及其所用樂曲考〉，《表現技術研究》17（2022）：45-58。

鈴木政光，〈唐代早行詩の形成―初唐から盛唐まで〉，《東北大學中國語學文學論集》25（2020）：1-16。

橫田むつみ，「唐代女性詩人の詩と文學：上官昭容（婉兒）、李冶、薛濤、及び魚玄機の詩作から」（むつみお茶の水女子大學

人文科學博士論文，2020）。

鷲頭桂，〈玄宗皇帝絵にみる勧戒性：長恨歌絵を中心に〉，《アジア遊學》271（2022）：95-107。

松原朗，〈「示從孫濟」：門閥意識を生きた詩人〉，《杜甫研究年報》6（2023）：62-86、〈「白水」と「靑山」：李白と杜甫それ

ぞれの傳統繼承〉，《中國詩文論叢》39（2020）：67-94。

西原一幸，「字様の研究：唐代楷書字體規範の成立と展開」（岡山：岡山大學文學博士論文，2020）。

李錚，「唐代の術數と思想：呂才と《陰陽書》」（名古屋：名古屋大學文學博士論文，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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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周邊：唐代祝文作品中的地方官員與神靈與奇異〉、〈唐

代文人與邊地神：以白居易祝文為中心〉、〈白居易、元

稹祝文及其周邊―唐代祝文作品中的地方官與神靈與

奇異〉等文。49 文章闡明，中唐為追溯、追悼文學與祭

祀相結合的特殊時期，唐朝文人關注國家與地方祭祀，

詩人以祝文為人神交流的媒介，並將祝文融入自己的文

學作品中，如劉禹錫〈竹枝詞九首〉，如元稹與白居易

以民間祠堂信仰為題材的諷喻詩等。穀口通過「文」而

非詩，對唐代文人與地方祠祀的問題進行了重新思考與

闡釋。關於安史之亂，日學界亦以文學角度作出了相關

論述，遠藤星希有〈關於杜甫詩中「山河」的存在方式

及其變質：以安史之亂前後為中心〉、〈安史之亂在中國

文學史上的地位〉等。50 

唐代書法也被稱為中國書法史的最興盛時期，漢字

的五種書體（篆書、隸書、草書、行書、楷書）在此時

已基本固定。劍持翔伍博士論文「盛唐以降為中心的唐

代書體認識與書法史研究」，51 以書法史角度評述盛唐

及其後的書法字體表現。文章論及盛唐帝王、宮廷的書

體與新書風，並對以楷書、行書為主的實用字體在盛唐

時期的變化進行了探討。作者考證翔實，對唐代的篆書

風格進行分類，並對文獻資料中的篆書與唐代碑誌中的

字體進行了論述，亦論及了張懷瓘的楷書、行書、草書

觀等。劍持另有〈唐代篆書認識及其發展：以盛唐時期

後的小篆為中心〉，52 通過碑之題額、墓誌銘的蓋石、

李陽冰對後世篆書法的影響、唐代篆書的使用及表現特

徵等，多角度研析唐朝小篆文化；劍持翔伍〈唐代蔡邕

書法的評價〉基於唐代傳世文獻中對蔡邕書法風格的評

述，53 結合唐代書論中的記述、碑刻，文章詮釋了蔡邕

的書法使盛唐後出現了新的書法風格轉折，並影響了唐

玄宗的書風，蔡邕的書法從而獲得以唐帝王為首，並得

以向社會面廣為傳播的權威認同。

