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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汉学家清水茂对唐诗中的白日意象的研究
黄晓星

内容提要 日本汉学家在中国古典诗歌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 也为中国学

界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 从日本学者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

究特点中, 可以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本文选取清水茂的《释“白

日”》作为代表性论文, 分析日本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意象时的

独特视角、惯用的研究方法及其研究特点, 以期为国内的研究提供借

鉴。

日本学者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具有深厚的传统, 曾取得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日本与中国在地理上

一衣带水, 又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和熏陶, 因此日本学者的文化背景与中国相似, 研究基础扎实, 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此外, 日本的研究方法也富有特色, 不仅承袭了中国传统研究的方法, 还能够在研究思路和视

角上带来很多启示, 对于中国学界极具参考价值。中国研究者可以通过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取长补

短, 拓宽研究思路。本文以日本学者清水茂的《释“白日”》为例, 探究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思

路和方法。清水茂 (1925-2008) 是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博士, 师从日本京都学派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

教授, 专攻中国古代文学, 还曾在香港向饶宗颐学习中国古典诗词, 毕业后任京都大学助教、教授。清水

茂热爱中国文学, 除了最擅长的唐宋八大家散文的研究, 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工作, 还下了

很多功夫向中日两国读者介绍中国文学在日本的流传和接受情况。《释“白日”》一文的研究方法和特

点在日本汉学研究领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可以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提供观念和手段上的

借鉴。

 

一、选题的特点

日本学者的选题有其独特之处, 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有一定区别。日本学者在中国古代诗词研究领域往往

选择避开热门的研究内容, 选择一些容易被“熟视无睹”的意象。清水茂著作颇丰, 研究涉及的内容也较

广泛, 主要以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为中心向四周辐射, 从其论文题目中可以大致看出他的关注点以及研究方

面的兴趣。虽然学者的选题与个人的学养兴趣密切相关, 但也会受到所处的学界的影响, 例如, 在清水茂

所著论文中, 《释“白日”》、《乐府“行”的本义》、《“春”“秋”之词性》、《说“青”》、

《说“黄”》、『「城春草木深」の「春」について』等论文的选题就充分体现了日本汉学研究选题细

密、以小见大的特点, 这些论文往往由细微之处切入, 再层层深入挖掘研究。其中, 《释“白日”》、

《说“青”》、《说“黄”》都是讨论中国古代诗歌中的颜色词的论文。“白日”“黄”“青”是诗词

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 甚至寻常到了让人容易忽略的地步。古人云:“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诗歌中的颜

色词为诗歌中的画面增添了生动的色彩, 清水茂很重视诗歌中的这些颜色词, 对颜色词的解析和色彩理论

能够给我们带来启迪。《释“白日”》一文主要以从汉代至唐代的文学作品为例, 考证“白日”一词本

身, 以及白日所呈现的视觉效果。在文章开头, 首先提到其老师吉川幸次郎的观点, 即“白日”指的是明

亮闪耀的正午的太阳, 并对这一观点进行质疑和探讨, 进而说明“白日”的“白”很有可能是一个无意义

的多余的词。即使是对于同一个意象, 由于师徒二人的研究角度和着眼点不同, 所得出的结论也能翻新出

奇。

 

二、研究的特点

在探究“白日”的词义时, 清水茂进行了严谨周密的论证, 详析作为诗歌素材的“白日”究竟是表现怎样

的状态, 并梳理“白日”形成和定型的脉络。在探究的过程中, 作者展示了其逻辑思维的缜密和一丝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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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精神。首先, 将“中午明亮闪耀的太阳”分为“明亮闪耀的太阳”和“中午的太阳”两层意思分

别逐一进行分析。为了看“白日”是否是常用词义, 列举了表示早晨的太阳、中午的太阳、黄昏的太

阳、不定时的太阳这几种用例, 以这一意象为线索, 将从汉朝到唐朝的各个阶段的诗歌集中在一起, 确定

了年代的上限和下限, 并且归门别类, 有依有据。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 清水茂在探究“白日”的词义时,

