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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日本遣唐使时代以前，日本人便开始接受中国文学，流传至今的唐抄本述说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史，
也使日本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域外最大最重要的资料库。
民间文学、佛教文学、俗文学，这些都是敦煌文学中特别值得注意的部分，也是奈良、平安时代抄本
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敦煌文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热点。
本书从日本传衍的敦煌故事入手，通过翔实的资料和严谨的透析，对敦煌文化的传播和日本对之的文
化接受，做出了很好的梳理和发掘，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
    日出日落，照亮过多少越海者的冥想；潮来潮去，沸腾过多少爱书人的情思。
将中日两国的敦煌文学资料放在一起，中国中古文学、日本上代文学和中古文学，各自的特色显得更
鲜亮，两者的关联也就更清晰。
    传衍，就是传播延续扩衍的意思。
本书主要讲述来自大唐西土的原本在变文等文学中的故事的种子，是怎样在日本文学中生根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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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晓平，1947年8月出身于四川省开江县，现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日本帝埭山学院大学人间文
化学部教授。
长年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与中日比较文学研究。
主要著作有《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佛典志怪物语》（江西人民出版社）
、《亚洲汉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智水仁山——中日诗歌自然意象对谈录》（与中西进合著
，中华书局）、《中国文学在日本》（与严绍鋈合著）、《二十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与夏康达
主编）、《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与周发祥、李逸津合著，江苏教育出版社）、《梅红樱粉——
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等。
译著有《水边的婚恋一万叶集与中国文学》（四川人民出版社）、《日本诗歌的传统——七与五的诗
学》（与隽雪艳、赵怡合译，译林出版社）等。
主编“日本中国学文粹丛书”（中华书局）与“人文日本新书丛书”（宁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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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户笑话中的聪明一休　　讲不完的聪明小和尚　　笑倒今人的狂言《乌头》　　狂言《乌头》
和“笑的文学”　愚人突窥镜 自我与他者的错位 　　国际笑话《不识镜》　　佛经中的“不识镜喻
”　　镜中的孝子——日本民间故事中的《松山镜》　　落语《松山镜》　　狂言《镜男》　　变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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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　　汉诗文中的孝子孝妇句道兴《搜神记》　⋯⋯参考目录 出版者的话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土的种粒>>

章节摘录

书摘小和尚也要蒸饼吃    敦煌本《启颜录》，现存《论难》《辩捷》《昏忘》《嘲诮》四篇，四十则
。
张鸿勋先生说里边的大部分故事，最初应是口头创作，然后才由文人整理写定的，这很有道理。
    其中《嘲诮》中保存着这样一个故事，张鸿勋命名为“僧健”(健，音dui，饼类食品)，《玉篇》：
“蜀呼蒸饼日髓”。
“僧缒”就是和尚吃蒸饼，是讲一个僧人和他的弟子吃蒸饼闹出的笑话。
我们把它译成现代汉语：    从前有个和尚，忽然想吃蒸饼，就到寺外做了数十个蒸饼，还买来了一瓶
子蜂蜜，在房子里面偷偷吃了起来，剩下的蒸饼就放在钵子里。
蜂蜜瓶子则放到床下藏起来，然后对弟子说：“好好看着我的蒸饼，不要让它少了。
床底下的瓶子里，装的是剧毒的药，吃了就要死人的。
”    这个和尚说完就出门了。
弟子们等他走了以后，就拿出瓶子，倒出蜂蜜，用手捏着，吃起了蒸饼，最后只剩下了两个蒸饼。
    和尚回来就找他剩下的蒸饼和蜂蜜，一看只剩下两个蒸饼，蜂蜜也都让人吃光了，就大发脾气：“
为什么把我的蒸饼和蜂蜜都吃了？
”    弟子回答说：“您走了以后，我们闻到饼香，实在馋得忍不住了，就把它们拿出来吃了，怕您回
来发火，就服了瓶子里的毒药，望能马上死掉，没想到直到现在还没事。
”    和尚大闹起来，喊道：  “你们这些家伙，怎么把我这么多蒸饼吃光的？
”    弟子们用手从钵子里把两个剩下的蒸饼掏出来，一个劲儿往嘴里塞，一边说：“就是这么把它们
吃光的。
”    和尚跳下床大喊，弟子们一溜烟跑了。
    这个故事中的僧人因贪吃独食而说谎，反为弟子所治。
有趣的是作者的叙述，表明他充分理解笑话的特点。
那僧人责备弟子吃光了自己的蒸饼，那些弟子不但不慌，反而从钵子中抓出剩下的丽个蒸饼，送到嘴
边一个接一个吃下去，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让僧人气上加气。
黄征《敦煌语文丛说》：“其实，‘蒸饼’是古人的说法”，现代汉语中应释为‘馒头’之类。
敦煌变文中曾以‘筋头健子’喻细颈头，则‘健’乃圆形的馒头，而非现代意义上的‘饼’扁平面食
。
”据此，那弟子一口一口填到嘴里的，就是圆馒头了。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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