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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这套丛书，没有选择像斯波六郎所著《文选李善注所引尚书考证》，或者太田次郎所著《以旧抄
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本文的研究》那样大部头的专著，它们学术价值很高而读者面很窄。
这些书很重要，等条件具备，也应该译介过来。
我们先要做的，是希望读者能认识一批比校好接近的客人，也就是一批学者为非中国学专知识分子写
的书。
     我们选择的书目，除了几部新人新著外，都是“大学”写的“小书”。
或侧重其保留中国文献资料的价值，或侧重对中国本土研究的补阙，或侧重于对中日关系研究的历史
作用，或侧重于其在日本学界的影响。
取其一点，不必求全，积少成多，不拘一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
通过这套丛书，读者便可陆续与那些久闻其名而未见其文的好友见面，共享日本中国学之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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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兴膳宏，日本著名汉学家。
1936年生于日本福冈市。
1966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
曾任爱知教育大学、名古屋大学副教授，1982年任京都大学文学教授。
2000年从京都大学退休。
2001年任京都国立博物馆长。
著有《中国的文学理论》、《文心雕龙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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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留印象  福永光司先生的故事   向日野龙夫先生的致敬  视天茫茫——悼高桥和巳先生  豹轩——铃木
虎雄  滑稽故事与唠叨念佛——一海知义先生前追悼戏文第三编  异城之眼——中国文化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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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庄子》的幸福观，一言以蔽之，是儒家体系所认为的简单的、世俗的幸福。
例如《天地篇》出场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儒家的圣人尧；另一个是封人，是守卫国家边界的下级士兵
，即防人。
圣人尧与一个无名的防人所讨论的都是价值转换的话题，这似乎有讽刺的意味包含于其中。
防人首先对尧说“请祝圣人，使圣人寿，使圣人富，使圣人多男子”，而尧却对此不予接受。
尧的理由是：“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
”“寿则多辱”这句话在《徒然草》中也曾出现过。
尧认为这些“非所以养德也”。
这里所说的“德”，与儒家的思想颇有不同，“不惧、无事、不辱”的状态，大概便是《庄子》所说
的“德”了。
    在这里，尧否定了世俗的寿、富、多男子的幸福观，而防人却进一步说：“单纯的否定并不重要。
有效的方法是既不否定，也不肯定，而是与自然合为一体。
”简言之，无为就是一种幸福。
由无为而超越人类一般的小智，进而委身于自然，于是便开始人生的充实生活了。
    再如，《至乐》篇中有“至乐无乐”的故事。
所谓“至乐”虽然是一种最高境界的幸福，但它毕竟是一种超越世俗的快乐。
“至誉”作为一种最高的荣誉，可以说实际上达到了超越世俗荣誉的“无誉”的境地。
有关生命之类的问题，《庄子》与儒家的思想多有不同，他认为人虽保持肉体的形态，但在形态产生
之前便已有了精神。
本来精神是一种非物质的东西，直到最后才产生，没有形态，也就没有人的生命了。
所谓死，则又属于回到原来的归宿了。
有形虽有生命，但最后都是要回到以前无形无气的状态的。
    也就是说，生命属于自然的潮流，是类似于四季循环的自然的潮流。
而死亡，无论怎样来说都是令人悲哀的，说它是遵循自然潮流的变化也不能算作过分。
“生者，假借也”，是把人生看作大道的一时寄托。
再如，“生者，尘垢也”，是把生命看作一种微小的东西而已。
由生到死的变化，正如四季的变化一样，是遵循自然潮流的。
    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变革，人们的幸福观也在发生着变化。
但在中国，似乎没有根本的改变。
三千年的历史一以贯之，形成中华文明的一大特征。
这其中也正如上面所述，作为与之对应的内容，也包含了庄子的思想。
归根结底，知识分子的思想与大多数老百姓把“五福”作为自己幸福的象征还是有所不同的。
    就时间的角度而言，作为儒家传统的世界观，在古代就已描绘  出一个灿烂的世界。
在昔日尧、舜等杰出帝王中，理想的世界便已  形成于他们的思想中了。
只是到了后来，有些人的思想逐渐变得  坏起来。
思想变坏之后，昔日杰出帝王的理想时代模式便被颠覆  了。
这也是儒家基本的世界观，但并不是终结的观点。
逐渐变坏，  然后使世界为之毁灭，这也不是儒家的思想。
    再到后来，印度的佛教在中国产生了影响，于是又产生了一些研究善恶行为的人。
在遥远的未来，现实世界将被大火化为灰烬，然后便形成再生的概念。
道教的一些观点也是由此而来，道教认为世界最终将被大火烧为灰烬，然后从中再产生一个新的世界
。
佛、道二教虽然始终充满辩论争吵，但其中也是相互影响的，从而形成中国的宗教。
P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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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人，至少从我国南北朝时代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
自身。
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其间也产生了众
多研究中国的大学文家和名文名著。
本书用异域之眼，对中国历史文化上的“风景”一一作了剖析，同时也对研究中国文化的日本先驱作
了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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