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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 本学 界的 南 诏 史研 究 肇 兴 于 世纪 年代末 在 世 纪五六 十年 代和 世纪

九十年代 至 今形成两个研究 高 潮 。 从研 究 取 向 来看
，

曰 本 学 界 的 南 诏 史研 究 可 以 归 纳 为 三 个主 要

的 研究领 域
一

是 以牧 野巽 、 白 鸟 芳 郎 为 代表的
‘‘

民族学 和 历 史语言 学
”

视 角 下 的 南 诏 民 族史 和 历 史

语 言研 究 ， 其主要 内 容是探讨 南诏 的 族群结 构 与 各族群 的 语 言 类 型 及其 与 现 代大 理地 区各 民 族及

其语 言 的 关 系
；

二是 以藤泽 义美 、林谦
一

郎 为代表 的
“

政治 制 度史 取 向 下 的 南诏 政治 史 与 制度 史研

究 其核心 内 容是探讨 南诏 的立 国 基 础 ， 南 诏 国 的 政治 制 度 与 社会 阶 层 ， 南 诏 与 唐 、
吐 蕃 关 系 ， 南 诏

的对 外战 争 与都城 变迁
；

三 是 以武 田 史 子 、今 丼净 圆 为代表 的
‘ ‘

思 想 文 化 史
”

取 向 下的 南诏 宗 教史 和

艺术 史研 究 其主要 内 容是探讨南诏 的佛教 史
、佛教 艺 术 、 佛教 与政 治 关 系 等 。 在 与 中 国 和 西 方 学

界 充分 交流 的基础 上 ，
日 本学 界 三 种 取 向 的南 诏 史 研 究都取 得 了 具有方 法 论意 义 的研 究 成果 但 也

都存在不足之处 ； 南诏 史 研 究仍然具有很大 的 学术 空 间 。

关键词 南 诏史 曰 本 民族学 政治 制 度史 思 想 文化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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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曰本南诏学源流

世纪末 、 世纪初 ，经历明治维新并在甲 午战争中战胜中 国的 日本 ，逐渐建立

起近代学术体制 ，深受西学影响的 日 本历史学者开始以强者的 目光来重新审视中国历

史 ，力图构建起全新的东洋史体系 。 世纪上半叶 ，受 日 本扩张主义国家战略 、西方

学术潮流双重影响的 日本史学界展开中国
“

边塞史
”

、

“

西域史
”

、

“

征服王朝
”

的研究 ，

力图从中国周边发现历史进而从中国周边构建历史 ，
以 白鸟库吉为代表的 日本东洋史

学者先后在中 国东北 、北方 、西北地域史和满 、蒙 、维 、藏及突厥 、匈奴 、鲜卑等北方民族

史研究领域取得了较为突出 的成果 。 与此相对的是 包括南诏 、大理在 内的中 国西南

区域史和民族史并未受到 日 本学界的重视 除了中 国通史中有关南诏的通论性和概述

性介绍外 ，鲜有关于南诏史的专论和专著问世 。 世纪 年代开始 ，
日 本开始 向东

南亚扩张 ，

一

些 日 本学者开始关注东南亚历史 。 日 本投降 、
二战结束之后 ， 日 本的中 国

史学界不再因侵略中国 的战略需要而集中于北方边疆民族史研究 ，
而是以更为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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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视野来审视中国 ，包括南诏史在内的西南区域史和民族史也开始受到 日本历史学

者的关注 ，
经历几十年的积累逐渐形成富有 日本学术特色的南诏史研究 。

日本的南诏史研究肇兴于 世纪 年代末 ， 后于 世纪五 年代和 世纪

年代至今形成两个研究高潮 在民族史 、制度史 、宗教史等领域都取得了较为突出

的成就 。 就其研究范式来看 ，
日本的南诏史研究受到由 白鸟库吉等人开创的

“

东京文

献学派
”

的影响 ， 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文本分析和实地考察 。 从研究取向来看 ， 日本的

