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 学 家 ： 盐谷温 ( 盐谷温，日本，1878-1962 )

研究领域 ： 中国文学、中国戏曲。

人物介绍 ：   盐谷温是文学博士，东京大学教授，著名中国文学研究专家。 
  盐谷温，号节山，出身于汉学世家，曾祖父曾经是医生，可是后来
成为研究汉学的学者。盐谷温是盐谷家的第四代汉学研究者。他先后在
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大学汉文科和东京大学大学院（相当于研究生
院）学习，190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留校在大学院工作，1905年成
为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的讲师，1906年成为东大中国文学科副教授，同
年秋天由文部省派遣赴德国留学，1910年从欧洲留学归来，按预订计划
又前往中国留学，到中国长沙投入叶德辉门下学习元曲，1912年结束留
学生活回到日本。1920年以《元曲研究》论文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任
教授。他在中国学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小说史和中国戏曲的研
究上。 

一、中国小说史研究 
  盐谷温在中国小说史研究方面的成绩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现代
“三言”及话本研究史上他具有开山之功。但是最有代表意义的，无疑
还是他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是他在1917年
夏的讲稿基础上，又花了一年半的时间，主要修正、增补了戏曲、小说
的内容之后，于大正七年(1918年)十二月完稿、1919年出版的。这部著
作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而其第六章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是最具代表性
的篇章之一。 
  盐谷温在中国小说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和特色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
面： 

  1、建构中国小说史的框架 
  盐谷温的《中国小说史略》可以说是正式出版而有较大影响的一部早期的中国小说史著作。他研究中国文
学的方法别具一格。他在《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序言中说：“中国文学史是纵地讲述文学底发达变迁,中国文学
概论是横地说明文字底性质种类的。”以文体分类横向勾勒中国文学的风貌,盐谷温的此书为开山之作。正如内
田泉之助在孙译本《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的序言中所说的，盐谷温在撰写中国文学分体史、特别戏曲、小说史
方面功不可没：“在当时的学界，叙述文学底发达变迁的文学史出版的虽不少，然说明文学底种类与特质的这
种的述作还未曾得见，因此举世推称，尤其是其论到戏曲小说，多前人未到之境，革路蓝缕，负担着开拓之功
不少。”这种“开拓之功”，首先表现在对于中国小说史框架的建构上。盐谷温将中国古代小说史分成四个阶
段，也可以理解成将中国古代小说分成四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节 神话传说 
  第二节两汉六朝小说 
  第三节唐代小说 
  第四节诨词小说 
  盐谷温将中国古代小说史分成四个阶段的基本框架，尽管通过鲁迅从《小说史大略》到《中国小说史略》
的不断完善而日趋细密与丰富，但实际上，直至今天的不少文学史及小说史著作还是或显或隐地接受或反映着
盐史四分法的大框架。 
  2、东西方学术观的兼容 
  盐谷温幼承家学，具有扎实的汉学功底；长游西方，接受了近代科学的方法。他沐浴在日本明治维新以
来、特别是二十世纪初期东西方学术交融的思潮中，其《中国小说史略》也渗透着这种新的时代的精神。 
   盐谷温在其《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的序言中说：“中国是文学底古国。有四千年的历史，跨 
  四百余州底土地，人口之多实号称四万万。泰华巍巍耸千秋，江河洋洋流万古，天地的正气钟于此。三代
底文化夙开，汉唐之世，尊崇儒道，奖励文教，济济多士，翱翔翰苑，吟咏风月，发挥诗赋文章底英华。及元
明以降，戏曲小说勃兴，对于国民文学产生了不朽的杰作，实际作家之数，篇什之量，在年代底久远和种类底
丰富这点上，世界底文学不见其比。”其字里行间，对中国文学、东文文明充满着真诚的敬意。这正是他编写
《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和一生做学问的出发点。然而，他在编写《中国小说史略》时，并没有完全依据中国传
统的小说观和治学的方法，而是折衷了当时东西方不同的小说史观和方法论进行工作。 
  3、《中国小说史略》的特点 
  特点之一，注意与西方及日本小说相比较。盐谷温作为一个日本学者，又接受了西方文学的熏陶，当他专
注于中国小说的研究时，就很自然地常常进行相互比较。这种比较有平行的研究，也有影响的研究。在平行研
究中，他比较重视东西方文学的共同性。这种东西方文学艺术的相通性，是基于人同此心，艺同此理.盐谷温注
重于这种相通性，丝毫没有一种自囿门户、厚此薄彼的态度，也正可以看到他的研究心态是比较平衡的，还没
有污染到欧洲中心论的阴影。 
  盐谷温在研究中国小说与日本小说的关系时，则一般用影响比较的思路。他都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小说对
于日本小说发展的重大影响。这在当时还是具有先行的意义。更何况这些比较研究并不是偶而提及，而几乎是
贯串始终的，是自觉地进行的。这对于人们理解小说发展的普遍规律，认识中国小说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的价
值和贡献，无疑是具有积极的作用。 
  特点之二，注意小说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这是盐史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它在介绍、分析了小说基本情况之
后，往往有一段文字提及该小说与后世文学的关联。这种关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后世文学用典
的渊藪，另一个则是作为后来改编之作的源头。 
  特点之三，注意在小说中考察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国民性。小说本来就是一种广泛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样
式，事实上不可能仅用所谓“纯艺术”的眼光来加以研究的;盐谷温作为一个外国人，也就更自然地注意从中国
的小说中了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特别是明清时代的一批人情小说，更为直接地面向生活。例如，在肯定《金
瓶梅》这部所谓“古今第一淫书”时，就是因为它描写“市井小人底状态非常逼真，曲尽人情底微细机巧”，
是“为极其写实的小说，所以在认识社会底半面上，实是一种倔强的史料”。以《金瓶梅》与《红楼梦》相
比，虽然两书大异其趣，但《红楼梦》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上流社会的堕落。他说：“中国是文明之旧
邦，文化烂熟之地，人情风俗，充分发达;发展之极，则流为享乐的，遂终于颓废。例如中国饮食底浓厚一样，
只因为中国人底性情是极其复杂的缘故，以喜欢淡泊的刺激与燃烧的日本民族底单纯的性情，到底不是其敌
手。实际与中国人初见面的寒暄话，其辞令之巧，真只有惊服而已。在中国文学里，见到其虚饰之多，也很可
以知道其复杂的国民性。”这段借题发挥，较典型地看出他是如何从中国小说中研究中国的社会和人情的。 



