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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度 

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課程前期２年の課程入学試験 

（春期・一般選抜）問題 

外国語（ 中国語 ） 

問. 次の文章を読み全文を日本語訳せよ。問題文は全部で 4頁ある。解答は問題文の下に記入すること。 

過度の意訳は避け、できるだけ原文の文法構造に沿った訳文にすること。 

 

自有人类以来，也不知经过多少年代，地质学和古生物上的估计，多以万年为单位，现在我们这小小的 

方寸之间，要驰想到几千万年前榛榛狉狉的生涯①，真太渺茫了。前年我到河北房山县去参观周口店――所谓 

“中国猿人北京种”(Sinanthoropus Pekinensis)②的发现地，地质调查所的诸君正在那里工作，看见半山里 

几丈厚的岩石，一层层的用引药炸开之后，下面是很深的黄土层，黄土层里掘出许多动物的残骨。 

①榛榛狉狉的生涯：原始・野生の生の営み。   

②中国猿人北京种：北京原人。Sinanthoropus Pekinensisはその学名。底本はSinathoropus Pekinesisに作るが改め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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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这岩石的构成要经多少万年，而这些动物的残骨，却埋葬在岩石的下面，我们短短几十年的人生， 

同这些岩石和残骨相比，真像须弥之大③，和芥子之小了。当夜，宿地质调查所的办事处，群星默默然闪烁着， 

不意想到宇宙的构成，又同这岩石和残骨相比，未尝不如须弥之与芥子，这时我自己之身，并不知其如何 

藐小，已根本忘其存在了。同时转念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记载，算得什么! 

我们中国的历史，从最大的限度说，不过五千多年，在世界史上还不算最古的。这五千多年中有一千多 

年的历史又在不分明的状态里。所以历史家便把一个民族或一国的历史过程分为三个段落，一是史前时代 

(Prehistory)，二是半史时代(Semi-history)，三是正史时代。 

③须弥：須弥山。仏教神話中の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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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代因为缺乏文字记载，只能凭考古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地质学的报告，历史家对于这个时期的 

研究，少有插足的余地，这时期年代的估计，限度极大，同样一种研究，要是相差过几千年也不算很远， 

普通所谓旧石器时代、新古器时代，都属于史前期。半史期相当于考古学上所谓青铜器时代，如商殷时代， 

可说是半史期的，这并不是说那时候没有文化，据现在考古学上的成绩，知道商殷的文化程度也很可观， 

不过我们现在缺乏当时的历史记载，只有从实物(如近来在安阳发掘的龟甲文)与后代的追记参证，推知那时代 

的大概情形，因此，历史家对于这个时期的研究，往往捉摸不定，甚或陷于全盘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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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期便有官书记录，如周秦以下便属于正史期，到如今三千多年，历史记载有一贯的线索，年次分明， 

从来不曾中断。这是我国历史在世界史上可以骄傲的地方，世界上历史比我国古远的国家，如埃及、印度等， 

都没有一脉相传的史籍。我们这时所谓正史期，便是指的这三千多年的时代。 

有了正史之后，才渐渐发生历史学。本文所谓历史学，与狭义的“史学”略有区别。比如，以一个民族或 

一国的历史为对象，那么，对于那个民族以往精神的和物质的活动，都是我们应当研究的，从事于这种研究， 

称为历史学。                          (贺昌群《历史学的新途径》によ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