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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和歌，大和民族之歌。
是日本古代歌人心灵的外现，是彼时彼刻最真的表达。
它们也许没有最华美的词藻，但一定有着最真实的灵魂。
那一刻，它们与歌人思想的悸动一起定格为历史。
君主咏叹着翻云覆雨的权位更迭，沧海桑田的世事变迁。
人臣悲吟着放归山林的无奈，在幽谷深涧徘徊不尽。
樱花如旧，剑气已逝，武人的和歌将一腔风雅，演绎出空留遗恨的武家春秋。
平安朝风流绝代的女人们，曾经在和歌的往还中吟唱爱情的春天，终是留下一地落英缤纷，空言绿肥
红瘦。
战国时代，天下群雄并起，英雄的辞世歌唱出胸怀天下的英雄之气与英雄末路的人世无常。
江户三百年，和歌印证着那个生机勃勃而又光怪陆离的繁华时代。
　　华丽或者沉重，悲壮抑或凄美，和歌中的日本往事真实得动人心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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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早早，本名张春晓，出生于武汉，生长于南京。

　　幼年时，在武汉大学的珞珈山间奔跑，看落樱缤纷，却不知道美好的东西往往一去不返。

　　在南京大学熏染了七年的中国文学，又在复旦继续攻读了文学博士。

　　喜欢在古籍中寻找前人生活的印记，感受那曾经的情感流动，体会千载以下依旧动人心魄的诗心
荡漾。

　　做学生时奔赴西藏支教，当老师时带领学生拍摄青藏铁路纪录片——是心灵的放逐，还是理想国
的梦呓，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如今，在广州的书斋中，她将笔触深入日本的历史与文学，梳理出一段段浮世日本的感性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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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武家卷　为怜橘香子规啼，我为故人泪沾衣　　坛浦之战，终结了权倾一时的平氏家族。
纠葛了几代的源平之争终于告一段落。
　向晓鸟音惊梦觉，人世悄然入我思　　在南北朝的势力消长中，楠木正成的家族证明了血色的忠贞
与功勋。
　帝都一片荒凉野，夕阳残照乌泪啼　　一场长达十年的应仁之乱，使一时帝都繁华沦为断壁残垣。
　舍生取义了心愿，浮世月上无悬云　　赤穗四十七壮士，历经数年筹划，终于在一个风雪之夜完美
地实施了复仇刺杀。
　一腔热血拟何物，冲天喷烟樱岛山　　西乡隆盛被称为最后的武士，他的死亡，宣告了武士时代的
彻底终结。
　每次我死去，都会在这个世界重生　　会津若松之战，是守卫幕府制度的最后一役，年轻的白虎队
员们在鹤城失守之际祭出了青春的生命。
战国卷　一期荣华一杯酒，四十九年一睡间。
生不知死亦不知，岁月只是如梦中　　战国时代的上杉谦信和武田信玄，势均力敌，惺惺相惜，可谓
一时瑜亮。
　看世事梦幻似水，任人生一度　　织田信长的霸业起于桶狭间一役，终于本能寺之变。
　如露之临，如露之逝。
吾身往事，梦中之梦　　丰臣秀吉起于行武，最终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一统战国，成就一代霸业。
　不坏唯有天地在，人间万物总亡消　　名将木村重成，以其忠勇伴随秀赖走向丰臣氏的最终灭亡，
而德川家康早已奠定下三百年江户时代的江山。
风月卷　相逢如可换，不辞赴黄泉　　武士的同性之爱：众道，缔结下一段死生契阔的菊花之约。
　浮生无定今日定，一年光阴到此终　　好色一代，是江户时代商人旺盛生命力的象征，更是町人们
对于人生本真的追求和渴望。
　赴汤蹈火固妾愿，郎君忧思请尽消　　爱而不能，无奈走上殉情之路；风月无边，那是吉原游廊的
