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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汉文小说研究：

一个有待深入开掘的学术领域

（代摇 序）
孙摇 逊

摇 摇 近年来，历史上曾以汉字为载体的东亚国家的汉文作品，以及西
方来华传教士创作的汉文作品，开始受到国际和国内学术界的广泛

关注。前者主要包括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家，后者主要为欧美等国

传教士。国内学术界习惯将其统称为“域外汉文作品”或“海外汉文

作品”。

在海外汉文作品中，汉文小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其中，东亚地

区原属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双重历史身份，其创作的汉文小

说不仅都是用汉字写成，而且它们在道德伦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

和知识结构等方面大都遵循儒家思想而展开，这种“大同”现象在东

亚汉文小说中得到了形象而生动的体现，并深入到小说的取材、主

题、结构和人物塑造等各个方面。与此同时，东亚各国汉文小说也真

实反映了儒家思想文化在其传播过程中与本土文化不断交融而产生

的“小异”乃至背离。全面研究其“大同”和“小异”，或曰其“异中之

同”和“同中之异”，我们不仅可以具体感受到中国和东亚各国在思想

文化上的相通之处，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国文学和文化的相互影

响和不同特点。

在海外汉文小说中，西方来华传教士所著汉文小说是另外一个

块面。按理，这些传教士信奉的都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接受和宣传的

是西方宗教和文明，但由于他们撰写汉文小说大都是为传教服务，为

了使中国信徒和受众能更好地接受他们宣传的西方教义，他们往往



也要找到西方宗教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集合点，其中与儒、佛、道

思想的相互交融就渗透在他们作品的肌理之中，而小说的形式则为

他们提供了传教的一种理想文体形式。要想了解西方来华传教士如

何借用小说这一形式，并通过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契合来宣传西方宗

教思想，这些传教士汉文小说为我们提供了范本。

海外汉文小说就其作家作品的国家属性来说，首先应是所在国

文学的一部分：韩国汉文小说是韩国文学的一部分，越南汉文小说是

越南文学的一部分，日本汉文小说是日本文学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

汉文小说则是传教士所属国文学的一部分，其中不少还是所在国屈

指可数的文学经典。抛开了这些国家历史上大量存在的汉文小说，

我们的有关外国文学研究就不能说是完备的。

与此同时，由于这些作品都是用汉文写成，因而它们又理所当然

是汉文文学的一部分，特别是考虑到它们之间和我国古代小说的亲

缘关系，如果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忽略了海外汉文小说这一块，那我

们的古代小说研究也是不完备的。

不仅如此，正因为上述汉文小说和我国古代小说有着非常亲近

的血缘关系，其中大量作品都是在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古代小说直

接影响下创作的，因而它们又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较

文学中最具实证意义的一部分。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我们主编了这套“海外汉文小说研究丛书”，

首先推出《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韩国汉文小说研究》、《越南汉文

小说研究》和《日本汉文小说研究》共四本，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开

展，还会有新的著作汇入丛书之内。于此同时，我们还正在主编“海

外汉文小说大系”，其中“越南汉文小说集成”圆园员园 年年内可望出版，

其他韩国、日本部分再稍待时日；如果可能，最后再将西方来华传教

士部分汇入。

由于搜集资料不易，对各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之较少，加上撰

写者水平有限并参差不齐，本丛书肯定存在诸多不足和问题，诚恳地

请求大家批评和指正。

·圆· 摇 日本汉文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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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 绪摇 摇 论