二、中国戏曲研究 
  留学回国后的盐谷温对元明戏曲很有兴趣，并对这方面开始进行研究。在“大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的讲
课，也马上选择了《元曲选》。当时他不只是在课堂上讲授元曲，还动员研究生作《元人杂剧百种曲》的译
注。后来，在内阁文库又发现了明版的“三言二拍”，他就开始着手研究和翻译。他的这方面的研究后来结集
成为《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这是日本最早的正式以戏曲小说为内容的中国文学史。这本书中的讲诗文的部分
只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其余的三分之二是对戏曲小说的解说。从这种破格的写法中，也可以看到作者那时候致
力于新的领域的意向。  
  盐谷温在大学授课的时期，是日本在维新以后各方面都正在迈向现代化的时期。即使在文学领域，也是倾
向于西化的时代。“文学”首先是指小说、戏曲，所谓“文学研究”首先就是小说、戏曲的研究，已成为知识
分子的一般的看法。如果把这个看法用于中国文学研究，那么中国文学中优秀的小说、戏曲就理所当然成为研
究对象，这种认识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当时的日本汉学界中，关心日本国内现代的文学运动，做翻译、写评论、也搞些创作的文学青年很多，对
于戏曲小说这个中国文学中尚未开拓的领域持有兴趣的人也不止一两个。 
  在日本的大学中，盐谷温并不是讲授“元曲”的第一个人。在京都大学，狩野直喜早已经在讲授元曲了。
盐谷出国留学前，曾从狩野直喜那儿得到过如何研究元曲的建议。狩野直喜作为京都文科大学(京都大学前身)
的创始者之一，担当支那哲学史教授。两年后，学校开设了文学科，他兼任中国语言学和中国文学的教授，东
京帝国大学的后辈、学生中，敬仰他的人很多  
  虽然有像狩野直喜这样的先辈，可是在东京，属于旧派的汉学家还很有势力。1912年改革学制，把汉学科
分为文、史、哲三个学科，中国文学科由年轻的盐谷温担纲。任职以后的盐谷温不久就专注于戏曲小说的研
究，这对当时以唐宋八大家等为中国文学研究主流的日本汉学界来说，具有一定的反叛意味。 
  对盐谷温的戏曲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等研究著。盐谷温自己也承认王著是自己
研究的基础。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最先提出：《窦娥冤》、《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
无愧色也”。王国维这样把中国的文学作品与世界(欧洲)文学对比的看法给予了盐谷温相当的影响。  
  盐谷温在读《元曲选》的同时，又动员了研究生们翻译《元人杂剧百种曲》。方式是：注释单词的“语
释”加上“汉文训读”的翻译。学生们还加上用普通的日本语写的解说性的翻译“通释”。“语释”、“训
读”、“通释”三种解说并用的方式是一般的汉文解说书都采用的方式，当时日本中学生自学汉文时读的参考
书也都用这个方式来作译注的。  
  1932年经过先后十几个弟子的努力，这百种曲的翻译正式脱稿。然而这原稿的结局是没有被出版，仅有
“楚昭公”、“汉宫秋”、“杀狗劝夫”三种曾在1932年, 1933年以盐谷温的名义出版。原稿的注释完成后，
盐谷温曾做过通篇的修改，他订正的方式，也就是明治时代作家幸田露伴(1867一1947)开始介绍元曲时(1894)
使用的“汉文训读”的写法。

主要学术成果 ：   《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大日本雄辩会，1919年）； 
  《关于明的小说“三言”》，（《斯文》1924年第8编第6号）； 
  《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开明书店， 1929年）； 
  《新字鉴》，（东京新字鉴刊行会，1939年）； 
  《元曲概说》，（东亚研究会，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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