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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本书各章节作为单篇论文曾在《思想》杂志第九十二号和九十三号(昭和五年一月号和二月号)上发
表过，此次成书时我又做了修改和补充。
①后来，《“意气”的构造》（原文《“いき”の構造》）的单行本于1930年11月由岩波书店出版
，1979年9月，又以《“意气”的构造（外二篇）》为题名收入“岩波文库”。
一种有生命力的哲学必须能够有助于人们对现实的理解。
我们都知道有“意气”这样一种现象的存在。
那么，这种现象具有怎样的结构呢?“意气”会不会是我们民族独有的一种“生”气的表现呢？
如实地把握现实，并且把自己的体验加以逻辑的表达，是本书的课题。
著者，昭和五年十月代译序日本“意气”论——“色道”美学、身体审美与“通”、“粹”、“意气
”诸概念王向远江户时代近二百七十年间社会安定，文化重心由乡村文化转向城市文化，城市人口迅
速扩张，商品经济繁荣，市民生活享乐化，导致市井文化高度发达。
有金钱而无身份地位的新兴市民阶层（町人）们努力摆脱僵硬拘禁的乡野土气，追求都市特有的时髦
、新奇、潇洒、“上品”的生活，其生活品位和水准迅速超越了衰败的贵族、清贫而拘谨的武士，于
是，町人取代了中世时代由武士与僧侣主导的文化，而成为极富活力的新的城市文化的创造者。
如果说，平安文化的中心在宫廷，中世文化的中心在武士官邸和名山寺院，那么德川时代市民文化的
核心地带则是被称为“游廓”或“游里”的妓院，还有戏院（“游里”不必说，当时的戏院也带有强
烈的色情性质）。
正是这两处被人“恶所”的地方，却成了时尚潮流与新文化的发源地，成为“恶之花”、“美之草”
的孳生园地。
游里按严格的美学标准，将一个个游女（妓女）培养为秀外慧中的楷模，尤其是那些被称为“太夫”
的高级名妓，还有那些俳优名角，成为整个市民社会最有人气、最受追捧的人。
那些被称为“太夫”的高级游女、潇洒大方的风流客和戏剧名优们的言语举止、服饰打扮、技艺修养
等，成为市民关注的风向标，为人们津津乐道、学习和模仿。
富有的町人们纷纷跑进游廓和戏院，或纵情声色，享受挥霍金钱、自由洒脱的快乐，把游里作为逃避
现实的世外桃源与温柔乡，在谈情说爱中寻求不为婚姻家庭所束缚的纯爱。
当时的思想家荻生徂徕（1666—1728）在《政谈》（卷一第九节）中忧心忡忡地说：“⋯⋯达官显贵
娶游女为妻的例子不胜枚举，以至普通人家越来越多地把女儿卖去做游女⋯⋯游女和戏子的习气传播
到一般人身上，现在的大名、高官们在言谈中也无所顾忌地使用游女与戏子的语言。
武士家的妻女也模仿游女和戏子的做派而不知羞耻，此乃当今流行的风尚⋯⋯”在这种情况下，便自
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以肉体为出发点，以灵肉合一的身体为归结点，以冲犯传统道德、挑战既成家庭
伦理观念为特征，以寻求身体与精神的自由超越为指向的新的审美思潮。
这种审美思潮在当时“浮世草子”、“洒落本”、“滑稽本”、“人情本”等市井小说，乃至“净琉
璃”、“歌舞伎”等市井戏剧中得到了生动形象的反映和表现。
在这种审美思潮中产生了“通”、“粹”、“意气”等一系列审美概念，而核心范畴便是“意气”。
从美学的角度看，这正是当代西方美学家所提倡的，而早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市井文化中就已产生的一
种“身体美学”。
身体美学及“意气”这一审美思潮由游里这一特殊的社会而及于一般社会，从而成为日本文学、美学
中的一个传统。
可以说，“意气”已经具备了“前现代”的某些特征，代表了日本传统审美文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和最
后一种形态，对现代日本人的精神气质及文学艺术也产生着持续不断的潜在影响。
一德川时代的“色道”与身体审美“色道”这个词，在古代汉语文献中似乎找不到，应该是日本人的
造词。
色道的始作俑者是德川时代的藤本箕山，他自称创立了色道，是“色道大祖”。
什么是“色道”呢？
简言之，就是为好色、色情寻求哲学、伦理、美学上的依据，并加以伦理上的合法化与道统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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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体系化、价值判断上的美学化、形式上的艺术化，从而使“色”这种“非道”成为可供人们追求
、可供人们修炼的、类似宗教的那种“道”，而只有成其为“道”，才可以大行其“道”。
我们可以从藤本箕山的《色道大镜》中，看出所谓“色道”究竟是什么。
《色道大镜》共分十八卷，构成如下：卷一《名目抄》，模仿日本古代类书《节用集》，从“人伦门
”到“言辞门”共分六门，对此道中的“通言”（常用通用词汇）加以解释；卷二《宽文格》、卷三
卷四《宽文式》，模仿古代律令书《延喜格》和《延喜式》，为色道制定法度规则，其中“宽文”是
德川时代的年号，宽文年间也是京都岛原的青楼文化最为鼎盛的时期，“格”与“式”即“格式”、
“规矩”之意；卷五《廿八品》，模仿《法华经》八卷廿八品的格式，讲述色道修炼由浅入深的过程
，这一卷后来又被出版者单独抽出加以出版，称为《色道小镜》，可见它是其色道论的核心。
《色道小镜》将“色”看成是一种修炼的过程，而修炼的极致目标是达到“粹”或“意气”的审美高
度，是身在色中，却能入“道”，最终臻于类似佛道的境界。
卷六《心中部》，“心中”指男女之间的“真心”、“真情”，进而是指表示为了真心真情而一起情
死，该卷讲男女间为了表达情意而如何写信，如何书写相互山盟海誓的“誓文”、“誓纸”等及相关
的规矩、典故；卷七《习器部》讲述三弦、古琴等乐器的弹奏、“双六”等棋艺，以及酒席宴会上的
各种游戏及方法；卷八《音曲部》，讲酒席宴会上流行的各种歌曲小调；卷九《文章部》，讲游女如
何给客人写“消息文”、“色纸”、“短册”等互通情意的文字；卷十《定纹部》（定纹是纹饰、徽
章的意思）；卷十一《人名部》；卷十二、卷十三《游廓部》，介绍全国各地二十八处“游廓”（公
娼馆）的历史沿革、特色等；卷十四《杂女部》，讲述一般女子及私娼；卷十五《杂谈部》，讲述名
