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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本皓嗣(1939— ),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日本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著有
《日本诗歌的传统———七与五的诗学》、《歌与诗的系谱》、《美国诗歌》等。王晓平(1947— ),中
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著有《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
稿》、《佛典·志怪·物语》、《亚洲汉文学》、《梅红樱粉———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化》等。 

 

中日都有相似的抒情诗传统 

王:回顾20世纪的中日文学,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变化,令人瞠目。一个人所共知的原因,就是西方文学
的强烈影响。可以说,谁也不能抛开西方文学来谈20世纪的中日文学,以至于有人将20世纪称作“西风昌
炽时代”。与此相关,世纪之初,文学传统的问题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也是事出有因的。就这个问题,很想
听一听川本先生的看法。 

川本:谈到日本文学的传统,首先想到的是与中国文学很相近的一点,那就是抒情诗的发达。抒情诗以外的
叙事诗、史诗、哲学诗、思想诗都从表面上被排除,而纯粹地咏唱着人的感情。这一点特别重要。也正
因为如此,中国和日本的诗歌都相当短,多余之物一概谢绝。西方诗歌长诗很多,甚至演为演说,论文等等。
一谈到西方诗歌,就马上会想到它分为抒情诗、叙事诗和史诗三类。荷马史诗《奥德赛》、《伊利亚
特》那样的古代英雄、建国神话等等,动辄几十卷,而且大体始终押韵。希腊史诗虽然不是脚韵,但也是讲
究韵律的。而中国的《诗经》、日本的《万叶集》,都可以说是抒情诗。《诗经》里面包含着政治的寓
意,但至少在表面上是抒情诗的形式。在西方,故事诗特别被看重,荷马、苏格拉底享有盛名,而在中国,知
识分子不把故事诗放在眼里。到了元代有了变化,戏剧出现了,但知识分子看重的仍不是故事。日本的能
剧、歌舞伎也诞生得很晚。能剧是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戏剧还是一个问题。 

王:与这种现象相联系的,是抒情诗以外的文学体裁,无不受到它的审美意识、审美习惯的强烈影响。中国
的戏曲,从文学上讲,是歌唱的抒情诗,而从唐以前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这些被称为“前小说”的形态,过
渡到文学性更强的传奇小说,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叙事中抒情成分的增加,这在初唐的《游仙窟》中看得最
清楚。 

川本:完全如您所说。日本的能剧源于和歌。虽然它也有情节,有故事,但语言却多来自和歌。从某种意义
上说是从和歌发展来的。要说日中抒情诗有什么不同,马上想到的是日本的诗歌更为短小。为什么呢?因
为在日本遵循先例,严守成规的意识十分强烈,某种意义上说很讲究固定化的技巧,即使这种技巧是从中国
学来的。中国诗歌中秋天是悲哀的,到了日本的汉诗,就成了是秋必悲而无悲不秋了。一出现秋,便跟上了
寂寞悲哀的情感,也没有必要再絮絮叨叨,诗短短的就可以了。歌舞伎也是这样。哪儿的优秀艺人演得好,
那他就是决定怎么演的人,后来的人好好跟他学,比发挥创造性更重要。一步步跟着伟大的先人的意识,可
以说日本人更为强烈。就抒情诗来讲,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是对国家负政治责任的人,他们写诗,常常
要想到国家,想到社会,想到人民,在诗歌中,感叹战争,忧虑贫困,这些和歌则完全没有。因为中国诗歌传到
日本,形成了日本的汉诗汉文,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写汉诗汉文。只有和歌是男女双方纯粹的世界。 

王:我觉得您指出这一点十分要紧。日本人写的汉诗汉文,无疑已经变成日本文学不可割裂的一部分,它们
曾是一鸟之双翼、一车之两轮。您的观点正是避免了割弃一翼一轮来谈日本文学传统的片面性。 

川本:和歌没有像中国诗歌那样咏唱战争、国家、社会、贫困,正是由于汉诗与和歌分流而形成的现象。
男子以汉诗为中心,女子以和歌为中心,我想,这样的发展是不是与中国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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