南诏史研究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的研究领域
一

是以牧野巽 、 白 鸟芳郎为代表的
“

民

族学和历史语言学
”

视角下的南诏民族史和历史语言研究 其主要内容是探讨南诏的

族群结构与各族群的语言类型及其与现代大理地区各民族及其语言的关系 ；
二是以藤

泽义美 、林谦一郎为代表的
“

政治制度史
”

取向下的南诏政治史与制度史研究 ，其核心

内容是探讨南诏的立国基础 ，南诏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阶层 ，南诏与唐 、 吐蕃关系 ，南

诏的对外战争与都城变迁 ；
三是以武田史子 、森雅秀 、今井净圆为代表的

“

思想文化

史
”

取向下的南诏宗教史和艺术史研究 ，其主要内容是探讨南诏的佛教史 、佛教艺术 。

在与中国和西方学术界充分交流的基础上 ， 日本学界三种取向的南诏史研究都取得了

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研究成果 ，
但也都存在不足之处 从总体和长远来看 ，南诏史研究仍

然具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

从国际南诏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来看 ，
日 本是中国之外的南诏研究重镇 ，在南诏研

究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成就 。 然而截至 目前 ，笔者尚未见到有学者对 日本的南诏史

研究进行全面的归纳总结
，
而 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鲜为国 内学者所知 。 有鉴于

此 ，本文将从学术源流 、研究领域 、视角方法 、成就不足等方面对 日本的南诏史研究进行

分析梳理和归纳述评 ，
以期推动中 日南诏史研究的交流与国际南诏史研究的进展 。

二
、民族学和历史语言学视角下的南诏民族史研究

世纪 年代后期
，
战后的 日本东洋史研究尤其是中 国区域史研究发生重要转

向 ：

一方面是中国北方边疆与民族史研究因 日本侵华的失败和数十年成果的积累而不

再成为 日本东洋史学者的唯一焦点 ，另一方面是二战后期 日本在东南亚的扩张和寻找

新的研究领域的需要使得中国西南区域史和民族史成为 日本学者新的研究课题 。

世纪 年代以来 ， 由 日本民族学协会主办的 《民族学研究》成为 日本南诏史学者发表

其研究成果的主要阵地 ，而 日本民族学协会则是由 日本民族学泰斗白 鸟库吉于

年发起创办并担任首任理事长的 。 世纪 年代开始 ，
日本社会学家牧野巽和 日本

民族史 、民族学家白鸟芳郎对南诏民族史和历史语言所做出 的卓越研究则正式开创了

日本的南诏史研究 ，并奠定了 日 本南诏史的研究基础 。

牧野巽 是 日 本昭和时代著名的社会学家 ，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 ，先

后在大阪大学 、早稻 田大学任教 ，
以 中国宗族和家族研究而知名 。 世纪四五十年

代 ，他先是在《民族学研究》发表《南诏 大理 民家之语言》 （ 、《云南民家族的

祖系传说》 （ 两文 ，后又在《东洋学报》上分上 、 中 、下三篇发表了 《南诏大理的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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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 （

—

文 ，对南诏 、大理和 民家 （ 白族 ） 的族属 与语言及其关系进行了 长

时段研究 从而揭开了 民族学和历史语言学视角下的南诏史研究序幕 。 他根据李京

《云南志略 》残卷记载认为大理遗 民 白人的词汇与当今的民家语汇相
一

致 ，
又根据唐

樊绰的 《蛮书》进一步认为南诏 的词汇与当代及元代的民家词汇多有类似之处 ，从而

推断南诏 、大理和民家的语言属于同
一语组 ，即藏緬语 ，南诏也并非是傣族人建立的政

权 。 他认为民家是南诏 和大理人的直系后裔 ，其所用的语言属于藏缅语 。 元明以来 ，

白族逐渐被汉化并被称为民家 ，并形成了 民家是 自南京徙入云南的汉族后裔的传说 。

白鸟芳郎 年出生于东京的
一个 日 本东洋史学世家 ，其祖父就是赫赫有名的

曰本东洋史泰斗 、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白鸟库吉 其父亲白 鸟清也是 日 本东洋史专家 ，

