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经典，世界共享
———评王晓平教授的《日本诗经学史》

刘九令

Ｔｉｔｌ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ｍ，
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ｗｏｒｋｂ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ｉｓ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ｗｏｒｋｔｏｄｉｓｃｕｓｓ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ｍｃｏｎ
ｄｕｃｔｅｄｉ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ｍ，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Ｗａｎｇ’ｓｎｅｗｂｏｏｋｉｓａｃｏｍｐｒｅ
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ｗｉｔｈｍａｎ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ｔｏｐｉｃｓ，ｆｏｒ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Ｊａｐ
ａｎｅｓ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ｍ，ｔｈｅ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ｍｉｎＪａｐａｎ，ｔｈｅ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Ｂｏｏｋ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ｍｉｎＪａｐａ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ｍｉｎＪａｐａｎ，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ｏ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ｈｅｎｏｍｅ
ｎ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ｍ．Ｗｉｔｈ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ａｎｄ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ｏｎｃｅｒｎ，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ｏｕｓｆｉｒｓｔｈ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ｓ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Ｗａｎｇ’ｓｂｏｏｋ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ｓｉｔｓｅｌｆｗｉｔｈｂｒｏａｄ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ｙ．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ｂｏｏｋｉ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ｏｆｔｈｅｋｉｎｄ，ｉｔｗｉｌｌ
ｓｕｒｅｌｙ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ｍ；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ｙ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ｕｔｈｏｒ　ＬｉｕＪｉｕｌｉｎｇｉｓ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Ｂ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Ｊｉｎｚｈｏｕ１２１０００，Ｃｈｉｎａ），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ｉｂｅｒａｌＡｒｔｓ，Ｔｉａｎｊ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ａｊｏｒｉｎｇ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ｉｓｓｐｅ
ｃｉ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ｒ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ｊｉｕｌｉｎｇ１９７９＠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多具有世界性，即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诗

经》作为中华民族的传世经典之一，不仅滋养了历朝历代中国老少妇孺的精神世

界，也成为世界其他民族所共享的宝贵食粮。由于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历史、地

理、文化、习俗风尚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使得对来自异域的文学作品的解读有意

识或无意识地打上了本民族的烙印。此外，作品本身存在着开放的阅读空间，加

之读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学识素养、期待视野也大有不同，因此作品在异域被接

受过程中会存在曲解，甚至是误读。正因为如此，文学作品就有了一种不同于其

源出国的特殊命运，由此丰富了作品本身的存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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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广告词说的很好：事件的魅力往往不在事件本身，而在于背后千丝万

缕的关系。《诗经》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接受，而接受最早的恐怕当属与我们一衣

带水的近邻日本了，这是一个事实。而日本人究竟是如何接受、如何阅读这部文

学经典的呢？阅读后日本人又做了什么呢？关于这一系列问题的考索是一个极

具吸引力的学术课题，王晓平教授在这一方面走在了前头。２００９年９月由学苑
出版社出版的《日本诗经学史》集中展示了他在这方面取得的学术成果。之所

以说是“集中”是有根据的，作者本人早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就开始研究《诗经》，
特别是《诗经》在日本的流布与接受研究。如，先后发表了《〈诗经 〉迭咏体浅

论》（内蒙师院学报 １９８２年第 ２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的训释方法 文史
１９８５年 第２５辑》、《〈诗经 〉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中国文学年鉴 １９９３）、《〈
诗经 〉文化人类学阐释的得与失》（天津师大学报１９９４年 ６期）、《诗经的异文
化变奏》（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０１年第１期）、《诗经之于江户文艺》（天津师范
大学学报 ２００２年第３期）、《京都市藏唐抄本〈毛诗正义秦风残卷〉》（天津师范
大学学报 ２００５年第５期）、《诗经日藏古本的文献学价值》（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０６年第５期）、《东洋文库所藏唐抄本〈毛诗残卷〉考》（日本帝冢山学院大学
人间文化学部研究纪要 ２００６年第８号）等。可以说，这部专著里凝结了王晓平
教授对这一问题三十的学术思考，还有汗水。

需要补充的是，我们看到的这部５０多万字的《日本诗经学史》，实际上只是
删节版，最初是６０多万字的著作，由于种种原因，王晓平教授不得不忍痛割爱，
将相当一部分也很有价值的内容“大手笔”地删掉，这对于读者来说绝对是一件