20 世紀以來，日本學術領域的中國史研究具有鮮明

的東亞一體化特徵，在其史學研述中，多運用以涵括日

本、中國、朝鮮半島、中亞的研究視角，即東歐亞大陸

一體化的整體史觀。近年來，在唐代邊疆、民族與對外

政策議題上，日本學界多有討論唐朝的宗藩關係、朝貢

體系、屬國與宗主國的統屬、羈縻與支配問題，2021 年，

古畑徹《渤海國與東亞》出版，54 大阪大學西田祐子博

士論文「唐帝國統治體制與『羈縻』：以重新檢討《新

唐書》為藍本」，55 以正史《新唐書》文本為史料依據，

對被視為「異族」的遊牧民族勢力進行闡述。西田發現

《新唐書•回鶻傳》前半部分有早期的記載，並指出在

《新唐書》編纂中包含有宋代正史編修者的恣意操作，

及唐代所不存在的後世的認識。關於唐朝邊疆屬國、少

數民族政權與對外關係研究，有金子修一〈九世紀後半

葉唐朝的國際秩序〉，56 森部豊〈中國「中古史」研究

與「東歐亞世界」〉，57 菅沼愛語〈從降嫁失敗的和蕃公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谷口高志，〈韓愈〈鱷魚文〉とその周辺：唐代の祝文系作品における地方官と神霊・怪異（下）〉，《佐賀大國語教育學會》7

（2023）：34-51、〈唐代文人と辺地の神：白居易の祝文を中心に〉，《佐賀大學國語教育學會》5（2021）：29-46、〈白居易・元稹の祝

文とその周辺―唐代の祝文系作品における地方官と神霊・怪異〉，《九州地區國立大學教育系・文系研究論文集》9：1（2022）：4。

遠藤星希，〈杜甫の詩における「山河」の在り方とその変質について：安史の亂の前後を中心に〉，《杜甫研究年報》6（2023）：

1-14、遠藤星希、高芝麻子，〈中國文學史における安史の亂とその位置づけ〉，《中唐文學會報》29（2022）：72-86。

剣持翔伍，「盛唐期以降を中心とした唐代の書體認識に対する書法史的研究」（東京：筑波大學藝術學博士論文，2022）。

剣持翔伍，〈唐代の篆書認識とその展開：盛唐期以降の小篆を中心に〉，《中國文化：研究と教育》79（2021）：1-13。

剣持翔伍，〈唐代における蔡邕書法の評価〉，《書學書道史研究》30（2021）：55-69、159-158。

古畑徹，《渤海國と東アジア》（東京：汲古書院，2021）。

西田祐子，「唐帝國の統治體制と「羈縻」：《新唐書》の再検討を手掛かりに」（吹田：大阪大學博士論文，2022）。

金子修一，〈九世紀後半における唐朝の國際秩序〉，《國學院雑誌》124：6（2023）：19-36。

森部豊，〈中國「中古史」研究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唐代史研究》23（202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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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事例看唐代的外交關係〉，58 石見清裕〈關於唐朝的

