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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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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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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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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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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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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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闲话》

内容概要

《书斋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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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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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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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闲话》

作者简介

幸田露伴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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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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闲话》

书籍目录

琐言  夏夜问答  字义数则  李昌谷的诗  《西游记》的作者  甘甜古今  论简素治新  钓车考  漱玉记  大叶
子  说羊  福老皮囊  顾炎武  袁了凡  快川和尚和杜苟鹤  《料理物语》和《草木子》  《今昔物语》和《
剑南诗稿》  张良和蔡邕  古书新法  带妻宿妾  少言老评  水  酒蜗牛庵联话  月、霜  青瓷、白瓷、音乐  
琵琶、箜篌、缬  饼  茶  檄  苜蓿  饭  骨董读史后语  张俊供进御筵食单  芭蕉和黄山谷  话苑  读史后语  
苏东坡和海南岛  杨贵妃和香书斋闲话  修文谈  《仁山智水帖》序  露伴谈片  我执笔的时间和场所  日
本百科大词典解题    《西厢记》    《琵琶记》    《桃花扇传奇》    《长生殿传奇》    《聊斋志异》    《
十二楼》    《红雪楼九种曲》    《弹词》    《中国的俳优》  夏日的读物  处女的自豪  表现于容貌上的
心灵美  歌的作词与作曲  命运的钥匙  文艺作品中的马  民谣里的歌  旅行家  传说的真相  《红楼梦》解
题  《水浒传》杂话  新幸福观  日本的文学和复仇谭  幸福树和不幸树  无难  书斋闲话  邦人岂能不解中
国诗味  《汉文丛书》序  春日抄  字眼儿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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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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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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闲话》

精彩短评

1、卖饼之贫民者被夺妻之谈。本于宁王之事。唐时，宁王富贵好色，有宠姬数十人，犹嫌不足，有
卖饼者妻，纤白明媚，王一见即属意。因厚遗其夫，求之，宠爱逾等。岁余，因问曰：“汝复忆饼师
否？”召饼师使见之。其妻见旧夫于堂下，注视之，双泪盈颊，如不胜情。...王感悟，乃还女饼师，
以终其志。此事出自孟檠《本事诗》。后李商隐亦咏此事，遂成悲美之故事。《水浒传》将此翻案，
而为妖妇毒旧夫之凄惨丑恶之谈。《金瓶梅》又敷衍之。P129-130

2、作為他山之玉，也作為閑時消遣的小品
3、同名露伴，幸田非比岸边；同拟蜗牛，灯下寻见伶影；荒木与今，先生大扇子也。
4、素乃全部生命之相。
5、翻译的不错，看到很多典故···
6、幸田露伴的时代的思想潮流，是恨不得立刻摆脱中国传统的影响，或者干脆将其曲解地惨不忍睹
，在这样的时代中，幸田露伴大谈中日文学文化的关系，甚至在遣词造句上都颇为汉化，实属不易。
另，幸田露伴作为中国学家的身份似乎一直被忽略。
7、这几本早几年出版的日本作家的书所以被我搜罗起来,都由陈德文先生翻译.

春节里读了陈先生翻译的谷崎润一郎(上海译文),喜欢上这本小册的同时,深深被陈先生的翻译吸引,真
是好.第一次被翻译的文字吸引去寻找专门的译者的作品来看,有趣吧? 说来随着年月的增加,读过的翻译
小说还真是越来越多,但反而从译者的文字里得到的乐趣倒不成正比了.因为难得,所以珍惜.

感觉陈先生的日文翻译能几乎最大限度地将读者带入原文字的氛围中.
8、有的地方值得相权，但不失为一本好书。含金量高，价格低，值得买。
9、就是在聊天。
10、这是一个系列的  我很喜欢    几乎块凑齐了  绝对不亏
11、“中国的旅行家，近代有清朝的徐霞客”作者要是二点就罢了，译者怎么也跟着二。写得一般，
翻得一般，常识性错误不少。