憾事。不过，或许将来还会在王教授其他著作中发现此次被砍掉的《日本诗经学

史》的肢体的某一部分，这同样值得期待。

关于这部《日本诗经学史》学术性质，作者这样写道：“本书不仅是一部日本

诗经研究史，而且也涉及日本传存的〈诗经〉文献，〈诗经〉在日本的传播和翻译，

日本人对〈诗经〉的接受和有关〈诗经〉的比较研究。对有关的〈诗经〉的各种文

化现象，都有简略的描述”（王晓平 ５２２）。由此可见内容之丰富，视角之多样。
另外，由于日本研究《诗经》历史悠久，代表人物众多，学术宗派林立，因此对各

种纷繁复杂的问题进行条分缕析是一项颇为棘手的工作。纵观全书，《日本诗经

学史》的写作体例基本上是以“问题别”为中心，以一种“逻辑”上的历时性视角，

纵向地考察、评价了日本学者对《诗经》的研究。具体而言，首先考察日本人读

了什么；其次，弄清日本人是怎么读的；再次，搞清日本人读出了什么；在此基础

上，作者试图弄清日本人为什么这样读。由于研究问题中展现了内在的连续性，

同时又突出了问题的重点，使得原本艰深的学术内容读起来脉络十分清晰。

内容上，《日本诗经学史》涉及到了日本人研究《诗经》的诸多方面。书中首

先考察了《诗经》写本在日本的流布，写本是日本人解读、研究的物质载体和前

提基础。在考察各种写本流布情况的同时，还从文献学、比较文学等多维视域考

察其意义。其后，着重考察了清原诗经学、明清诗经学以及江户时代的《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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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其中非常值得品读的是江户时期不同学派对《诗经》的研究和阐发，如朱

子学派、古学派、阳明学派、折中学派站在不同学术立场的解释。接下来，从比较

文学视角考察了《诗大序》、《毛诗正序》等诗歌理论对诸如“诗论”、“歌论”、“俳

伦”这些日本文学理论的影响。还有，同样是采用比较文学方法，论述了日本文

学对《诗经》的吸收与借鉴，以及《诗经》在异文化背景下的变异情况。紧接着，

从研究方法的视角宏观地梳理明治时期以后日本人对《诗经》研究的种种成果，

此外也从微观的角度对日本人从文化学角度阐释《诗经》的得与失逐一地进行

了客观、理性的评价。第九章历时性地考察了日本人对《诗经》多种重写方式。

最后，第十章中将日本的诗经学放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中审视，发掘其存在的特殊

意义。

这部《日本诗经学史》可圈可点之处颇多。首先是严谨但不僵化、宏观却不

空洞的学术风格。当下中国学术界存在一个怪现象，中国传统学者或受日本学

风影响很深的中国学者人与当下中国的许多学者之间存在两种倾向，前者喜好

以小见大，侧重于细小问题考索追查，后者则是乐于宏观概括，倾心于大的理论

突破。两种研究风格固然是各有千秋，又各有弊端。于是，在中国既能绵密考据

又不纠缠于琐碎，既有宏观视野和深厚理论又不泛泛而谈的研究十分难得。王

晓平教授的这部《日本诗经学史》取两者之长，避两者之短，将中国两种学术风

格的优秀之处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既有一手材料的对比甄别和细小问题的严谨

考证，使得文章根基夯实，有准确度和可信度，同时也有当前最新理论的支撑和

应用，显得文章有深度和高度。写作风格上，吃透材料，直指关键，描述巧妙，论

述精炼，材料翔实，理论精当。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晓平教授的《日本诗经学史》

不失为当下一部学术写作典范。

其次，该书的另外一个特色就在于材料的原始性。众所周知，搞古典文学

难，搞外国古典文学更难，搞两国以上古典文学的交流难上加难。难在两国古典

资料的难寻、难辨、难读、难解。《诗经》在日本传播和被阅读已有千年的历史，

作为载体的写本、抄本、传本经过悠长岁月的传承，既有遗失散佚，又有自然的书

虫啃噬和破损，也有人为的故意篡改和以讹传讹。因此，如何找到第一手资料并

能甄别真伪，确定其学术价值，是一项漫长而且很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日本诗

经学史》中所引许多资料都是古代的，并且是首次发现和被利用的，因此书中的

观点也大多具有原发性。另一方面，即使有幸得到珍贵资料，如何阅读也是一件

难事。古代至今，时代相距久远，日本的古语以及古典文法与现代日语有很大差

异。不惟如此，经过两种不同文化思维的转换，将古代日本人的学术研究翻译成

我们中国人能够接受的话语，也需深厚的两国古典文学素养和文献阅读能力。

王教授凭借自身深厚的学养发掘并利用了这些原始材料，收录到著作之中，使其

成为中日两国学者共享的珍贵资料，令这批沉寂多年的资料退去满身灰尘，焕发

出当代学术生命之光，照亮后来学人的研究之路。

最后，“以此观彼，以彼观此，彼此关照”的强烈比较意识。但凡学术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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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价值大多通过不同视域、不同坐标下的审视与比较方能凸显。《诗经》流布于

