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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时代道家思想传播之考察

王　 晚　 霞
(湖南科技学院 中文系ꎬ湖南 永州 ４２５１９９)

[摘　 要] 　 宋学在镰仓时代前期传入日本后ꎬ经过室町时代五山禅僧的研习ꎬ到日本江户时代逐渐成为主导学术思潮ꎬ
在此期间ꎬ道家思想也成为儒学崛起的利用工具之一ꎬ而得到发展的契机ꎬ遂至以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 «列子鬳斋口义»
«庄子鬳斋口义»为代表的道家文献在江户时代广泛传播ꎬ成为日本学人研读老列庄的首选注本ꎮ 此时期道家思想之生发ꎬ既
是佛教衰微和儒学崛起的矛盾提供了契机ꎬ更是在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学术思潮中ꎬ日本学术、社会发展自律的结果ꎬ也有诠释

学、文献传播学、心理学方面的原因ꎮ 江户学者对道家思想多抱持为我所用的态度ꎬ道家思想虽始终未取得主导地位ꎬ但思想

被儒释二教选择性受容ꎬ滋养推动了日本新思想的诞生ꎮ
[关键词] 　 日本江户时代ꎻ道家ꎻ林希逸ꎻ老子ꎻ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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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从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动乱频仍ꎬ尤其是

镰仓时代后南北分裂ꎬ约六十年间天皇、幕府将军、
守护大名及武士团内部互相斗争激烈ꎬ过去从属地

位的小农获得了独立的机会ꎬ促进了农业及其他各

种产业的发展ꎬ农业产品和手工产品的交换随之盛

行起来ꎬ商业经济也得到发展ꎬ较为发达的城市和平

民势力开始出现ꎮ 室町时期ꎬ许多大名各自割据ꎬ之
后历经战国和织丰时代ꎬ纷争持续一个多世纪ꎬ丰臣

秀吉死后ꎬ最有实力的大名德川家康获得实权ꎬ在庆

长八年(１６０３)被任为征夷大将军ꎬ开创了江户幕

府ꎬ直到庆应三年(１８６７)大政归还给天皇ꎬ象征着

江户时代的终结ꎬ共计 ２６５ 年ꎬ因幕府设在江户(今
京都)而称名江户时代ꎬ因政权始终被德川家族掌

控ꎬ也称德川时代ꎬ相当于中国的明朝末期到清朝

末期ꎮ
思想发展史上ꎬ奈良和平安时代ꎬ佛教是日本的

国教ꎬ在社会上具有主体地位ꎬ到镰仓时代和室町时

代ꎬ随着中国儒学的传入ꎬ儒佛交织并开始互相走向

对立面ꎮ 室町时代京都和镰仓实行五山制度ꎬ以五

山禅僧为主要创作者的汉文学与文化在日本流行起

来ꎮ 五山文化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化色彩ꎬ由于此时

官方对禅僧开放海禁ꎬ通过两国佛教界的互通往来ꎬ
禅僧成为日本接受、创作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主体ꎬ五
山禅僧们主导的是佛教ꎬ但他们多数并不完全排斥

中国儒学和其他中国的传统思想ꎬ比如道家思想ꎮ
禅僧们以开放想心态研究各类汉籍ꎬ道家文献也在

其列ꎮ 江户时代相对政治稳定ꎬ基本上是太平盛世ꎬ
社会经济和商业得到大力发展ꎬ蓬勃崛起的商业经

济大大动摇了武士阶层赖以生存的经济利益ꎬ而多

年寄生于武士阶层的僧侣之地位自然也受到了严重

影响ꎬ与维护稳定的政治统治相适应的是以朱子学

为核心的儒学成为学术主流ꎮ 在这样思潮转换的时

代中ꎬ道家经典文献也便趁机在日本传播开来ꎮ

一　 在日本江户时代传播的道家思想文献

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大致有三次密集时期ꎬ
在日本流行的中国文化及汉文学也相应的有三个高

