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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高等専門學校紀要》第 8 号（1971）。 

（日）室永芳三，〈吐魯蕃発見朱邪部落文書について－沙陀部族考 その一（補遺）〉，

《有明工業高等専門學校紀要》第 10 号（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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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室永芳三，〈唐代における沙陀部族の抬頭－沙陀部族考 その二〉，《有明工

業高等専門學校紀要 》第 11 号（1975）。 

（日）森部 豊、石見清裕，〈唐末沙陀「李克用墓誌」訳註・考察〉，《内陸アジア

言語の研究》18，東京：中央ユーラシア學研究會（2003 年）。 

（日）森部 豊，〈唐末五代の代北におけるソグド系突厥と沙陀〉，《東洋史研究》

62：4，名古屋：東洋史研究會（平成 16 年 3 月）。 

 

學位論文： 

桂齊遜，〈唐代河東軍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碩士論文（民 79）。 

黃淑雯，〈李克用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碩士論文（民 85 年）。 

劉  芸，〈沙陀史研究〉，蘭州大學碩士論文（2006 年）。 

房忠偉，〈沙陀突厥對唐態度的變化及其原因與影響〉，內蒙古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