12、这书还不错吧，比想象中的要稍微弱一些。
13、露伴大文豪，学贯和汉（陈德文的选文不大合理）
14、在创作方法上，幸田受井原西鹤的影响较大。作品主题多为歌颂艺术的强韧生命力，以及艺术创
造者的顽强意志。《五重塔》（1891）中的木匠十兵卫，《风流佛》(1889)中的雕刻家珠运，《一口
剑》(1890)中的刀匠正藏，都对艺术怀有无比坚定的信念，甘愿为之牺牲生命。这些作品以浪漫主义
手法描绘了压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坚韧不拔的精神。他还写过以诗人与市侩之间的矛盾为题材的
《有福诗人》(1894)。在《风流微尘藏》(1893～1896)和《滔天浪》(1903～1907)两部长篇小说中,他又
试图从多方面反映社会现实,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沉闷的政治气氛，迫使他中途搁笔。幸田还
著有短篇小说《露珠圆圆》(1889)、《街头净□璃》(1891),长篇小说《捕鲸者》(1891),评论《一国之首
都》(1901)，随笔集《谰言》、《长语》(1901)，剧本《名和长年》(1913)，以及取材于中国明朝建文
帝事迹的历史小说《命运》(1919)，中篇小说《连环记》(1940)等。《芭蕉七部集评释》(1926～1947)
是他的绝笔之作。
15、译本简雅 所读之处 不缺回味
16、原来是《禁色》的译者，有点厉害
17、只看了第一篇《有口无手》就觉得很好 正在膜拜之。但读到后面有些内容着实枯燥了
18、这套书都挺靠谱的。
19、学者型文人的文章不会很空洞，但趣味性要差一些。作者的汉学功底很深厚，文笔也有一种古典
美。中华书局这套丛书性价比较高，所以里面的编校错误也不少，这实在是不应该的。
20、译者厉害
21、鉴真给日本朝廷带去砂糖百姓不知足利氏末期同诸国交流逐渐频繁商船运去砂糖始为百姓所知砂
糖霸占台湾之后日本开始大规模生产砂糖幸田认为日本兵强大原因是日本兵天真单纯朴素到底而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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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素心不失自体之本然山羊吃了杜鹃花就会中毒脚步踉跄有时甚为痛苦中国二十多朝代天子中只
有明朝一位皇帝不接近皇后以外女人谁啊？关西一大富豪喜好茶道死前数万金购一茶器高兴几个小时
就死了有人讥曰一小时数千元作者认为在趣味面前即使花上百万两那只是像一缕青烟不值得惋惜日本
狐之名来自灵异记狐与人结婚生子后现了原形打算离去男子不计较说来睡吧来睡吧就成了狐的名字幸
田嫌弃中国人没有日本人炽热复仇之心生于贫贱丝毫不足为苦反而应为自己祝福日本海盗骚扰中国沿
海是因为中国禁海日本人为了生存不得已才做了海盗俄国若禁止日本人在其领海捕鱼，他们便偷渔⋯
22、贱固然贱，然皆在理。
23、这些随笔都不是在探讨什么高深的学术问题，文笔很好也很有亲和力，读来有一种月下独酌的闲
适
24、读到露伴讥笑汉高一段，也是忍俊不禁。
25、幽花静院，可读此书。
26、幸田是汉学高手。
27、读来有些生涩，书应该是很好的。
28、这个商品不错  要再便宜点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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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书斋闲话》的笔记-第204页

        阎若璩是低能儿——这么说有点过分，人就就是口吃

2、《书斋闲话》的笔记-第295页

        因而《阴符经》就这一事实指出：“如果你成了盲人或聋人，你可以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这句话的脚注，写了战国策，有点莫名其妙，根据原文的意思，大概是《阴符经》中“瞽者善听，聋
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百倍。”

3、《书斋闲话》的笔记-第258页

        258

284

4、《书斋闲话》的笔记-第143页

        歙之程瑶田——最好说歙县程瑶田

5、《书斋闲话》的笔记-第114页

        言之意，卿既考试及第，已为天下认知，又何必来找我等——这里理解有失误，唐朝重进士科而
轻明经，元稹以明经见笑于李贺，近人岑仲勉有考证认为唐才子传之记载不可信。译者为文学翻译，
对于历史上的事儿有点生疏，此书整体翻译还不错啦~~

6、《书斋闲话》的笔记-第140页

        贝特鲁德 拉发所著《中国伊朗》——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

7、《书斋闲话》的笔记-第101页

        深川夜游，《唐辛子》卷二之表第四句：

         眼望伏见里，月出估衣星。

此乃芭蕉所吟。伏见近京之里，人人皆知。估衣屋，乃买卖旧衣之店。伏见一带，稍离京都，欲见边
鄙之月，须下估衣店之帘方可见之。前句：

         皮袜地雪屐，满眼秋霜重。

洒堂之句也。“皮袜”见于谈林句中。“皮袜”，古代用来踏开红叶之径。当时，这种袜儿用鹿革制
造。“地雪屐”之“地”，“地人”、“地酒”之“地”，皆非上品。温飞卿《商山早行》诗：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欧阳永叔感赏之。此梅圣俞所谓“为状极难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之言外。”因为，自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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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体，作一联：“鸟声梅店雨，野色板桥香。”估衣店之月、茅店之月、梅店之月、缀词相同。俳谐
之味，估衣店较梅店为胜。芭蕉之前有宗周，宗周出，敲破贞门之古庭，芭蕉始生芽伸叶。宗周有句
曰：

         乡人初渡桥上霜。

虽似平白，但仍为工稳之好句，仅一“乡”字，可知工夫。然早行景色，浮于明澈，不愧为芭蕉先人
也。

8、《书斋闲话》的笔记-第231页

        兰田烟雨图——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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