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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汉学：文化转译与知识再生产的千年实践
马甜甜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西安，710128；

摘要：“汉学”指的是国外学者对中国精神和物质文明认识的一个概括，严格地说，它包括了有关最广义的的

中国一切研究成果，一般认为是指对中国古代语言、思想、历史和文化的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

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汉学逐渐成为国际上的一门显学，日本自隋唐起就开始引用中国

的典籍制度，日本与中国汉学的渊源最为深远。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研究日本汉学，第一章主要介绍在不同

时期中国的儒学对日本汉学的影响，汉文化、汉诗文的创作的范式转换。第二章主要介绍训读法的发明也就是

汉文和读这一方法论革命推动了日本汉学本土化的演进。第三章主要介绍近代以来，在现代性语境下，日本汉

学从特殊走向普遍，寻找新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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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空海和尚在长安青龙寺获得密宗真传时，这位日

本僧人或许未曾想到，他携归的不仅是佛教典籍，更开

启了一个文明对汉文化持续千年的创造性转化。日本列

岛对中华文明的接受史，不同于其他汉学谱系的单向移

植，而是在“和魂汉才”的框架下，形成了独特的文化

转译机制。从奈良时期的“正仓院文书”到江户町人的

“唐话学”，从明治汉学家的经世致用到当代京都学派

的文献实证，日本汉学始终在"接受-解构-重构"的循环

中，完成对汉文化的在地化重塑。

1 接受史中的范式转换

日本汉学的接受史经历了多次范式转换，反映了中

日文化互动、日本社会变革以及学术思潮的演变。这些

转换不仅是学术方法论的革新，也折射出日本对中国文

化的崇拜、批判到独立建构的复杂心态。

平安贵族的汉诗文创作，展现出“脱政治化”的审

美转向。当时汉字和儒家经典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

成为贵族阶层和僧侣的知识工具。菅原道真《管家文革》

将白居易诗歌转化为风雅游戏，宫廷诗会演变为和汉交

融的美学实验。五山禅僧的汉学研究突破宗教边界，中

岩圆月《中正子》以朱子学重构佛教义理，形成“儒佛

互补”的知识范式。这种早期接受史中的创造性误读，

奠定了日本汉学“实用理性”的基调。平安后期“国风

文化”兴起，汉学地位相对下降，但仍是知识阶层的必

修内容。

江户时代的时候，朱子学成为德川幕府官学，但儒

学内部流派分化，同时日本国学兴起。江户古学派颠覆

了朱子学的正统地位，伊藤仁斋《论语古义》通过训诂

考据还原经典本义，荻生徂徕提出“古文辞学”，主张

从先秦典籍直接获取圣人之道。这种学术转向与町人文

化的勃发形成共振，冈岛冠山《唐话纂要》将白话小说

纳入研究范畴，汉学从儒学经典向市井文化扩散。宽政

异学之禁背后的思想统制，反证了汉学阐释权的政治敏

感性。汉学从“绝对权威”变为被批判对象，日本开始

建构独立的文化认同。

明治维新后，日本转向西方近代学术体系，汉学面

临危机与转型。明治汉学家在“脱亚入欧”浪潮中重构

学术身份，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为东洋史学

科奠基；狩野直喜创建"京都实证学派"，将清代考据学

与兰克史学结合。这种学术转型使日本汉学率先完成近

代学科建制，东京大学"支那哲学"课程设置标志着知识

生产的体系化。汉学从传统经学转向现代学术，但被纳

入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工具。

日本战败后反思殖民历史，汉学回归学术本位，同

时受国际汉学的影响。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的东京学

派（如丸山真男）与京都学派（如宫崎市定）围绕中国

社会性质展开辩论。竹内实、沟口雄三等学者突破“中

国中心论”，关注东亚整体互动（如“亚洲视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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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宣邦等后现代学者解构”汉学“概念本身，反思其背