东瀛之国，成为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第一章《〈毛诗〉写本促成的文化传

递》从“媒介学”角度，揭示《毛诗》写本东传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日本的遣隋

使、遣唐使以及留学僧的作用，并提及日本特殊的阅读方式———“素读”。第四、

五、六章则立足于“影响学”，考察了《诗经》对日本文学从诗经论、诗论、歌论、与

俳伦等文艺理论到《万叶集》的具体文学作品，以及俳谐、和歌等文艺创作诸多

方面的影响。此外，第十章《日本诗经学与国际学术的互动》中，将日本的诗经

学与中国文化、日本国学、东亚民歌研究、欧洲的民谣等的比较引介过来，突出了

日本诗经学在全球视野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比较，使得考察

对象一次次展示出相应的价值与意义。纵观近年来纷繁复杂的各种文学专著，

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并不稀罕，但是像《日本诗经学史》这样将其用得

如此之广、如此之深、如此之妙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若要考察王晓平教授《日本诗经学史》的学术价值，当须将其放在大的《诗

经》学研究史的坐标系中进行考察。中国是《诗经》的产生国，因此最早研究《诗

经》，研究《诗经》成果最多的也是中国。因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指导思想、研

究立场多有不同，所得结论大多相异。如何梳理、评价前人的研究，为后来研究

提供借鉴、做好铺垫是《诗经》研究史的重要工作。关于这一点，先生这样论道：

《诗经》学术研究史是对《诗经》研究的研究，即以历代《诗经》研究者及其论著为

研究对象，考察学术成果的正误得失，揭示学术观点的源流变化，总结学术研究

的发展规律，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赵沛霖 ４８２）。遗憾的是，中
国这样的《诗经》研究大国直到２０世纪才有《诗经学史》。到目前为止，至少有
如下代表著述：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及其增注本、赵沛霖《诗经研究反思》、

韩明安《诗经研究概观》、袁长江《先秦两汉诗经研究论稿》、陈桐生《史记与诗

经》、张祝平《朱熹诗经学论稿》和傅丽英《明代诗经学》、赵沛霖《现代学术文化

思潮与诗经研究———二十世纪诗经研究史》。这些优秀的学术成果大大推动了

中的《诗经》研究，也为今后的研究做了很好的基础性工作。不过这些研究史只

是局限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难脱中国的思维模式。日本由于地利上的

原因，研究开始的较早，资料较多，成果十分丰富，形成了一道有别于中国的研究

风景。将日本人的《诗经》介绍到中国来，给中国的研究提供借鉴，为我所用，由

此推动本国研究进一步发展，是亟待解决的课题。到目前为止，日本国内也没有

一部诗经的研究史。王晓平教授这部《日本诗经学史》使诗经研究史中外国人

的研究不再缺席，让中国的《诗经》学史研究不再孤单。

不仅如此，王晓平的《日本诗经学史》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填补引介外国诗经

学史研究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将会启发《诗经》研究沿着这一方向进一步走下

去。有了《日本诗经学史》，不久的将来或许会有《韩国诗经学史》、《法国诗经学

史》之类的研究，中国的诗经研究会有更多的外来元素相继登场，丰富《诗经》研

究。另外，《日本诗经学史》中所描述的日本人研究诗经与中国人研究多有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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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那么对中国的《诗经》研究与日本的《诗经》研究进行比较，

发现异同，总结规律，在此基础上行合理公正的评价也是一个令人期待的课题。

作为一位具有国际性眼光的学者，王晓平教授并没有认为完成一部《日本诗

经学史》就算是大功告成了，针对将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如下意见：首先，开展日

本所藏《诗经》善本、珍本的整理出版工作的合作。包括写本的在内的日本《诗

经》典籍，急需尽快抢救，以免毁损散佚，此事相当紧迫。其次，在培养研究新生

力量方面，中日双方学校就培养能够使用对方语言的《诗经》硕士、博士而实行

留学生交换制度，使青年研究者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够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的知

识结构。再次，推动国外《诗经》研究著述的翻译出版，并创办面向国际学术界

的《诗经》研究刊物，把中国的学术成果介绍出去（王晓平 ５２３）。这些宝贵的意
见如何实施起来，恐怕还有待晚辈学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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