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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去年六月出版的拙著《幽玄与物哀》的姊妹篇，试图从美学的立场上，对另一个重要概念“寂
”加以考察。
题名为《风雅论》，是因为“风雅”这个概念，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上做种种理解，而在芭蕉及其门人
那里，“风雅”_几乎就是“俳谐”的同义词，我们尊重这一习惯表达，将“风雅”作为“寂”这一
审美范畴的特殊的艺术背景，并主要在俳谐领域中研究这个问题，因而便以“风雅论”作为题名。
实际上，对俳谐加以关学的考察，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只要从这个意义上加以理解，那么这个书
名可能不至于招致“挂羊头卖狗肉”之讥吧。
当然，关于“寂”的艺术背景，除了俳谐之外，还应该考虑到茶道这样的艺术。
本书在行文中，也对茶道这一背景随时加以涉及。
然而，无论是俳谐还是茶道，本书作者都是一个门外汉，只不过是为了对“寂”这一概念做美学上的
考察，而不知深浅地踏人“风雅”的世界而已。
“寂”的问题的研究，也和“幽玄”“物哀”的研究一样，著者原本要把研究的重心，放在美学体系
的构建方面，但本书的内容又是将“寂”权且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来研究的，因此关于美学体系性的
构建问题，起码在表面上看，还是受到了一些局限。
关于这方面的不足，我打算等待今后以另外的形式加以弥补。
而另一方面，在研究的材料上，因种种原因需要具体翔实，因而对原始资料的引用可能稍嫌烦琐些。
但我想读者应该会有适当的方法对此加以忽略，于是就任其烦琐，不加删削。
    总之，本书固然有种种缺陷，但以本书这样的立场与方法对相关问题所做的研究，一直以采付之阙
如，因而本书期望能对今后相关向题的研究有所启发，为此，著者在战时这种非常状态下将本书公之
于众，诅愿不会受到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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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日本物哀》《日本幽玄》的姊妹篇，编译者将日本现代美学家大西克礼的《风雅论——
“寂”的研究》一书首次译出，又将“俳圣”松尾芭蕉及其弟子的俳谐论及“寂”原典择要译出，形
成了贯通古今的日本“寂”论，为我国读者了解日本文学、美学及日本审美文化中的“寂”，提供了
可靠的文本。
译者撰写的《风雅之“寂”——对日本俳谐及古典文艺美学一个关键词的解析（代译序）》，站在现
代文艺美学和比较诗学的立场上，运用比较语义学、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方法，清晰地揭示了“寂”论
的内在构造，阐发了“寂”的理论内涵及其价值，足资读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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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美学家，曾任东京大学美学教授，日本现代思辨美学的主要确立者，主要学术贡献是以西方美学
为参照对日本传统审美概念“幽玄”、“物哀”、“寂”加以阐发，著有《幽玄与物哀》《风雅论》
《美意识史》《美学》（上下卷）等，译有康德《判断力批判》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风雅>>

书籍目录

内容提要
风雅之“寂”——对日本俳谐及古典文艺美学一个关键词的解析（代译序）
Ⅰ风雅论——“寂”的研究
前言
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俳论中的美学问题(一)
第三章俳论中的美学问题(二)
第四章俳谐的艺术本质与“风雅”概念
第五章“寂”的一般意味与特殊意味
第六章作为审美范畴的“寂”(一)
第七章作为审美范畴的“寂”(二)
第八章作为审美范畴的“寂”(三)
第九章“寂”的美学界限与茶室的审美价值