妓及游里的趣闻逸事；卷十六《道统部》，讲述岛原的游女演变的历史；卷十七《烈女传》，是京都
的岛原、大阪的新町、江户的吉原三处地方的名妓列传；第十八《无礼讲式》，列举游里中的不守规
矩、不讲礼节的无赖之徒的恶劣行径，以示鉴诫。
由以上标题及大体的内容介绍中明显可见，《色道大镜》大都模仿已有的古典古籍，目的显然是攀附
古典，以利于“色”的道学化。
他所要建构的色道，是游里中的一种有交往规则、有真情实意、有文艺氛围、有历史积淀、有审美追
求的男女游乐之道。
色道建构的目标，就是要将游里加以组织化、特殊化、风俗化、制度化、观念化，而这一切最终都指
向审美化。
正是有了审美的追求，才需要将“廓内”（妓院内）作为一种特殊社会来看待，从而规避了普通社会
对它的伦理道德上的要求；正因为有了审美的追求，才需要订立一系列规范，并且使这些规范由一般
的规矩规则上升为特殊的游戏、审美的规则；正因为有了审美的追求，原本肉体交易、卖淫买色这种
丑恶无耻的下流行径，才能指向对身体之美的观照，从这个角度说，色道的本质就是将身体审美化，
将肉体精神化。
在藤本箕山之后，江户时代关于“色道”的书陆续出现，如《湿佛》（ぬれふとけ）、《艳道通鉴》
等，甚至还有专讲同性恋——所谓“众道”——的《心友记》，此外还出现了一系列青楼冶游、与色
道相关的理论性、实用性或感想体验方面的书，如《胜草》、《寝物语》、《独寝》等，也属于广义
上的“色道”书。
藤本箕山的“色道”可谓“吾道不孤”，蔚为大观，形成一种颇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这些书与《色道大镜》虽然看法上、写法上有所不同，但基本观念却是相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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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意气”（いき）是17—18世纪的日本江户时代市民社会中兴起的一种审美观念。
《日本意气》从现代学者的研究和古代原典两个方面，展现了“意气”这个概念形成演变的来龙去脉
及所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它独特的内涵外延与审美构造、它在文艺作品中的表现，从而揭示出日本
民族独特的审美文化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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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藤本箕山又名畠山箕山，江户时代的俳人。
曾从师与松永贞德学习俳谐，历经三十年对日本全国的花街柳巷做了体验和调查，写成《色道大镜》
一书，是“色道”的开山著作。
另著有《显传明石录》等。

　　九鬼周造，哲学家，美学家，早年留学欧洲，曾任东京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意气”的构造
》、《偶然性的问题》、《人与实存》、《文艺论》等书。
身后有《九鬼周造全集》全12卷（1980-1982年）刊行。

　　阿部次郎，哲学家，美学家，早年师从夏目漱石，曾任庆应大学，东北大学等校教授，主要著作
有《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德川时代的文艺与社会》等，身后有《阿部次郎全集》全17卷
（1960-1966年）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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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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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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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王向远教授编译的《日本意气》，第一次将有关“意气”这一诗学和美学概念的古今原典翻译出来呈
现给读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艾和阅读参考价值。
长篇译本序《日奉“意气”——论“色道”美学、身体审美与“通”、“粹”、“意气”诸概念》，
站在美学、比较诗学的立场上，对“意气”产生的历史文化基础，“意气”的审美本质、内涵外延，
“意气”与“色道”美学及身体美学，与“通”、“粹”等相关概念的关系，作出独到的分析和阐发 
  ——著名学者、比较诗学专家  曾顺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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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王向远教授编译的《慢书单:日本意气》，第一次将有关“意气”这一诗学和美学概念的古今原典翻译
出来呈现给读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阅读参考价值。
长篇译本序《日本“意气”——论“色道”羡学、身体审美与“通”、“粹”、“意气”诸概念》，
站在美学、比较诗学的立场上，对“意气”产生的历史文化基础，“意气”的审美本质、内涵外延，
“意气”与“色遭”美学及身体美学，与“通”、“粹”等相关概念的关系，作出独到的分析和阐发
。
 ——著名学者、比较诗学专家 曾顺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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