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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中原健二《词

及其周边： 宋代士大夫与其文

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译

本， 该书由十一篇论文合编而

成，这些论文的写作时间跨度很

大，有首发于 1975年的《柳永的

词———关于其艳词的考察》，有

发表于 1988 年、1994 年的名篇

《诗语“春归”考》《丈夫与妻子之

间———以宋代文人为例》， 还有

2013 年新近撰写的 《关于寿

词———生日与除夕》， 完整呈现

了中原健二学术生涯的各个阶

段，他的研究方法、词人词作偏

好、思维观念的发展变化等诸多

细节皆可从中察见。

今日之学术， 已日益国际

化，但日本词学的声音始终相对

微弱。 耕耘唐宋词四十余年的中

原健二， 便在中国大陆寂寂无

名，直到此书的出版，终获一次

展示机会。 实际上，中原健二受

到的冷遇不仅是日本词学研究

者的常态，也是海外词学研究者

共同的遭际，其背后承载的是中

国词学独立自主的强大研究传

统。 这是《词及其周边》在展示中

原健二代表的日本词学研究之

外，更可以牵扯出的一段故事。

中国词学传统与海外

唐宋词研究的译介

今日之宋词研究，与诗文相

比可谓个性十足。 由于音乐文学

的性质，倚声填词本是一项非常

专业的技能，这使得传统词学也

具备强烈的专业色彩，为研究者

设置了较高的进入门槛。 这些源

于词体本身的专业性问题并不

能被现代学术范式与西方文艺

理论妥善解答，于是宋词研究需

要与传统学术保持强烈的粘连。

奠定现代宋词研究基本范式的

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三大家，

或直接师承，或瓣香私淑，都与

朱祖谋、王鹏运等晚清浙常词派

后劲有着紧密的师友渊源。 三家

之门又培养了新一代的重要宋

词研究者，直到今日，绝大多数

词学研究者的师承还都能够溯

源至斯，始终将传统词学薪火相

承。 在此学术传统与格局下，中

国的宋词研究起点很高，成就巨

大，更获得了国际话语权。

尽管有如此巨大的优势，与

传统的高度粘连却在另一层面

产生了相对封闭的问题。 实际上

除了三大家，民国时期还有一批

主要在现代教育体系下成长起

来的重要宋词学者， 例如詹安

泰、宛敏灏、邱世友等名家，他们

与传统词学若即若离，尽管皆成

就卓越，但因为词学强烈的专业

性，还是逊色三大家一筹，研究

方法与成果的影响也非常有限。

本土尚且如此，遑论海外宋词研

究。 海外学者的研究水准又有明

显差距，自然不会获得太高的译

介热情。 就北美学者来说，最初

引进的论著如林顺夫《中国抒情

传统的转变———姜夔与南宋

词》、孙康宜《词与文类研究》等，

都是成书于二十余年前的旧作。

近年情况虽有变化，如田安《缔

造选本：〈花间集〉的文化语境与

诗学实践》，艾朗诺《美的焦虑：北

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 》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