自幼就深受家学熏 陶 立志从事东洋史研究② 。 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学

习期间 ，他受到和 田清和加藤繁两位教授的指点 ，先从事东北亚史学习 和研究 后受到

山本达郎的影响 ，开始对华南和东南亚民族史产生浓厚的兴趣 ，并 以 《汉代对南越之

经略》为毕业论文从东洋史学科毕业 。 从 年 月 ，他进入上智大学文学部史学

科担任讲师 ，并于 年间在《 民族学研究》上先后发表 《南诏及大理的民族

及其遗民 民家的语言系统》 （
、 《乌蛮与 白蛮 的所在地与 白子国及南诏六诏之关

系 》 （ 《云南的蛮族 乌蛮与白蛮 》之一 ， 、 《南诏 、大理的居民与爨 、篼 、 罗罗 、 民家

诸族之关系 》 （ 《云南的蛮族 乌 蛮与 白 蛮》之二 ， 研究的三篇系列论文 ， 对南

诏 、大理政权的居民族属及其语言进行了系统论述 。 他认为乌蛮和 白蛮是云南地区的

两个主要族群 乌蛮所用的语言属于与倮倮 （ 猡猡 ）人和摩梭人相似的藏缅语 ，而 白蛮

所用的语言则是现代云南南部边境地带仍在使用的
一种傣语 这一观点与牧野巽不

同 。 他认为唐代南诏政权的建立者属于乌蛮 而大理政权的建立者则属于 白蛮 。 至于

民家是南诏和大理人的后裔 其祖先是唐代之前云南讲傣语的白蛮或白族 ，
尽管 白蛮

在乌蛮建立的南诏政权统治下受到藏缅语和乌蛮文化的影响 ，但白蛮仍然保留了 自身

① 牧野巽 ： 《南诏 大理 民家 言语》 ，
日 本民族学协会编 《 民族学研究》

；牧野巽 ： 《云南 民家族 祖系传说》 《 民族学研究》 ；牧野巽 ：

《南诏 大理 遗民 》 （上 ） ， 《东洋学报 》 牧野巽 ：

《 南诏 大理 遗民 》

中 ） 《东洋学报》 ； 牧野巽 ： 《南诏 大理乃遗民 》 （
下 ）

， 《东洋学报 》

。

② 金少萍 ：

《 白 鸟芳郎与中 国南方民族研究》 ，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年 期 第 页 。

③ 白鸟芳郎教授古稀记念论丛刊行会 ： 《 白鸟芳郎教授古稀记念论丛 亚细亚诸 民族的历史

与文化》
， （ 东京 ）

：六兴出版 ， 年 ，第 页 。

④ 白鸟芳郎 《南诏及 大理 民族 乇 遗民 民家 言语系统 《民族学研究 》

白鸟芳郎 《 乌蛮 白蛮 住地 白子 国及 诏六诏 関 系 》

云南 蛮族 乌蛮 白 蛮 《 民族学研究 》 白 鸟芳郎 ：

《南诏 大理 住民 爨 焚 罗罗 民家族 関系 》 （
云南 蛮族 乌蛮 白蛮

《 民族学研究 》 白 鸟芳郎 《南诏 问题研究 遍歴》 ， 《上智 史学 》

， 。



华夷圣俗间际——日本南诏学研究述评

的语言和文化 。 通过一系列的论文 ， 白鸟芳郎基本理清了南诏 、大理政权的民族源流

及其语言归属 ，并对南诏 、大理政权的族群结构与各族群的语言类型及其与现代大理

地区各民族及其语言的关系 。

从研究方法来看 白鸟芳郎的南诏和大理史研究 ， 明显受到其祖父白鸟库吉所开

创的东京文献学派的影响 ，注重对唐代《蛮书 》 、元代《云南志略》等原始史料的辨析
，

力图还原民家族源传说背后的历史真相 ，采用民族学和历史语言学的视角来分析南

诏 、大理的民族史和历史语言研究 。 在研究领域上 ， 白鸟芳郎突破了祖父白鸟库吉所

开创的满鲜史 、北亚史 、西域史的藩篱 ，
开创了 日本的华南少数民族史尤其是南诏 、大

理民族史的新领域 ，并逐渐将研究的视野扩大到对东南亚民族的研究 。 年
，
他获

得 日 本文部省研究经费的资助 ，
展开

“

东南亚人文研究资料的基础调査
”

