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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春随想·读书和著书　　——代为序　　赖山阳在自己的肖像下慷慨题云：“勿忧一己之盐韭
而忧人之家国。
”然而，懦弱的我，却总汲汲于一已的冷炙，尚无暇顾及天下国家。
于是心思也就止于自身琐事，惶惶于发表东西。
一有些许想法，便立刻去进入相关的课题。
原因是，我今年将要面对和家计相关的两件事。
一是二月十四日将满所谓古稀之岁，另一件事是因山口大学首次开始实行适龄退休制，三月份我就要
告别自己的职位了。
　　面对前一件事，我也和别人一样筹划着出版纪念文集。
恰好东京的春秋社寄来了我二十年前的旧稿——《元人杂剧》三种的译注，托我校对。
十二月中旬已经完成旧稿，正在高兴地期盼着能在生日前拿到付梓的成书呢。
我致力于元曲翻译是老早以前的事了。
明治末期我学生时代，在京都大学时对《西厢记》着实“啃”了一段时间，并居然弄出了几段译稿。
不久在大正年间找到了《元曲选》的明版，译后往《支那学》投出了《潇湘雨》剧的部分译稿，终于
因为自己觉得不满意而放弃，而学究的生涯毕竟由此开始了。
我在昭和五年出版了《支那近世戏曲史》后，才决心正经八百开始翻译元曲，于是有了《元人杂剧》
三种的译稿。
此书问世前，我在昭和十二年九月发表了《元人杂剧序说》作为“广告”。
当时的我可能因为在东北大学闲居惯了，翌年三月一调到母校京大后，身体状况就不尽人意起来。
这样磨磨蹭蹭地不觉晃过九年到了退休年龄。
总算有了时间能够修改译稿，并附上注释想使它跻身书林。
干劲正足的时候，此书却逢出版界人事变动而“难产”，这一等又是八年多！
　　至于对第二件事三月份告别山口大学，又该如何面对？
其实这是我人生绝佳的“第二高潮”。
此前，我一年里有三分之二在山口度过、三分之一在京都生活，这以后不过将生活场所全都移到京都
罢了。
尽管如此，对山口还是有些恋恋不舍。
我喜欢这里，刚来时，曾应学生杂志之请，写了“山、豆腐、梅”的三题随笔。
眺望山口的群山耸峙姿态，不论从哪个方向、面向哪里，都觉得特别好。
而且，云雾的姿态像南宗画中那样美，毕竟是在京都等地难以见到的景致。
梅以香味浓厚的绿萼梅，即青轴为多。
正月的新闻节目介绍称赏了梅之名胜“二堂”，结果那年的二月，这里连窄窄巴巴的荒径上，都聚来
一大群吹笛族，在山田里铺开席子，有人竟搬来琴合奏。
看到这些，人们脸上不由得漾起愉快的笑意。
山口的豆腐质地又细又软，而且不易破碎，的确是上品。
平常街上卖的货除了特殊的店，和京都的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即便离开山口，我仍然想去吃那豆腐。
　　我在京都的书斋，战时以来主人一直不在家，无奈任其荒废着。
这回回去后可要稍稍拾掇一下，以便可以望着窗前的马醉树和大明竹，悠闲地读书。
到四月我“赋归去来”时，窗前的马醉树应该能绽放清新的花迎接我了。
我最初知道马醉树，是在京大读一年级那个春天的事。
在泷精一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去奈良参观古美术展。
途中，幸田露伴先生指着一颗树告诉我们：“这就是《万叶集》中咏叹到的马醉树。
”如此寂寂无闻的花有什么好呢？
我不禁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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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缘于阅历的增长吧，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领略了它的美，不禁怀想露伴先生所教。
从仙台一回到京都，我就在书房的前院里移植上一棵老马醉树，并点缀了几棵小树。
　　如今，面对着窗前可以欣赏马醉树的桌子，干点什么好呢？
手头正有一本原稿要交付书林。
这是《楚辞》的译注，也是“滞销”的旧稿。
眼下应该可以校正了。
校正是枯燥的事，但校正自己的书稿却很愉快。
还有一本是大阪一家连锁店托我译注的袁枚的《随园食单》。
这并非一蹴而就的东西，即便是匆促完成了，恐怕也卖不出去。
我曾试图婉言谢绝，但两三年时间里他们执意拜托我。
于是看着喜欢的美食话题，手指也就不觉点划起来。
姑且，先从这个着手干起吧。
 　　三十二年一月八日《每日新闻》 　　纪念古稀的两本书的出版已经告成。
《随园食单》的译稿也差不多快完成了。
春秋社又将编集我的杂考随笔类文章。
我的杂文，在昭和十六年出过一本《江南春》，昭和二十四年又把关于食文化的文章收集成册，出了
《华国风味》。
二书中遗漏未提到的以及后来增加的一些稿子，陆续又积攒起一些。
将其分为两类，一为文艺及其趣味之谈，一为名物学的杂考。
各分为一册。
这里打算先拿出第一册。
 　　三十二年秋 古稀醉迂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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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琴棋书画》是青木正儿的一部文化随笔集，主要讲述中国文人生活及其趣味之谈，也收入了几
篇回忆师友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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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青木正儿（1887—1964），日本著名汉学家。
20世纪30年代被中国学术界誉为“日本新起的汉学家中有数的人物”，后更被誉为“日本研究中国曲
学的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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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琴棋书画文房趣味中华文人的生活宋人趣味生活之二典型惠山竹茶炉佳话联句浅说白乐天的朝酒诗诗