第一节摇 选题缘起、研究现状与本书的研究理路

摇 摇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现状评述

　 　（一）选题缘起

一般在文史研究领域里，新资料的发现历来是学术发展的主要

支撑点之一，这已成为共识。可喜的是，近十几年来，又有一批新资

料被逐渐发掘出来，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这就是时下所谓的“域外

汉籍”。据研究，域外汉籍主要指称三方面的典籍：一是古代域外人

士用汉字作为书写工具撰写的典籍；二是中国古代典籍的域外抄本

或刊本；三是流失于域外的中国古代典籍之抄本或刊本。其中，前两

类是域外汉籍的主体①。这里，对“域外”一词所指称的地域范围应作

特别说明：在历史上，中国曾长期在东亚地区扮演着文化宗主国的角

色，以汉字为主要媒介的汉文化给予周边国家或地区以巨大深刻的影

响，形成了一个界限较明确的文化区域，现通称之为“汉文化圈”，除中

国外，它还主要包括历史上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等地②。目

①
②

张伯伟《域外汉籍与中国文学研究》，参见《文学遗产》圆园园猿 年第 猿 期，第 员猿员 页。
李时人教授对“东亚”概念作了辨证，认为“东亚”是一个兼顾地理、历史和文化三

个层面的复合型概念，它主要包括现在的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

汉字是相关国家和地区之间文化关联的主要媒介。参见李时人《中国古代小说与越南古代
小说的渊源发展》，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圆园园怨 年第 圆 期。



前，域外汉籍主要指韩国、日本与越南历史上曾以汉字为载体的典

籍，内容包括诗文、小说等文学作品以及其他部类的汉文作品，本书

为明确研究范围起见，径称之为“东亚汉籍”。在东亚汉籍中，文学作

品为一大宗，而小说则又是这些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现不妨总

称之为“东亚汉文小说”，目前主要包括韩国汉文小说、日本汉文小说

和越南汉文小说①。因为这些小说皆为当地国作家用汉字书写的作

品，它们中间有些作品又是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下创作的，所以它

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今中外比较文学、汉文学领域的研究对象。有

鉴于此，现在世界范围内研究汉文学的专家学者，纷纷把目光投向东

亚汉文小说研究，如法国的陈庆浩教授，韩国的丁奎福教授、崔溶澈

教授等，特别是我国台湾地区的王三庆教授、陈益源教授、王国良教

授、郑阿财教授等，更是成为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的主力军。出于同样

的考虑，国内大陆学界也展开了对这些小说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目前，针对韩国、日本和越南三地汉文小说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工作，当地国、我国台湾和大陆学界都投入了一定的研究力量，客观

地说，前两方面的学者是主力军，而台湾学者用力尤勤，成绩斐然。

可喜的是，现在大陆学者对这些小说的整理和研究也开始形成了一

定的态势。

现在看来，在三地汉文小说中，日本汉文小说在数量上不及韩

国、越南汉文小说丰厚，学界对它们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也较薄弱。

据目前所知，最先关注它们的是日本本国学者，他们的研究从 圆园 世纪
圆园 年代就开始了，且持续至今，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国内学界在这方
面的拓荒者当推台湾国立成功大学的王三庆教授，他在 员怨愿苑—员怨愿愿
年间在日本天理大学讲学的时候，通过多种渠道钩稽得奈良、平安、

江户、明治各个历史时期的汉文小说作品数十种；从 员怨怨愿 年起，王三
庆又与台湾中正大学庄雅州教授、法国科研中心中国文化研究所陈

庆浩教授等人，共同主持了“中日法合作研究日本汉文小说研究计

·圆· 摇 日本汉文小说研究

① 美国哈佛大学的韩南教授首先关注了中国 员怨 世纪的西方传教士汉文小说，上海
师范大学宋莉华教授继之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这些小说也属于域外汉文小说之一
部，但它们在创作文化背景、作者身份、文本面貌等方面还是与本书所谓的“东亚汉文小说”

有较大差别。



划”，他们在日本筑波大学内山知也教授的协助下，又搜求得小说数

十种，连同以前所获得的作品，共收得日本汉文小说作品近 苑园 种。之
后数年，由王三庆、庄雅州、陈庆浩、内山知也四位教授主编的《日本

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于 圆园园猿 年 员园 月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发行。这
部丛书共五册，收录了《啜茗谈柄》等 猿远 部（篇）日本汉文小说作品，
考订、校注均达到了一定水平，富含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另外，王