后的权力话语。这一时期，从“中国研究”转向“东亚

研究”，强调多元文化对话与自我反思。

日本汉学的范式转换史，本质上是日本在吸收中国

文化的同时不断重构自身文化身份的过程。这一历史不

仅关乎学术方法，更映射出东亚文明圈的复杂互动。

2 方法论的本土化演进

日本汉学方法论的本土化演进是一个复杂而漫长

的过程，它涉及了汉字在日本的传播、变迁以及本土化

等多个方面。首先，在公元 5世纪左右，汉字传入日本，

开始作为一种书写系统在日本流行，被广泛应用于历史、

文学、宗教等领域的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在

使用汉字的过程中，逐渐对其形态和意义进行了改造和

规定，使其逐渐具有了日本特色。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

日本民族对汉字的吸收和消化能力，也展现了其独特的

文化创造力和智慧。

训读法的发明是日本汉学最根本的方法论革命。这

种“汉文和读”技术使汉语文献转化为可发声的“准日

语文本”，《文选》训读本中的返点符号系统，创造出

独特的"视觉-听觉"双重解读空间。林罗山《论语谚解》

用假名注释汉文，使儒学教义渗透庶民阶层，形成"汉

文文化圈"的底层传播网络。

和刻本现象体现文献研究的在地化特征。室町时代

“五山版”汉籍校勘严谨度超越中土原本，江户和刻《十

三经注疏》加入日本学者的"头书"批注，形成层累的阐

释传统。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利用足利学校藏本进

行校勘，其成果被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吸收，反

向影响中国经学研究。

近代实证主义催生出独特的研究范式。青木正儿

《中国近世戏曲史》引入民俗学方法，宫崎市定《九品

官人法研究》运用制度史视角，吉川幸次郎的杜甫研究

融入文艺社会学维度。这种跨学科方法使京都学派在二

战前已形成成熟的"文献-文物-田野“三重证据法”。

总的来说，日本汉学方法论的本土化演进是一个不

断吸收、消化、创新和发展的过程。它体现了日本民族

对汉文化的深厚情感和独特理解，也展示了其在面对外

来文化冲击时保持文化独立性和创造力的能力。未来，

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深和扩大，日本汉学方法

论将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为中日文化的相互理解和交

流做出更大的贡献。

3 现代性语境下的知识生产

明治时期的“脱亚入欧”政策导致传统汉学受到冲

击，研究重心从儒学经世致用之学转向文学分析与文化

批判。汉学逐渐脱离政治实用主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

术领域，研究方法吸收西方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形成

现代学术范式。例如，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批判儒学

君臣伦理，推动思想解放，同时引入社会契约论等西方

理论，重构知识体系。二战期间“东亚协同体”论调扭

曲了汉学学术，津田左右吉《道家思想研究》被迫服务

于皇国史观，折射出学术与政治的复杂纠葛。战后竹内

好《现代中国论》通过鲁迅研究重建批判性汉学传统，

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主张跳出西方中心论，这

些反思推动日本汉学走向方法论自觉。

当代日本汉学在细分领域持续突破。池田知久《郭

店楚简研究》展现出土文献研究优势，小南一郎《西王

母与七夕传承》打通文学与神话学研究，大木康对冯梦

龙的研究揭示晚明出版文化。这种微观实证研究延续了

京都学派的学术基因，在数字化时代通过“汉籍数据库”

等工具获得新突破。夏目漱石与正冈子规的汉诗文创作

被置于现代性视野下考察，其作品融合中国古典意境与

日本近代情感，形成“汉意”与“汉形”交织的审美品

格。这种创作实践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亦是对西方现代

性的回应，反映日本文化在“西洋化”与“中国化”张

力的自我定位。

在东亚知识共同体重构的背景下，日本汉学面临范

式创新挑战。渡边浩《东亚的王权与思想》尝试区域比

较研究，丸桥充拓“唐宋变革论”的再检讨引发国际学

界论战，这些动向显示日本汉学正从特殊走向普遍，在

文明对话中寻找新定位。

4 小结

从正仓院的唐代乐谱到东洋文库的敦煌文献，日本

汉学始终扮演着文化中转站的角色。或许对于西方来说，

由汉学到中国学只是新旧称谓的变化，本质上是没有任

何变化的。但对于日本人来讲，汉学和中国学是有很大

区别的，因为日本汉学经历了“汉学——支那学——中

国学”的历史变迁，而这种变迁既折射着中日两国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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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史，同时也包含着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态度以及研究内

容和研究方法的变化。种独特的学术传统证明，文明接

受不仅是简单的移植复制，更是通过持续的知识再生产

实现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当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将《大

日本史料》数字化时，千年汉学传统正在新技术中寻找

存续之道。在全球化遭遇文明冲突的今天，日本汉学提

供的“第三种视角”，或许能为超越中西二元对立提供

历史经验，见证文化转译如何催生新的文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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