项 目研究 ，并

于 年出版了 《 日本国 内主要图书馆所藏西文东南亚文献综合 目录》
一书 。

在其研究过程中
，
白鸟芳郎认识到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相关文献偏少

，
单靠历史

学的方法难以进行深人研究 ，需要 自觉运用民族学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 因此 ，

白鸟芳郎有意识地在研究中吸收了欧洲特别是德奥文化历史学派的著名东南亚民族

学家施密特 、海内 盖尔德伦 、科佩斯等人的成果和方法 ， 注重实地考察。 年 ， 白

鸟芳郎当选 日本民族学协会理事 ，参加了该协会组织的首次东南亚稻作民族文化综合

调査 。 年 ， 白鸟芳郎受科佩斯和海内 盖尔德伦教授之邀 赴奥地利维也纳大

学民族学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 ，并在《上智史学》发表《南诏问题研究之经历》 （

一

文 。 年 ，他以论文 《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民族构成》获维也纳大学民族学研究

所哲学博士学位 ，并先后在欧美多国讲学游历 。 年回国后 白鸟芳郎开办
“

华南文

化史
”

讲座 ，带动了
一批从事华南少数民族 、东南亚民族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 。

年 ， 白鸟芳郎对泰国北部山地民族进行了初步调査 ，通过调查
，
他认识到泰国 、越南及

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傣、苗 、瑶等族与中国西南民族有密切关系 ，因此将其研究从中国西

南民族扩展到东南亚民族 ，力图理清东南亚山地民族的谱系关系 。 从 年到

年 ，
白鸟芳郎组织上智大学泰国西北部历史文化调査团 ，并邀请了江上波夫等著名学

者 ，对泰国北部山地民族进行了三次调查 并出版了 《东南亚 山地民族志 》 （

—

书 奠定了 日本东南亚山地民族研究的基石 。 其后 ， 白鸟芳郎还先后多次访问中国 ，

并于 年以 岁的高龄应云南省社科院和云南大学之邀
，
来云南从事洱海周边与

滇池周域的历史学和民族学调査 并发起成立了
“

中 日东亚南部民族共同研究会
”

，
为

中 日南诏史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

总体来看 ， 以白鸟芳郎为代表的南诏 民族史和历史语言研究 ，基本探讨南诏 的族

① 白鸟芳郎教授古稀记念论丛刊行会 ： 《 白鸟芳郎教授古稀记念论丛 亚细亚诸民族的历史

与文化》 ，第 页 。

② 金少萍 ： 《 日本民族学家对中国大陆的调査与研究》
，
《学术探索》 年第 期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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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结构与各族群的语言类型及其与现代大理地区各民族及其语言的关系 ，奠定了 曰 本