三庆等人又开列多种待收书目，并拟继续加强对作品的访求、整理和

出版工作。在大陆学界，以上海师范大学孙逊教授为代表，学者们也

逐渐对三地汉文小说展开了整理和研究。例如，孙逊教授曾主持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域外汉文小说整理与研究”，李时人教授主

持了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古代小说在东亚的传播影响及

东亚汉文小说研究”；近年来，孙逊教授又依托上海师范大学，联合韩

国高丽大学、越南汉喃研究院等研究机构，与法国陈庆浩、台湾王三

庆、陈益源、王国良诸教授联手，合作推出了包括东亚汉文小说和西

方传教士汉文小说在内的《海外汉文小说全集》出版计划，预计未来

数年内将陆续结出硕果。自然，在上述两种旨在加强域外汉文小说

整理和研究的学术活动中，日本汉文小说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孙

逊教授为代表的几名大陆学者通过单篇文章、学位论文、博士后出站

报告等形式，都对日本汉文小说作了一定程度的研究。

　 　（二）研究现状评述

日本学者对本国汉文小说的研究最早或可追溯到 员怨圆远 年小说家
永井荷风的《!"#$の!%&’につき》一文，文章对明治文人成
岛柳北的汉文小说《柳桥新志》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介绍①。员怨猿猿
年，著名学者长泽规矩也发表论文《()*+に,ける-./012
の34》，他在文章中较为详尽地描述了江户时代中国通俗小说在日
本的流布与影响，并在文末简要提及了江户名儒中岛棕隐的汉文艳

情小说集《春风帖》，认为这本小说集的产生与中国艳情小说在日本

·猿·第一章摇 绪摇 摇 论

① 原载《中央公论》员怨圆远 年 缘 月号，今见于盐田良平所编《明治文学合集》（东京：筑
摩书房 员怨远怨 年版）第四卷，第 猿怨缘—猿怨愿 页。



的流布有很大关系①。员怨源园 年，著名学者石崎又造的《5678に,
ける-.9:;<$》出版，此书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中国古代通俗
文学作品（主要为明清小说）在近世日本的传播情况，以及日本文人

受此影响而创作和文与汉文通俗文学作品的情形，其中多处涉及日

本汉文小说的创作。从 圆园 世纪 缘园 年代开始，研讨汉文小说的论文逐
渐增多，这些文章主要出自德田武、前田爱、山敷和男等学者之手。

此间，汉文艳情小说依然吸引着学者们研讨的热情，缘园 至 苑园 年代，广
田魔山人、森铣三、斋藤昌三分别对《大东闺语》、《春风帖》、《春脔拆

甲》三部小说作了介绍和考证②。德田武于 员怨远怨、员怨苑园 两年间连续发
表了三篇研究“世说体”经典汉文小说《大东世语》的论文，对作者服

部南郭撰写《大东世语》的缘起、《大东世语》与中国南朝刘义庆《世说

新语》及明代王世贞《世说新语补》的关系、《大东世语》的本土文化特

色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这三篇文章成为该领域的力作③。从 苑园 年
代开始，花柳风俗小说成为研究热点，较早且较典型的成果是浅川征

一郎的论文《=>?@のA1BC〈DE&F〉》④。其后，前田爱和
山敷和男成为研究这类小说成绩最为突出者。前田氏较早的一篇相

关论文为《GHIJ———KLMNのO迹》，研讨了《江户繁昌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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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原载《书志学》昭和 愿 年第一卷 源 号，今见于长泽规矩也《长泽规矩也著作集》（东
京：汲古书院 员怨愿缘 年版）第五卷，第 员猿员—员源苑 页。此前，著名学者青木正儿发表《PQRN
とSのTU》，研究了《春风帖》的作者中岛棕隐，该文被收入其《支那文艺论薮》（京都：弘
文堂 员怨圆苑 年版）。