絕域、蕃域規定〉等文。59 

回鶻路為連接遊牧民族和唐王朝的重要途徑，安史

之亂後，唐朝勢力衰弱，吐蕃佔據河西走廊，絲路貿

易分裂，中田裕子〈回鶻路與安史之亂〉以作者 2014-

2017 年在蒙古高原西部的調查結果為研究基礎，60 對回

鶻路作為貿易路線的意義，及安史之亂與回鶻路的關係

進行了探討。關於唐代的少數民族、唐朝的周邊與對外

關係，荒川正晴有〈關於唐都護府體制下的交通運用：

以安西、北庭兩都護府為例〉；61 森部豊對於唐代少數

民族的活動，與唐代的邊疆及民族問題研述深入、產出

頗豐，論有〈唐代中後期有關粟特裔武人的紀要〉、〈唐

朝前半期營州的契丹人、靺鞨人與羈縻統治〉、〈唐朝

羈縻政策的相關考察：唐前半期的營州都督府下的「羈

縻府州」〉等，62 近年，森部豊亦對陳寅恪《唐代政治

史述論稿》作出譯注，並對唐代粟特人史多墓誌有所研

述，其論著《唐―歐亞大陸東部的大帝國》於 2023

年出版。63 

基於近年來國內外相關研究的進展，赤羽目匡由

〈渤海的中央官制與地方制度〉論述渤海國相關政治體

系，64 亦有論作〈關於武后末期東亞局勢的問題：武后

在渤海的影響與殘餘〉，65 對武后時期的渤海國與唐王

朝內外藩屬關係及政治格局作出闡述。高昌國滅後，唐

朝在貞觀十四年建立了安西都護府與駐地官員，但在貞

觀十七年才開始對此地進行全面的居住許可調查。崔睿

岩〈關於安西都護府的啟動時期〉對唐王朝於西州的統

治機關出現管轄空隙期的原因作出了詮釋，66 文章論述

640-643 年的空隙期是唐王朝內外政治軍事動盪、政治

隱患影響的結果，至貞觀十七年，王朝內外部的威脅得

以解決後，唐帝國對西州的統治進展政策才繼續順延。

關於唐遊牧民族與對外戰爭，齊藤茂雄有〈唐代漠

南的回鶻遊牧民與回鶻可汗國：對〈李秉義墓誌〉、〈回

紇瓊墓誌〉的研究〉等，67 該作在〈李秉義墓誌〉的研

究基礎上，結合以同時代的〈回紇瓊墓誌〉，對漠南的

回紇部落建立回紇汗國，與唐安史之亂爆發的歷史進程

進行了探討。齊藤茂雄〈突厥第二可汗國的遺民團與安

史之亂：關於回鶻派遣援軍之亂〉結合實物史料，68 闡

釋了在唐帝國的羈縻統治下，唐代漠南的突厥系遊牧民

族逐漸成為安史之亂叛軍的因果緣由。作者運用整體視

野，將草原遊牧世界與中國唐帝國本土視為一體，從遊

牧民族史的視角將漠北、漠南視為一體，探討了唐統治

下的漠南遊牧民與北方遊牧國家的關係。齊藤茂雄另有

〈怛邏斯之戰與碎葉―以唐朝出兵目的為中心〉，69

文章從高仙芝率領唐軍奔赴怛邏斯之戰的動機著筆，考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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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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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4
65

6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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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沼愛語，〈降嫁が成立しなかった和蕃公主の事例に見る唐代の外交関係〉，《古代文化》74：1（2022）：53-65。

石見清裕，〈唐の絶域・蕃域規定をめぐって〉，《史滴》44（2022）：144-146。

中田裕子，〈回鶻路と安史の亂〉，《世界仏教文化研究論叢》60（2021）：1。

荒川正晴，〈唐都護府體制下の交通運用について：安西・北庭両都護府の例を中心にして〉，《唐代史研究》26（2023）：5-36。

森部豊，〈唐代中後期のソグド系武人に関する覚書〉，《文書・出土・石刻史料が語るユーラシアの歴史と文化》（2023）：138-164、

〈唐前半期の営州における契丹人・靺鞨人と羈縻支配〉，《東洋史研究》80：2（2021）：209-252、〈唐朝の羈縻政策に關する一

考察：唐前半期の營州都督府隸下「羈縻府州」を事例として〉，《東洋史研究》80（2021）：209-252。

森部豊，《唐：東ユーラシアの大帝國》（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23）。

赤羽目匡由，〈渤海の中央官制と地方制度〉，《渤海の古城と國際交流》（2021）：43-61。

赤羽目匡由，〈則天武后末期の東方情勢に関する一問題：渤海における則天武后の影響と殘像〉，《唐代史研究》24（2021）：

57-79。

崔睿岩，〈安西都護府の始動時期について〉，《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15（2022）：435-446。

齊藤茂雄，〈唐代漠南のウイグル遊牧民とウイグル可汗國：「李秉義墓誌」・「回紇瓊墓誌」の検討を通じて〉，《待兼山論叢•

史學篇》54（2020）：53-81。

齊藤茂雄，〈突厥第二可汗國の遺民集團と安史の亂：ウイグルの「援軍」派遣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81：3（2022）：

