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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一向不懂诗，虽然爱读，且读了不少。
早先是关注诗中的“本事”，后来是留意诗中的名物，而对于诗作本身的优劣实在是缺少鉴赏之眼光
的。
因此有一种诗体最可以照顾我的兴趣，便是纪事诗。
纪事诗的阅读，可以放开诗的艺术不管，而只看它的纪事，我所关心的无论本事还是名物，便都在这
“纪事”里边了。
    同长声兄是多年的老朋友，很早就读过他的诗，总觉得有聂绀弩之风。
诗如其人，用来说长声兄似乎是合适的。
他旷达，幽默，好酒，而这三者又好像是互为因果，以是成就了一种人生态度，或日人生境界也可。
本来还想说他有名士风，但也是老朋友的陆灏兄曾经为名土下过一个定义，即名士就是不负责任。
而长声兄却是极负责任的，因此这句话只好放下。
    此书为“新注”固然不错，却也不妨看作续编，因为“新注”的文体也正类于杂事诗，不过运用得
更加灵活，更加宛转多变。
黄遵宪之后一百余年日本的种种变化和若干的不变化，虽然介绍与研究日本的文字之多与黄氏当年巳
不可同日而语，但同样形式的作品，据我所知，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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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政府首任驻日参赞——黄遵宪在出使日本期间撰写了《日本杂事诗》，共收200首短诗，从日本历史
及风俗，以至当时的维新，每首诵一事，对刚刚走上近代化的日本的社会变化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由资深旅日作家、学者李长声所作的本书，副题“日本杂事诗新注”，可看作黄诗续编，呈现的是黄
遵宪之后一百余年日本的种种变化和若干的不变，但并不拘泥于黄遵宪的杂事，而且也不似黄那般严
肃，乃是兴之所至，随笔涂鸦，亦庄亦谐。
从日本的衣食住行到文学风俗，内容相当丰富，不局限于一人一事，所谈之事极深极远却真正达到了
深入浅出，文笔精妙，反映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丰富的人生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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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长声，一九四九年生于长春，曾任日本文学杂志副主编。
一九八八年自费东渡，一度专攻日本出版文化史。
自励“勤工观社会，博览著文章”，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北京、上海、台湾、广东等地的报刊写随
笔专栏，结集《樱下漫读》、《日知漫录》、《东游西话》、《四贴半闲话》、《居酒屋闲话》等，
近译有藤泽周平著《隐剑孤影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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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中国使用阳历，但不曾像日本那样彻底废除了阴历，看来中国也会让古代文化和外
来文化并存，建构更丰富的文化，像日本一样。
大陆人来到日本，对阳历没什么不适，即便他们把阴历年节拿到阳历来过。
不习惯的是年号，或许就觉得日本很传统。
 关于年号，黄遵宪写道：“纪年史创春王月，改朔书焚夏小正，四十余周传甲子，竟占龟兆得横庚。
”这诗不大有意思，诚如钱锺书所言：“假吾国典实，述东瀛风土，事诚匪易，诗故难工。
”又说“《日本杂事诗》端赖自注，椟胜于珠”，周作人也正是这样的看法。
至于钱锺书所谓“凡新学而稍知存古，与夫旧学而强欲趋时者，皆好公度”，恐怕是社会转变之际的
正常现象，四海皆然。
 中国用年号纪年乃汉武帝创建，第一个年号是“建元”，时当公元前一四○年。
这位“略输文才”的皇帝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时间上统治芸芸众生。
八百年后日本初具规模，公元六四五年中大兄皇子发动宫廷政变，迫其母皇极天皇让位，扶植舅舅上
台，是为孝德天皇，始立年号日“大化”（也有人认为是后世追补的）。
当时的变革被称作“大化革新”，是历史教科书上最早冠以年号的事件。
七○一年修成大宝律令，明文制定了年号纪年法。
年号的文字取自中国唐代以前的古典。
例如“明和”，出自《尚书》的“百姓照明，协和万邦”，“安永”出自《文选》的“寿安永宁”。
明和九年（一七七二年），江户流行瘟疫，又发生大火，灾难连连，人们认为是“明和九”不好，发
音跟“迷惑”一样，是搅扰妨害，便改元“安永”。
从大化到平成，一千三百年间用年号二百四十七个。
明治以前，改元无准谱，“代始改元”、“祥瑞改元”、“灾异改元”、“革年改元”（基于谶纬，
年逢辛酉或甲子则改元，以防江山易姓），不一而足。
自明治天皇始（一八六八年），“革易旧制，一世一元，以为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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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问君何处借云帆，好驾长风到日边。
    百十年前杂事咏，而今待我写新篇。
    黄遵宪当了五年驻日参赞，于一八八二年春调离日本，往美国旧金山就任总领事。
行前写七律留别，其中有云：“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
天。
”我特别喜爱这四句，乃至觉得后四句有续貂之嫌(王母环来夸盛典，吾妻镜在访遗篇；若图岁岁西湖
集，四壁花容百散仙)。
在日期间他撰著一部《日本国志》，又创作七言绝句，日后集成《日本杂事诗》，定本为二百首。
    对于日本杂事诗，我早有兴趣，甚而冒昧写信给实藤惠秀先生，索要他印行的《日本杂事诗注》。
可是，我这个人眼高手低，草草读过之后即束之高阁。
所谓山不转水转，人生也常是转来转去，偶然编辑一种关于日本文学的杂志，又绕回到原来的兴趣，
于是写了上面的打油诗。
后来真的东渡扶桑，却见异思迁，搁下了这份心思。
岁月荏苒，如今重拾旧趣，“百十年前”应改为“百廿年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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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上文库:浮世物语》由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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