广田魔山人《〈大东闺语〉杂考》、斋藤昌三《〈VWXY〉のCZは[》，载《近世庶
民文化》第 圆远 号（东京：近世庶民文化研究所，员怨缘源 年 员圆 月）；广田魔山人《春风帖》，载
《@;<\]と^_》第三十三卷 怨 号（东京：至文堂，员怨远愿 年 远 月）；森铣三《好事儒者中岛
棕隐》，收入《森铣三著作集》（东京：中央公论社 员怨苑员 年版）第二卷。愿园 年代，《大东闺
语》、《春脔拆甲》又被收入吉田精一编辑的《&‘aめられた;<》（东京：至文堂 员怨愿猿
年版）。

德田武《〈bE6:〉c———defgにおける〈60&:〉（そのh）》、《〈bE6
:〉c———defgにおける〈60&:〉（そのi）》、《〈bE6:〉c———defgのN
jklMmnl（そのo）》，分别载《东洋文学研究》员怨远怨 年第 员苑 期、《中国古典研究》员怨远怨
年第 员远 号和 员怨苑园 年第 员苑 号。此前有赖惟勤《巡礼角田久华的〈续近世丛话〉》，载《文学》
员怨远缘 年第三十三卷 员园 号，后来又有内山知也《有关江户时代、明治时代的汉文人物逸话
集———世说系和丛谈系》，收入《外遇中国———中国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圆园园员 年版）。

浅川征一郎《=>?@のA1BC〈DE&F〉》，载《@;<\]と^_》第三十
八卷 苑 号（东京：至文堂 员怨苑猿 年 缘 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者寺门静轩的生平。此后，他又有《p$·qrのst》一文，对明治
初期的汉文传奇体小说、章回体才子佳人小说与笔记体花柳风俗小

说作了简洁精辟的论述。《u%vwと!%&’》一文则首次论述了
中国清代余怀《板桥杂记》对成岛柳北《柳桥新志》创作的影响①。山

敷和男在汉文小说研究方面堪称大手笔，他在 苑园 年代初发表《〈柳桥
新志〉之无赖派性格》一文，之后，至 怨园 年代初，以几乎每年一篇的速
度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目光集中于明治时期以服部抚松和三木

爱花为主所创作的花柳风俗小说群，系列研究中贯穿着强烈的小说

类型意识②。此外，《柳桥新志》的作者成岛柳北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

焦点，森铣三、助川德是和日野龙夫都有相关文章或专著问世③。除

上述之外，山敷和男、中野三敏、黑岛千代、内山知也、有泽晶子等学

者还针对其他类型的汉文小说进行了研讨④。

中国学者研究日本汉文小说，近 圆园 年来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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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前田爱《GHIJ———KLMNのO迹》，载《@:と@;<》员怨苑猿 年 愿 月号；《p
$·qrのst》，参见诹访春雄、日野龙夫主编《();<とx@》（东京：《每日新闻》社
昭和 缘圆 年版），第 员远远—员愿圆 页；《u%vwと!%&’》，参见《前田爱著作集》（东京：筑摩
书房 员怨愿怨 年版）第一卷，第 源怨愿—源怨怨 页。

