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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文)

阿尔贝克尔

(ALBEKER, András Zsigmond)

明治维新期间日本语言材料：速记记录

日本语言极大地受到了明治维新下社会和政治变化的影响。明

治维新期间产生了三个新的语言材料：速记记录、音频资料、报纸以

及杂志。日语速记是基于英语速记，实际始于1883年。速记记录有演

讲、讲座、落语和讲谈记录。在研究日语语言发展历史时常要用到落

语、讲谈和演讲的速记记录。落语、讲谈的语言材料范围比较广泛，

所知的约有4000多；然而，演讲和其他速记记录的数量不祥；因此，

有必要从目录学角度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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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伽

(BALOGH, Mátyás)

北部草原鲜卑的兴起和匈奴帝国的衰落

自公元前三世纪末以来，北部草原，即位于中国北部的草原区，

贝加尔地区以南，阿尔泰山脉和兴安山脉之间，由一群游牧民族控

制。在草原上第一个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政体，可以说是一个帝国

的是匈奴。匈奴帝国的灭亡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内部分裂，中国军

队远征，失去战略上至关重要的领土以及盟友的叛变。在公元一世纪

末，他们的前盟友之一，鲜卑占据匈奴的故土，但没有在草原上建立

起一个中央政权。鲜卑统治者在二世纪中叶统一各部，建立了一个

短暂的类似于匈奴帝国的部落联盟，但是这个联盟在三十年后就分裂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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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诺什 • 达尼尔

(HORNOS, Dániel)
日本中世纪法律---镰仓时代的武家法

通过分析法制系统了解该国文化可以加深对一个国家的认识，

本论文以日本为例。目前，在匈牙利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已经有众多关

于日本现行法制或宪法的研究。然而，对于日本历史上的法制研究却

不多，而这些历史阶段却不容忽视。比如，中世纪时期日本没有受外

来影响，产生了一个新的法制系统，完全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结构

和习俗，这个法制系统被称为“武家法”。本论文旨在介绍镰仓时期

的武家法，一个由武士阶层创建的独立的法制系统。本人在日本访学

期间主要利用日文史料对此进行了研究。论文先介绍镰仓幕府的发展

历史和主要部门，然后研究日本中世纪法律基本特征，最后集中探讨

镰仓时代武家法，研究多个领域法律的各种法规和特征，比如法律来

源、民事和刑法、诉讼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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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什 • 莫妮卡

(KISS, Mónika)
不空翻译的长寿经书———关于《普贤延命经》的研究

在《大正新修大蔵経》的第20卷中，据称有五本经文都由不空

(Amoghavajra)于八世纪翻译，并且都是同一个主题：长寿，其中一本

是《普贤延命经》。为了更好地理解其内容，本人将研究其他四本经

文。本文先讨论其抵达中日两国的过程，然后介绍主要人物、关键要

素，最后简短介绍在经书中发现的祷文。

虽然它们被选编在《大正藏经》里，但是它们的历史令人质疑。

首先，它们的标题有问题，因为四本经文中只有两本源自印度大陆。

两本经文有译者的名字；然而，中国和日本佛教目录和藏经对它们的

归类时有不同。Go�zanze（降三世）征服 Daijizaiten（大自在天）的故

事在八世纪翻译的《金刚顶经》中没有找到，只在十世纪译者施护翻

译的译本中找到，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作为密宗的主要经文之

一，为什么译者不空或他的老师金刚智(Vajrabodhi)在他们的《金刚顶

经》译本中没有提到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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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高宝

(KÓSA, Gábor)
商朝山岳的祭祀角色

商朝文明两大重要标记是青铜器和甲骨文。甲骨文主要提供了洞察这

个中国早期朝代宗教领域的依据：供品用于祖先祭祀和自然神祭祀。

甲骨铭文证实对山岳的祭拜。本文研究与早期祭山相关的甲骨文，并

试图澄清一些出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