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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汉诗中的赏春 

严 明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 

摘 要： 日本汉诗来源于中国诗歌，同时又表现出日本社会文化传统的丰富色彩，在东 

亚汉语文化圈中独树一帜。本文从春季咏叹诗的角度，细致分析了日本汉诗在咏物、写景、抒 

情、化用典故等方面的特点，揭示出日本汉诗与中国诗歌同源分流的特性，也展现出日本汉诗 

的独特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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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在诗歌中四季咏唱的传统可以说是 

代代相传。早在《诗经》中，就有《周南 ·苯莒》、 

《十亩之间》、《唐风 ·采苓》等诗作，都是描写先 

民在不同季节中的劳动生活。尤其是《七月》诗， 

详细记载了西周时代的农民一年四季劳作与日常 

生活的情况，开创了中国诗歌按照季节顺序纪事 

抒情的写法。汉魏乐府及南北朝的吴声歌曲中， 

已经有不少按照四季顺序来咏唱的篇章，比如郭 

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四记载的《子夜四时歌七 

十五首》，其中包括《春歌二十首》、《夏歌二十 

首》、《秋歌十八首》、《冬歌十七首》，还有梁武帝 

的《子夜四时歌七首》，王金珠的《子夜四时歌八 

首》等。⋯到了唐代，李白和陆龟蒙等诗人都写过 

《子夜四时歌》。宋代的蒲积中又广泛收罗历代 

岁时吟咏诗篇，成《岁时杂咏》四十六卷，选录从 

元旦到除夕的吟咏诗作 2749首(见《四库全书》 

本)，中国诗歌咏唱岁时风俗，至此蔚成大观。 

中国诗歌中四季咏唱的传统对日本汉诗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影响是通过 日 

本汉诗人的主动选择而形成的。比如中国晋朝的 

陶渊明、唐朝的白居易、宋朝的苏轼，都是在诗作 

中描写四季景观较多的诗人。而恰恰就是他们的 

诗作，被历代日本汉诗人吸收模仿得最多。 

日本岛国的四季分明，季节感强，四季天象气 

温及自然景观的变化明显，差异很大。这种 自然 

生存环境，经过数千年的人文精神的积淀，造成了 

日本人普遍对四季温差及景观变化相当敏感和细 

腻的心理。日本汉诗作为大和民族诗歌的一部 

分，同时又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其对四季节候 

中花鸟风月(汉语 中习惯说“风花雪 月”)的特别 

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早在奈良朝，《万叶集》卷 

五《梅花歌序》中就这样写道：“天平二年正月十 

三日萃于帅老之宅，申宴会也。于时初春令月，气 

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骊後之香。加以曙岭 

移云，松挂萝而倾盖；夕岫结雾，鸟封毂而迷林。 

庭舞新蝶，空归故雁。于是盖天坐地，促膝费觞。 

忘言一室之里，开衿烟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 

足。若非翰苑，何以摅情。诗纪落梅之篇，古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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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异哉。宜赋园梅，聊成短咏。”_2 J可以看出当时 