山敷和男《〈柳桥新志〉之无赖派性格》、《明治初期汉文 圆〈东京新繁昌记〉之魅力》、
《关于明治初期汉文 猿〈东京柳巷新史〉———其自序与〈小说神髓〉》、《明治初期汉文 缘〈东京新
志〉中的抚松著名汉文———介绍与略评及〈小说神髓〉的关系》、《明治初期汉文 远〈新编东京新
繁昌记〉———附：〈东京新繁昌记〉未翻刻资料》、《明治初期汉文 苑〈东京新繁昌记〉后编之研
究》、《关于明治初期汉文 愿〈东京银街小志〉———其中的世界与〈东京新繁昌记〉的影响》、《明
治初期汉文 怨〈改正增补东京新繁昌记〉之研究（一）———附：与自笔稿本的比较》、《明治初期
汉文员园〈根津新繁昌记〉及其作者———〈东京新繁昌记〉的影响（二）》、《明治初期汉文员员 关于
〈东都仙洞余谭〉（一）》、《〈东都仙洞绮话〉概观（一）》、《〈东都仙洞绮话〉概观（二）》、《〈东都
仙洞绮话〉概观（三）》，分别载《中国古典研究》员怨苑猿 年第 员怨 号、员怨苑远 年第 圆员 号、员怨苑苑 年第 圆圆
号、员怨苑怨 年第圆源 号、员怨愿园 年第圆缘 号、员怨愿员 年第圆远 号、员怨愿圆 年第圆苑 号、员怨愿猿 年第圆愿 号、员怨愿源 年
第 圆怨 号、员怨愿远 年第 猿员 号、员怨愿愿 年第 猿猿 号、员怨怨园 年第 猿缘 号、员怨怨圆 年第 猿苑 号。

森铣三《yz!"のN{》，载《文学》员怨苑员 年 员园 月第三十九卷；助川德是《成岛柳
北》，载《@;<\]と^_》员怨苑怨 年 愿 月第四十四卷；日野龙夫《yz!"とb|}~》（东
京：岩波书店 员怨怨园 年版）。

山敷和男《明治初期汉文 员〈华盛顿小传〉》、《三木爱花〈情天比翼缘〉及其演义译
本：中村柳坞〈芳春佳话百花魁〉》，分别载《中国古典研究》员怨苑缘 年第 圆园 号、员怨怨怨 年第 源源
号；中野三敏《汉文戏作之展开》，收入诹访春雄、日野龙夫主编之《();<とx@》（东
京：《每日新闻》社昭和 缘圆 年版）；黑岛千代《石川鸿斋的〈夜窗鬼谈〉与蒲松龄的〈聊斋志
异〉》，收入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中国语文学系主编之《小说戏曲研究》（台北：台
湾联经出版公司 员怨怨远 年版）第五辑；内山知也《蓝泽南城之汉文小说》，载《斯文》员怨怨怨 年第
员园苑 号；有泽晶子《试论〈近世佳人传〉所表述的时代精神》，收入《外遇中国———中国域外汉
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圆园园员 年版）。



台湾学者起步较早，王三庆教授在作品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均是

开拓者，《日本汉文小说研究初稿》一文，不仅介绍了他经眼的作品，

还探讨了中日交通史、日本汉学史与这类小说的密切关系，并从内

容、文体和思想三个方面分析了它们的总体特征，此文对推动国内的

日本汉文小说研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他又撰有《明治时期的汉

文小说》、《日本汉文小说词汇用字之分析研究》，从具体层面作了进

一步研究①。其后，李进益教授撰写了以《明清小说对日本汉文小说

影响之研究》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从与明清小说作比较的角度，分

别对日本汉文小说中的艳情类、才子佳人类、花柳风俗类、“虞初体”、

话本体作品作了初步的较具系统的探讨，多有创获②。此外，台湾学

者王国良教授针对日本汉文笑话集作了研讨③。在国内大陆学界，越

来越多的学者涉足这个领域。早在 员怨愿圆 年，严绍璗教授就在《日本古
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一文中论及了日本汉文小说的问题，

但真正以具体作品作为对象展开研究则始于孙逊教授的文章《日本汉

文小说〈谭海〉论略》。该文对小说作者和题材、文体等方面的特色作了

详尽深入的介绍和论述，可谓开风气之先④。其后，孙虎堂、杨彬等人

也从不同角度对日本汉文小说作出了宏观或微观的研讨⑤。其实，圆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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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王三庆《日本汉文小说研究初稿》，参见《域外汉文小说论究》（台北：台湾学生书
局 员怨愿怨 年版），第 员—圆苑 页；《明治时期的汉文小说》，参见《文学丝路———中华文化与世界
汉文学论文集》（世界华文作家协会 员怨怨愿 年编），第 员圆员—员猿员 页；《日本汉文小说词汇用字
之分析研究》，参见《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 员怨怨怨 年
编），第 员—远员 页。