峰ꎬ“其一为奈良朝缙绅贵族的文学ꎬ其二为室町时

代五山禅宗僧侣的汉文学ꎬ其三为江户时代儒者文

人的汉文学” [１]ꎮ 早在平安时代ꎬ已有道家文献在

日本流传ꎬ１３ 世纪以后ꎬ禅僧先后入宋带回一些道

家书籍并展开研究ꎬ１６ 世纪以后到江户时代前期ꎬ
曾不被承认的老庄之学经过上古和中古文化的积

淀ꎬ得到空前发展ꎬ“道家思想在江户时代日本的思

想文化领域已有相当广泛的传播” [２]ꎬ掀起了研读

老列庄注本的潮流ꎮ
道家经典文献在日本的传播ꎬ既是日本学术思

想自律发展的产物ꎬ作为日本进入更高文明阶段的

标志ꎬ也是日本社会政治发展他律的结果ꎮ 因为



“在古代东亚世界ꎬ受容中国书籍的多少ꎬ是衡量一

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３]ꎮ 日本江户时代建

立的佐伯文库就收藏了一部«道藏»ꎬ道家思想的经

典文献以老列庄为主ꎬ各个注本的流行程度各异ꎬ日
本“现存最古老的«老» «庄»写本ꎬ是奈良圣语藏的

河上公注«老子»下卷和高山寺藏郭象注«庄子»残
卷ꎬ都书写于镰仓时代ꎬ可知自平安朝至镰仓时代ꎬ
广泛流传的是 «老子» 河上公注和 «庄子» 郭象

注” [４]ꎬ当今的日本学者也认为自古以来ꎬ日本人读

«庄子»就采用郭象注[５]ꎮ 这种情况到 １４ 世纪末才

有所改变ꎬ五山禅僧们在开始采用林希逸的口义本

来读«庄子»ꎬ«老子»ꎬ室町时期的«老子河上公注»
抄写本ꎬ就多次引用林希逸的«老子鬳斋口义»ꎬ这
是日本独有的ꎮ 到 １６ 世纪以后ꎬ整个江户时代最流

行的老列庄注本便是林希逸的«老子鬳斋口义»«列
子鬳斋口义»«庄子鬳斋口义»ꎬ并成为江户前期学

者接触老列庄的首选注本[６]ꎬ一时风头无两ꎮ
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 [７] 中记载了

日本自古到 １９７３ 年所有的老庄注本ꎬ其中最早的

«老子»注本在 １５５０ 年ꎬ共记载有 ３１１ 种ꎬ最早的

«庄子»注本在 １５３０ 年ꎬ共记载有 １６９ 种ꎮ 记载的

从室町末期到江户末期的«老子»注本有 １５８ 种ꎬ其
中有关林希逸«老子口义»的是 １６ 种ꎬ记载的«庄
子»注本共有 ７７ 种ꎬ有关林希逸«庄子口义»的是 １１
种ꎮ 严灵峰统计的数目应该比实际的少ꎮ 据笔者研