只关注词本身的意思以及白日在自然界中的状态, 而对其象征性、审美特征、引申义等则不多加分析, 这

也与日本学者的研究思路的特点有关。笔者为撰写本文阅读了部分国内学者研究“白日”的论文, 通过

比较中日两国的研究方法和风格, 感受到国内学者在研究“白日”时更偏重发掘“白日”作为诗歌中的

意象传递出的心理情感、政治意义、哲学意义、审美意蕴等。例如, 将“白日”与社会人生相结合, 表达

了积极进取的心态和奋发的人生价值取向;描写“白日”给人以壮美的审美感受;将“白日”与古人敬畏

太阳的宗教情感相联系;以“白日”喻天子;等等。这些研究角度对于理解和赏析古典诗歌中的丰富内涵

也有重要作用, 但相对而言, 《释“白日”》式研究意象的论文较为少见, 日本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值

得借鉴。

 

在将“白日”的词义进行分类的基础上, 清水茂使用了数据统计定量分析法, 统计从汉到晋的诗歌、李白

的诗歌、杜甫的诗歌中的“白日”的用例。通过图表统计, 可以清晰明了地看出:在汉晋的诗歌中, “中午

的太阳”占了大约一半, “黄昏的太阳”约占五分之二;在李白和杜甫的诗歌中, 表示“不定时的太阳”的

例子增多 (文中暂且把不定时的太阳也归入中午的太阳) , “黄昏的太阳”仍占五分之一。因此, 仍然不能

证明“中午的太阳”是常用的词义。这种通过数据统计得出结论的方法体现了作者细密思考和谨慎论证

的特点。虽然得到的结论看似信而有征, 但是仔细推敲思考后, 发现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他为了

证明“中午的太阳”不是常用词义, 选取了汉代至晋代的诗歌以及李白和杜甫的诗歌, 以几个朝代的诗歌

与个人的诗歌进行比较, 这种比较方法容易带来偏差。白日在唐诗中十分常见, 出现频率多达650次, 仅在

李白一人的诗中就出现了49次, 可见李白对白日的偏爱。但是李杜的“白日”诗占唐代“白日”诗歌的

比例很小, 仅以李白和杜甫二人代替唐代还是不够精准, 仅能证明在李杜诗歌中, “中午的太阳”不是

“白日”的常用词义。

 

接下来, 在论证“白日”是否一定有“明亮闪耀的太阳”之意时, 作者首先追溯到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

——《诗经》和《楚辞》中寻找出处和依据, 这也是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学学者一贯采用的研究方法。在

考察“白日”这一意象时, 也注意到将“白日”作为常用诗语和歌语的形成史, 从源头上探究“白日”最

初的意义和其后的演变。由于在《诗经》中没有发现“白日”一词, 作者转向了《楚辞》, 并推测《楚

辞》是最早在文学作品中使用“白日”一词的。在举例论证时, 作者不仅举了《楚辞》中的句子, 还举了

后汉王逸的注释为例, 证明在《楚辞》中也有把表达重点放在太阳的自然运行上的句子, 即以“白日”表

示太阳, 而不带有表示“明亮”“闪耀”的意思。

 

为了证明各朝代的诗歌中“白日”都并非一定有闪耀明亮的意思, 清水茂选取了历代诗歌中的一些例子

证明, “白日”也有表示太阳运行或时光流逝之意。但是从选取的例子中, 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值得商榷的

地方。例如:“愿及白日之未暮”, 将“白日”与“未暮”时的昏暗进行对比, 此处的“白日”仍然可以有

明亮、闪耀的意思。“白日皖晚其将入兮, 明月销铄而减毁”, 将“白日”与“明月”相对应, 两者都是

明亮的物体, 此处的“白日”也可以是明亮、闪耀的太阳。而曹植、张协的诗歌都描述原来明亮闪耀的

太阳西下, 因此, “白日”也有明亮、闪耀的意思。秦嘉、鲍明的诗歌中虽然用了“暧暧”和“杳杳”,

也是与原本明亮闪耀的“白日”对比, 在黄昏时呈现了“暧暧”和“杳杳”的状态。因此, 以上例子中的

“白日”未必不是“明亮闪耀”的太阳之意。

 

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者普遍认为词汇、语音、语法结构对于理解诗歌的原始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在《释“白日”》的第四节中, 清水茂就综合运用了汉语言文学的知识对“白日”进行分析, 研究了

“白”和“日”的组合问题。他先将“白”这个表示颜色的形容词与其他名词进行组合, 发现“白”不

具有辨别性功能。同时, 又注意到“日”与色彩性形容词组合时, “白日”的使用频数占了绝对的优势,

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组合, “白日”的使用频率越高, 白的意思就越弱化。通过这一节的探讨可以看出, 在