南诏史 的研究基础 并开创 了民族学 、历史语言学视角下的南诏史研究范式 。

三 、政治制度史取向下的南诏政治史与制度史研究

世纪 年代 在白鸟芳郎对南诏史展开民族史和历史语言学研究的 同 时 ， 岩

手大学的藤泽义美也展开了对南诏国政治史 、制度史 、都城史 、 民族史的全面研究 。 从

年起 ，藤泽义美先后发表 《剑南节度使韦 皋的南诏对策》 （ 、 《汉文化在南诏

国 》 （ 、 《唐朝云南经营史研究 》 （ 、 《南诏 的民族系统与哀牢传说》 （ 、

《南诏国 的统治阶层 》 、 《南诏官制史考察 》 （ 、 《南诏国 的都城 》 （ 、

《南诏国 的建立与吐蕃之关系 》 （ 、 《南诏国家的构成与 白蛮文化》 （ 、 《南诏

国 的强制移民政 策》 、 《南诏王权的确立与对吐蕃关系 》 （ 等十余篇论

文 对南诏与唐朝和吐蕃的关系 、南诏国 的国家结构 、政治制度 、 民族构成 、都城变迁

等
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深人而 系统的研究 。 年

，
藤泽义美将其二十余年的南

诏史研究成果集结为《西南中国民族史研究
——

南诏国史的研究 》
一

书② ，
对南诏史进

行 了更为全面和系统的论述 ，
成为南诏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

《西南中 国民族史研究
——南诏 国史的研究》

一书分前后两编 ，前编
“

南诏 国建立

史研究
”

分
“

大理盆地前史
”

、

“

昆明盆地前史
”

、

“

唐代云南的乌蛮和白蛮
”

、

“

六诏和南

诏
”

、

“

南诏的勃兴
”

、

“

南诏王国 的建立
”

等六章依次 阐述南诏国建立的背景和过程 。

后编
“

南诏国史分论
”

分
“

南诏 国的统治阶层
”

、

“

南诏官制史考察
”

、

“

南诏国 的强制移

民政策
”

、

“

南诏国的管理体制
”

、

“

南诏 国 的经济资源
”

、

“

南诏文化与汉文化
”

等六章

依次阐述南诏 国的社会阶层 、官僚制度 、 民族政策 、都城制度 、经济结构 、文化渊源等内

容 。 两编之后有
“

南诏国建立年表
”

、

“

南诏王系表
”

、

“

索引
”

及各种图表 。 从内容上

看 ，全书不仅对秦汉以来的云南地域族群和昆明 、哀牢 、滇等古 国历史进行了历史性梳

理
，更对南诏国 的建立过程及其政治体制 、社会结构 、

经济状况 、宗教文化进行了结构

① 藤沢义美 《剣南节度使韦皋《南诏讨策——唐 南诏交涉史研究》
，
《歴史 》 （ ，

藤沢 义美 《南诏 国 于 十厶 汉文化》 《岩手大学学艺学部研究年报》 ，

藤沢义美 《南诏 国 仏教 就 》 《东洋史学论集 》 （ 藤沢 义美 《南诏

民族系统 哀牢伝说 》 《岩手史学研究》 藤沢义美 《南诏 国 支配阶层

二。 》 《岩手大学学芸学部研究年报》 丨 ） ， ； 藤沢义美 《南诏官制 史 的考

察》 《岩手大学学芸学部研究年报 》
，

。 藤沢 义美 《 南诏 国 都城口 “

》
，
《岩手大学学芸学部研究年报》 藤沢义美 《 南诏国 成立 吐蕃

関系》 《 东洋 史研究会》 藤沢 义美 《南诏 国家 构成 白蛮文化 》 ， 《歴史

教育》 藤沢 义美 《南诏 国 强制 移民政策 广 王権确立期 奁 中心

二
》 《东南 夕 史学会会报》 （ 藤沢 义美 《南诏王権 确立 対吐蕃 関

系 》 《岩手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年报》 。

② 藤沢义美 《西南中 国 民族史刃研究 南诏国 史的研究》 大安 出版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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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归纳 ，具有突出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 从研究资料和方法来看 ，藤泽义美除了运用正

史外 ，
还运用了 《南诏德化碑 》等碑刻资料 、《 白古记》等野史资料及 《南诏图卷》等图

像资料 ，并承袭了东京文献学派的文本主义分析法 ，
对相关资料进行了详细的考辨 。

总体来看 ，
藤泽义美的《西南中 国民族史研究

——

南诏国史的研究》是 日本南诏

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代表了 日本南诏研究的最高水平 ，得到 了 日本学术界的肯定 。

此书问世后
，
南诏 民族史专家白鸟芳郎 与 日本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前 田正名