Ⅱ松尾芭蕉及弟子等论风雅之“寂”
松尾芭蕉
向井去来
森川许六
服部土芳
上岛鬼贯
与谢芜村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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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序论“寂”与我国国民的审美意识   “寂”的审美内容研究的缺乏   缺乏的原因   历史研究的见
地   美及艺术中的日本性格（精神性）   日本的独特审美概念的美学研究   “寂”的研究中的美学方法
之一：语义及用例的检讨   “寂”的研究中的美学方法之二：对俳谐的美学考察   “寂”的研究中的美
学方法之三：对俳论中的美学问题的考察与“幽玄”“物哀”等概念一样，“寂”（さび）这个词显
然也是一个审美概念或美的形态。
毋庸置疑的是，这种特殊形态的美，在日本国民的某个时代，或在某种艺术样式、某种艺术的生活方
式中，例如俳谐①俳谐（はいかい）：原文为汉语词，指谐谑取笑的言辞。
在日语中，作为一个重要的文体概念，指：一、“俳谐歌”的略称，即带有滑稽谐谑意味的和歌；二
、“俳谐连歌”（又称“连句”）的略称，指具有滑稽、通俗趣味的连歌；三、日本近世（江户时代
）以降，是发句（连歌中的首句，有“五七五”共十七个音节，近代以后称为“俳句”）和“连句”
的总称。
在本书中，“俳谐”主要是指俳句，有时也指俳谐连歌（连句）。
不少情况下，作者将“俳句”与“俳谐”二词并用或混用。
、茶道等之类的所谓“风雅之道”中表现出来。
有时候它不仅仅作为一种理念，而且在艺术与生活当中被某种程度上地具体化，在享受艺术生活的国
民的审美体验中，被把握、被欣赏。
而且，这种特殊的艺术生活中所包含的某种民众性，以及某一时代特别流行与发达的文化潮流，都使
得人们对于这种美的感受性与趣味性得以普及。
这一事实恐怕也是众所公认的。
另一方面，“寂”这个概念所表示的特殊形态的美，也天然地与日本及东洋的民族趣味相投合，对于
这种特殊之美的感受乃至欣赏趣味，造就了我国国民审美意识的重要方面，这一事实也是确凿无疑的
。
不仅如此，据我所知，对于“寂”这一审美概念的理论的检讨，较之对“幽玄”、“物哀”等其他审
美概念的理论探讨则要贫乏得多。
即使说以前从未有过这一类的尝试，也不过分。
另一方面，日本传统的审美概念都表示着极度非合理的内容，而一直以来在日本并没有所谓“美学的
研究”这样的学问。
因而，对“寂”的特别的考察和研究从来没有出现过，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对于“幽玄”、“物哀”等概念的研究尽管也嫌贫乏，但毕竟在中世时代的歌学书、近世的本居宣长
等人的著作当中，都做过某种程度的美学意义上的考察。
在俳谐方面，“寂”作为一种“艺术”中的根本问题，以蕉门①蕉门：指江户时代以松尾芭蕉为中心
、由芭蕉弟子及追随者形成的俳谐流派，其风格被称为“蕉风”，是俳谐的“正风”和主流。
的各务支考等人为中心，很多俳人②俳人：从事俳谐（俳句）创作的人。
在其俳论③俳论：对俳谐或俳句所在的鉴赏与评论，成书者又称“俳论书”。
中都有过种种议论。
然而在众多的俳论当中，对“蕉风俳谐”的“寂”只是在理念的意义上加以强调，直接对其特殊的审
美内涵加以理论反省和讨论的却非常稀见。
除了那些模棱两可的只言片语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这种情况的产生，有其种种的必然的和偶然的原因。
在我看来，其中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基于以下的缘由：“寂”这个概念，在芭蕉及其门人作为俳谐的
审美理念加以强调时，赋予了太多高深、广泛、复杂的内容，其中的奥妙真谛，除了芭蕉这样的登堂
入奥的人之外，毕竟是很难把握的，也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言说的。
不过，如果把“寂”单纯地限定在“闲寂”这个意义上的话，这倒是非常简单明了，但那样一来，除
了这个字本身的意味之外，并没有其他意味了。
于是，“寂”这个词，就在明与暗两极之间摇摆不定。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风雅>>

一方面，意思非常明了，以至于无须加以任何积极的说明；另一方面，它又是极不明了的，以至于在