天地。
怨灵卷　绵绵春雨樱花褪，容颜不再忧思中　　平安时代的阴阳师安倍晴明与小野小町，在梦枕貘的
《鬼小町》中不期而遇。
历史中的真人真事虽然未必有交集，却同样传奇。
　梅开东风吹，千里送芳菲。
主人虽不在，莫忘春已归　　菅原道真是学问之神，也是著名的怨灵。
冤案的演绎，恰如日本的“赵氏孤儿”。
　月色水光俱皓皓，夜半岩头僧一人　　崇德上皇与西行法师怀着各自的执著之念，演绎着权力的争
夺与爱恨，生命的盛放与凋零。
宫闱卷　香山悦亩山，尝与耳山争。
盖自神世来，已复如此情　　天智天皇和天武天皇兄弟之间权位更迭进退，就像他们和女诗人额田王
这场三山争爱的恋情一样扑朔迷离。
　水鸟飘游凫波上，我亦长在浮世中　　紫式部，她的《源氏物语》是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其中
的人和事究竟是她的梦还是她的人生？
　此身行将弃世去，留愿他生得重逢　　和泉式部，这位在亲王兄弟间追逐爱情的女子，最终失去了
爱，在有关《和泉式部日记》的传说中不知所终。
风雅卷　长天放眼怀故国，月出春日三笠山　　鉴真大和尚六次东渡，终于抵达日本，弘扬佛法；而
阿倍仲麻吕（晁衡）终老于大唐，梦断三笠山的春山月出。
　长良山上樱花盛，花与当年一般多　　武家的风雅，在和歌，在音乐，在樱花。
　须知人世自有道，踏开深山荆棘行　　无论天皇在位，还是流放荒岛，后鸟羽天皇耗尽一生心血，
编撰成《新古今和歌集》。
　人世犹如镜中影，有耶无耶终成虚　　风流人主源实朝，身为将军，却向往京城的繁华与文明，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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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吟行客袖几时情，开落百花天地清　　诗僧一休，是智者，亦是狂僧。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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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武家卷　　为怜橘香子规啼，我为故人泪沾衣　　宋史中有很多场景，令人感伤不尽。
我的祖母，现代女词人沈祖棻就曾经写过名为《崖山的风浪》的历史小说，描述南宋王朝在崖山海战
最后一役的悲壮。
那时，天下早已是元朝的天下，虽然南宋的臣子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一二七四年，元兵攻入临安，皇太后谢道清签下了降书，宋廷北迁。
壮心犹在的陆秀夫、文天祥等人先后奉宋度宗淑妃杨氏二子为帝，在南方坚持抗元。
然而大势已去，逃奔海上的幼帝在崖山被张弘范围困，南宋朝廷苟延残喘的最后一搏终于失败。
丞相陆秀夫逼迫妻儿跳海之后，身穿朝服，以“陛下当为国死，不可受辱”进言，腰间挂着玉玺，以
白带背负着九岁的幼帝跳海而亡。
崖山一战，宋军全军覆没，海上浮尸十万。
　　一二七九年，崖山的海战终结了一代文治的宋廷。
幼帝在生死面前表现如何，自然是《宋史》上没有记载的。
在外婆的笔下，那是一个危急中寻找母亲庇护的孩子。
到底幼帝是表现出与年龄不相符的沉着，还是人生来会有的慌乱迷惑，历史并没有给我们留下答案。
但无论如何，九岁的他想来是会悲怆的。
而在宋朝覆亡的九十年前，日本坛浦海战的血雨腥风中，源平合战终结了一代平家盛世。
那位被祖母抱着跳海的八岁的日本安德小天皇，《平家物语》中的记载就明确很多：他含着眼泪向人
世告别，在祖母的怀中沉入大海。
　　战场本是男人们的属地，却成了幼子们牺牲、母亲们殉死的圣地。
宋太后闻知幼帝死去，痛哭道：“吾忍死万里间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
”随即蹈海。
妇孺们在这两场海战中承载着悲戚的人生。
她们是最无辜的牺牲，也是战争灰烟中最大的悲哀。