李进益《明清小说对日本汉文小说影响之研究》，员怨怨猿 年 远 月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学
位论文。另外，他又撰有《日本汉文小说的艺术特色》、《〈译准开口新语〉初探》，参见《文学
丝路———中华文化与世界汉文学论文集》（世界华文作家协会 员怨怨愿 年编），第 员员圆—员圆园 页、
《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 员怨怨怨 年编），第 愿员—怨员 页。

王国良《中国笑话集在韩、日、越的流传与保存》，为“圆园园源 小说文献与小说史国际
研讨会”提交论文。此外，美国华裔学者钱南秀教授还针对“世说体”汉文仿作作了较为深
入的研究，其文《〈大东世语〉与日本〈世说〉仿作》，载张伯伟主编之《域外汉籍研究集刊》
（北京：中华书局 圆园园缘 年版）第一辑。

严绍璗《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载《国外文学》员怨愿圆 年第 圆 期；
孙逊《日本汉文小说〈谭海〉论略》，载《学术月刊》圆园园员 年第 猿 期。

孙虎堂《日本汉文小说述略》，为 圆园园远 年 远 月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其《日
本汉文笑话集述略》、《日本唐话学者冈岛冠山及其汉文小说〈太平记演义〉述论》，分别载
《域外汉籍研究集刊》（中华书局 圆园园愿 年版）第四辑、《外国文学》圆园园怨 年第 员 期；杨彬《中国
古代小说与古代日本汉文小说》、《“翻案”与日本古代小说创作方式的演进》，分别载《江西
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圆园园圆 年第 远 期、《中国比较文学》圆园园愿 年第 源 期。



年来，法国华裔学者陈庆浩教授、台湾学者陈益源教授、大陆学者孙

逊教授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域外汉文化研究、域外汉文小说研究的总

论和访谈，对推动国内学界相关研究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功不

可没①。

总之，国内外学界针对包括日本汉文小说在内的东亚汉文小说

展开研究的潮流方兴未艾，除了前文所述成果外，另有两项学术活动

值得称道。其一，日本筑波大学内山知也教授在广泛搜求文献资料

的同时，在东京号召成立“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会”，召集国内学人定期

聚会研讨，旨在借此推动日本汉文小说研究在本国的开展。其二，台

湾学人扮演了国内学界研讨域外汉文小说的排头兵，自 圆园 世纪 愿园 年
代中期以来，他们举办了一系列关于域外汉籍、域外汉文学与域外汉

文小说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加强了交流并扩大了影响②。这些学术

活动标志着东亚汉文小说研究正在稳健发展，也预示着其研究前景

将更加广阔。

摇 摇 二、本书的研究理路

　 　（一）“日本汉文小说”概念的名实辨证

任何一项学术研究在真正展开之前，首要问题便是明确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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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庆浩《推动汉文化的整体研究》、刘倩《汉文化整体研究———陈庆浩访谈录》、段
江丽《文化大视野下的文献整理与文本研读———陈庆浩研究员访谈录》、陈益源《域外汉文
小说在台湾》、孙逊《东亚汉文小说研究：一个有待开掘的学术领域》、严明《东亚汉文小说
的衍变及本土特色》，分别载《国外文学》员怨愿愿 年第 源 期、《文学遗产》圆园园猿 年第 猿 期、《文艺
研究》圆园园愿 年第 缘 期、《文艺争鸣》员怨怨员 年第 远 期、《学习与探索》圆园园远 年第 圆 期、《浙江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圆园园怨 年第 员 期。

自 员怨愿远 年 怨 月起，《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连续召开了八届“中国域外汉
籍国际学术会议”，与会论文先后集结为七册（第七、八册合为一册）《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
术会议论文集》。员怨愿愿 年 员园 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办“第九届中国古典文学会议”，会
议将“域外汉文小说”列为会议专题之一，会后同类论文集结为《域外汉文小说论究》一书，

