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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书收录的著作目录采用了中文和日文两种文字，读者需要查阅日文版图书资料时，请使用日文
书目检索。
著者的姓名为中文简体字。

二、著者简历中的学校均为最后毕业学校，对于著者学位、履历以及生年卒年未详者，均未记人。

 三、本书收录著作的版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以最新版本为主，并附初版的年代。

四、本书收录著者的论著如有两部以上者，则在第一部著作介绍时附著者简历。
其次，论文集的主编如没有收录其个人著作，也附其简历。
其他如祝寿论文集、学术论文集中的执笔者则一律不附简历。

五、本书收录著作及介绍内容均侧重于中国古代史及相关领域，在介绍多卷本著作方面的取舍也如此
。
例如在《津田左右吉全集》、《白鸟库吉全集》、《江上波夫著作集》等著作中，凡与中国史无关的
章节，均介绍从简。

六、本书所附著者的简历资料主要来源于各著作之简介以及日本各学会发行的刊物、各大学编纂出版
的校史文献资料、各网络公开资料以及电子版《日本人名大辞典》、《百科事典》、财团法人东方学
会网站、日本文部科学省有关人文科学课题研究网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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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四卷：《中等东洋史》（初版于1898年，304页）；《东洋史教授资料》（初版于1914年
，446页）； 本卷收录了《中等东洋史》和《东洋史教授资料》两部著作。
前者是教科书，后者是教师用参考书。
这部教科书出版后得到日本学界广泛好评，那珂通世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近年出版的东洋史著作特点
是，只叙述中国的盛衰过程，而忽略了塞外的历史变迁，特别是对与东洋、西洋密切相关的中亚地区
兴亡历史几乎全部没有论及，这对研究亚洲古今发展大势显然是不利的。
桑原的这部教科书在这方面做了重要的补充，无论是史料的旁征博引，还是历史叙述的简要兼得方面
都受到了当时学界的高度关注。
 《中等东洋史》： 总论：一、东洋史的定义及范围；二、地势；三、人种；四、时代区分； 上古期 
汉族发展时代：一、周以前；二、周； 中古期 汉族昌盛时代：一、秦及西汉初期；二、西汉的外国
经略；三、西汉末世及东汉初期；四、佛教东渐；五、东汉末世、三国及西晋；六、五胡十六国及南
北朝；七、隋及唐初；八、唐朝的外国经略；九、唐的中世及末世； 近古期 蒙古族最盛时期：一、
契丹及北宋；二、女真及南宋；三、蒙古；四、元及明初；五、元末明初的塞外形势；六、明朝的中
世及末世； 近世期 欧洲人东渐时期：一、清朝的初期；二、清朝的塞外经略；三、英国人的东渐；
四、中亚的形势；五、太平洋沿岸的形势； 附录：中等东洋史年表略。
 《东洋史教授资料》：自汉族的起源、三皇五帝的名称至清朝末年的制度改革，总共设有242个条目
，其后还有民国时期的30个条目。
这些条目著者认为是教授东洋史的必备历史常识。
其中有关元代文字、马可波罗以及元明两代中西交通史方面，均有著者的独到见解。
书后有长达24页宫崎市定撰写的解说。
 第五卷：《蒲寿庚的事迹》（初版于1923年，241页）；《考史游记》（初版于1942年，279页，附图
版128页）； 《蒲寿庚的事迹》： 第一章：绪言； 第二章：本论： 一、大食人的通商；二、居住中国
的大食商贾；三、居住广州的蒲姓；四、蒲寿庚的经历（上）；五、蒲寿庚的经历（下）；蒲寿庚一
族；六、结语； 附“唐宋元时代东西两洋海上交通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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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收录的著作要目只是日本中国史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收录的
对象主要侧重于中国古代史及其相关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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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20世纪的日本中国史学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日本学者研究课题的角度和对历史文献的细
致解读与思考方式，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能忽视的参考体系。
书中对日本学界几代主要学术领军人物及其学术传承做了介绍，便于中国学者系统了解日本中国史学
界的整体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陈高华 以“章目提要”方式介绍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研究
的成果，为我们客观掌握原著的基本信息提供了可能。
编著者审慎参考了大量相关的书评，为入选著作的学术价值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将20世纪日本大师级著名学者的个人全集以及获得日本学士院奖的各部著作囊括其中，对于近代日本
学术史的研究亦不无裨益。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国刚 编著者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先后师从谷川道雄、竺沙雅章、永
田英正、河内良弘、砺波护等著名学者，在日本留学和工作十二年，对日本学界非常熟悉。
书中收录1200余部有关中国古代史方面的研究代表著作，对“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两大重镇的
代表著作的收录用力尤勤。
该书在促进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方面将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辛德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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