　　建久二年（一一九一年），安德天皇之母建礼门院在破败荒芜的寺院中孤独地死去。
这一生，她享尽荣华富贵，却也受尽人间煎熬。
建礼门院平德子，是显赫一时的入道相国（古时日本官阶分为一至八位，三位以上官员出家称为入道
，他们剃发僧装，居官如初）平清盛之女，高仓天皇的中宫。
一场源平合战，她失去了父母兄弟，八岁的幼子安德天皇在坛浦决战中蹈海而死。
她曾经跃入大海，却不幸被捞起，在她短暂的余生中，唯有用泣血的心灵为平氏一门亡灵祈祷冥福。
　　平家的际遇，便如诗中所述：　　祗园精舍钟声响，诉说世间事无常。
　　波罗双树花失色，盛者转衰如沧桑。
　　骄奢淫逸不长久，恰如春夜梦一场。
　　强横霸道终覆灭，好似风中尘土扬。
　　祗园精舍是古印度舍卫国的著名寺院，无常院里的钟声宛如寺僧诵念《涅粲经》的“诸行无常”
；波罗树花在释迦牟尼佛涅槃时忽然从绿变白，由盛转衰。
骄奢也好，终如春梦一场；霸道也罢，终将如尘如土被风吹去。
这首悲吟诸行无常、盛极必衰的诗，便是《平家物语》的开篇。
《平家物语》以十三卷一百九十二节的巨大篇章，记述了从一一五六年到——八五年三十年间源平战
争——平安时代末期源氏和平氏两大武士集团的斗争及双方势力消长的兴衰始末。
　　平氏本是皇族后人，降为臣籍后生活在伊势一带。
鸟羽法皇时代，平忠盛以平定濑户内海海贼之功步入权力中心。
法皇，即天皇出家后的称谓。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世俗的权力，相反，白河天皇、鸟羽天皇和后白河天皇在退位后当了法皇，继
续在院厅执政。
院政专权和天皇、朝廷的矛盾，推波助澜着各级贵族武士借此展开种种权力争夺，源平之争即由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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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保元元年（——五六年）鸟羽法皇去世，积怨已久的崇德太上皇和后白河天皇两派矛盾一触即发
。
权力真空之下，崇德太上皇以藤原赖长、源为义、源为朝为羽翼，希望建立院政；后白河天皇则倚重
平忠盛之子平清盛和源为义之子源义朝，希望实施亲政。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在这次较量中，后白河天皇先发制人，崇德太上皇败北，被流放赞岐岛，史称“保元之乱”。
　　保元之乱后，源义朝与平清盛日渐不和。
一一五九年十二月，源义朝与后白河上皇的近臣藤原信赖举兵杀了与平清盛关系密切的藤原信西，占
领皇宫，幽禁后白河上皇，迁徙二条天皇。
翌年正月，平清盛诛杀源义朝，平定“平治之乱”，一举击败源氏家族。
从此朝中大权尽归平清盛。
　　平氏一门权倾朝野。
平清盛长子平重盛为内大臣兼左大将，次子宗盛做中纳言兼右大将，三子平知盛任三位中将，长孙维
盛任四位少将。
女儿们都嫁给了朝中显贵，平德子更成为高仓天皇的中宫，很快诞下安德皇子。
平氏一门公卿十六位，殿上人三十多人，还有各国国守等地方任官六十多人。
日本六十六国，平家管辖的有三十余国。
其兴盛繁华正如《平家物语》所描述：“绮罗满堂，如花似锦；车马云集，门庭若市。
”平家极盛之时，民间就连说闲话的都没有，这倒不是平家无可指摘，而是入道相国独到的安排。
相国选出三百多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一律留着短发，一身红色直裰，在京城里四处游走，一旦发现有
人说平家的坏话，就立即没收家产，抓入府中。
所以大家在路上都只能用眼睛示意，噤若寒蝉，不敢说话。
　　飞扬跋扈、独断专行之下必然暗流涌动。
一一七九年，新大纳言藤原成亲在后白河法皇的支持下，在东山鹿谷开始准备推翻平氏的谋划。
东窗事发，四十三位朝臣免去官职，后白河法皇被迁到城南离宫软禁，过着凄清的生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对平氏的浪潮从未停息，源氏家族也从未放弃东山再起的机会。