贵族社会中已经很重视结合季节时令的赋歌吟唱 

活动。吟唱日本和歌如此，吟诵日本汉诗也一样， 

奈良朝诗集《怀风藻》中所收 117首汉诗中，吟诵 

四季花鸟风月的不在少数。平安朝时代的“敕撰 

三诗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 

和《和汉朗咏集》的汉诗中，对节序景观的描写内 

容大增。《和汉朗咏集》卷上的目录就直接按照 

春夏秋冬四季顺序来排列，其中对春秋两季的题 

咏对象尤为丰富，这是根据 日本季节气候及自然 

景观的特色而形成的。进入江户时代(在时间上 

说相当于中国的明中叶至清末)之后，日本汉诗 

中对季节的咏颂就更是蔚然成风，佳作如林，充分 

表现出了日本汉诗的独特个性。本文通过分析日 

本汉诗中吟诵春赏春的代表性诗作，展现日本汉 

诗特有的景观风貌及抒情特色，进而揭示日本诗 

人之心及中日诗歌交流的独特奥秘。 

春天是一年中四季的起点，是江山变绿、万物 

复苏、生命重新辉煌的开始，因而在诗歌中往往成 

为人生新希望的象征，古今中外的诗人几乎都把 

最美好的赞歌献给春天。日本汉诗中对春天的颂 

歌尤为丰富多彩，尤其是到了江户时代，每年春天 

随着樱花锋线逐渐由南向北的迁移，日本各地的 

汉诗人们就会聚会于花前月下，拉开吟唱春季花 

鸟风月的序幕。 

一

、春花灿烂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早在江户时期，汉诗中吟 

咏樱花的佳作就很多，如江源高朗有《樱》诗云： 

“托得芳根东海边，琼英开遍养花天。轻云罩 日 

暄尤好，飞雪翻风霁更妍。万朵婵娟含露重，一林 

烂漫映霞鲜。倘教此树在西土，当入赵昌图里 

传。” 中间四句对樱花盛开时的姿态神韵描述 

得极为出色，诗人对日本独有山樱的自豪感油然 

而出。像这样的自豪感在江户后期的汉诗中更是 

常见，抒情的氛围也更为浓郁，比如著名诗人广濑 

旭庄(1807—1863)在《樱花》诗中写道“李杜韩苏 

谁识面，梨桃梅杏总虚名”，认为能够欣赏到樱花 

之美是 日本人的幸运，像李白、杜甫、韩愈和苏轼 

这样伟大的中国诗人都无缘结识樱花，对他们来 

说实在是太可惜了。 

检阅日本历代的汉诗，可以发现在江户时代 

之前，诗人对观赏樱花的热情并没有像后来那样 

的高涨。樱花尽管很美，吟咏的诗作也不少，但是 

它在很长的时间内还是被看作一种普通的花。平 

安朝出现的《凌云集》，作为汉诗“敕撰三集”的第 
一 集，收集了从桓武天皇的延历元年(782)到嵯 

峨天皇的弘仁五年(814)33年间的91首汉诗，其 

中有文武天皇写的两首咏花诗，一首咏桃花，一首 

咏樱花，明显看得出来天皇对桃花的好感与赞美 

要强烈得多。在古代 日本更长久的年代里，描写 

欣赏梅花的汉诗明显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占有优 

势。良岑安世、菅原清公等人于天长四年(827) 

编定的《经国集》中，就记载了文武天皇所写的三 

首咏梅花诗《咏庭前梅花》、《落梅花》、《咏庭 

花》。如果说天皇眼中的梅花主要还是显示出了 

雍容华贵的特点，那么后来在文人笔下出现的梅 

花形象就往往寄托着高洁的人格含义。比如广濑 

旭庄的《梅花》诗云：“悄悄独醒临碧津，花中渠是 

屈灵均。静边乘夜飞幽魄，梦后闻香失美人。何 

逊扬州二分月，林逋湖上一枝春。此心如水休相 

妒，东帝枉教风雨频。”咏唱早春水边的梅花，经 

历风雨，悄然独醒，展枝吐蕊，散发幽香。诗中多 

处使用了中国诗歌中有关梅花的典故，也继承了 

中国诗歌中往往以梅花来寄托高洁人格精神的悠 

久传统。这样的写法，在中国和 日本汉诗中都被 

认为是咏梅诗的正格。 

被称为平安朝诗坛冠冕的菅原道真(845— 

903)，据说在 1 1岁时就写出了《月夜见梅花》的 

佳作，令他的业师岛田忠臣惊叹不已。在菅原道 

真的文集《菅家文草》十二卷、《菅家后草》一卷 

中，汉诗佳作如林，诗心极为细密。其《送春》诗 

云：“送春不用动舟车，唯别残莺与落花。若使韶 

光知我意，今宵旅宿在诗家。”又如《落花》诗：“花 

心不得似人心，一落应难可再寻。珍重此春分散 

去，明年相遇旧园林。”都是想象奇特，别有新意 

的佳作。在河世宁汇编的《日本诗纪外集》中记 

载了《菅家万叶集》，共收吟咏四季的汉诗 1 19 

首，其中春、夏、冬歌各 21首，秋歌 36首，恋歌 2O 

首，形成了表达不同季节体验的汉诗心灵景观。 

其中的春歌如此描绘 日本大地春暖花开时的绚丽 

景象，极为生动，如云：“绿色浅深野外盈，云霞片 

片锦帷成。残岚轻簸千匀散，自此樱花伤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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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霞彩斑斑五色鲜，山桃灼灼 自然燃。莺 

