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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本古典和歌是一种有着诸多规则、修辞法和表现手法的诗体，在诗歌文学领域中被定位为“定型诗
”。
古代日本人在吸取中国汉唐文化精髓的同时，创造了符合日语表现习惯的和歌文化，并有数本著名和
歌集流传至今。
这些和歌以对爱情、人生、自然的讴歌为主线，反映了古代日本贵族文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自然观
。
其中有不少成为千古绝唱，至今存留在人们的心中。
在当今日本，对和歌的研究作为国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方兴未艾。
在各个大学的文学系中，依然有一大批学者在苦心研读古代文献，努力从古人留下的文献的字里行间
找出有价值的信息，以此作为研究古代和歌的新线索。
他们的不懈努力，让一大批研究古典和歌的研究成果问世，大大地充实了研究的资料库。
但是，古人留下的文献、资料有限，再想挖掘出新的线索是极不容易的。
就一部和歌集而言，早就有成百上千的研究人员涉足，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大多是对史实的再
吟味、对语法点的再解释、对歌意的再诠释。
在这种情况下，资料缺乏、起步较晚的中国研究水平赶上日本、获得超越性研究成果的可能性不大。
当然，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并非无所作为。
众所周知，中国的古代诗歌有着辉煌的历史，古代诗歌的研究也有着辉煌的业绩，中国人研究古诗歌
有自己的独特的理解与审美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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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代日本人在吸取中国汉唐文化精髓的同时，创造了符合日语表现习惯的和歌文化，并有数本著
名和歌集流传至今。
这些和歌以对爱情、人生、自然的讴歌为主线，反映了古代日本贵族文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自然观
。
其中有不少成为千古绝唱，至今存留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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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李白《静夜思》），从道理上讲，谁也不会把月光当做白霜。
这种夸张的手法在唐诗中经常被使用，像我们熟悉的名句“白发二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秋浦
歌》），“泪痕不学君恩断，拭却千行更万行”（刘皂《长门怨》）等，都是运用了奇思奇句的夸张
手法。
无论是夸张还是拟人，全都是为了表现菊花之“白”。
作者没有直接形容，但曲折委婉之间，那一幅吸天地之精华、叹造化之神工的唯美画卷依然舒展眼前
。
这就是修辞的精巧之处。
第33首是描写落花的和歌。
其实这首和歌中也存在着对比的手法，但是其对比的手法相对隐含，所以将其归人拟人类中。
作者先是描绘了春光慵懒，然后对纷纷落花问一句“何故匆匆”。
落花不解人意，是不会回答诗人的问题的，但是诗人的意思，竟好像是要走进落花的内心世界探个究
竟。
这种明知不会有回答的提问，在唐诗中时有出现。
比如“春风不相识，何事人罗帷？
”（李白《春思》）等。
同时，通过对春日的闲散心情和匆匆落花的对比，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季节。
整首和歌修辞用得不着痕迹，却洋溢着缓缓流动的清新感受。
第73首和歌表达了诗人对盛开在远山上的山樱的向往之情。
近处山间的烟霞如何能听懂诗人的请求，但他还是要恳请它们：“千万不要云蒸霞蔚，阻断我远眺山
樱的视线啊！
”修辞在这里当然也不是凭空滥用，通过作者痴痴地向烟霞提出请求，烘托了作者迫切地想要眺望远
山樱花的心情。
“镜花水月”历来是朦胧美的象征，“花非花，雾非雾”，“雾里看花”似乎是花的最完美状态。
平安朝时期的樱花与云霞也是美的主流。
但是诗人在这里要的却不是朦胧的美，而是直接的、透彻的美，尤其显示出本诗的格调不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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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日本古代和歌的研究是一项极具魅力的工作。
我国日语教学、研究领域中有不少教师和研究人员从事和歌的教学和研究。
目前已有几部和歌集包括《百人一首》的研究书籍问世，还有大量的论文在各种报刊发表。
作为同行，我们庆幸有这样一个好的氛围和环境，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出版，抛砖引玉，扩大与
各位同行的交流，为此项研究作出贡献。
项目组成员为：主编 铁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编委 潘小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编
委 王静北京科技大学国际交流学院编委 施曼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承担撰写工作的人员
名字均标在每章节之后，各负文责。
另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吕文辉老师也参加了本书的部分录入工作。
此书的预研和出版受到北京市重点学科建设资金的资助，一贯支持学术著作出版的中国传媒大学出版
社也在编辑出版方面给予鼎力配合，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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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古典和歌审美新观点:以〈小仓百人一首〉为例》编辑推荐：诗歌能这样伟大，从而获得尊贵的
地位，全靠它的本质特性。
在艺术领域，再没有别种艺术，像诗歌那样能无限制地支配着无限制的材料的。
不论是内在和外在的现象，诗歌从来没有不能将它们捉住或者表出的；而且它的工具——就是语言的
形式——又是人们所能取得和熟悉的，同时又能够达到最复杂和精致的审美的完成。
〈br〉——摘自［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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