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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晓平　　日本人(包括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迁徙到列岛的人们及其后裔)，至少从我国南北朝
时代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而伴随中国文化进入日本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诸如写经抄
书、创造假名、宫中讲经、发明训读、朗咏流行、设明经文章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构成了人类
文化交流史上壮观的奇景。
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身。
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但学界真正把研
究中国的学问称为“中国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国研究史，是与日本文化的开创和发展紧密联系的。
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抛开中国学术史，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
但是，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国的目的方法和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尽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西方学术同时也与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联
系，远比与中国同时学术的联系敏感、紧密而又牢固。
不论如何，从古至今，日本学界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问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导这门学问的根本课题，是岛国
日本如何面对大陆中国。
它们不仅植根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从属于日本文化体系，反映或者作用于当时日本的包括民族主义思
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日本学界获取评价，而且根本目标在于发展日本文化。
所以尽管它们有时与中国本土学问面临着同一对象，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历史阶段的今天，国外中国学与中国的国学共同构成世界的学术中国观
，而又各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
对于我们的国学来说，国外的中国学可以说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国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
的方面。
　　进一步说，日本中国学除了具有其他国家中国学的共性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性。
这些特殊性，离不开一个“近”字。
例如，由于许多业已散佚的中国文献通过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
文献资料库之一；又比如日本拥有传统的阅读和训释中国文学的特殊手段等等，这给中国文献的传播
和解读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中国学与日本学研究的关系特别紧密，也使得它在考据
和比较研究这两方面，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课题。
　　在日本，对日本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与对中国的研究一刀两断，再加上现代学术谋求
沟通的大趋势，便使得日本中国学者，例如内藤湖南、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响超出
了中国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学的著述，例如明治时代的民俗学家、最早的环境保护运
动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识巨人”、“时代代言人”之称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劳者”称号获得者
中西进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国学的部分，也都有一读的价值。
　　日本近代以来在某些研究条件或手段上不同于中国本土，日本学人多重实闻亲见，不尚空谈，长
于细读深究。
他们在某些领域，例如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中外关系史、艺术史以及中国戏曲小说史等方面的
研究成果，曾给中国学人以启迪。
日本从奈良、平安时代起逐渐形成一些接受中国文学的热点，如《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
》、《古文真宝》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互补互鉴
的作用。
这些都使得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报以热眼。
学人多以“他山之石”、“邻壁之光”来强调这种关注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又从很早便有了对盲目追随日本学人态度的批评。
早年章太炎先生对这种态度给予的辛辣讽刺，虽不免言之有偏，却仍不失警戒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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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学者对于当年那些所谓“支那通”的揭露，更不该忘记。
在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展开系统研究的时候，仍有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与人云亦云现象，
强调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统一，葆有学术自信和识别眼力。
　　今天，更要看透那些变样翻炒“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中国通”，他们往往将
历史和现实作短线连接，凭借现代媒体和出版业，朝论夕改，张大偏见，仅就学术手法而言，也实不
足为训。
应该说，这些人虽然不是日本中国学界的主流，但是他们头上也顶着“大牌教授”、“中国问题专家
”和“社会名流”的帽子，近年来忙不迭煽乎所谓“厌中”(讨厌中国)情感，就很有些拉着舆论走的
能量。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对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价值，绝不止于“借鉴”，也不应该停留在“
此优彼劣”的结论上。
对日本来说，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某一时期日本
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中日关系。
日本的知识界，往往通过它们认识中国、理解中国。
研究中国的专家们，以及有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的思想者写的关于中国的著述，对短期或者较长期的
社会思潮，有时甚至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起过某种作用。
言说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及民间话语等共同营造着中国形象，而其中学术话语的影
响则更为长久深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学人来说，通过这些著作来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解读日本人的中国