373-407。

齊藤茂雄，〈タラス河畔の戦いと砕葉―唐の出兵目的をめぐって〉，《東洋學報》105：2（2023）：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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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西元 751 年唐朝與伊斯蘭軍隊之間發生的怛邏斯之戰

的歷史淵源，並闡釋了導致怛邏斯之戰的高仙芝出征並

非有意針對伊斯蘭勢力，兩派之間的交戰純屬巧合。

近年來，關於唐代軍政體制與地方節度使研究，福

島理生有〈關於唐代藩鎮體制下的江南佛教政策：以元

和中興的「度僧」為中心〉，70 詹滿江〈薛濤與節度使〉

對身為營妓的薛濤，71 及其所作與唐地方節度使相關的

詩進行了考察。其解讀薛濤陪侍宴席、被節度使懲罰或

遭遇叛亂而臨危受命的相關詩文，借此窺見唐代官僚與

妓女的關係。吉田歡〈城柵與唐朝的邊境統治〉論述了

唐代的鎮、戍、都護府，72 並將日本的城柵與唐朝邊境

地區的防禦系統進行了比較。神策軍原是駐守西北邊陲

的軍鎮之一，以安史之亂為契機，代替已經衰落的北衙

禁軍，不久成為中央禁軍。李宇一〈唐代「神策外鎮」

再考〉選取文獻記載中的神策「外鎮」辭彙，73 重點討

論了《續通典》中所見的神策「外鎮」與「十三鎮」的

異同，認為《大事記續編》引用的《續通典》中記載的

神策「外鎮」和神策「十三鎮」屬於不同的系統，神策

「十三鎮」屬當道節度使或都團練使。李宇一重新探討

了以往研究者模糊使用的「神策外鎮」概念，並指出將

駐外神策軍稱為或寫作「神策外鎮」並不合適。關於唐

朝軍政的相關著作，汲古書院於 2020 年與 2021 年分別

出版了 2014 年早稻田大學的兩本博士論文：林美希「唐

代前期北衙禁軍研究」、平田陽一郎「隋唐帝國形成時

期的軍事與外交」；74 並於 2023 年出版島居一康《唐宋

軍政史研究》。75 另有新見圓《唐帝國的滅亡與歐亞東

部：藩鎮體制的通史研究》由思文閣出版。76 

金吾衛為唐時負責偵察、放哨、指揮與領導野戰部

隊的御衛隊，通過執行其軍事職能來支持最高指揮部的

權威。田頭賢太朗〈唐朝皇帝的軍事指揮權與金吾衛〉

一文，77 以金吾衛為中心，從唐代帝王軍事指揮權的角

度，闡釋了唐代軍事指揮機構的運作，認為鮮卑遊牧軍

事組織金吾衛被納入唐帝王的軍事指揮，為唐官僚機構

中游牧元素的體現。旗手瞳〈關內道羈縻州首領一族

―以安史之亂前後為中心〉，78 對開元天寶年間，關

內道居住的吐谷渾系、黨項系、吐蕃系等首領家族及其

羈縻州進行了論述。文章認為，關內道羈縻州的首領家

族以其家族成員為中心，在安史之亂時即率領本羈縻州

的兵力從軍，這一時期，首領以及親族被安排在參與羈

縻州管理的崗位上，使羈縻州民的影響力不減，在危急

時刻能夠迅速團結起來。

關於地方藩鎮，江川式部〈唐代藩鎮與祠廟〉結合

各自藩鎮情況，79 對邠州（現陝西彬州）薑嫄公劉祠與

魏州（現河北省大名縣）狄仁傑祠二廟的祠廟碑文進行

了考證與解讀，該文自地方信仰的角度，通過節度使自

發重建古廟、重視祭祀禮儀的事例，闡釋了作為地方政

權的唐代節度使，其重建、保護祠廟，並舉行地方祭祀，

是為獲取藩鎮民心、維繫統治。人們普遍認為，唐朝滅

亡主因在於黃巢之亂，新見圓〈僖宗時期唐代藩鎮體制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福島理生，〈唐代藩鎮體制下の江南における仏教政策について：元和中興に至るまでの「度僧」を中心に〉，《史観》186（2022）：