究ꎬ«老子鬳斋口义»在日本的刊本至少有 ２３ 种版

本ꎬ其中 １８ 种都刊刻于江户时代ꎬ«庄子鬳斋口义»
在日本的刊本至少有 ２１ 种ꎬ还有多种注本在注释中

采纳引用林希逸口义本ꎮ 根据日本庆应大学斯道文

库编的«江户时代书林出版书籍目录集成» [８] 记载ꎬ
仅有关«庄子»的注本之出版就有 ７５ 种ꎬ另考察«庆
长以来诸家著述目录» [９]、«汉学者传记及著述集

览» [１０]、«国书总目录» [１１] 等ꎬ以补严灵峰书目之不

足ꎬ总计江户时代研究«庄子»的书目有近 ９０ 种之

多ꎬ足见江户时期日本人对老庄学说的受容ꎮ
文献传播有一定规律ꎬ一般包括两个层面ꎬ“一

方面是文本阐释活动ꎬ它是文献社会传播的基础和

实现目标ꎻ另一方面是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会渠道完

成的文献传播活动ꎮ” [１２]８６文献传播与思想的传播ꎬ
是一体两面、互相依附、相辅相成的不可分离的关

系ꎮ 江户时代的老列庄有多种阐释文本ꎬ在诠释方

式上呈现出多种样态ꎬ有训点本、俚谚抄本、通俗注

解本、插图本、头书本等ꎬ在传播文本的文字类型上ꎬ
有汉文、日文ꎬ在版本形式上有木刻本、铜板印刷本、
手抄本等ꎮ 正是因为道家思想在江户时代的流传渐

广ꎬ才产生了对道家经典文献的多种需求ꎬ从而催生

了多种形式的版本ꎬ同时ꎬ多种版本又承载、推动着

道家思想的传播ꎮ

二　 林希逸«三子口义»之流行

道家思想在江户前期社会思潮中所处的地位ꎬ
有学者认为林罗山引以为自己学说基础的神道教ꎬ
在大部分的德川时代处在一个支配性的位置:“罗
山看作是他的理论基础的神道ꎬ即吉田神道ꎬ在大部

分的德川时代处于一个支配性的地位ꎬ这毫不惊

奇ꎮ[１３]”而中国的道教在日本镰仓到室町时期ꎬ“虽
然被日益崛起的武士道所排斥ꎬ但它的一些教义和

道术却被神道教所吸收ꎬ潜在地进入了具有纯粹日

本特性的神道教” [１４]４８３￣４８４ꎬ所以德川时代神道教的

地位部分意味着道教的地位ꎬ因而道教的基础性地

位也就意味着道家思想的为人所重ꎬ这其中最为引

人注目的ꎬ便是林希逸的«老子鬳斋口义» «列子鬳

斋口义»«庄子鬳斋口义»的流行ꎮ
林希逸(１１９３—１２７１) [１５]ꎬ字肃翁ꎬ又字渊翁ꎬ号

竹溪ꎬ又号鬳斋、献机ꎬ晚年自号溪干ꎬ今福建福清

人ꎬ官至中书舍人ꎬ «福清县志» [１６]、 «淳熙三山

志» [１７]、«福州府志» [１８]、«八闽通志» [１９]对他的生平

有简要介绍ꎮ 他用当时的口语、杂语、俗语作注的

«老子鬳斋口义»、«列子鬳斋口义»、«庄子鬳斋口

义»传入日本的时间ꎬ一般认为是在五山时代ꎬ由禅

僧开始以林注为底本而在日本讲解传播开来ꎬ台湾

学者王迪认为«庄子口义»至迟在南北朝期间ꎬ也就

是 １３９２ 年就已为人所知[２０]ꎬ到江户初期ꎬ大儒藤原

惺窝点校«列子鬳斋口义»ꎬ其高足林罗山手抄、批
点、训点的«老子口义»就有 ６ 种刊本ꎬ林罗山“板刻

林希逸«庄子口义»ꎬ开启日本江户期研究«庄子»之
端绪”ꎬ因而林希逸的 “老庄著作在日本风靡一

时” [１４]４７２ꎬ据笔者研究ꎬ林注三子口义在日本的相关

版本至少有 ５５ 种[２１]ꎮ
到南宋时期ꎬ注解老列庄的著述不胜枚举ꎬ林希

逸注本刊行后ꎬ并未在中国引起广泛赞誉ꎬ影响力也

较有限ꎮ 其时ꎬ王弼本、河上公注本、成玄英本、郭象

本ꎬ被公认为是诠释精当、文辞典雅、观点新颖的经

典注本ꎬ而这些注本在东传以后ꎬ在长达 ２６５ 年的日

本江户时代ꎬ竟然都没有受到重视ꎬ反而是不被中国

学界看好的林希逸注本ꎬ受到日本知识人的追捧ꎬ在
日本江户时代独占鳌头ꎮ 日本学者对三子口义多有

评价ꎬ如林罗山认为“希逸视诸家最为优” [２２]ꎬ渡边

操认为“今世人读«老子»者ꎬ多赖林鬳斋口义” [２３]ꎬ
山本洞云在其«老子经谚解»序中云“«口义»比之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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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颇为优也”ꎬ元禄十五年(１７０２)年发行的«倭版书

