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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日本的日本汉诗研究 
刘金鹏 * 

 

摘要：在日本的教育界，“汉文”被视为日本语言文化基本教养的一种。日本的

“国语”教育课程中，汉诗文在经过“训读法”解读之后，自然而然的转化为

日语文化。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以日本人创作的汉诗文为对象研究长期以来很

难得到正确的定位，直到 1980 年代才开始逐渐展开。本论旨在整理日本人对于

汉诗的研究历程，指明其发展动向，并为今后汉诗研究的展开提供一定的线索。 
关键字：日本汉诗； 研究史； 研究动向； 诗集； 比较研究 

 

一、前言 

笔者从事战后日本知识份子的亚洲观研究，经常会在史料中接触到一些日本知

识份子所作的汉诗，内容多为表达对日本国家以及亚洲命运的关切。顾名思义，“日

本汉诗”是指由日本人写作的中国古典式的诗。日语中将中国古典称为“汉文”或

“汉诗文”。而有意思的是，《唐诗》、《史纪》这样的汉诗文经典与以《竹取物语》、

《枕草子》等为代表的日本古典文学同时被收并在中学的“国语”课程当中。中国

的古典被“汉文”化后，成为了日本本国语言教养的基础之一。日本人通过训读等

独特的方式吸收中国文化，日本汉诗就是其运用中国文化的一种成果。 
与日本研究者对中国的热心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日本学界，很长一段时

间内对于日本汉诗的研究并不繁荣，甚至可以说少有人问津。其原因与日本的学术

体系分割有很大的关系。一般的大学等研究机构中，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分列于两

个不同的专业，中国哲学与日本思想史亦是如此。而日本汉诗虽然是日本人教养的

一部份，却由于横跨中日两个文学专业而其导致很难定位。直到 1980 年代“和汉比

较文学会”（1983）和“全国汉文教育学会”（1985）两个学会的出现，这种情况才

有所改观。 
而在中国学领域，学者间依然存在一种固有思维，认为日本汉诗只是中国正统

诗歌文学的次生品，因而常常对日本汉诗不抱兴趣。日本汉诗，只是在中国文学巨

流在亚洲产生的一个分支。然而，日本汉诗究竟是如何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又有着

怎样的特色，这个原本特别重要的学术课题却常常被忽视。更重要的是，研究日本

汉诗这一日中文化交融的产物，探索它的特殊性的同时，原本被视为属于中国或日

本固有的古典文学也会被相对化，从而产生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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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年日本汉诗研究的动向 

1. 资料发掘工作 

日本汉诗的创作主要分为四个时期： 
一、奈良、平安时期（710-292 年），中国的典籍传入日本后，其文体开始被日

本採用。 
二、镰仓、室町时期（292-1600 年），以与宋元交流为背景，五山文学为代表的

繁荣期。 
三、江户时期（1600-1868 年），日本汉诗创作的全盛期，尤其是江户后期汉诗

史料丰富，针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也相对较多。 
四、明治维新以后（1868 年至今），在“西洋化”成为社会潮流的同时，汉诗的

价值也被重新认识。现存作品数量极多，同时不乏格调高雅的佳作。 
日本研究者很多都以这四个时期中的某一个时期为研究对象，比如近年较为活

跃的,以后藤昭文为代表的研究团队中，研究成员时代区分就很明确。后藤昭雄主要

负责平安时代前期的研究与文献采集，平安时代后期的研究主要由佐藤道生负责。

堀川贵司以五山文学为中心，铃木健一和池泽一郎分别主攻江户前期和江户后期的

汉诗。值得一担的是，2009 年 1 月上述学者聚集在岩波书店会议室，举行了一场名

为“日本汉诗的品格”的座谈会，在交流对各个时期日本汉诗发展历程的同时，也

纪述了这些研究者各人开始从事汉诗研究的曲折经历。座谈会纪录发表于杂志《文

学》上，在日本社会，尤其是热爱日本汉诗的文化群体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座谈会

纪录对于了解日本汉诗研究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作为近年汉诗研究的代表性研究者，后藤的主要研究集中的平安时代前期的作

品挖掘上，如《日本诗纪拾遗》。《日本诗纪》是江户时代文人市河宽斋于 1786 年编

纂完成的一部诗集，收集作品以日本汉诗创作开始以来至平安时代末期为对象，且

不拘泥于现有的诗集。他广泛查阅史料，将采集范围扩展至史书等资料，集录汉诗

数量多达 3800 余首，是研究日本汉诗创作初期的重要学术资源。后藤利用一些新发

现的资料，如国文学研究资料馆田安德川家寄存资料中的《内宴记》和镰仓时代的

《和汉兼作集》下卷，对《日本诗纪》进行了重要的补全。 
同样，佐藤道生利用三河凤来寺所藏藤原师英抄本，重新校注了日本汉学入门

读物《和汉朗咏集》。他的著作将《和汉朗咏集》的全貌展示给读者的同时，明确了

其在日本国文国学史上的地位，也代表了朗咏集研究的最新高度。 
此外，合山林太郎在对江户和明治时代的日本汉诗做出综给考察后明确指出，

这一时期日本文学具有极大的多样性。合山从 2014 年起组织发起研究项目《关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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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汉诗文中经典构成的研究及全球化研究环境下的日本汉文学通史的探讨》，其中，

关于汉诗的讨论是他的研究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町泉寿郎为代表的二松学社大学研究团队负责日本文部省的研究项目《近代