分别给此书撰写了书评 ，对其研究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

除了藤泽义美之外 ，东京文献学派的第三代传人 、爱媛大学的牧野修二先后发表

《南诏国段氏之地位》 （ 、《南诏官制
——以中央官制为中心 》 （ 两文② ，分别

对南诏国段氏的政治地位、南诏政权中央官制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其研究与藤泽义美

对南诏政治制度史的研究相呼应 ，开创了 日本的南诏政治制度史研究传统 。

世纪 年代以来 ，先后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东洋史专业和云南大学

历史系中国民族史专业的 日本学者林谦一郎开始成为 日本南诏史研究的生力军
，
他先

后发表《南诏 国的建立》 、 《南诏国后半期的动向 围绕对外关系 》 、 《南

诏国后半期的对外远征与 国家结构 》 （ 、 《南诏 、大理国 的统治体制 与支配》

、 《南诏 、大理国的 国家形成》 （ 、 《南诏 、大理国 的建立与 白人的形成》

、《南诏王权的确立 、变质与唐和吐蕃关系——和亲的意义 》 （ 等系列论

文③
，对南诏政权的建立 、政治史和制度史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相较于藤泽义美

，
林谦

一郎的研究更注重从南诏的对外关系 、尤其是唐与吐蕃关系变迁的视角来分析南诏政

权的建立 、制度的演变 ，从而推动 了南诏的政治史和制度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 此外 ，

渡部武对《南诏图传》中耕作方式和技术的解读 大原良通对南诏国王的铎鞘

、小幡满对吐蕃的南诏政策 （ 的研究 ，
立石谦次对 《南诏图传》 的校注

、南诏国后半期的王权思想 、南诏 国对安南的侵攻及其对南诏统治结构

① 白鸟芳郎 《藤沢义美著「西南中国民族史乃研究
一南诏国乃史的研究」 》 ， 《史学雑志

前 田正名 ： 《藤沢义美著 「 西南 中国 民族史 研究 南诏国乃史的研

究」 》 《东洋史研究》 。

② 牧野修二 《南诏国 广妇 段氏刃地位》 ，
《爱媛大学歴史学纪要》 （ ；

牧野修二 《南诏 官制
——

中央官制 奁 中心 》 ， 《爱媛大学纪要》第 部 人文科学 ，

。

③ 林谦
一

郎 南诏国 成立》 《东洋史研究》
林谦一郎 《南诏国

后半期 动向 対外関系 奁吣 《东南 史学会会报》 林谦
一

郎 《南诏

国后半期 讨外远征 国家构造》 ，
《史林》 ， 林谦一郎 《南诏 大理国

统治体制 支配》 《东南 夕 歴史 文化 林谦一郎 《 「统一」 奁可能

——南诏 大理国 国家形成》 ， 《 游学》 （ ，
林谦一郎 《南诏

大理国乃成立 ： 「 白人」 形成》 《 民族文化研究》 ；林谦一郎 《南诏王権

确立 变质 唐 吐蕃関系
——

和亲 （ 公主降嫁 ） 意味 》 ， 《唐代史研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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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的研究 ，也拓展 了南诏史研究的范围 。

