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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目録は、中国語・英語で書かれた内藤湖南に関する既刊著書、論文（雑誌論文と関
連論集所収論文）、学位論文、および内藤著書の翻訳の目録であり、収録範囲は内藤逝
去直後の 1934 年後半から 2022 年 12 月までである。但し、『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論文	
集　内藤湖南と石濱純太郎　近代東洋学の射程』及び『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　内藤
湖南研究の最前線』（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研究叢刊 65、66，2023 年 3 月出版予定）
中の中国語論文も収録している。	 	
　「中国語の部」は、（一）研究著作、（二）一般論文、（三）学位論文（博士論文、碩士
論文）、および（四）内藤著書の中国語訳（個別論文の中国語訳は未收）という四つの
部分から構成され、各部分においては発表時間順に並べられている。	 	
　「英語の部」は、ⅠMonographs;	ⅡArticles（including	journal	articles,	book	chapters	
and	book	reviews）；Ⅲ PhD	Dissertations という三つの部分から構成され、各部分にお
いては執筆者の名字（Last	Name）のアルファベット順に、同一執筆者が複数の業績を
有する場合は発表時間順に並べられている。	 	
　なお、「日本語の部」（張子康氏が責任編集）も加えた目録は、北京大学国際漢学家研
究基地が発行の『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 26 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年）に掲載され
る予定である。	 	
　目録作成にあたって、ジョーシュア・フォゲル（Joshua	A.	Fogel；傅佛果）先生、譚
汝謙（Tam	Yue-Him）先生および内藤研究者の小松昌弘氏にご教示をいただいた。記
して御礼申し上げる。	 	
　本目録における不備と疎漏については、読者と識者のご指摘と情報提供により改善と
補正を行いたいと思っているので、どうぞ、編集者にお気軽にご連絡してください。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中国語の部

（一）研究著作

  1．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内藤湖南”在第八章第一节，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5 月。增

订再版更名为《日本中国学史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 9 月。

  2．李庆：《日本汉学史·壹》，“内藤湖南”在第三编第八章第二节，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年 7 月。修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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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钱婉约 ：《内藤湖南研究》，北京 ：中华书局，2004年 7 月。增订再版更名为《内藤湖南的中国学》，

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 3 月。

  4．连清吉：《日本近代的文化史学家―内藤湖南》（繁体），台北：学生书局，2004年10月。

  5．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马彪等译：《内藤湖南的世界 亚洲再生的思想》，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

11月。

  6．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3 月。

  7．刘正：《京都学派》，“内藤湖南”在第四部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10月。

  8．连清吉：《日本京都中国学与东亚文化》（繁体），台北：学生书局，2010年 4 月。

  9．董双叶：《内藤湖南学术视野中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

 10．钱婉约，陶德民编著：《内藤湖南汉诗酬唱墨迹辑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 5 月。

 11．（美）傅佛果著；陶德民、何英莺译：《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 1

月。

 12．周妍，张新朋编著：《内藤湖南笔谈文献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

 13．陶德民著，辜承尧译，《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形成 ：汉学革新与文化交涉》，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2年10月。

（二）一般论文

  1．周一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史学年报》1934年第 2 卷第 1 号。

  2．周佳荣：《近代日本“中国研究”的背景》（繁体），《明报月刊》（港）1976年第11卷第 5 期。

  3．夏应元：《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 2 期。

  4．谭汝谦 ：《内藤湖南的中日关系论（一－三）》（繁体），《新亚生活》（港）第13卷第 3 、 4 期，1985

年，第13卷第 5 期，1986年。

  5．谭汝谦 ：《内藤湖南的中日关系论》， 载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 《日本的中国移民史》，北京: 三

联书店，1987年。修订版收入同氏著《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研究》（繁体），香港 ：香港日本研究所，