等都是前沿研究成果，但这些学

者并非专力治词，方法与传统词

学差异较大，势必会出现矛盾冲

突与专业性的不足，以至于影响

并不可观。

相比之下，日本词学论著的

译介就更显不足。 20世纪 90年

代前后引进的村上哲见《唐五代

北宋词研究》、青山宏《唐宋词研

究、宇野直人《柳永论稿》以及王

水照、保苅佳昭编选的《日本学

者中国词学论文集》， 主要也是

一二十年前的旧作。 进入本世纪

之后，日本中国学论著的译介蔚

然成风，深刻影响了本土文史研

究的发展。 然而宋词研究却没有

得此风潮之助，仅零星引入了保

苅佳昭《新兴与传统：苏轼词论

述》，村上哲见《宋词研究》等。 尽

管村上哲见个人成就极高，但只

能是一处水草特为丰润的绿洲。

中国学者更热衷于寻觅村上哲

见与民国词学三大家的交往联

系，尤其最为乐道龙榆生与村上

哲见围绕李煜词研究的书信往

来、诗歌酬赠。 相较之下，中原健

二倒是很纯粹，完全在日本现代

高等教育体系下成长。 求学于京

都大学的他从未来过中国，主要

师从禅宗文献与敦煌学大师入

矢义高与中国文学研究大家小

川环树，词学启蒙则自我追认为

村上哲见。 于是乎这本承载其学

问生涯的论文集，倒成为了可以

全面观察日本宋词研究的窗口。

近年来，词学传统相对封闭

的负面影响日显严重，宋词研究

似乎陷入了停滞。 学者的对策主

要是将关注点下移至明清甚至

近代词学，这让宋词研究的困局

于搁置中更加恶化。 无论如何，

作为一代之文学，宋词的传承与

研究终需不断持续，那么在坚持

研究传统与专业特质的基础上，

尽可能地开放视野，借鉴不同的

方法观念为我所用，应是当下的

迫切之举。 不如就以这本最新译

著为契机，看一看日本宋词研究

具备的可取之长。

来自周边的拓展：士

大夫文学与日常性

正如中原健二在后记中所

说：“虽然本书意在 ‘宋词研究’，

但其中称得上纯粹的词人论或

作品论的只有第四章一篇而已。

其他内容，例如对‘宋人是如何

感受宋词魅力的’‘在宋代文学

中词所占据的位置是怎样的’，

甚至于‘能否通过词或诗文来窥

视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情感、生活

信条’等问题的探讨，只能说是

出于对我个人所关心的问题而

进行的考察。 因此，与其称本书

是以‘词’为中心，也许不如说是

对‘词的周边’进行的考察更为

确切。 ”（第 200页）本书的研究

将词置于宏大领域间作通观式

的考察，即副标题所揭示的“宋

代士大夫与其文学”。 士大夫文

学是日本宋代文学研究最重要

的研究观念与阐释模式，核心要

素来自 “唐宋变革论”，主要通过

作者士人身份性质及其变化的

考察，追索其在政治、社会、日常

生活间的种种动态及现象，以此

还原士人心态并探究文学表达。

这个研究观念为日本宋代文学

研究贡献甚巨，影响最为深远的

成果莫过于吉川幸次郎的宋诗

日常性之说。 不过吉川幸次郎并

非词学专家，其说在宋词领域未

能泛起波澜。

诗词之间的分明界垒在日

本学者那里并不存在，他们自如

地将词同样视为士大夫的一种

文学表达，充分运用士大夫文学

及日常性视角观照词体写作。 村

上哲见便由此提出南宋词的意

义单元切分应由身份不同而划

为士大夫词人与专业词人两类。

尽管这还是一种二元讨论模式，

但却比传统的豪婉二分多了大

量空间。 盖婉约豪放是由文本内

在质素所作的类属，从而归类之

后，便会将其他范畴的文本特征

拒之其外，也就难以尽概复杂的

文学现象及变化。 而士大夫词人

与专业词人则是文本外部的区

分标准，与文本内部的诸多要素

并不冲突，从而也就能够予以相

对完整的受容。 与之相类，中原

健二擅于在日常性视野下深入

挖掘文本承载的日常情感及其

幽微变化。 《关于寿词———生日

与除夕》一章便借由寿诗与寿词

的比较，探讨宋人对待生日与年

岁的心态变化。 他敏锐地发现南

