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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祁晓明君是笃学之士。
我最初认识他，是他从大阪教育大学考入我们大阪大学研究生院言语文化研究科的时候。
之后，他作为我指导的学生，在这里渡过了三年的学习、研究生活。
这期间，他一心扑在读书、调查和论文执笔等学术研究活动中。
在校园里，我好像没怎么见他参加过什么娱乐活动。
　　不过，祁君也有比较开心的时候。
那是哪一年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还记得是一个很闷热的夏天的夜晚，我同几位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留学
生，在大阪北郊一个学生的住所里，举办了一个期末例行宴会。
闷热的夏夜，喝上一杯冰镇啤酒，真是畅快至极。
女学生们自然不肯多喝，而我们男子汉们则一边吃着主人亲手做的美味佳肴，一边开怀畅饮。
祁君也没有什么拘束，喝了不少酒。
也许是酒精的作用吧，他那天与往常不同，谈笑风生，说了很多他自己的事情，比如他本是南京人，
还有他在北京居住的情况等等。
那次聚会非常愉快，大家都很满意，可谓尽欢而散。
祁君也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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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知道日本也有诗话，是读大学中文系的时候。
那时读《管锥编》，其中论李斯的《谏逐客书》时，钱钟书先生曾引过日本斋藤谦的《拙堂文话》。
而亲眼见到《日本诗话丛书》则是许多年以后的事了。
上世纪90年代，我辞去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职，应京都教育大学村邦彦教授之邀负笈东渡，在做
了一年半外国人研究者之后，考入大阪教育大学研究生院，专攻国际文化，导师是山田胜久教授。
住在学校提供的宿舍里，不用打工的时候，便钻到学校图书馆的地下书库去看书。
在那里见到了落满尘灰的池田四郎次郎的《日本诗话丛书》。
尤其感兴趣的是津阪东阳（孝绰），觉得他一人而著三部诗话，即使是在中国亦罕有其匹。
于是我的修士（硕士）论文的题目就选择了他的《夜航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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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日本诗话主要是由江户诗话构成的，本书拟依据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山岸德平《近
世汉文学史》、揖斐高《五山堂诗话解说》、松下忠《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等著作，对江户时期诗
话兴盛的外在条件作一个说明。
　　诗话的流行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
日本人写作、欣赏诗话，不仅要通汉语，而且还必须具备有关中国文化，包括学术、文学、历史等广
泛的知识。
而在江户时期，积累和储备了这些知识的是儒者。
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说，江户时期的文学就是儒者的文学，他们替代了五山时代的僧侣，成为
担当文化事业的主流。
儒者在当时是作为一种新兴职业出现的。
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僧侣阶级的堕落已经无法在学问道德方面维持其权威。
而当时的统治者如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以及各地的藩主都对儒学实行奖励政策，又因为社会安定太
平，依靠武功博取功名已经非常困难，而凭借学问得到尊敬和地位则相对较易，虽然幕府颁布了锁国
令，但中国的典籍仍然可以通过长崎输入，加之出版业的进步，书刊较易获得，同时幕府为培养人才
而设置了大学，各地藩校也陆续建成，受到这样的刺激，一般庶民也纷纷向学，促成了私塾的发达。
最后，儒者研究学问，可以在相对安定、自由的环境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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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对于日本诗话的研究，虽然以前也有．不过大部分仅仅停留在概说的层面，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
研究。
本书以中国古典文学为背景，深入这个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第一次展开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而且见解独到、材料翔实、议论精辟。
毋庸置疑，本书将会成为全面、深入探讨江户时期日本诗话的一部不可多得的研究专著及必备参考书
。
　　　　——深泽一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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