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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兵役考证》《汉代兵役考证》

鷹取祐司鷹取祐司

本文从对偶表现形式出发，确定了汉代徭役兵役制度的基本史料《汉书·食货志》

所载董仲舒上言与《续汉书·百官志》注所引应劭《汉官仪》的句读，同时对其中所见

与兵役相关的词语的语义进行了考察得出以下结论：董仲舒上言应断句为“又加月为更

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汉官仪》应断句为“民年二十三，

为正一岁，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其中的更卒，是一年之中

有一个月在其所居住的县里从事的徭役；正（正卫）是年满二十三岁之后的一年时间里，

在居住县的安排之下从事守卫官署等的兵役；屯戍则是年满二十三岁之后的一年时间

里，作为守卫宫城的卫士或者守卫边境的戍卒所服的兵役；而材官、骑士、楼船，是由

被选拔而来的材力卓越者组成的专门兵，接受军事训练，每年八月通过都试进行考核，

一直供事到五六十岁除役为止。

《汉代“天下母”考》《汉代“天下母”考》

石井和志石井和志

特指皇后及皇太后的“天下母”一词，初次见于西汉晚期的相关史料，并成为了各

个中国王朝的惯用语。虽然其后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均见使用，但我们认为，“天

下母”一词起初指的是皇太后，其根源为皇太后与皇帝之间的母子关系。随后，由皇帝

之“母”引申，发展为供奉于宗庙的存在“天下母”。“天下母”一词，最初见于成帝册

立赵皇后一事的谏言之中。在尚无皇嗣的背景下，册立出身卑微者为皇后引发了诸多担

忧。刘向编纂《列女传》，亦是这一担忧的表现。时人通过一系列的议论，寻求与天下

教化之本源、奉于宗庙之存在相应的皇后形象，而在上述过程中，“天下母”一词逐渐

固定下来。经过王莽时期，东汉以后的立后诏书则会明确表示，皇后乃是供奉于宗庙的

“天下母”。由此，理想中的皇后的相关理念便代代继承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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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时期的佛教流传和历史叙述《汉晋时期的佛教流传和历史叙述—“不予书写”这一叙述行为“不予书写”这一叙述行为—》

永田拓治永田拓治

东汉以后，佛教在朝野中逐步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出土资料和佛教

文献中可略知一二。特别是西晋，被公认为是佛教向中国社会渗透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时期。但是，自西晋以来，与佛教向中国社会极速渗透且影响力迅速扩大这一情况相反，

对佛教的叙述却从以正史为首的诸多历史叙述中突然消失了。在对佛教持肯定态度的东

晋时期的众多叙述中，对佛教保有无视其存在的态度，并且这种敘述态度贯穿始终。综

上，汉晋时期佛教虽广为流传，却在该时期的历史叙述中并不言及关于佛教的事象。本

稿正是着眼于此种不自然的背离情况，以此求证这一时代的历史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