声缓急惊人听，应是年光趁易迁。”(其十六)“红 

樱本 自作莺栖，高翥华间终 日啼。独向风前伤几 

许，芬芳零处径应迷。”(其十七)L 4j日本是一个多 

山林的国度，同时又气候形态丰富，四季分明。读 

着这样的汉诗篇章，眼前就会浮现出春天来临时 

日本山川景色的丰富多彩：各种鲜花的争相盛开， 

层层叠叠地盖满了高低起伏的山岭籍谷之间。日 

本的诗人们似乎特别钟情于春季的游山赏花活 

动，他们一代接着一代，在春天的百花盛开中感受 

着生命的灿烂，又在春花的依次凋零过程中感悟 

着生命无常的莫名悲哀，从而不断谱写出春季赏 

花的诗篇，抒发着对生活的热爱与细腻感受，对生 

命的珍惜，表现出了大和民族坚韧的生命意志力。 

日本汉诗就是这样不断构架起诗人的细腻心灵与 

自然界景物之间的沟通桥梁。从这样的角度看， 

这组诗篇可以看作既是 日本诗人春游赏花的风俗 

画，又是展现大和民族性情心灵的一扇窗口。 

二、赏春心态 

春花春月的优美，在 日本汉诗人的心中最容 

易引发出对人世间优美易逝的感慨。江户汉诗人 

湖元泰写过一首歌行体《看花有感》，其中写道： 

“花开花落知几日，一夜东风吹作空。玉环飞燕 

俱尘 土，到此艳媸亦相 同。”(诗见江村北海 

(1713一l788)《日本诗选》卷二)从春花飘零中领 

悟到人生命的殊途同归，人的美丑、贫富、古今的 

差异在春花秋月的无穷轮替中显得是那么的渺 

小，这是古今中外的诗人都会有的强烈感受。然 

而13本汉诗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看到了生命的短 

暂无常之后，便常常会产生尽情体验和痛快放弃 

的强烈冲动，就像在这首诗中所表露出来的对急 

流勇退的坚执意念，这种类型的情绪冲动在中国 

古典诗歌中就较少见到。 

大正三年 (1914)，汉学家简野道明选编的 

《和汉名诗类选评释》在东京的明治书院出版，这 

本汉诗选按照诗歌表现的内容分成22类编排，包 

括了中日诗人的名篇，其中“节序类”选录的诗篇 

颇能看出日本汉诗人心细如毫发的特点。日本春 

天的景色是美丽而丰富的，其中有百花的盛开，有 

鸣禽的欢唱，有青山的吐翠，有绿水的奔流。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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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优美景观反映在汉诗中，一切都显示出了一 

种和谐 自然的风光之美。江户时期诗僧慈周 

(1737—1801)擅写眼前实景，独有意趣。如写在 

京都的《堰川上即事》：“清流奇石绿萦弯，队队香 

鱼往复还。忽有樵舟穿峡下，轻篙蹙破水中山。” 

