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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第2辑）》为青岛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连续出版的学术丛刊创
刊号。
该中心是山东省教育厅“十一五”人文社会科学强化重点建设研究基地，立足中、日、韩三国，以东
亚文学、文化、语言及其相互比较、影响为主要研究内容。
中心成员由校内专、兼职和校外（含国外）兼职研究人员组成。
中心与韩国庆尚大学、大佛大学、国民大学等高校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教师互派等方面已进行了
多种方式的交流与合作，曾多次聘请国内外学者来校讲学和举办学术讲座。
2006年以来，中心专职研究人员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7项，教育部项目5项，省级项目13项，国
际合作项目l项。
出版专著40余部，发表论文180余篇，获得各类科研奖励40余项，其中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
奖1项、三等奖2项，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3项、二等奖7项、三等奖7项，山东省高校优秀成果一
等奖4项，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1项。
中心将继续开展与国内及韩国、日本学术界的合作交流，逐步强化学术研究的东亚特色，希望海内外
同道能给予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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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诗学与文论研究日本古代文论的成立及其特点136种韩国诗话与中国典籍之关系曹丕“文气说”的诗学
价值初唐诗格兴起的创作缘起考索——以贞观年间朝堂诗赋创作为例《诗人玉屑》“义理”辩证汉诗
研究日本狂诗艺术特征论日本汉诗引证中国历史典故得失刍议高丽汉诗兴盛原因的再探讨作家作品研
究《琴诗》的妙理与法螺的妙音苏雪林文学批评的史识与文心异类有情堪晤对——论《聊斋志异》异
类题材的新创造“仕金宋儒”诗歌风格浅析流寓伪满洲国的日本作家同是东亚寂寥人——鲁迅和大江
健三郎小说人物比较研究文化研究论朱之瑜的经伦思想“女性原本是太阳”——平塚雷鸟“反叛”中
的“女性发现”隋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魏晋至唐五代齐地方术与道教的发展语言研究韩国传统
的汉字教育、教材简介《千字文》中的中朝日汉字音比较雅书在古朝鲜半岛的传播初探战后日本的人
名用汉字字体问题研究综述冯梦龙的生平、“三言”及文艺思想研究综述近三十年《老乞大》诸版本
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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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
由于地缘上的优势，两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友好交往的历史，而尤以文化上的交流更为引人注目。
仅从文学关系上来看，两国的交流也是源远流长、水乳交融的。
自隋唐以后的一千多年间，中日两国之间的学者、诗人互相学习、彼此唱和，进一步促进了两国间人
民的文化交流，加深了两国间人民的友谊。
这种友好往来也必然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日本汉诗就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文学样式。
　　所谓日本汉诗，就是日本人用古代汉语和中国旧体诗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汉诗是日本文学、特
别是日本古代文学的一种样式和组成部分，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
　　日本汉诗从公元七世纪中叶近江时代的兴起，到明治维新时代走向衰落，前后约有一千余年的历
史。
在这一千余年中，汉诗不仅在朝野广为传诵，而且普通百姓也群起应和，抒情言志，运用自如，诗人
辈出，卓然成家，构成世界文学史上鲜有的奇观。
这是国际文化交流史上非常值得珍视的现象，也是一衣带水的两个邻邦在源远流长的文化交往中结出
的丰硕成果。
　　日本汉诗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重。
到了公元七、八世纪，中国唐朝的最盛期掀开了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中日文化交流更是空前的
繁荣。
七世纪中叶，日本大友皇子、大津皇子是最初用汉文写诗的诗人。
八世纪的奈良时代，汉诗写作蔚然成风，贵族宴饮、迎接外国使节，都要赋诗，出现了以长屋王为首
的藤原房前、藤原宇合、淡海三船等诗人。
这时的汉诗文创作受中国齐梁体及唐初诗风影响较深，大多为五言诗，内容多属于侍宴、应召、从驾
之类的应景之作。
今存《怀风藻》（751年）一部，为日本最早的汉诗集。
诗集收集了汉诗一百一十七首，诗风亦颇多模仿六朝。
　　唐朝之时，由于中日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扩大，日本汉诗便也在这个阶段内产生了。
日本汉诗主要产生于天智天皇在位时期（662-672年）。
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唐朝武则天执政时期，现存最早可考的汉诗是大友皇子即弘文天皇在二十一岁时所
写的两首诗，其中的一首便是《侍宴》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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