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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与中岛敏夫教授订交，始于1982年。那年春天，我应东京大学的聘请前往讲学，在东京都文京区西
片Westwood Mansion独自住了一年。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又不懂日语，难免有些孤独，幸亏东大
的老师和学生们常常找我谈论学问，或者跟我一起吟诗唱和，或者约我参观、旅行、访书，才排遣了
难耐的寂寞。中岛先生是爱知大学的教授，东大的校友，当时因为注释李攀龙所编的《唐诗选》，常
常从丰桥到东京查阅资料，我很快就认识了他。记得那是5月的一天，他和几位朋友一起到我的宿舍
来看望我，谈起想组织一个读书会，跟我一起读宋词。我们谈得很投机，当即决定从6月份开始。这
个读书会一直延续到1983年4月我回国才结束。在这十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不仅一起读书，而且一起旅
行，结下深厚的友谊。到了90年代，我应中岛先生的邀请先后两次去爱知大学集中讲学，每次路过东
京时都受到东京的老朋友们热情款待，他们为我组织了规模在三十人以上的欢迎会，大家一起叙旧，
十分愉快。我所写的《中国文学概论》这本书，就是在中岛教授的“逼迫”下，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一
口气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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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日学者中国学论文集》是刘柏林与胡令远所著，供广大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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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说：“金陵旧都，地称天险，龙盘虎踞，开扃自然。六代皇居，五福
斯在。雄图霸迹，隐赈由存。⋯⋯伏惟陛下因万人之荡析，乘六合之诪张，去扶风万有一危之近邦，
就金陵太山必安之成策。”李白此议，并非无稽之谈，隋唐之世，东北游牧之发展，东南农耕之发达
，逐渐改变了东西方的政治格局，安史之所以据幽蓟而发难，永王之所以据江淮而抗衡，正透露出这
种潜移迹象。及至元明清，正证明了经济东兴直接影响了政治中心自西而东的大转移。近三朝大一统
，均定都于北京，明初洪武建都于南京，及成祖北迁，南京降为留都。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政治中
心也随之迁移，都城也就有不同的定位，并且有不同的定向。我们今天说到东京，便想到洛阳，说到
西京，便想到西安，说到南京，便想到江苏的南京，说到北京，便想到我们的首都。其实历史上的东
西南北京，远不只这四个地方，如北宋以今河南开封为东京，五代后唐以今山西太原为西京，唐天宝
末以今四川成都为南京，金源以今辽宁波罗为北京。凡是作过京城的地方，大都重新冠以方位词，同
一个地方，也可能冠以不同的方位词，如今河南洛阳在北宋就定为西京，今首都北京在石晋时就定为
南京，情况十分复杂。可见，历史上作为政治中心的京都，要分出个东西南北也并不很容易，这是定
向之难，至于定位之难，搞历史地理的专家，也未必能搞得十分清楚，周秦汉唐之西京（都）和东京
（都）在今西安和洛阳的具体位置是各不相同的，宫殿的基址也各不相同，没有考古的实物依据，是
很难辨别的。西安兴庆公园里发现华萼相辉之楼的柱础，我们可借以确定南内（兴庆宫）的方位，洛
阳定鼎路发现明堂遗址，我们可借以确定唐代东都（武周神都）宫殿建筑群的具体方位。但历史遗存
实在太少，所以许多都城和宫殿的具体方位就很难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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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岛的第四个特点是善于使用电脑。他是我们同代人中较早地熟练地掌握电脑的一个人。他本来就是
一个富有好奇心、喜欢新事物的人。《唐诗类苑》、《古诗类苑》的解题执笔的《三皇五帝夏禹先秦
资料集成》的资料整理，都是他有效利用电脑的结果，可以说，他是彻底地钻进电脑里去。受他的影
响，我们从北京回国后也将文学处理机换成了个人早脑。总之，介绍中岛的关键词是“年经”吧。中
日交往历史修久，近世以来则多生龃龉。而日本治中国文史之学者，每每对中国多抱善意。图籍风物
，固其所好，于中国人物亦易感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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