作者的眼中, 意象并不是某个象征着某种情感的事物这么简单, 而是要研究作者、诗歌、创作及接受关系

等一系列复杂的文学活动的联系。通过对“白日”的探讨, 揭示了这组惯用词语搭配及这组特点关系包

含的意蕴。这种将语言学与文学结合起来解释中国古典文学意象的研究方法, 也值得中国研究者借鉴。

 



通过前文的分析, 得出“白日”的“白”是没有词义的词缀这一结论, 而这类词汇的用法使清水茂联想到

了日本和歌中的“枕词”。在《释“白日”》的第五节中, 他将这两者进行比较, 认为其作用都是相似的,

虽然不表词义, 但是使用了这些词后能够产生某种“微妙含蓄的意味”, 在解释诗歌时, 还必须要理解这

些词的附加意思, 体会其含蓄的意味。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时, 善于运用中日对比研究的方法,

并且自觉地关注两者之间的异同, 这种比较研究也是有相当价值和意义的。

 

三、京都学派的影响

作为一名日本京都学派的汉学家, 清水茂的研究也受到了整个日本汉学研究大环境和“京都学派”的影

响。二十世纪初, 京都大学的日本汉学研究名家云集, 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京都学派”采取“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的态度, 鼓励多了解中国学术界, 重视

对中国的实地接触, 也较多地保持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与交流。

 

“京都学派”学风严谨且笃实, 在治学方法上, 京都学派最大的特点是实证主义。严绍璗先生曾以“实证

主义学派”概括京都学派的特点, 他在《日本中国学史》中论述到:“这一学派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 强

调确实的事实, 注重文献的考订, 推行原典的研究”并认为京都学派“引进实证主义, 而且使它与中国清

代考据学结合, 从而构架起了从传统汉学到近代中 (下转第96页) (上接第88页) 国学的桥梁, 这一学派无

论在数量和质量的要求方面, 都远远超越传统汉学”。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 京都学派在校勘、注

释、考证等基础整理方面很有优势, 这与他们受到的学术训练有很大关系。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 西方的学术思想不断传入, 也促进了日本汉学的发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 日

本汉学家的研究观念也发生了转变, 受西方学术观念的影响, 开始关注文学作品文本本身的特点。比如,

此前日本的中国诗词研究, 目的往往以鉴赏为主, 并且重复地用“言志”“美刺”之类的词大而化之地进

行概括。后来, 经过京都学派几代学人的努力, 从文学本体出发、文本至上的思想在日本汉学界日渐受到

推崇。以清水茂为代表的这一代后起之秀的学者, 出生于二十世纪20年代, 在二战后成长起来, 于二十世

纪五六十年代登上学术舞台, 也受到这一潮流的影响。从他的论文中, 可以看到他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方

法, 在版本、训诂、考据等传统汉学研究上有着深厚的功底, 对文献材料进行深入分析, “睁大眼睛看一

字一句”, 同时又有着开阔的研究视野, 不少见解让人耳目一新。

 

此外, 清水茂作为京都学派继狩野直喜、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之后的末代日本汉学家, 与他的师辈一样,

保持了一个很好的传统, 就是不仅精通汉学, 还能创作汉诗, 现在日本具有这一能力的人已经极为少见

了。他创作的汉诗和汉词由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编印结集出版, 名为《流观室诗词稿》, 其中有很多

是他与饶宗颐、王瑶、程千帆、周祖谟等当代学人的诗词唱和。大概是由于他具有创作汉诗的实际经验,

在认识和理解中国古典诗词的含义时, 会更有体会和感触。

 

四、结语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通过分析清水茂的《释“白日”》一文, 可以看到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诗歌研

究, 其研究观点、研究视角、研究态度、研究方法、选取的材料等, 都有独到之处, 能够给予我们很多启

发, 其中有的正好可以弥补我国学者研究的薄弱之处和不足, 拓展了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 丰富了研究的

方法。通过探讨和分析日本学者的论著, 对于我们自身的研究也有诸多裨益。然而, 日本学者的研究也存

在不足之处, 比如在材料的掌握上有所局限, 在文化理解上难免有隔膜等, 中国的研究者则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中日两国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只有在交流与比较中才能取长补短, 提高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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