又有《村》云：“箬笠清江口，梅花细雨天。桔槔依 

岸树 ，网罟漉汀烟。山瘦排云出，村寒与竹连。涨 

痕看上路，时欲蹴渔船。”诗人观察 自然的眼光极 

为细腻，而笔下 山水村舍 自然风光的表现也生动 

如绘。“轻篙蹙破水中山”、“山瘦排云出”两句历 

来广受称赞，被认为是慈周写景的神来之笔。其 

实“蹙破”就是“插进”、“穿透”的意思 ，至今中国 

吴地方言区仍旧这么说，但是慈周把这个方言词 

用在日本汉诗中，确实是一个创举。慈周写春日 

的佳作极多，其写景诗多取材于日常生活的场面， 

不尚用典，追求实际场面的真实生动与情调的朴 

实淡雅。细细品赏他描写自然风光的诗作，可以 

感觉得到诗人对大自然和谐状态的向往与欣赏态 

度。无论是春日的早晨，或是春日的傍晚；无论是 

在村舍，还是在田野；无论是在溪流畔，还是在山 

丘边，诗人似乎随时随地都可以在平凡细微的自 

然景物中，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发掘出某种看 

似寻常实则大有深意的诗情寓意。因而他的诗， 

擅长用朴实的语言表达出寻常生活中的诗情画 

意，讲究诗歌画面的生动与通俗。从这个角度看， 

慈周确实是继承了南宋江湖派诗歌的美妙境趣 ， 

特别是模仿了陆游的笔法。 

对季节变化极为敏感的日本汉诗人，在诗作 

中表现出来的“惜春”情感也是细腻丰富的，尤其 

是表现 为对 时 间流 逝 的无 奈 悲 叹。新井 白石 

(1657一l725)有两首诗可作为范例：其《偶作》 

云：“绿绮之琴绿水歌，能听此曲几人多。天风吹 

发如飞雪，白日西流奈老何!”《千里飞梅》诗又 

云：“洛阳一别指天涯，东望浮云不见家。合浦飞 

来千里叶，阆风归去五更花。关山月满途难越，驿 

使春来信尚赊。应恨和羹调鼎手，空捋标实惜年 

华。”这两首诗都作于诗人的年轻N,-j4~，在这种惜 

春的情感抒发中，包含着青春少年的豪放与自许， 

又包含着壮志未酬、空 白了少年头的悲慨。 

像新井白石这样叹息时间流逝的诗作在 日本 

汉诗中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室直清(1658一l734) 

的《杨花》诗云：“忽起南邻复北邻，飘杨上下逐风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严 明 ：日本汉诗中的赏春 