157-159。

詹満江，〈薛濤と節度使〉，《杏林大學外國語學部紀要》33（2021）：1-12。

吉田歓，〈城柵と唐の辺境支配〉，《米沢史學》36（2020）：45-56。

李宇一，〈唐代「神策外鎮」再考〉，《史泉》133（2021）：A1-A39。

林美希，《唐代前期北衙禁軍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20）﹔平田陽一郎，《隋唐帝國形成期における軍事と外交》（東京：

汲古書院，2021）。

島居一康，《唐宋軍政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23）。

新見まどか，《唐帝國の滅亡と東部ユーラシア：藩鎮體制の通史的研究》（京都：思文閣，2022）。

田頭賢太朗，〈唐皇帝の軍事指揮権と金吾衛〉，《東洋學報》101：4（2020）：61-91。

旗手瞳，〈関內道の羈縻州首領一族について―安史の亂前後を中心に〉，《東洋學報》102：3（2020）：31-62。

江川式部，〈唐代の藩鎮と祠廟〉，《國學院雑誌》122：2（202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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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崩潰〉一文，80 考察了與朝廷共存的唐代藩鎮在僖宗

時期黃巢之亂後發生的質變，分析了僖宗時期的軍事政

策存在過失，朝廷未能採取有效的對策，兩起動亂相互

聯動並不斷擴大，藩鎮體制在軍事上的崩潰導致了唐朝

的解體，故唐朝的滅亡是由於黃河南北發生的兩起動亂

的相互作用。新見圓亦從亞洲大陸的整體史角度考察唐

宋過渡，其〈唐末五代更迭時期的幽州盧龍軍節度使―

從與沙陀、契丹的關係說起〉對早期沙陀契丹和「河北

三藩鎮」之間的政治和軍事關係進行了考察，81 文章論述

幽州使節在唐亡、五代興起的動盪時代中的影響，並闡

明在盧龍節度使等地方使節的緊密聯繫下，沙陀、契丹

等「中亞式國家」從安祿山叛亂中起源並產生的過程。

近四年，日學界之於唐代社會史與財政經濟史研究

成果較少。關於唐代社會與都城史研究，宇都宮美生對

於唐代洛陽的水利及運河建設等深入研述，在其博士論

文「隋唐洛陽城水利研究」外，82 亦有〈論隋唐的水利

機關：以《唐六典》為中心〉、〈隋唐洛陽的都城與水環

境〉等文章。83 孫璐則有〈關於唐朝醫療制度的考察〉，84

前島佳孝亦有〈唐代長安明堂乾封二縣小考〉等文。85

關於唐代經濟史，宮澤知之有〈唐宋粟米考〉，86 早田

悠馬有〈唐代中國波斯、大食商人的動向：關於銅的貿

易〉。87 受全球史和新經濟史研究等新興領域的啟發，吳

明浩的博士論文「唐宋變革時期的國家與經濟：圍繞唐

代的財政、稅法、貨幣」，為近年來日本為數不多唐代經

濟史專題研究，88 作者基於岩井茂樹、包偉民的研究基礎，

從地方獨特的財政立場、與社會對國家經濟整合的反應

方面進行探析。文章闡釋軍鎮財政管理的統一是節度使

誕生的開端，批判了前人對楊炎的「量出制入」的討論，

對中國稅法史分水嶺的「量出制入」進行新的解釋，綜

合闡析唐代兩稅法的基本結構及其演變，探討兩稅法的

成立意義。

2020 年來，日學界對唐朝實物研究深入，產出頗

豐。久野美樹有〈唐代龍門石窟的一佛多菩薩像〉；89

施宇莉、筱原咲希有〈山東博興疃子遺址出土唐代漆器

研究〉；90 澤田雅弘〈晚唐〈劉遵禮墓誌〉〈劉中禮墓誌〉

中的邵建初刻：鐫刻記名刻者的關係〉對劉遵禮與劉中

禮兩方墓誌中的刻者進一步深入探討，91 此外他還編有

《隋唐石刻拓本所在目錄：碑、造像記、刻經等（墓誌

