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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汉诗是我国古代诗歌繁衍域外的一大分支，在其1300余年的发展史上，经历了从模仿到创新、从
依赖到独立的发展历程，产生过数以千计的诗人和数十万首诗篇，成就斐然。
作者马歌东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曾应邀赴日讲学，陕西师大亦地处古都长安，这使得作者有
着得天独厚的文学本位优势及地理优势。
《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史料翔实考究，逻辑清晰严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针对日本汉诗研究的著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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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阶段（1709-1750），萱园古文辞复古派的盛行。
　　萱园是荻生徂徕的宅舍名，后因以为号。
为廓清朱子学影响和荡涤五山余风，荻生徂徕接过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大旗，开
创日本古文辞派，以复古为己任，排斥宋诗，鼓吹唐诗，奉李攀龙之论为圭臬，以假其名而编集之《
唐诗选》为作诗者必读之书。
徂徕门生极多，其中太宰春台、山县周南、服部南郭、高野兰亭、平野金华、释大潮、释万庵等皆以
诗名。
萱园之学风靡日本六七十年，直至他死后还久盛不衰。
这对于唐诗在日本的进一步传播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但萱园派同明前后七子一样，也存在着刻意
模拟古人的弊病。
　　第三阶段（1751-1803），清新宋诗风的勃兴。
　　这一时期，日本汉诗坛掀起了批判萱园流弊的浪潮。
一方面，在理论上，有山本北山《作文志彀》、《作诗志彀》、《孝经楼诗话》，市河宽斋《谈唐诗
选》，津阪东阳《夜航诗话》，太宰春台《文论》、《诗论》，大洼诗佛《诗圣堂诗话》，久保甫学
《木石园诗话》等，鼓吹宋诗，指斥《唐诗选》，倡袁中郎（宏道）之清新，排击李（攀龙）王（世
贞）之模拟剽窃，其势迅猛不可当。
而此际之鼓吹宋诗，与五山禅僧之喜宋诗好谈性理已经不同。
此际诗人，往往以放翁、诚斋为宗，得其自然清新之趣。
此阶段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诗人，使汉诗坛呈现出空前繁荣，其最杰出者，有龙草庐、柴野栗山、尾藤
二洲、古贺精里、赖春水、赖杏坪、菅茶山、释六如（慈周）、释大典、大田南亩、市河宽斋、大洼
诗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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