日本的“知”形成与汉学》，研究内容也覆盖到对于汉诗在日本控社会文化形成中所

产生作用的探讨。 

2.索引编辑及查询用资料的完善。 

随着汉诗研究的深入展开，对于索引等工具书的需求越来越高。研究者们针对

一些使用频率较高的诗集进行了系统的索引化。高岛要的两部编著《日本诗纪本文

与总索引》和《东瀛诗选本文与总索引》，可以通过诗作中任意一字反查诗作者和诗

题，可称为其特色。如前文所述，《日本诗纪》是研究平安时代以前日本汉诗的重要

材料，而俞樾所编选的《东瀛诗选》作为日本汉诗研究的先驱，在后来的大部份研

究中都会被提及。索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平安朝汉文学研究会所编辑《平安朝汉

文学综合索引》，制作索引的同时，将诗题、人名、地名、神佛名、官职名等相关信

息和文献一并整合，非常方便研究者查询使用。 
平安时代以后的日本汉诗作品，并没有太多相关索引类工具书。不过笔者认为，

随着本次日本汉诗整理研究项目的展开，文献的电子化将成为必然，索引工具书的

重要性势必要逐渐降低，电子文献丰富的检索功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同时，以

上资料在制作电子文献的检索的检索功能时也会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于工具书类的文献，还有一种日本汉学特色的文献，就是汉诗的训读。大沼

宜规于 2011 年在国立国会图书馆主编的杂志《参考书志研究》上发表了《日本汉诗

翻译索引》，通过整理明治时代(1868 年)起的 90 册汉诗集，将可以查询到训读的文

献一一列出。在其它综合性典集，如《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明治文学全集》等资料中也可以找到部份汉诗的训读。现代日本汉诗吟诵时，多

使用训读后的日文，反之，日本人在创作汉诗时，难免也会受到训读所形成的思维

的影响，故而训读资料的存在也不容忽视。 

3.日本汉诗文的整理出版 

1980 年代后，日本汉诗最大规模的整理出版，莫过于富士川英郎等人编纂，汲

古书院出版的影印集。富士川等人经过多年的文献考证和版本收集，于 1983 年至

1990 年编成《诗集 日本汉诗》20 卷和《词华集 日本汉诗》11 卷，每卷卷首附以对

所收录的诗人或诗集的解说，以及对原著版本保存情况的介绍。《词华集》收录了平

安时代至明治初年的部分汉诗作品，其中包括一些此前未曾公开过的诗集，如内阁

文库秘藏市川宽斋手写本《日本诗纪》，友野霞舟的未刊行的《熙朝诗荟》等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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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收录从江户初期至明治大正时代的儒学家、汉诗诗人等 79 名的诗集，共达

98 册。例如江户初期的朱了学家石川丈山，古学派代表人物伊藤仁斋、伊藤东涯父

子，古文辞学派的荻生租徕，开日本汉诗兴盛之先驱的清新性零派代表市河宽斋，

江户诗作最高水平的菅茶山和赖氏一族等。 
此后也有一些汉诗选集问世，如岩波书店 1995-1996 年刊行的《江户汉诗选》，

对诗人身份分类成册，选取其各自的代表作。猪口笃志在 1996 年重新编写《日本汉

诗》，选取各个时代诗人的代表作，并对每首诗都加以详细的分析解说。值得一题的

是，猪口笃志《日本汉诗》收录作品范围涵盖到战后初期，如土屋久泰的《原爆行》

和塩谷温的《埃及怀古》等作品，而整个日本汉诗研究领域中对于战后日本汉诗的

研究尚存在空白。 
还有一些针对某位诗人的作品进行整理的研究，如石川忠久的《汉诗诗人大正

天皇 其风雅之心》和《大正天皇汉诗》，同时，对于大正天皇的研究还涉及到了对

其汉诗创作有着很深影响的二松学舍创始人三岛中洲。 

4.研究论文 

除上述研究外，80 年代后的一些日本汉诗研究集中在前文所提到的两大学会“和

汉比较文学会”和“全国汉文教育学会”的杂志中，二松学舍大学的《日本汉文学

研究》也登载了一些关于日本汉诗研究的论文。另外还有一些研究分散在其它中国

学或日本古典文学相关的杂志上。 
小财阳平、川边雄大等一批学者都活跃在这些杂志的舞台上，其中的一些论文

非常有特色。如川边雄大在《对于<东瀛诗选>编纂的考察》中另辟蹊径，通过追踪

诗选编纂历程和分析诗人的甄选，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市川桃子

在《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日本汉诗研究》中，着力分析了日本中国文学者研究日本汉

诗时与日本古典文学研究手法的不同之处，并为中国文学研究者研究这一课题指明

了三种研究方法。由于时间所限笔者未能将近年的研究论文全部整理出来，今后将

在保持对新研究关注的同时继续加强整理工作。 

三、小结 

从事日本汉诗研究，对研究者的日本古典文学素养和中国古典文学素养都有很

高的要求，存在一定的难度的同时，研究本身长期由于难以定位而不被关注。日本

的日本汉诗研究于 80 年代开始起步，30 年来一直呈现缓慢发展的态势，然而近年，

年轻学者对日本汉诗关注的增加，为日本汉诗的研究带来了快速发展。同时，最新

的日本汉诗研究也具备了一定的国际性视野。诸多学会都有来自日本国外的研究者

参加，特别是中国学者留意日本汉诗这一动向也受到了日本学界的关注。堀川贵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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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山文学研究 资料与论考》中就对近年来中国的日本汉诗研究进行了介绍。 
笔者所收集的资料定然尚有诸多遗漏，谨希望本论可以为抛砖引玉之用。相信

中日学术届对于汉诗的共同关注，一定能够将日本汉诗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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