单纯的、消极的否定说明之外，不需要再加什么积极的解释。
连写了很多俳论书、在这个问题上极尽饶舌的各务支考那样的人，尽管频频使用“寂”这个词，却对
其本身的内容几乎不加任何说明和分析。
而向井去来也在他的《花实集》中说过这样的话：“像‘寂’（さび）、‘位’（くらい）、‘细柔
’（ほそみ）①细柔：俳论的重要概念之一，日文写作“ほそみ”或“細み”。
、‘枝折’（しをり）②枝折：俳论的重要概念之一，日文假名写作“しをり”或“しほり”或“し
おり”，蕉风俳谐的审美理念之一，指一种如柔枝一般的委曲婉转的风姿。
这样的词，是用言语笔头难以说清的。
”他只是举出了他的老师芭蕉对相关俳句加以品评的例子。
（在《去来抄》中，他也说过类似的话：“总之，‘寂’‘位’‘细柔’‘枝折’等，只能以心传心
。
”）到了现代，与“幽玄”“物哀”等概念同时，“寂”这个概念也常被日本文学研究者提出来，并
加以解释和讨论。
对这些解释和讨论加以概观就会发现，在很多场合下，“寂”“幽玄”“物哀”这些概念，是被过分
紧密地在某种语境中结合在一起，毋宁说人们都在寻求和阐明这些概念共通的审美本质。
例如，在谈到这些概念的时候，人们往往解释为，这是同一审美本质的三个侧面的历史显现；或者又
解释为，“寂”的概念是中世时代的“幽玄”概念在近世俳谐中的演变。
当然，我并不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从文学史和精神史的立场上看，我们不能满足于把历史的现象仅仅作个别的孤立的解释，而是要尽可
能从民族的精神本质的不同表现这一角度加以考察，并确认它的统一性，这也是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
。
特别是最近在精神史和思想史研究方面，以西洋的精神与思想为参照，更倾向于强调东洋的或者日本
的特性，这是当下时代流行的学术思潮。
在这种背景下，仅仅对日本国民的审美意识和艺术思想中的个别的、孤立的现象与问题加以研究，往
往不能充分满足这一要求，于是便急切地寻求贯穿于所有个别现象中的所谓“日本的”统一性原理。
这种做法，倒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幽玄”“物哀”“寂”等诸概念进行研究的时候，比起对这些概念所包含的种种审美的本质特性
一一加以考察研究，较为便利的还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混合体，把这些日本式的审美范畴作为一个统一
的问题加以处理，在美和艺术领域中阐发所谓“日本的”东西，以弘扬所谓“日本精神”。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存在于美与艺术当中的“日本的东西”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它所包含的
一种深刻的精神性，这一点恐怕是任何人都不能怀疑的。
我们在这里无法对这种精神性详加探讨，但可以说，这个意义上的精神性的深度，并非只限于美和艺
术领域，它与道德、与宗教也有着深刻的关系，而其真正的源头毋宁说本来就发端于非审美的、超艺
术的领域。
在我国，之所以能够把各种艺术从单纯的“术”发展到“道”的境界，无疑都有赖于这一精神源泉。
而要对这个意义上的精神性的特色，作为“日本的东西”加以强调的话，就如同把和歌、俳谐、绘画
等其他各种艺术领域都在终极上归结于精神性的“道”一样。
这样一来，所谓“幽玄”“物哀”“寂”等从各种艺术的母胎乃至根基上各自发展起来并形成的特殊
的审美范畴，便被抹掉了各自的特色，而被统一到一个共通的“日本式”的审美意识或趣味本质上去
了。
在此我想起了本书中多次引用的芭蕉的《笈之小文》中的一段有名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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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2011年上半年就要结束的时候，《审美日本》系列的最后一部书《日本风雅》终于如期完稿，虽说
《日本风雅》连同《日本物哀》《日本幽玄》三部书只是《日本古典文论选译》的前期衍生成果，并
不意味着此项任务的最终完成，但我还是感觉稍微松了一口气。
    对我来说，翻译日本古典文论特别是“寂”论原典的过程，也是对“寂”之美的感受、体悟的过程
。
两年半以来，除每周二去学校授课之外。