宋自寿词中频繁出现提及年岁

或增寿的句子，这与古人以除夕

为增岁之期的习惯不太相符，于

是将考察的范围延伸至除夕诗

词中的年龄吟咏，最终发现宋代

士大夫将生日与计算年龄的起

点无意识地重合了起来，从而判

断南宋出现了将生日作为人生

里程碑的心态。 中原健二还特为

强调：“寿词在词史中是一个引

人注目的题目，但绝不应该只将

它限定在词中来考虑。 ”（第 105

页）这对如何有效处理数量众多

却乏善可陈的南宋寿词极具启

示性，并能拓展至特征类似的节

序词、应制词、颂圣词的研究上。

相关案例在日本学界早已

屡见不鲜，比如宇野直人就将柳

永的《二郎神》（炎光谢）与历代七

夕诗相比较，从二者的异同变化

中探索柳词的创作环境和文化

背景，最终落脚于柳词的文学特

征及文学史意义上。 可见日本学

者相当广博地利用词之周边材

料，不仅有周边环境，还包括周

边文体。 实际上 20世纪的日本

宋词研究往往与唐诗相融一体，

治宋词者通常也精于唐诗研究，

罕见独治词学的专家。 如青山宏

就同时以唐诗与宋词的研究著

称， 村上哲见也本非专力攻词，

而是希望能综合研究唐诗宋词，

并曾提出 “唐宋韵文文学研究”

的课题。 于是日本学者非常习惯

于诗词间的跳跃，中原健二就时

常完全沉浸在唐诗的世界里。 比

如《诗语“春归”考》一章，为了弄

清宋词中的“春归”主要指的是

春天归去而非春天归来的意义，

他对唐诗中的春归含义以及春

天结束的表达做了详尽考察，揭

示出诗词间存在不同语义选择，

从而发现作家在填词时更在意

吟咏方式的花样翻新，推动了对

词之文体特性认识的深入。 在中

原健二看来，唐诗与宋词的研究

方式完全可以互通延伸。 他的

《李义山的〈乐游原〉与宋人》一章

便径将对《乐游原》“夕阳”“只是”

二词的考索迁移至宋词，从而完

成了一番诗歌接受的研究。

文体界限的打破与切换当

然不仅限于唐诗宋词之间 ，宇

野直人便同时利用赋、 曲甚至

话本小说。 至于宋代内部的切

换当然更为寻常， 中原健二便

跳出文本之外， 考索宋代文人

生活中的妻子身影， 这种对特

定生活场景的细腻再现， 当然

还是日常性思路的完美运用 。

再如任教于早稻田大学的著名

宋诗研究、 苏轼研究专家内山

精也， 便也积极关注与思考宋

词相关命题，曾发表过《苏轼次

韵词考》《苏轼櫽括词考》《两宋

櫽括词考》等词学论文，呈现着

来自宋诗研究的灵感之源。

语词与修辞：文本内

部构造的深细揭示

2009年，日本汲古书院将中

原健二的论文集结出版，本书所

收的十一篇论文中的七篇就互

见于斯。 日文论文集题为“宋词

与语言”，其日文原文“宋詞と言

葉”也被印在《词及其周边》的封

面上 ， 标识出另一重周边之

助———语言学。 揭示文学内部

构造机理以及情感传递的生成

机制， 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目标

之一， 从而面对深邃精细的宋

词文本， 以及来自音乐的声律

要求， 也就不能不更为倚赖语

言学的知识与方法。 这提示着

宋词研究的持续发展， 除了尽

可能地向周边开放外， 回归文

本内部的深细钻研， 是另一条

重要门径。

对于思维本就细腻精巧的

日本学者来说，于文本内部见微

知著，算得上本色当行，从而能

够看到大量以小见大式研究，即

通过全面追踪某一语词、意象的

手段，探索文学相关的意义。 《词

及其周边》中对于“春归”“夕阳”

“只是”等语码的考释及阐发，便

是如此。 更典型的案例当属保

苅佳昭对于东坡词 “梦 ”“雨 ”

“狂”“多情”等语词的追踪讨论。

赵惠俊

诗词之间的分明界垒在日本学者那里并不存在， 他们自如地将词同样

视为士大夫的一种文学表达， 充分运用士大夫文学及日常性视角观照

词体写作。

小园香径的周边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