1988年。

  6．沟上瑛，林庆彰 ：《近代日本汉学家（ 5 ）―内藤湖南（1866－1934）》（繁体），《国文天地》（台）第

11卷第 5 期，1995年。

  7．陈逸雄 ：《内藤湖南的台湾论说（一－六）》（繁体），《台湾风物》（台）45卷第 2 、 3 、 4 期，1995

年，第46卷第 1 、 3 、 4 期，1996年。

  8．钱婉约：《〈章氏遗书〉与章实斋年谱》，《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 5 期。

  9．李庆：《内藤湖南与沈子培二札考》，《学术集林》第14卷，1998年。

 10．钱婉约：《关于以尧舜禹为中心的古史考辨―兼论中日近现代辨伪实证史学》，《原学》第 6 辑，1998

年。

 11．钱婉约：《内藤湖南的中国行―“内藤湖南与中国”初论》，载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1998年卷，武

汉大学出版社。

 12．钱婉约：《内藤湖南及其内藤史学》，《日本学刊》1999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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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钱婉约 ：《“层累地造成说”和“加上原则”―中日近代史学之古史辨伪理论》，载冯天瑜主编《人文

论丛》1999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又收入《顾颉刚学记》一书，三联书店2002年 5 月。又收入《疑

古思潮回顾与前瞻》论文集，中国书店、京华出版社，2003年 8 月。

 14．陶德民：《内藤湖南的仲基研究》（繁体），载陶德民著《日本漢学思想史論考：徂徠・仲基および近

代》（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研究丛刊11），关西大学出版部，1999年 3 月。（按：此为多语种混合

文集，书名用日文，该篇为中文。）

 15．葛兆光：《王国维致内藤湖南佚札跋》，《清华汉学研究》2000年第 3 辑。

 16．钱婉约：《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刍议》，《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 5 期。

 17．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暨南学报》2001年第 1 期。

 18．汪勃：《关西大学博物馆所藏内藤资料中的部分中国文物》，《文物鉴赏》2001年第 2 期。

 19．钱婉约：《论近代日本的“兴亚论”思潮―以内藤湖南“文化中心移动说”为中心》，《日本学》第11

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

 20．钱婉约：《论内藤湖南的中国学研究》，《汉学研究》2002年第 6 集。

 21．钱婉约：《论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动说”》，《汉学研究》2002年第 6 集。

 22．钱婉约：《论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汉学研究》2002年第 6 集。

 23．钱婉约：《内藤湖南关于清朝史的研究》，载户川芳郎先生古稀纪念编辑委员会编《中日文化交流史论

集―户川芳郎先生古稀纪念》，中华书局2002年 4 月。

 24．牟发松：《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 3 期。

 25．钱婉约 ：《时论与史论的交汇―内藤湖南论中国近代历史》，载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学术纪要《多边文化研究》第二集，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

 26．钱婉约：《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内藤湖南》，《国际汉学》2003年第 8 辑。

 27．钱婉约：《内藤湖南与中国古史辨派―以“加上原则”与“层累地造成说”为中心》，载《古史考》第

五卷“古典学批判”，海南出版社2003年。

 28．连清吉：《内藤湖南的中国绘画史论》（繁体），《中文学报》（台）2003年第 9 期。

 29．黄俊杰 ：《十九世纪末年日本人的台湾论述 ：以上野专一、福泽谕吉与内藤湖南为例》，《开放时代》

2004年第 3 期。

 30．黄俊杰 ：《十九世纪末年日本人的台湾论述―以上野专一、福泽谕吉与内藤湖南为例（上下）》（繁

体），《海峡评论》（台）第159期、第160期，2004年。

 31．陶德民 ：《张謇与内藤湖南及西村天囚―内藤文库所收未刊书信考证（一）》（繁体），関西大学《中

国文学会紀要》2004年，第25号。

 32．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第11卷，2005年。

 33．陶德民：《试论辛亥革命之后内藤湖南的中国观―〈支那论〉的成书过程与熊希龄内阁的关系》，《辛

亥革命史丛刊》第12辑，2005年。

 34．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 ：《“唐宋变革”的世界史意义―内藤湖南的中国史构想》，《魏晋南北朝隋唐

史资料》第23辑，2006年。 

 35．何培齐：《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论》（繁体），《中华简牍学会通报》（台）2006年第 2 期。

