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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寒山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影响并不大，在正统文学史上不见详尽记载，但在日本则不同，可以说
寒山是对日本影响最大、影响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外国文化人之一。
　　《寒山与日本文化》详细论述了寒山及寒山诗的产生及内容，并论述了寒山在中国文化史和日本
文化史，特别是在日本文化史上的意义和影响，生动展示了活跃在日本历史和现实中的寒山文学及寒
山形象。
寒山不仅对日本的文学、美术、音乐等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性的影响，而且他的精神与形象现在仍然活
跃在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受到从政治家到艺术家，从企业家到商人，从首相到庶民的广泛的喜爱。
到日本，你到处可以遇到寒山和寒山诗，也有寒山寺，吟咏&ldquo;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夜
船&rdquo;的张继的古诗&mdash;&mdash;《枫桥夜泊》，比在中国更脍炙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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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石，1981年，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1985年，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
毕业，获硕士学位。
1988年到199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讲师，1994年到1996年，任东京大学教养系客座研究员
，现任日本《中文导报》编辑局长、副主编。
著作有《庄子和现代主义》(河北人民出版社)、《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上海古籍出版社)、《樱雪
鸿泥》(中央编译局)、《东京伤逝》(中文导报出版社)、《云蝶无心》(中文导报出版社)等，译作有宫
泽贤治的《银河铁道之夜》(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野间宏的《阴暗的画面》(合译)等，并发表中日
文论文、报道及文艺作品逾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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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对于佛教的无常观，中国人不是十分喜欢，前面我们说过，《全唐诗》收僧诗3000多
首，只有寒山有大量吟咏无常的诗作及拾得和无寂有个别吟咏无常观的诗作以外，在其他诗僧中就很
难看到了。
另外佛教的无常观传人中国后，将勾魂之鬼用“白无常、黑无常”命名，可见在中国文化的意识深层
，有对无常的恐惧。
之所以中国人不喜欢无常，往往因为无常与寂灭相连，中国人最喜欢生机勃勃，“美”的原意是“大
羊”，壮大而饱含生命力的壮观，是中国人美与希望的源泉。
而世俗的中国文人一般倾向于从负面的意义上去理解无常，孔子在河边慨叹“逝者如斯”，李白诗云
“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英雄如曹操者始终也摆脱不了“去日苦多”的困扰⋯⋯类似
的感叹简直是俯拾皆是。
不喜欢无常与寂灭，也使中国不喜欢秋天，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虽较少言“秋”，但一旦言
“秋”，则悲从中来。
《诗经·小雅·四月》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
”意思是说：“秋天真让人悲伤啊！
百花草木零落得如此凄惨。
我也被凋落的心境折磨得如此憔悴，前途也是暗淡叵测啊！
”而越到后来，悲秋的色彩也就越浓重，到了《全唐诗》，悲秋之诗多得几乎数不胜数。
杜甫就是一个以悲秋出名的诗人，如他的《秋兴八首》云：“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他似乎把秋天的全部的凋灭之哀痛吸到了自己的心中，又把自己的无尽的哀伤用秋天表现了出来，刘
禹锡也说：“自古逢秋悲寂寥”。
与中国人不同，日本人对无常有一种正面的体验和赞美，与此相连，在日本人的美意识中，还存在着
一种凋灭、残破的美学。
一般西方人和中国人描写凋灭与残破时往往流露出悲哀的情绪，然而日本人往往以欣赏的眼光去寻找
一种凋灭与残破的美。
既然无常与变化是生命的真谛，那它就一定蕴含天之大美。
而凋灭与残破都是无常变化中的一环，它不是通往永恒的死，而是走向流转的生。
“白雪坚冰育嫩草，枯木昏鸦是绿荫”，日本人正是在对这沉沉寂灭的深情的凝视之中，让灼热的目
光望穿了这寂灭，使生之鲜活从中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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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寒山与日本文化》：中国唐代诗人寒山在中国可能名气不大，在日本则是对其文化影响最深的外国
文化人之一，他的形象至今仍然活跃在日本文学、美术、音乐、政治和商业的各种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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