观，或许也不失为一条途径。
同时，我们对日本社会文化看得越透彻，就可能对日本中国学研究得更为深入。
　　总之，在中日文化双方不能不互相正视的今天，对待格外重视师承流派、沉淀深厚、做派繁复、
多变多样的日本中国学来说，草草一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原始察终，辨源析流，叩同问异
，进而学会平等地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
既是对话，那当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还必须“知彼”，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而是要深知熟
稔。
所幸我们已经有了《日本中国学史》、《日本汉学史》等专门的著述，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中国学乃至
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到今天，在人们对吸收外来文化倾注着空前热情的时代，面对别种文化发出自
己的声音就显出更大的必要性。
这种声音，不是自说自话，而要有往有复。
因而，加强对国际中国学的研究，必然会与我们的“中国学”走向世界相联系。
在这一方面，日本学界可谓先行一步。
为了推进国外的日本学研究，十多年以前，日本便建立了对外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又在法
政大学中设立了国外日本学研究基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国际日本学研究展开分析。
以此反观我国知识界的一般认识，有些人多只看到那些操着怪腔怪调汉语的外国人在该国学界没成什
么大气候，又爱发些对中国隔靴搔痒的议论，就轻看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意义。
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工作的紧迫性。
　　读书或可睹人。
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
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
和同时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
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
　　对于收藏在日本的中国文献，日本学者已经对文本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我国学者却常因为无
法与原件谋面而深感遗憾。
有些日本学者抱怨中国学者对日本存藏的中国文献抄本、刻本评价过低，而实际原因是这些资料一般
中国学者很难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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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涉及各类学科的日本中国学著述，切实了解它们的最好方法无疑是阅读原著，而且是系统阅读，
因为翻译有时难免会模糊两种文化的细微差异。
然而，在很多有兴趣的学人还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翻译就显示着特殊的必要性。
　　我们选择一些篇幅不长、适于阅读的名篇名著、新人新作介绍给读者，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
日本中国学的多种面孔。
我们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同时，也不应排斥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与多样化，这些研究和写作方法的异色，
或许能帮助我们扩大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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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太田次男所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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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接近的客人，也就是一批学者为非中国学专业知识分子
写的书。
　　日本一些研究中国学的名家，很重视为一般读者写书。
吉川幸次郎曾提出让学问回归大众的口号，白川静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也强调在孤诣独往苦苦求索
的同时，要努力使学问返回到“一般”，即回报于社会。
像青木正儿等人文笔之好，在学界早有定评，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随笔脍炙人口，几十年来一直
是书店的常销书。
　　我们选择的书目，除了几部新人新著外，都是“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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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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幸田露伴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大家，原名成行，别号蜗牛庵。
他从小受到中日古典文学的熏陶，学识渊博，文学造诣颇深，与尾崎红叶、坪内逍遥、森鸥外等人齐
名，这一时期在日本文学史上被称为红露逍鸥时期。
1937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第一届文化勋章。
本书是他的一些随笔，主要介绍有关中国的一些历史人物、器物、古代文学作品的考证和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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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幸田露伴（1867～1947），日本作家。
本名成行，别号蜗牛庵、雷音洞主、脱天子。
他从小受到中日古典文学的熏陶，学识渊博，文学造诣颇深，与尾崎红叶、坪内逍遥、森鸥外等人齐
名，这一时期在日本文学史上被称为红露逍鸥时期。
1957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第一届文化勋章。
作品主要有《风流佛》、《五重塔》、《风流微尘藏》、《命运》、《连环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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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夏夜问答　　有口无手　　客问曰：不论美术、文学、宗教及其他，今立世之言为说者甚不少，
而其功似甚不明。
有口者多如彼，暮鸦聒噪；挥腕者少如此，晨星寥落。
美术有谁？
文学有谁？
宗教有谁？
雕像师徐徐磨刀，门外即有怒斥声：何不快快挥刀？
诗人凝思苦索，窗前即有叫骂声：汝焉能将一切想尽？
佛者励精欲委身于六度三观之行思，则有敲庵大声责之：衲僧忘其世乎？
欲声闻辟支乎？
当一个画家偶有所得，欲呵笔作图以问世之时，首先面临的不是精细、冷静的检核，而是粗暴卤莽、
炽热灼人的批判。
当一个小说家欲制新篇时，文未成之前，首先会有人根据个人嗜好提供种种意见和建议，文渐成则这
些建议一变而为谴责之声。
宗教家周围，甚至有许多欲受教诲之人，先向宗教家施以教诲，不是使宗教家常住于佛心神意之中，
而是使其住于芸芸众生之中。
观今之状况，人皆有口而无手。
有口虽无可非，然以口掣手可喜乎？
可忧乎？
如此群议之纷纷，毕竟如何？
　　答日：呜呼，我不知矣！
呜呼，我不晓矣！
古人有言：其言咙，其事乱。
　　一衣三冠　　客敢问曰：群议之纷纷毕竟如何？
答曰：不知，子退试问之蓍。
客乃占，得于晋之乾卦。
辞曰：一衣三冠，冠无所加。
　　诗人之不遇　　客问曰：有人倡导，断乎陷文学者于死地，使其同困苦斗争，而后取得成功。
子之说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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