于次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员怨怨愿 年 愿 月，东吴大学主办了“中华文化与世界汉文学研讨
会”，与会论文集结为《文学丝路———中华文化与世界汉文学论文集》；员怨怨怨 年 远 月，主办了
“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论文集结为《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圆园园员 年 圆 月，国立中正大学主办“中国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论文集
结为《外遇中国———中国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书，同年由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



象。就日本汉文小说研究而言，此问题就是“日本汉文小说”概念的

名实辨证问题。就字面说来，这个概念可表述为：日本境内现存用汉

字书写的古代小说著作。自然，这个概念的所指实即日本境内现存

所有小说类汉籍。依照学界对域外汉籍的一般共识，它应该包括三

部分：古代日本人用汉字书写的小说著作，中国古代小说的日本抄本

或刊本，流失于日本的中国古代小说抄本或刊本。但目前学者们在

操作层面上，无论是搜集、整理还是研讨，对象仅限于上述第一部分。

因此不妨认定，“日本汉文小说”这一概念广义上指日本境内现存所

有小说类汉籍，狭义上则指古代日本人用汉字书写的小说著作，我们

的研究对象就是后者。但即便如此，在后者中科学合理地为小说类

著作划定一个范围或制定钩稽这类著作的标准，仍然并非易事，这里

需要对“日本汉文小说”概念的名实辨证进一步细化。

其一，作品的文字体式。日本上古时代无文字，故自汉字传入

后，日本人不得不借用汉字作为书写的工具。后来，随着汉字及大量

汉籍的传入，加之把诉诸听觉的语言转向诉诸视觉的文字的技术日

益进步，日本人也逐渐发明出他们本民族的文字。但在平安时代

（苑怨源—员员怨圆）中期成熟的日本文字（片假名与平假名）最终完成创造
之前，日本人书面著述之文字体式伴随其本民族文字的创造过程经

历了一系列的变化阶段。推古朝（缘怨猿—远圆愿）的日本文字基本上使用
的是汉字，但一些汉字已具有与其原义完全不同的和式的意义。书

面著述的文字体式除了纯汉文体外，已出现运用汉字与借用汉字表

音的万叶假名混合书写的体式，而且，有些汉文著述中的部分句子也

已采用了与汉语句法全然相异的和式句法，即所谓“变体汉文”。事

实上，就在飞鸟文化时代（缘怨猿—远苑圆），日本文字发展到汉字、表意汉
字和标音的万叶假名并存的阶段，而这三种文字体式也被应用到了

书面著述中。后来，日本人在平安初期创造片假名，中期创造平假

名，最终完成了本民族文字的创造。其书面著述的文字体式则主要

有纯汉文体，纯和文体，汉字、假名混合书写的和汉混合体三种，而变

体汉文在此期间只是偶尔少量残留于某些汉文著述中了。有鉴于

此，我们认为，在文字体式的层面上，“日本汉文小说”应该是指纯汉

文体或杂有极少量变体汉文的小说作品，而不应包括和汉混合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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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较多变体汉文的小说作品。例如，川合仲象的《本朝小说》

（员苑怨怨）中虽然零星杂有几处变体汉文，但总体上宜视作汉文体，是一
篇“日本汉文小说”；而依田百川的《侠美人》（员愿怨员）则采用了和汉混
合体的文字体式，故不当归入“日本汉文小说”的范畴。

其二，作品的文体性质。在古代日本人的汉文学作品中，小说类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若要从中将小说作品区分出来，就需依据一定的

