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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日本汉诗置于古代东亚汉文化圈的背景之中，以日本汉诗的“原生态”——中国古典诗歌，以
及日本的民族文学样式——和歌作为参照系，围绕日本汉诗创作中无处不在的“文体意识”，从“日
本汉诗的起源及其历史分期”、“日本汉诗与古代东亚汉文化圈”、“日本汉诗与执政者的意识形态
”、“日本汉诗与其创作主体”、“日本汉诗与中国文学选本、诗文别集”、“日本汉诗与中国古典
诗歌传统”、“日本汉诗从‘公’到‘私’的演变”等几个方面，对日本汉诗的源流、发展与通变进
行探讨。
该书研究视角独特，颇有新意，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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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雨平，女，1962年生，江苏扬州人，文学博士。
现任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比较文学学科原理研究
、中日文学关系研究以及秘书学理论和实务研究。
在《外国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求索》、《新世纪学刊》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
篇，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主要著作有《比较文学基本原理》、《东西方比较文学
史》、《世界比较诗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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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  “文体学”对于日本汉诗研究的意义  一  “文体”与日本汉诗  二  日本汉诗的研究史述略  三  
本书的研究进路第一章  日本汉诗的起源及其历史分期  一  日本汉文学和日本汉诗的涵义  二  日本汉诗
的起源  三  日本汉诗的历史分期第二章  日本汉诗与古代东亚汉文化圈  一  传情达意的汉字：日本汉诗
的物质载体  二  儒禅合流的诗神：日本汉诗的思想体系  三  诗的传道：汉诗是古代日本与东亚诸国文
化交流的纽带第三章  日本汉诗与执政者的意识形态  一  天皇统治集团意识形态对早期日本汉诗的支配
地位  二  幕府的执政思想与五山汉诗的复杂关系  三  儒者的文学观与江户汉诗大盛第四章  日本汉诗与
其创作主体  一  早期汉诗：公卿贵族独占诗坛  二  五山汉诗：寺院僧侣一统天下  三  江户汉诗：儒者
阶层纵横四方第五章  日本汉诗与中国文学选本、诗文别集  一  《文选》  二  《白氏文集》  三  《三体
唐诗》和《唐宋千家联珠诗格》  四  《唐诗选》第六章  日本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  一  “传播研究
”及日本民族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和选择原理  二  日本汉诗的文体格律与中国古典诗歌  三  日本汉诗中
的“和习”与中国诗歌传统  四  日本汉诗从“公”到“私”的演变历程第七章  汉诗文与《万叶集》  
一  《万叶集》诞生的中国文化背景  二  万叶和歌在内容上和汉诗文的关联  三  《万叶集》的民族特色
结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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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日本汉诗的起源及其历史分期　　众所周知，日本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书面文学
，产生于作为强势文化的汉文化于公元5世纪初传入日本之后，首先产生并且兴盛起来的便是日本的
汉文学，日本汉文学中最主要的形式并且产生最早、数量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因而也就
最具有独特价值的是日本汉诗。
　　一　日本汉文学和日本汉诗的涵义　　关于“汉文学”，日本学者作过如下总结：“（1）汉民
族创作的文语体（中国称之为‘文言’）的诗文。
（2）日本人学习、模仿中国的诗文后所作的诗文。
（3）夹杂了日语、但是只有汉字的诗文。
”这样的表述虽然看起来有些生涩，但我们还是能够清楚地明了作者所说的“汉文学”的三种意思之
间的关系，即汉文学首先是中国的文学，它们在东传日本之后，被日本民族所接受和模仿，日本民族
在学习、消化、吸收、改造了作为中国文学的汉文学以后，使它成为了自己民族的文学。
当代日本汉文学界的权威后藤昭雄先生也明确指出：　　在日本，一般称中国的古典诗歌为“汉诗”
，文章为“汉文”。
　　通过阅读中国书籍，古代的日本人摄取了中国的思想、文学、法律等。
日本人摄取的中国文化中，文学占了绝大部分，日本人在阅读和学习中国文学的基础上，进而自己模
仿着用汉字创作汉诗汉文。
日本人创作的汉诗、汉文，或者说凡是用汉字创作的文学作品，我们统称为“汉文学”。
　　而在中国，“汉文学”的指称范围却与日本有所不同，我们所说的汉文学是指中国以外的作家在
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用汉文汉字进行的文学创作，因此日本汉文学就特指日本人用汉文以及中国的
文学形式创作的文学作品，基本上等同于上述日本学者所说的第二种意思，它们“是古代日本文学以
东传本土的中国文学作为‘变异’对象而获得的文学成果。
”我们一般称之为“日本汉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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