频。洛阳城里飞如雪 ，不送行人空送春。”杨花飞 

舞，本来是很有诗意的春日景象，京城里到处飘浮 

着细絮般的杨花，上下飘扬，也足以勾引出诗人的 

满怀诗情，但是杨柳又意味着分离惜别，所以看到 

满天的杨花柳絮，又最容易引起离愁。室直清这 

里说“空送春”，显然不是指与具体哪个人的分离 

惜别，而是在春日里对时间流逝的感慨与烦恼。 

再看荻生徂徕(1666—1728)的《春日怀次公》诗 

云：“暗淡中原一病夫，登楼落日满平芜。沧溟春 

涌涛声大，菡菖晴摇雪色孤。五斗时能愈我渴，千 

秋未必须人扶。只缘寂寞悲同调，苦忆周南县孝 

儒。”这首诗场景阔大，境界深远，首联和颔联把 

个人的离愁别绪与春 日景观 的暗淡遥远融为一 

体，颈联又把即时的忧思与远古的悲情串联起来， 

尾联点题，说出思念好友的缘由是因为“只缘寂 

寞悲同调”。从整体格局看，这首登楼诗与杜甫 

的名作《登高》颇有几分相似，写得气势纵横又收 

缩自如，称得上是一篇力作。“中原一病夫”、“落 

日满平芜”都是明代以后中国诗歌中的常见用 

语 ，荻生徂徕推崇唐诗，往往借鉴明代七子的诗歌 

笔法，所以诗中多出现这些习语也就不足为奇。 

“沧溟”、“菡菖”在中国诗歌中分别指水域和山 

脉，这里具体是指 日本海湾中的春潮以及富士山 

上积雪，化用汉诗词语也颇为得体。末句“周南 

县孝儒”是指其好友山县周南，即诗题中所说的 

“次公”。山县周南名孝儒，诗人以此押尾韵结 

句，突出对其好友的怀念之情。 

与中国诗人一样，日本汉诗人对春天的感受 

中也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尤其是到了江户时 

代，众多的日本汉诗人运用各种写作手法自由地 

表达自己的复杂情感，细腻地表现自己的人生经 

历。这种创作的高涨不仅把日本汉诗艺术推向了 

高峰，而且在汉诗创作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 

表现出了日本汉诗的民族文化特色。从东亚汉诗 

文化圈的角度看，把继承中国诗歌的传统与体现 

本民族文化特色相结合，又往往是汉诗作品中最 

有价值的地方。比如日本汉诗人往往很注重人格 

精神方面的意义表白，尤其是对汉学深有研究的 

学者，如伊藤 仁斋 (1627一l705)、伊 藤 东涯 

(1670一l736)父子的汉诗中就颇多这样的佳作。 

仁斋有《即事》诗写道：“青山簇簇对柴门，蓝水溶 

溶远发源。数尽归鸦人独立，一川风月 自黄昏。” 

青色的山峰簇拥成团，显示出优美的形状，而青山 

簇拥之中的柴门，就更加显示出简朴和高雅。首 

句从韦庄《登汉高庙闲眺》诗“天外晚峰青簇簇， 

槛前春树碧团团”、杜甫《南邻》诗“白沙翠竹江村 

暮，相送柴门月色新”两联的句意中化出。第二 

句中的“蓝水”，指水深流量大的河川，呈现出蓝 

色。水深流量大，又显示出河．1l J的源远流长。首 

句写山，这句写水，都有借写山水映衬诗人高洁人 

格的寓意。“蓝水”原指中国陕西省境内的灞水， 

杜甫《九月蓝田崔氏庄》诗中曾写道：“蓝水远从 

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仁斋写这两句诗时很 

可能就借鉴了杜诗的意境。第三句中“数尽归 

鸦”与首句中“青山簇簇”前后呼应，其重点在于 

“人独立”。以晚归的一群乌鸦来衬托单个的人， 

乌鸦是动态的、群体的，而观赏归鸦风景的人却是 

静态的和孤独的，这动静的对比相衬，就突出了当 

时场景的静悠与诗人内心的淡远闲静。第四句浑 

然一笔，画出了富有意境的场景，其中“一川风 

月”的写法，与陆游《秋日郊居》中“万里秋风菰菜 

老 ，一川明月稻花香”的写法有些接近。不过陆 

游那首诗中流露出来的情绪较为乐观明朗，而仁 

斋此诗侧重表现他的傲然独立的处世态度。自然 

山水处处表现出了真实天然的美，诗人的内心感 

受也呼应着自然山水的悠然神韵，而对黄昏的降 

临似乎无动于衷。仁斋的这首短诗，虽然只写了 

黄昏水边一景，但其蕴含着的人格力量却是很明 

显的，这与他作为一位著名的汉学家的身份也是 

吻合的。其子伊藤东涯在汉学研究方面继承了父 

亲的学术传统，在汉诗创作风格方面同样与父亲 
一 脉相承。他有《早春漫书》诗写道：“岁晚吾非 

奔走人，春回不是拜趋身。图书三百六十日，唤作 

清时一逸民。”又有《秋郊闲望》诗云：“一村桑柘 

暗，千亩稻粱肥。蓝水流红 日，白云住翠微。世途 

荣愿薄，今古赏音稀。尚愧机心在，山禽惊却 

飞。”无论是 留连 自然 山水 ，还是 感叹季节 的轮 

换，诗人的内心始终保持着一份对自己进行汉学 

研究的自信，也显示出当时 日本汉学家人格的清 

高。尽管汉学研究在江户早期已经受到了将军政 

府的重视，但是对不同的汉学家而言，由于采取了 

不同的处世原则以及政治立场，他们在社会上的 

地位也会有着很大的差异。伊藤仁斋、东涯父子 

基本上是纯粹的学者，他们一心一意传授汉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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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权贵交往不多，更不屑于奔走巴结豪门，这样 