“小说”文体标准。但事实上，目前学界并没有一个内涵确定、统一的

“小说”概念，种种“小说”概念大致有两个差异较大的学术史渊源：

一个是中国古代传统目录学，小说乃指史书之补充的“丛残小语”，指

称一种特殊的叙事散文文类；一个是近代输入的欧洲文学理论，小说

是散文体的叙事文学作品，它“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对人物的关系、

命运、性格、行为、思想、情感、心理状态以及人物活动的环境进行具

体的艺术描写”①。尽管现在有的学者倡导用后者的标准来规范古代

小说研究，但它在具体实践操作中并不能完全取代中国的传统标准。

原因在于，假若以此来界定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归属，结果就会抹杀

作为叙事文学作品之“小说”的历史（包括观念的与文体的）渊源。以

此甄别作品，数量众多的“笔记体小说”在学术研究的坐标系中将无

所适从，这也是在整理和研究日本汉文小说时必须明确的问题。因

此，我们认为，从文体角度鉴别一部汉文作品是否为小说、属于哪类

小说时，既要参照欧洲文学理论中“小说”概念的标准，又须考虑中国

传统目录学中“小说”概念的影响，还要兼顾日本本土的叙事文学传

统。例如，淡水三船的《唐大和尚东征传》（苑苑怨），主要记叙了中国唐
代高僧鉴真的出身、经历、功勋等情况，更以精彩的笔触描绘了与其

东渡日本相关的历险故事，富有传奇色彩，但文体却为典型的长篇传

记文，若就其传奇性而论，至多可以说它含有小说笔法，而本质上却

非小说；又如大江匡房的《江谈抄》（约 员圆 世纪初），内容包含大量有
关各类人物、寺院、乐器、诗文书籍、仪式惯例等的话题或故事，对后

来《今昔物语集》、《古事谈》、《古今著闻集》等说话集的出现、物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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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诞生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是后世小说的源头之一，但其文本形态

却是问答形式的短文，基本上可看作语录体散文，而不应认作小说。

其三，作者的创作方式。考察现在所知道的日本汉文小说作品，

可以发现日本人创作汉文小说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种，不妨称为“原

创型”与“翻译型”。原创型表现为作者通过独立构思并使用汉文撰

写作品，而翻译型则表现为作者将和文小说汉译并把内容组织、统合

于小说文体之中。目前学者们对前者的身份归属没有异议，但同一

问题在后者身上则出现了分歧。有的学者认为翻译型作品因为不具

备原创性质，故不能视作日本汉文小说的一部分，而应归入“翻译小

说”范畴。我们对此观点不敢苟同，因为：其一，“日本汉文小说”乃

是综合考量作者的国别、作品的文字体式与文体性质三方面特征归

纳出来的概念，而“翻译小说”的概念性质则着眼于作者的创作方式

和作品的文体性质两方面。可见，两者并非是处于同一层面上的概

念范畴，使用它们判定一部汉文小说的身份归属时，两者不具有相对

的关系，换句话说，两概念的外延存在着重叠的部分；其二，从章节的

选择、情节的取舍与改造、文字的润色等各方面看，绝大多数翻译型

汉文小说可看作是译者的一次再创作。故此，依照一种融通的研究

观念，我们认为，一部汉文体翻译小说，只要其译者为古代日本人，即

可被视作“日本汉文小说”，其与原创型汉文小说的区别仅在创作方

式不同而已。否则，像冈岛冠山《太平记》（员苑员怨）、菊池纯《译准绮
语》（员愿愿缘）这样最优秀的作品将被摒除，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

综上所论，本书所谓“日本汉文小说”是指日本境内现存汉籍中

古代日本人使用汉字撰写的小说作品，包括原创型和翻译型两大类。

　 　（二）日本汉文小说的分类

我们认为，目前对日本汉文小说进行一种初步、宏观的考察，可

以采取两种模式，即纵向的小说史模式和横向的文体分类模式。因

为有关这批小说的搜求、整理工作仍在进行之中，所以采用小说史模

式既不现实也不符合研究规律，这样文体分类模式就显得比较合适

了。重要的是，在分类时只有考虑到它们的实际生存语境，才能确立

一种融通的小说文体分类标准。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综合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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