次年五月，后白河法皇之子以仁王联合源赖政起兵。
　　源赖政这时已年近七旬，一向精于弓箭与和歌。
近卫天皇在位时举办歌会，歌题为《深山花》。
人们还在苦苦思考时，文思如泉涌的源赖政已，经脱口而出：　　深山藏树影，独见樱花俏。
　　这首歌成为传诵一时的佳句。
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位终身热爱和歌的武士仍然不忘作绝命歌日：　　叹我如草木，土中终年埋
。
　　今生长已矣，花苞尚未开。
　　仓促的起兵很快走向了失败的必然命运。
源赖政为掩护以仁王自刺身死，而以仁王却仍然无法逃脱乱箭穿胸的命运。
当士兵们抬着一具无头白衣尸首哄哄嚷嚷而过时，那支叫“小枝”的笛子还斜挂在他的腰间。
以仁王曾说，这支心爱的笛子是要随他一起放进棺材的，谁料言犹在耳，事已成真。
赶来支援的南都僧兵听说以仁王已死，只得悻悻而退。
在平氏的清剿中，南都僧兵奋力抵抗，数干僧兵死于战场。
整个南都奈良陷入火海，兴福寺和东大寺等庄严宝刹顿时化为焦土，三千五百多赢老的佛门信徒被烈
焰吞噬在曾经香烟缭绕宁静肃穆的佛堂中。
其悲惨情境正如《平家物语》所叹：“春日野之露为之变色，三笠山之风如泣如诉。
”天怒人怨的根由已经种下，反抗平氏的暗流终化为风起云涌。
源义朝之子源赖朝和木曾义仲（源赖朝堂弟）得到后白河法皇的密旨，公然揭竿而起，东国的武士们
集结在源氏旗下，掀起全国性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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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八一年平清盛去世。
一代霸主的逝去动摇了平氏根基，华服的平家公子们面对燎原之势捉襟见肘。
一一八三年，木曾义仲大军压境，平氏一门挟安德天皇仓皇出奔。
他们深知一去不返的命运，回首旧都繁华，悲怆的心情唯有托之和歌。
中纳言平教盛咏歌日：　　弃家任飘泊，远去白云巅。
　　回首燕堂处，满眼尽狼烟。
　　修理大夫平经盛歌日：　　回首望故都，俱已化焦土。
　　烟霞横前路，波涛满征途。
　　所谓“尽狼烟”、“化焦土”，是指平氏出奔前，将六波罗等住所连同白河一带四五万家住户全
部付之一炬。
六波罗是京都东山区六波罗寺附近一带的地名，平家府邸就建在这里。
以前人们都称平家子弟为六波罗的贵胄公子。
“烟霞横前路”，是清晨出奔所见之景。
空中云霞如旧，烟雾飘浮，景似旧而情非昨。
回首故乡隔绝，如雾弥漫，难见前程，不禁倍感凄惶。
“波涛满征途”，波涛二字，既是他们出奔西国海上的实指，更比喻风波险恶的黯淡前景。
临去的一把火不仅烧掉了曾经富丽堂皇的楼台水榭，更彻底焚毁了平家的衣锦荣华。
平家鼎盛之时，曾如《平家物语》所记：　　平家真可谓盛名震动朝野，人人钦羡的事就像草木见到
春风，家家渴慕的事有如百禾遇上甘霖。
说起六波罗家的贵胄公子来，无论什么样的名门望族，都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
入道相国的内兄，平大纳言时忠卿，曾说过这样的话：“不是出自平氏家门的人，皆属贱类。
”因此，世间的人都想找点什么因由，与平氏一门扯上关系。
不仅如此，甚至连衣领怎么折，乌帽子怎么叠，只要说是六波罗的样式，天下的人便纷纷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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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玩味和歌中的儿女情长、壮怀激烈、幽怨无奈品读最凄美、最感伤、最悲怆的古典日本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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