四 、思想文化史取向下的南诏宗教史和艺术史研究

作为佛教重镇 南诏佛教很早就受到 日 本学者的关注 藤泽义美在 年就发表

了 《关于南诏的佛教 》
一文

，
阐述南诏佛教 的发展史和宗派演变 。 不过 由 于关于南诏

佛教的文献资料相对贫乏 ， 因此 日 本学者关于南诏宗教史和艺术史的研究成果相对较

少 。 直到最近几年 ，随着大量考古材料的发现 ，
日 本学者的南诏宗教史 和艺术史的研

究才再次取得进展 。

武 田 史子的 《南诏 大理国的佛教》 （

—

文 着力 于探讨南诏 、大理政权的

世俗王权与佛教之间的关系 。 他认为早期南诏王权的象征是铎鞘和灵剑 ，乌蒙诏通过

夺取其他五诏的铎鞘来实现六诏 的统
一

。 第三代王异牟寻向唐朝称臣并献上象征南

诏王权的铎鞘 其后的南诏王将佛塔状的铁柱重新塑造为新的王权象征 ， 并通过在崇

圣寺千佛塔顶设置金鸟像供民众崇拜 、优宠高僧等方式 ，
逐渐将世俗王权建立在佛教

信仰的基础之上 。 森雅秀的 《 中国云南省的密教美术
——

南诏与大理残留 的密宗佛 》

—文 对南诏 、大理密宗的佛教美术进行了探讨。 今井净圆的 《南诏 大理国

曰寸代的密宗遗物 》

—

文 ，根据 《唐书》 、 《南诏德化碑 》 、 《 南诏野史 》 、
剑 川石窟

残存造像 、 《南诏图传》等多种类型的资料 ，系统梳理 了南诏历代国王建立佛教寺院 、

崇信佛教的情形 分析了南诏社会各阶层的佛教信仰状况 ，
探讨了佛教流行与南诏建

国神话的关系 ，归纳出南诏佛教具有贵族主义 、
以观音信仰密宗为主 、融合多元文化的

三个主要特征 ，并对南诏密宗佛教现存的遗物进行 了介绍 。

总体来看 ， 日 本学界对南诏宗教史和艺术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 不少成果 ， 但在南

诏文化与唐文化 、印度文化和吐蕃文化之间的关系 ，南诏佛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信仰 ，南

诏艺术史等领域仍有较大的学术空间 。

① 渡部武 ： 《西南中 国 在来犁诸问题一唐代 「南诏図卷 中 二牛抬槓図 奁吣 《 日

中文化研究》 （ ， 。 大原良通 《南诏国王 铎鞘 》 《

，
大原 良通 《八世纪 二朽 于厶 吐蕃 対南诏国政策 》 ， 《 日本西蔵学会 々

报 》 。 小幡满 ： 《 唐代会盟仪礼仁為 之 厶宗教 国际関 系一唐 南诏间 贞元

会盟 奁中心 》 ， 《早稲 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学报》
，

丨
。 立石谦次 《史料

研究 『南诏図伝 』 文字卷校注 》 ，
《东海史学 》 （ 立石谦次 《南 诏国后半期

王権思想 研究—— 南诏 図伝 』 再解釈 》 ， 《东 洋学报 》
，

；立石谦次 ：

《南诏国 支配构造 南诏 国 安南侵攻 奁中心 》 《东南 夕 学会会报》 。

② 武 田史子 《南诏 大理国 仏教》 《史学》 。

③ 森雅秀 ： 《 中 国 云南省 密教美术
一

南诏 大理 ；： 残 密 教 仏 色 （
上 ） 》 ，

《春秋 》

丨
， 。

④ 今井净圆 《南诏 大理国时代 密教系遗品 《种智 院密教资料研究所纪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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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回顾六十多年的研究史可以发现 日本南诏史的研究领域与内容 、理论与方法
，
与

日本的国家战略需要 、国 内外的学术潮流和相关史料的发掘都有密切的关系 。 总体而

言 ，
日本的南诏史研究深受

“

东京文献学派
”

的影响 注重将文本分析和实地考察相结

合 ，将史学研究和民族学 、人类学研究相结合 ，
以牧野巽 、 白鸟芳郎为代表的

“

民族学

和历史语言学
”

视角下的南诏民族史和历史语言研究 以藤泽义美 、林谦一郎为代表

的
“

政治制度史
”

取向下的南诏政治史与制度史研究 都取得了较为突出 的成就。

相较于中 国学术界来看 ，
日本学界的南诏历史地理研究如南诏历史城市地理 、政

区地理 、经济地理 、人口地理等则相对薄弱 而对南诏宗教史和艺术史的研究也还不够

深入和系统 ，
仍有较大的研究学术空间 。 他山 之石 可 以攻玉 。 笔者期望通过对 日本

南诏史研究的分析梳理和归纳述评 能够促进中 日南诏史研究的互动与交流 ，
进一步

推动国际范围 内南诏史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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