我都蛰居家中，埋头伏案，与外界保持最小限度的接触，每天按计划译出固定字数。
要把这种生活状态用一个字加以概括，那当然非“寂”宇莫属。
对我来说，这种“寂”的状态实际上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如今感觉越来越“寂”了。
“寂”的首先是头发，仿佛秋叶，每天都不可挽回地逝去若干。
最近，有多日不见的学生对我说：“老师的头发好像更少啦⋯⋯不过头发少一点，更适合您啊！
”学生在五月中旬刚刚听了我做的关于“物哀·幽玄·寂”的一场讲座，大概也是从“寂”的角度，
才说“更适合”吧？
不过，想来，“寂”就天生地“更适合”我么？
人及动物的天性似乎就是“动”和“闹”——好活动、好热闹、怕寂寞、爱群聚、喜刺激。
然而，假若一味地“闹”而不“寂”，与鸟兽何异耶？
如果能把“寂”作为一种“美”来接受，乃至享受，那也是慢慢养成、习惯成自然的。
我青年时代也很不耐“寂”，二十六岁时因强制自己久坐。
而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
十几年问，前后八次发作，苦不堪言。
究其原因，似乎是因为那时还没有适应艰苦单调的研究生活，于是身体上出现了抗拒反应。
不料四十岁以后，案头劳动的强度更大，坐得更久，腰病反而转好，工作效率反而更高了。
与此同时，对忙忙碌碌、跑跑颠颠、奔走东西、聚会社交、出头招风、虚名实利之类，更是兴趣索然
，视若浮云，这也是因为有了～点“寂”之心的缘故吗？
不得而知。
若是，那么“寂”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也是对身心的最存效的疗救。
    我体会，“寂”作为一种“审美心’，就是寂然独立、甘于寂寞、乐于平淡、善于调适、以雅化俗
、动中取静、以求逍遥超然，苦中求甜，自碍其乐；作为一种“审美眼”，就是在寂静中听出大音，
在束缚中见出自由．在逼仄中见出宽阔，在单调中见出丰富，在古旧中见出鲜活，在简素中见出绚烂
，在平淡中品出滋味，在不美中找到美。
因此，“寂”就是将日常生活审美化。
这不仅是一种审美态度，也是一种“风雅”的生活状态，甚至是一种修心养性、延年养生的方法，以
“劳动”代“运动”，似乎比西方式的身体锻炼更为有效。
记得曾读到已故季羡林先生九十多岁时与入谈及身体健康的三“不”秘诀．头一条就是“不锻炼”。
“不锻炼”而竟然健康，也许正是得益于“寂”之心吧？
    “寂”之心不只是中老年人才能拥有，青少年也能拥有。
女儿王方宇很小的时候，见父母都在看书写作，很多时候只能自娱自乐，例如坐在床上，将纸片轻轻
撕碎，一片片地从一个盒子里转移到另一个盒子里，如此可以静静地玩半小时以上。
三年前开始升初中后，便开始感受和思考一些抽象问题了，有一次跟妈妈说：整天听课、写作业，累
，没有幸福感⋯⋯我得知她说出这话，不禁黯然。
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家长根本无法向孩子证明这话不对。
但后来她还是很快适应了那种连成年人都望而生畏的艰苦生活．知道如何在繁重的课业之余自得其乐
了，她常常要挤出一些时间，关起房门，大声吟唱喜爱的日文歌曲，还常常把日文歌词译成中文，挂
在网上与网友欣赏切磋。
她可能没有将时间精力百分之百地用于功课本身．但她能够安之于“寂”，又在“寂”中求乐；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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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无用的“夏炉冬扇”之类的东西，这肯定无益于应试，但从长远来看，我觉得这种生活姿态的确立
更为重要。
    在翻译俳论、俳谐的这半年多的时问里，我觉得自己的“寂心”似乎更多了一些。
有时为了体验俳人的心境，也忍不住想做个俳人，于是陆陆续续鼓捣出了一些“五七五”调、使用俗
语而有韵脚的“汉俳”来。
写这些汉俳本是自娱自乐，但是在此也不妨献丑。
聊博读者一哂——今天开春时，我在楼上平台的花池中栽种了各色月季。
四月的一天早晨，忽见一朵盛开的花朵中，睡着一只指甲大的小甲虫．于是吟咏：    月季香味浓，    
—只黑色小甲虫，    安卧花蕊中。
    楼上的阳光房里有一棵盆栽的仙人柱(仙人掌科，状高大挺拔，_又名“量天尺”)，生长缓慢，半年
不见其变。
不料六月的一天晚间，突然神秘地在顶部斜长出一只花来，花枝加花朵长约二十五公分，呈清水芙蓉