酒雅集人日草堂诗水绘园的修禊宫僚雅集杯张维屏之《花甲间谈》颜真卿的书法虚字考书抄夜来香祗
园豆腐给“三都”挑刺儿的狂诗味三题五味之说苦茵颂中国的鳗鱼菜竹窗梦京都帝国大学教官时代的
露伴先生蜗牛庵夜谭和蜗牛庵联话狩野君山先生、元曲和我铁斋翁和考槃社有关迁听花先生的回忆《
支那学》发刊和我白川集序——书于亡友傅芸子之著乡愁赤女关河豚和松蘑泡雪和龟甲煎饼“九年母
”奇兵队的战利品奇兵队的读书欲自叙片影语师我的少年时代我珍爱的藏书露苔鼓东隐所解题(高桥忠
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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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琴棋书画》、《文房趣味》、《中华文人的生活》三篇，可谓青木氏的中华文人论的总论。
其中《琴棋书画》以艺术和文人、文房趣味的形成和文人、文人生活的类型化为主题。
论述涉及多歧。
然而，他所认为的文人生活的内涵的典型，恐怕是“贵质朴、以清新为旨”(原书第32页)的宋代类型
。
接下来一篇取材于张镦和林洪的《宋人趣味生活之二典型》，即其实例。
青木氏留有很多以饮食为题材的论考，其原因就像林洪和袁枚那样，与典型的文人对饮食文化的兴趣
不无关系。
而且，青木氏对中华文人的生活，不单作为研究对象，而更如他所言，“美好而富于情味”(原书78
页)，在字里行间对文人的交游生活流露出钦佩之情。
概言之，他在各篇所描绘的中国文人生活中所强调的一面，始终是知识分子文学和艺术的追求，加以
高标并相尚。
　　其次的《惠山竹茶炉的佳话》和《诗酒雅集》，以文学和艺术为媒介，将文人交游的实际，依据
对史料的缜密解读，进行了复原。
《联句浅说》也就联句这种文人群体共同创作的特殊的诗歌样式进行了述论。
只是后者多具有文学史论文的性质，以中国的联句历史为主题进行了很好的宏观论述，对这类研究有
珍贵的价值。
论考不长，而包括和揭示了柏梁体的起源及其对南朝的影响，以及韩愈、孟郊的《城南联句》成为近
世联句正宗等重要问题。
这篇论文发表于昭和二十五年，此前的昭和二十三年，汉学者能势朝次在《联句与联歌》中，叙述过
中国联句的历史。
能势氏的论考作为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并非不及青木氏，亦为广掘资料的辛勤之作。
谨附记于此。
　　《白乐天的朝酒诗》，以“卯时酒”为话题，记写了文人生活的某一端。
以青木氏自身对朝酒的尝试为始，又以其失败为结尾，将白乐天与自己的生活浑然一体加以论述，饶
有情趣。
《张维屏之(花甲间谈)》，论述清末的多用插画的书籍。
《颜真卿的书法》着眼于颜氏的书法发展中理论和作品的关系，进行分析，并附有缜密的年谱。
　　其次的《虚字考》和文人生活不太相关，论中国的“虚字”一词的内涵。
据青木氏的论证，认为古来所谓“实字”指名词、数词，“虚字”指其以外者。
所以“虚字”中有“虚活字”(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等)和“虚死字”(前置词、接续词等)之分。
后世出现了不知其区别的误用者。
特别是中国近代的语法学者们(马建忠、杨树达等)“把虚字(虚词)限定于接近‘助词’的意思使用，
把动词等作为实字，从而误谬”。
相反，青木氏赞赏日本学者，如皆川淇园的“实字”、“虚字”(此指虚活字)、“助字”的三分法。
乃至明言“它足以向中国人夸示日本人脑筋的好使了”(原书172页)。
日本人的脑袋怎样暂且不论，文中批评中国近现代语法学者口气的尖锐，今天的读者不能不觉得有点
惊愕。
当代中国受马建忠等人影响，把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叫做“实词”，接续词、助词一类叫做“虚词
”，已为定论。
(一部分词典中，“虚词”指名词以外者。
这种古典的用法，被标记为另一种用法。
)马建忠对于传统的“虚实”的词法的无知，可能正如青木氏所揭示的那样。
《马氏文通》中的用法，是马氏自身下的定义，而竟然被广泛使用，这种情形是否应该受到非议呢？
不管怎样，通过这里的议论，令人感叹青木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熟知甚至超出中国很多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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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的《书抄》，就中国学者的著述出版，记述文人风习。
　　《夜来香》以北京的月见草为线索，波及中国文化中关于香的问题。
一年后又有《芍药之和》、《香草小记》(皆为《中华名物考》所收)。
这些包括了他的“香文化”研究的内容。
青木氏将自称的“我从儿时鼻子就很灵，喜欢香的东西”(原书192页)这一素质，拓展至学问方面，乃
至作出“盖中国的文学、美术、花、饭菜，比起日本的来香气更浓”这样的文化结论。
　　《祗园豆腐》对江户时代祗园的名产豆腐料理、《给“三都”挑刺儿的狂诗》对文政年间的狂诗
中所表现的江户、京都、大阪的不同风俗，分别作了论述。
青木氏对日本文化造诣之深，在《中华名物考》中处处可见。
而这两篇，却是江户时代研究的出色作品。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资料范围不仅采自随笔、旅行记、地理志，更扩展到狂诗。
近世研究日本文学的小池正胤指出，作为风俗史的资料，从狂诗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尚少。
青木氏的论著可谓其先驱。
在江户研究趋向兴盛的今天，青木氏此作应得到进一步的推介。
《味三题》是随笔式的文笔，巧用古籍论述味觉问题，而赋之以深刻的内容。
　　《竹窗梦》，是青木氏回忆师友类文章的总忆，出现在文中者，有幸田露伴、狩野直喜、富冈铁
斋、辻听花、小岛祐马、本田成之、傅芸子诸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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