内藤湖南研究文献目録（中国語・英語）（陶・銭）

411



 36．李庆：《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学术月刊》2006年第38卷10月号。

 37．王水照：《重提“内藤命题”》，《文学遗产》2006年第 2 期。

 38．胡宝华：《〈内藤湖南の世界〉简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7 卷，2006年。 

 39．王向远：《近代日本“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华侨大学学报》2006年第 4 期。

 40．李圭之 ：《在传统中发现近代 ：京都学派学者内藤湖南的东洋意识》（繁体），《国家发展研究》（台）

第 7 卷第 1 期，2007年。

 41．何培齐：《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研究文献之回顾》（繁体），《书目季刊》（台）第41卷第 1 期，2007年。

 42．何培齐：《内藤湖南〈支那史学史〉之历史定位》（繁体），《书目季刊》（台）第41卷第 3 期，2007年。

 43．周德望：《乡关何处？论日本邪马台国研究中的自我认识》（繁体），《国家发展研究》（台）第 7 卷第

1 期，2007年。

 44．石之瑜、李静旻：《断代与断裂―日本近代中国认识的基础脉络》（繁体），《中国大陆研究》（台）50

卷第 1 期，2007年。

 45．陶德民 ：《关于张尔田的信函及〈临江仙〉词―内藤文库所收未刊书信考证（二）》（繁体），関西大

学《中国文学会紀要》第28号，2007年。

 46．何培齐：《内藤湖南的历史发展观及其时代》，《史学集刊》2008年第 4 期。

 47．张丽芬：《近代日本的台湾观―以内藤湖南为例》（繁体），《南荣学报》（台）2008年第11期。

 48．陶德民著，杨际开译：《内藤湖南进步史观的形成―对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共鸣》，《杭州师范学院

学报》2008年第 1 期。

 49．钱婉约：《内藤湖南奉天访书及其学术意义》，《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 2 期。

 50．钱婉约：《“此生成就名山业  不厌重洋十往返―内藤湖南中国访书及其学术史意义述论》，载日本关

西大学《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别册 3 ，2008年12月。又收入日本《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第51号。

 51．张思齐：《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对我国学术建设的启示作用》，《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 2 期。

 52．刘红光：《试论钱穆与内藤湖南对中国史的比较研究》，《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 4 期。

 53．陈丽君：《内藤湖南与魏斐德的汉学观研究对比》，《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年第 6 期。

 54．张越：《辨章学术以启后人―简评内藤湖南著〈中国史学史〉》，《史学史通论与近现代中国史学研究》

2009年卷。

 55．陶德民：《内藤湖南〈支那论〉中的美国因素》，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中华书

局2009年 6 月。

 56．陶德民 ：《内藤湖南奉天调查的学术和政治―关于内藤文库藏1905年笔谈记录》，载《亚洲语言文化

交流研究》（关西大学亚洲文化交流海外论丛第一辑），2009年 3 月。

 57．余彩璇：《东洋史学大家―内藤湖南》（繁体），《云科汉学学刊》（台）2009年第 7 期。

 58．牟发松：《“唐宋变革说”三题：值此说创立一百周年而作》，《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 1 期。

 59．陶德民：《内藤湖南的“支那论”的变迁—以对华“监护人”意识的形成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严绍璗学术研究》2010年。

 60．钱婉约：《侠士狂生经世心：内藤湖南汉诗解析》，《东吴学术》2010年第 2 期。

 61．陈金凤：《内藤湖南“时代区分论”与日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日本研究》2010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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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朱政惠：《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 3 期。

 63．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综述（日、中、美）》，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刘玉才主编《国

际汉学研究通讯》第 2 卷，2010年中华书局。

 64．高敏、叶康宁：《内藤湖南之中国绘画史研究的得与失》，《艺术·生活》2010年第 5 期。

 65．曹星：《略论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第 8 卷，2010年。

 66．钱婉约：《内藤湖南与中国学人关系述略》，《汉学研究》第12集，学苑出版社2010年 6 月。

 67．钱婉约：《内藤湖南汉诗中的文化史观索隐》（繁体），《中西文化研究》（澳）2010年下半年卷。

 68．李少军：《武昌起义后内藤湖南、桑原隲藏之涉华议论评析》，《武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 3 期。