状，堪称奇葩——    五尺仙人柱：    突然发花在顶部，    如同变魔术。
五月底应邀去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主持博士论文答辩并讲学，顺便游华山。
在山脚下一饭馆用餐时，发现：    桌下有小拘，    抬腿仲头吐舌头，    想必要吃肉。
     于是我把碗里的清炖土鸡块用筷子高高夹起，逗引之。
两只小狗竞相跳高，达半米有余，每每得食。
由此而对狗心有了一点理解：    店家小狗馋，    瞪眼巴望盘中餐：    骨头留给俺！
    炎炎盛夏的黄昏．喜欢在街头餐馆前“风餐”，有一次让服务员把饭桌搬刭槐树底下，微风吹拂中
：    树下吃晚餐，    槐花飘落在场碗，       味道非一般。
       入夏，北京降下几场大雨，房子四周并无河潮沟渠，但每当雨后夜晚都能昕到此起彼伏的蛙声或
蛤蟆声：    仲夏暴雨后，    屋外蛤蟆叫不够，    入眠有伴奏。
    六月底，去山东威海主持东方文学年会暨研讨会，并应邀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学生做了一场题为
《论“寂”》的学术讲座，不料讲座当晚正逢热带风暴来袭，但还是有七十多位热情的学生冒着暴风
雨前来：    打伞穿雨衣，    还是成了落汤鸡，        为了来听“寂”。
    八月中旬．初游东北部某国，感慨万千：    处处金光闪，    一江隔开三十年，    半国三代传。
    最近半年主要是跟松尾芭蕉及其弟子们打交道，“芭蕉”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关键词。
入夏天热，有时早餐也吃几根比一般香蕉口感更好的小芭蕉：    早餐芭蕉甜，    空调就当芭蕉扇，    
翻译芭蕉篇。
    翻译写作，伏案劳形，深感睡眠是最好的充电，尤其是午睡决不能免。
午睡也会把完整的一个白天切成两段，有些事情做不了。
不得已丽放弃二层垂时，往往眼睛发涩心里烦，真是无奈。
一天午睡前写下一首俳，算是解嘲：    活儿堆成山，    如此这般压在肩，        睡个午觉先。
      到了半夜，完成了一天的任务后，常常感到：    一天劳作后，    浑身都是懒骨头，    刷牙都发愁。
    如此之类的“汉俳”，虽不成体统，但也部分地记录了我今年春夏的生活与心情。
    当然，这其阅也有不“寂”的时候。
六月三日至八日，作为无党派的“群众”，应邀随“同心行”考察团走红色路，踏察重庆、贵州。
归京，应命撰文谈感想，便赋《十六字令》三首共四十八字，以塞文责。
一日：“山，连绵万里云贵川，踏旧道，回首忆当年”；二日：“黔，山商路险水湍湍，赤水红，曾
是鲜血染”；三日：“渝．红潮滚滚山水绿，红歌行，不愧红色旅”。
以纪此行。
同时也感到，在当下滚滚红潮、阵阵红歌中，在大都市的嘈杂喧嚣中，要稳坐在书桌前翻译外国古典
文献、思考纯粹的美的问题，非要自己雕琢出一个小小的象牙塔不可。
    寂之心可琢玉，文之心可雕龙，古今东西，以美贯之。
“寂”虽然是日本古典审美观念，但我以为“寂”之受是超越时代、超越民族的，完全可以现代中国
读者所理解，并能调动和激发我们的审美体验。
这，也许就是编译《日本风雅》一书的价值之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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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以日本现代美学家大西克礼《风雅论——“寂”的研究》(岩波书店1941年版)为主体，又将松
尾芭蕉及弟子的俳论及“寂”论原典择要译出．以供读者延伸阅读。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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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风雅》编辑推荐：译文流畅精美，虽是学术著作但可读性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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