做当然就要甘守清贫，所以东涯诗中就有“世途 

荣愿薄，今古赏音稀”的感叹。然而他内心最关 

注的并不是物质生活的富庶，而是研究汉学，有了 

“图书三百六十 日”就心满意足了。在这样的书 

斋授徒的寻常日子里，诗人感到幸运和满足，因为 

可以自由自在地欣赏“蓝水流红 日，白云住翠 

微”，更可以庆幸 自己“岁晚吾非奔走人，春回不 

是拜趋身”。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并不满足于留 

连风景，而是进一步从平静的学者生活中感悟到 

宁静的心灵，还在不断努力消除“机心”，把自己 

完全融人到随缘 自在的天然状态之中，也就是进 

入到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 

日本汉诗的咏春篇什中还有着许多面对现实 

生活中生命短暂、春光易逝而产生的强烈的内心 

震撼。早 在 五 山文 学 时代，诗 人 义 堂 周 信 

(1325--1389)面对着烂漫的春花，就曾发出过强 

烈的人生感慨：“纷纷世事乱如麻，旧恨新愁只自 

嗟。春梦醒来人不见，暮檐雨洒紫荆花。”(《对花 

怀旧》)诗中所说乱如麻的“世事”，是指足利义满 

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当时南北各部将互相角力，政 

治纷争与军事争斗此起彼伏，虽说日本是逐步走 

向统一，但在统一的过程中充满着血腥拼杀，社会 

纷乱如麻，百姓生灵涂炭。在这样的乱世背景中， 

春天的到来并没有给诗人带来多大的欢乐，而是 

更多的忧愁与烦恼。“旧恨新愁”是指新老朋友 

在乱世争斗中的不断消逝，给诗人的内心所带来 

的强烈情感冲击。如今人世间的春花依旧年年盛 

开，可是好朋友们却大都已经葬身于黄泉之下。 
一 种人生的孤独感以及命运的无常感深深地笼罩 

着诗人的心灵，即使在春花烂漫的环境中，他都无 

法摆脱这种刻骨铭心的忧愁。“春梦醒来人不 

见”，对于多情的诗人来说这是何等的悲哀，又是 

何等的无奈!在义堂周信的《空华集》中，写春梦 

的诗作颇多，如《梦梅》诗写道：“梦人罗浮小洞 

天，幽人引步月婵娟。晓来一觉知何处，雪后梅花 

浅水边。”罗浮山小洞天，位于今广东境内，地势 

险峻，风光秀丽，从古到今都是道教名胜之地，古 

今诗词作品中多有吟咏。诗人写梦人罗浮山，月 

光下有幽人 引路，欣赏无尽的风光。可是一觉醒 

来，发现还是黄粱一梦，神奇的仙境转眼消失，真 

是不知道自己是醒是梦，身置何处。诗人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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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逝、生命短暂的感悟，都在这种对梦境的进出体 

