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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我曾主编一套《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因为各种客观条件所限，那套书收录的六位日本学者的论著都是有关宋代文学的。
此后，我又陆续联系到研究宋代思想、历史的六位中青年学者，故现在有条件编成第二辑。
相对来说，这第二辑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包括了宋代思想、政治结构、士大夫社会、家族、都市、
货币等多个方面的研究，对于国内同行了解和参考日本宋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相信会有帮助。
　　第一辑的《前言》曾就“宋学”一词作过解释，嗣后仍有读者质疑于我，这里继续谈点个人的看
法。
清人将“宋学”与“汉学”对举，分指义理之学和考据之学，这是从治学方法上对宋明和汉唐儒学之
特点进行比较总结的结果，当然有其合理性。
但是，特点并不等于全部，如在汉唐学术和宋明学术的意义上理解“汉学”和“宋学”，我们根本无
法想象哪个时代的学术是只有考据没有义理，或只有义理没有考据的。
事实上，汉代今文经学的长处并不在于考据，而有些宋代学人对制度史的叙述，对书目、金石、谱谍
之学的关注，对诗文用典的细密调查，都充分展示出其考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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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第二辑之一。
所谓“道学”，又有“宋学”、“理学”、“性理学”、“程朱学”、“濂洛关闽之学”等种种称呼
，本书始终把握住自北宋初延绵至南宋的思想动向，从中钩沉出道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具体描述了
北宋以二程为主的道学之形成过程，包括通过对道学论敌王安石之新学与苏轼之蜀学的辨析从反面廓
清了道学的存在形态与理论要点，又在对二程高足杨时的叙写中展开了道学于南宋开始愈见盛行的情
形以及集大成者朱熹出现的社会及理论背景，可谓言之有据，眉目清朗。
本书各章节皆建立在已往发表之论文的基础上，可以说是作者土田教授多年研究成果的一次结集，此
次以中文译本行世，相信有益学界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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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土田健次郎，文学博士，1949年生于东京，1973年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毕业，1978年大学院文
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满期退学，现任早稻田大学副总长、文学学术院教授。
研究领域为中国宋代思想和日本江户时代思想，曾获日本中国学会奖、东方学会奖，主要着作有《道
学の形成》(创文社，2002年)、《近世儒学研究の方法と课题》(编着，汲古书院，2006年)、《圣教要
录·配所残笔》(译注，讲谈社，2001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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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从佛教的方面来看。
与以玄奘为代表的唐代取经事业相对应，北宋的太祖、太宗朝也多次派遣留学生，或招致印度僧人。
与唐代的翻经院相对应，宋朝设置了译经院。
与唐太宗的《三藏圣教序》相对应，宋太宗写了《新译三藏圣教序》。
另外，利用五代以来经过改良的印刷术，宋朝的大藏经开版了，这也是对唐代的模仿。
　　道教方面也一样。
对应唐代的《三洞琼纲》，宋朝编纂了《大宋天宫宝藏》。
进一步，唐代的帝室以同姓为由树老子为始祖，与此对应，宋真宗在天书事件中，也编造了一位叫做
赵玄朗的与宋室同姓的道教神①。
　　儒教方面，继承唐代制作注疏的事业，续成新的四部.这样就使注疏的总数达到了十三经。
关于注疏在宋初的权威地位，已经不必多说了。
　　文学方面，宋初风靡一世的西昆体，也是李商隐等晚唐诗风的延续。
不唯诗歌，文章也尊尚四六骈俪，无疑是对唐代的继承。
儒教与文学领域的这种倾向，也极有力地规定了当时科举的存在方式。
　　这样，到真宗为止的三朝，皆以唐文化的复兴为基调，这对于唐代灭亡以来首先建立了真正的统
一王朝的宋来说，也是一件当然的事。
另一方面，唐中期以后代表着新潮流的古文家，依然处于一种在野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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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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