銘除外）》。92 另有森部豊〈石刻史料中唐朝羈縻統治形

象的重新檢討〉，93 立石謙次〈唐武周時期雲南漢文化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新見まどか，〈僖宗期における唐代藩鎮體制の崩壊〉，《史學雑誌》129：9（2020）：1-35。

新見まどか，〈唐末五代變革期の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沙陀・契丹との關係から〉，《東洋史研究》79：3（2020）：443-472。

宇都宮美生，「隋唐洛陽城水利研究」（東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論文，2020）。

宇都宮美生，〈隋唐の水利関係の諸機関について：《唐六典》を中心に〉，《法政史學》98（2022）：86-113、《隋唐洛陽の都城と水

環境》（東京：雄山閣，2023）。

孫璐，〈唐の醫療制度に関する一考察〉，《廣島法學》45：2（2021）：103-126。

前島佳孝，〈唐代長安明堂乾封二県小考〉，《中央大學アジア史研究》47（2023）：81-106。

宮澤知之，〈唐宋粟米考〉，《唐宋変革研究通訊》11（2020）：10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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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考察《大周故河東州刺史之碑》的分析與試譯〉

等文。94 石野智大有〈唐代玄宗時期的鄉望與村落社會：

河北省本願寺舊藏〈金剛經碑〉復原〉，95 討論河北省

本願寺舊藏被稱為「鄉望」的唐〈金剛經碑〉，深入研

究唐朝鄉村行政組織、村落組織以及包括這些組織在內

的基層社會結構。森美智代、沈睿文〈太原金勝村唐墓

再考〉一文，96 通過對太原金勝村唐墓的進一步研究，

認為金勝村為信仰祆教的粟特胡墓地，墓主人多為從五

品以下，是虞姓粟特胡的可能性較大，他們曾追隨李淵

起兵並建立功勳。

回顧 2020-2023 年的日本唐史學術研究，諸學者深

入探析唐朝政治、文化領域，同時對唐制度、少數民

族、邊疆、藩鎮與考古領域進行廣泛的學術考察。四年

來，日本唐史界以禪宗佛教、詩文藝術為熱點，傳統政

治史領域佳作頻出，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石刻、文獻使用

頻繁，唐佛教禪宗思想成為重要研究熱點，詩文、藝術

與邊疆少數民族政權研究精細深入，性別及意識形態等

議題受到關注。日本學界以東亞共同體，即「東歐亞世

界」的整體史觀、「由周邊看中國」的廣域視角，突出

中日對比研究的鮮明特性。眾多領域視角宏大、涉及深

入、成果顯著﹔然而唐社會、經濟領域相關研究則略顯

不足。日本研究者從文書、文獻、石刻、碑記中挖掘寫

作材料，在嚴謹的史料運用下進行深度理論創新，日本

東亞及漢學領域著名學者如氣賀澤保規、金子修一、齊

藤茂雄、森部豐、江川式部、岡野誠等筆耕不輟、研究

持續深入，青年學者則涉獵廣泛、成果湧現。近四年，

日本學界以東亞共同體下的整體史觀與特殊別樣的研究

視角，以豐富的學術產出補闕了中國唐史研究略而不

精、創新不足的缺憾，值得中國學界參考。本文就日本

唐史研究視角、熱點與方向轉型作出陳述總結，為中國

唐史研究提供參考、對話與互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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