验过程中表现了出来。诗的结句耐人寻味，罗浮 

山的梅花固然有名，但是“雪后”及“浅水”却不是 

岭南罗浮山赏梅应有的场景，而应该是在 日本的 

山川景色中赏梅的典型场景。诗人在这里的场景 

“嫁接”，初看似乎毫不经意，实际上是把中国汉 

诗中原有的场面景观，悄然改换成具有日本自然 

山川地理特色的面貌，而日本汉诗人的独特文化 

感受，就在这样一种具有 日本风味的自然景观中 

得到了展开。“雪后梅花浅水边”，就如同俳句中 

的一句景观造型，是一幅深得 日本人喜爱的画面 ， 

其中蕴藏着丰富的诗情画意。 

三、春 日悲情 

江户诗人梁川星岩(1789--1858)的《墨水游 

春词》中写道：“游裙冶屐好容姿，扑蝶弄花纷笑 

嬉。一等风光不堪画，白须人赛白须祠。”白须祠 

是指位于江户城外墨水河畔寺岛村内的神社，白 

发老人与衣着艳丽的少男少女同处在春天的场景 

中，这在人生年龄与服饰色彩等方面都形成了强 

烈的对照。诗人刻意描绘出这幅画面是大有深意 

的，因为今日的白鬓老者曾是昔日的青春少年，而 

今日的少男少女也将成为明日的白鬓老者。这种 

对青春短暂与生命无常的敏感细腻的内心感受， 

是浸透在日本文化精神中的深层次内涵，在 日本 

诗歌中经常以各种形式出现。这也是日本历朝汉 

诗人在风花雪月的场景中，心灵经常会被某种莫 

名悲情深深震憾的内在原因。梁川星岩在游历墨 

田川时触景生情，不由也发出了一声这种深藏于 

日本人内心的感叹。 

类似的诗意表达在 日本汉诗中比比皆是，比 

如林长孺(鹤梁)的一首《泛墨水》诗写道：“鹭所 

鸥边撑小舟，蓬窗细酌忆曾游。当时绿鬓今成雪， 

不到墨江三十秋。”还有大椒清崇的《潮来》诗： 

“烟水茫茫去路遥，暮寒彻骨酒全消。瞢腾一枕 

蓬窗梦，过尽潮来 十二桥。”更 有柏昶如 亭写的 

《木母寺》：“隔柳香罗杂沓过，醒人来哭醉人歌。 

黄昏一片蘼芜雨，偏伤王孙墓上多。”：这些诗作尽 

管写作的时间和背景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浸透着 
一 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以及对人生苦短的悲哀。 

这种泛化的悲思，如轻烟一般笼罩着人生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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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境界。一个人的所见所闻、所经所历、所思 

所想、所爱所恨 ，思量到底 ，推论之极 ，终不免会有 

幻灭之感。这就是在日本文化传统中经常可以感 

受到的“物之哀”情结。这种悲情在春天的背景 

下往往表现得尤为突出，无论在汉诗或是在和歌 

中都是如此。人生如幻，悲情如梦，当青春年少已 

经成为遥远的旧梦，诗人内心便充满着人生的苦 

涩。这种内心的苦涩并不一定来源于某一段具体 

的人生经历、或者某一件具体的事情，而是往往源 

于诗人长期受到 日本文化精神的熏陶，形成了感 

受世界和体味人生的特定的方式，即“物之哀”的 

感触方式，遇到了外在景物的感发触动，便会不由 

自主地发泄出来。尤其是在“烟水茫茫”、“蓬窗 

细酌”以及“一枕蓬窗梦”的场景 时刻 ，诗人内心 

的悲情愁绪往往是难以言表的。传统的日本文人 

和武士大都信奉“沉默是金”的古训，不习惯于在 

公开的场合完全显露自己内心的强烈情绪。他们 

习惯于将自己的细腻感受及强烈感情收敛起来， 

经过内心理智的压缩，成为一种具有强烈张力的 

情感力量积蓄在内心，将其转化成为自己行为及 

人生奋斗的内在动力。有其人必有其诗，即使在 

描写春天灿烂景色的诗作中，也能明显感受到日 

本汉诗人这种自我压抑情绪张力的普遍存在和强 

烈律动。 

日本汉诗的兴盛缘起于对中国文化与中国诗 

歌的崇拜与搬用，日本和东亚汉诗的久盛不衰又 

构成了世界诗歌史上的奇特景观。虽说今天的日 

本诗人已经基本上不写古体汉诗，但是古体汉诗 

以其精炼的艺术语言和深刻的内涵寓意仍然对当 

今 日本社会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每年在日本各 

地书店中卖出的汉诗普及选本都能保持较大的销 

售量，汉诗至今仍然是 日本精神文化传统中很重 

要的一部分。对于世界文学研究而言，日本汉诗 

的长期兴盛又提供了一种在不同国度、语言、民族 

之间进行诗歌交流、渗透、借用和改造 的成功样 

式。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日本汉诗人在描 

写春季景观与抒发春天情怀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 

种种特点。从汉诗 的书写形式看，El本汉诗确实 

是对中国诗歌的全盘搬用，但是从其中的寓意象 

征以及语言结构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来看，日本汉 

诗又是在中国诗歌语言的外壳里面包含着日本文 

化精神的内涵，因此可以说是由日本诗人创作的 

名副其实的日本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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