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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研究》

内容概要

窪添慶文是日本戰後第二代魏晉南北朝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重要學者，本書則是他針對此期官僚制「
走出自己的一條路」的集成之作。全書運用《魏書》、墓誌銘等一手史料，以嚴謹綿密的考證，針對
該時期官僚制的諸多問題提出深刻、極具參考價值的觀點。全書分為「中央與地方官制」、「官僚制
的內部」、「官僚制與宗室」三大部分，共收錄作者官僚制相關論文十七篇，另有一序章，展現出文
獻研究與史料批判所能達到的高峰，並成為其後研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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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簡介】
窪添慶文
日本東京大學文學碩士（人文科學研究科東洋史），御茶水女子大學文教育學部人文科學科教授，
於2007年3月退休；亦曾任立正大學教授、日本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會會長，現為御茶水女子大學名譽教
授，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研究員。
窪添慶文是日本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代表性學者，主要研究課題為北朝官僚制（以貴族、異民族、職
官為中心），重要著作為《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研究》，另有《晉書食貨志譯註》（共著）、〈北魏服
属部族小札〉、〈墓志的起源及其定型化〉等。
【譯者簡介】
趙立新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歷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外國人研究員、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助
理教授，現為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中古政治與社會中的權力現象和秩序
感，此外關注中國與古代東亞、內陸亞洲的互動。著有《西晉末年至東晉時期的「分陜」政治──分
權化現象下的朝廷與州鎮》、《南朝宗室政治與仕宦結構：以皇弟皇子府參軍為中心》，及〈南朝士
人起家前的名聲與交遊〉、〈《金樓子．聚書篇》補注〉、〈平壤安岳三號墓（冬壽墓）的研究回顧
〉等論文。
凃宗呈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東吳大學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
究人員，現任成功大學歷史系專案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中古死亡與喪葬文化史、物質文化與日
常生活史。著有〈東晉南朝士族的墓葬文化初探：以南京地區單室磚墓與隨葬品為中心〉等論文。
胡雲薇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研究領域為中國中古士人史、社會文化史。著有〈千里宦遊成底事，每年
風景是他鄉：試論唐人的宦遊與家庭〉、〈初唐士族與文學關係初探：以李嶠為例〉、〈聞哀小考〉
等論文。
魏郁欣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修士課程（前期博士課程）修了，
專攻中國明清史和宗族史。目前就讀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後期博士課程。
呂雅婷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現為國中教科書歷史科編輯。
何源湖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暨日本語文學系畢業。譯有《明治維新》、《日俄戰爭的時代》等書。
黃胡群
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學士，東吳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專長為中國中古時期的政治史與宗教
史，碩士論文題目為《祈福與教化：唐代儒家官僚推行地方祭祀的理念與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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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推薦序／甘懷真
序章　日本魏晉南北朝官僚制度的研究
【第一部　中央與地方官制】
第一章　關於北魏前期的尚書省
前言
一、北魏的大人官
二、明元帝時代的尚書
三、道武帝時代的尚書
四、太武帝以後的尚書
結語
第二章　北魏門下省初探
前言
一、北魏後期的門下省
二、北魏前期的門下省
結語
第三章　北魏初期的將軍號
前言
一、晉、宋、北魏的將軍號及其序列――以官品表為中心
二、北魏初期的將軍號
三、北魏初期將軍號的序列
結語
第四章　北魏的「光祿大夫」
前言
一、「光祿大夫」與將軍號
二、「光祿大夫」與將軍號的組合型態
三、「光祿大夫」與其他職官的對應關係
四、「光祿大夫」的散官化
結語
第五章　北魏州的等級
前言
一、宣武帝、孝明帝時期州的等級
二、北魏前期州的等級
三、結語：州的等級與戶口數
第六章　北魏的「贈官」
前言
一、北魏後期的贈官
二、北魏前期的贈官
三、產生贈官差別的因素
結語
第七章　北魏的太子監國制度
前言
一、留臺
二、留臺與監國
三、監國
結語
第八章　北魏的地方軍（特別是州軍）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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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軍的分布
二、地方軍的活動
三、地方軍的組成
四、結語：州軍的確立
第九章　北魏的都督──從軍事面來看中央與地方
前言
一、北魏「武官都督」的出現
二、北魏都督區的特質
結語
第十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地方官的本籍任用
前言
一、東漢末、三國、西晉時的本籍任用
二、東晉、南朝的本籍任用
三、五胡十六國及北朝的本籍任用
四、隋代的本籍任用
五、地方官本籍任用因素的探討
六、「得鄉情」的分析
七、任用同一家族的考察
八、關於鄉兵的檢討
九、族望的討論
結語
第十一章　四世紀的東亞國際關係──以官爵號為中心
一、五胡十六國的君主稱號
二、五胡諸國所得官爵
三、周邊諸國所得官爵
【第二部　官僚制的內部】
第十二章　國家與政治
前言
一、南朝的議
二、北朝的議
三、目前的三個課題
結語
第十三章　北魏後期的政爭與決策
前言
一、六輔輔政期（太和二十三年四月～景明二年一月）
二、宣武帝（世宗）親政期（景明二年一月～延昌四年一月）
三、孝明帝期之一：于忠專權期（延昌四年一月～九月）
四、孝明帝期之二：靈太后臨朝期（延昌四年九月～正光元年七月）
五、孝明帝期之三：元叉專權期（正光元年七月～孝昌元年四月）
六、孝明帝期之四：靈太后再臨朝期（孝昌元年四月～武泰元年四月）
結語
第十四章　北魏的「議」
前言
二、 一、宣武帝、孝明帝時期的議
二、孝文帝親政期的議
三、孝文帝親政前北魏之議
四、北魏前期議的特色
結語
【第三部　官僚制與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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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河陰之變小考
前言
一、河陰之變的犧牲者
二、免於災難之人
三、元氏擔任府官事例
四、占據中央官的元氏和北族的位置
第十六章　北魏的宗室
前言
一、北魏後期政治史中的宗室
二、北魏宗室的狀況
結語
第十七章　從籍貫、居住地、葬地看北魏宗室
前言
一、在洛陽的籍貫和居住地
二、邙山的墓域
結語
後記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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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先生对北朝官制几个问题考证极细，书中往往先罗列全部事件，再做以分类总结，虽然是比较“
笨”的方法，但在扒梳史料的过程中，往往能还原问题的本质。先生治学方法，很适合历史初学者借
鉴
当然，因为书中论述界限不明显，对史料的逐条分析又稍显冗长，读时需先了解先生写作的特点，不
然很难通读
2、台版已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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