 69．朱志先、张霞：《人类第一部〈中国史学史〉》，《文化学刊》2011年第 2 期。

 70．毕巍明：《“唐宋变革论”及其对法律史研究的意义》，《法治论丛》2011年第 4 期。

 71．童岭：《草创期的日藏汉籍旧钞本研究―以狩野直喜、罗振玉等五人为例》（繁体），《南国人文学刊》

（澳），2011年第 1 期。

 72．杨栋梁：《民国初期内藤湖南的“支那论”辨析》，《南开学报》2012年第 1 期。

 73．钱婉约：《“此生成就名山业，不厌重洋十往还”：内藤湖南中国访书及其学术史意义述论》，《国际汉

学》2012年第 2 期。

 74．妥建清，赵建保：《重视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人文杂志》2012年第 2 期。

 75．陈学然：《中日学术交流与古史辨运动:从章太炎的批判说起》（繁体），《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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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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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日本学者对华学术调查与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年 6 月。

195．周阅：《内藤湖南与满蒙文史》，载张明杰主编《近代日本学者对华学术调查与研究》，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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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前线》（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研究丛刊66），2023年 3 月关西大学出版部。

203．石永峰：《内藤湖南和罗振玉对智永〈真草千字文〉的推崇和研究》，载陶德民编《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論文集 内藤湖南研究の最前线》（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研究丛刊66），2023年 3 月关西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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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董双叶：《内藤湖南学术视野中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0年。

  4．胡天舒：《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知识人的中国体验》，东北师范大学，2013。

  5．杨永亮:《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說”文化探赜》，东北师范大学，2015年。

  6．黄艳：《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6年。

  7．张凌云：《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的研究―以〈燕山楚水〉为中心》，厦门大学，2018年。

  8．李铃：《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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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秦潇潇：《内藤湖南的中日关系构想》，北京外国语大学，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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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马科：《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与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之比较》，云南师范大学，2020年。

 26．高润：《汉学家内藤湖南的中国论―基于对大正时代报纸中的评论文章的分析》，电子科技大学，2021

年。

 27．刘伟铎：《内藤湖南“文化中心移动说”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2021年。

 28．李丹阳：《白鸟库吉、内藤湖南、顾颉刚疑古史学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21年。

 29．亢静涵：《近代日本东洋史学与邪马台国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21年。

（四）内藤湖南著作汉译本

  1．内藤湖南著；储元熹，卞铁坚译：《日本文化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

  2．内藤湖南，青木正儿著；王青译：《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纪行―〈燕山楚水〉〈江南春〉〈竹头木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 9 月。

  3．内藤湖南著 ；夏应元，钱婉约，刘文柱，徐世虹，郑显文，徐建新译 ：《中国史通论 内藤湖南博士

中国史学著作选译（上 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1 月。

  4．内藤湖南著；吴卫峰译：《燕山楚水》， 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5 月。

  5．内藤湖南著；栾殿武译：《中国绘画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7 月。

  6．内藤湖南著；刘克申译：《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7 月。

  7．内藤湖南著；崔金英，李哲译：《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诸葛亮》，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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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内藤湖南著；林晓光译：《东洋文化史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 4 月。

  9．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1月。

 10．内藤湖南著；夏应元，钱婉约等译：《中国史通论》（修订本），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 2 月。

 11．内藤湖南著；李振声译：《禹域鸿爪》，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 4 月。

 12．内藤湖南著；武琼译：《清史九讲》，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年 1 月。

 13．内藤湖南著；张真译：《诸葛武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 3 月。

 14．内藤湖南等著；钱婉约译：《中国访书记》，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 6 月。

 15．内藤湖南著；栾殿武译：《中国绘画史》，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年12月。

 16．内藤湖南，冈崎文夫著；李雨桃，熊心梅，曹京柱编译：《京都中国通史》，长沙：岳麓书社，2022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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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mada	Kenji,	 “My	Naitō	Konan.”	 In	 Shimada Kenji: Scholar, Thinker,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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