籍考»“诸子百家之部”中在«老子»下只记载了«老
子鬳斋口义»ꎬ并注解云“«老子»诸注之内无能胜于

«口义»之注解”ꎬ而且在«列子»下也只记载了«列
子鬳斋口义»一种ꎬ可见日本学人对林注的评价高

度及受欢迎程度ꎮ

三　 江户时代对道家思想的受容

(一)江户学者与道家思想

从镰仓到室町时代ꎬ著名学者对道家思想皆有

所及ꎮ 室町时期的第一流学者、皇室讲官清原宣贤

(１４７５—１５５０)依据林希逸口义本来讲述«庄子»ꎬ其
讲述后被他的孙子清原国贤于天正八年(１５８０)整

理抄写成«庄子抄»ꎮ 中世纪禅林多有禅僧涉猎老

庄学ꎬ芳贺幸四郎认为有 ３９ 人ꎬ王迪认为有 ４７
人[２０]ꎬ综合孙亦平、张谷、王迪、池田知久等学者的

研究ꎬ“当时根据新注«庄子鬳斋口义»来研究«庄
子»的禅僧有惟肖得岩、一华建怤、万里集九ꎬ天隐

龙泽、伯容见雍、月舟寿桂、莫甫永雄等 ７ 人” [２４]ꎬ这
些人对林希逸口义本的研究和关注ꎬ为江户时代道

家思想更为广泛的流行ꎬ奠定了基础ꎮ 因为“禅僧

对后世的影响也不仅限于佛教、儒学ꎬ其对老庄研究

的影响也一直持续到江户时期ꎮ” [２０] 禅僧对老庄思

想的研究和吸收ꎬ是道家思想传播的基础之一ꎬ因为

“没有阐释的传播是毫无意义的徒劳之举” [１２]８６ꎬ无
法被真正吸收和化用ꎬ道家文献从镰仓到江户时代ꎬ
都有诸多阐释文本ꎮ 前期大儒林罗山对林希逸口义

本极为重视ꎬ有 １６２７ 年«老子鬳斋口义批点»ꎬ１６５２
年«道春老子经抄»ꎬ１６５７ 年«道春首书老子经»ꎬ
１６６９ 年«老子抄»ꎬ１６５７«鳌头庄子口义»等六种不

同刊本ꎬ他的老师藤原惺窝也有日本万治二年

(１６５９)«列子鬳斋口义点校»四卷ꎮ 其他学者如松

尾芭蕉ꎬ良宽ꎬ贺茂真渊、近藤万丈ꎬ三浦梅园ꎬ安藤

昌益和广濑淡窗等ꎬ不仅深入地研习老庄思想ꎬ而且

在自己的创作中将老庄思想体现出来[１４]５３６ꎬ其中安

藤昌益(１７０３—１７６２)和广濑淡窗(１７８２—１８５６)是

江户中期日本老庄学两大家ꎬ广濑淡窗以儒者立身ꎬ
著有«老子摘解»等道家著述ꎮ 这些都体现了学者

对道家思想的受容ꎬ同时也促进了道家思想的传播ꎮ
(二)学术思潮与道家思想

在学术思潮上ꎬ江户时代最显著的变化是儒学

的崛起ꎮ 宋学在镰仓时代前期传入日本ꎬ经过室町

时代五山禅僧的研习和传播ꎬ已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和文献传播基础ꎬ到江户前期ꎬ经过藤原惺窝和林罗

山的研究推广和幕府将军的支持ꎬ在佛学日益颓败

的时机中ꎬ逐渐上升为主导社会思潮ꎬ最终的江户中

期经过宽政改革后被立为官学ꎮ 在江户时代流行的

儒学与镰仓室町时代不同ꎬ与中国也不同ꎬ因为其中

融入了在日本流行的神道教的思想ꎮ 儒学抓住在日

本已有深厚社会基础的神道教思想进行传播的同

时ꎬ神道教也吸收了儒学的思想ꎬ“不用说ꎬ神道教

制造了有效的故弄玄虚的策略ꎬ但是新儒学提供了

另外一种原因ꎬ最适合这种情形:从原理上组织论

点ꎮ 神道教已经实行了很多新儒学的原理在其结构

中ꎬ主要是通过在神道的神秘性和新儒学的世界观

或本体论价值之间创建平衡ꎮ” [２５]同时ꎬ神道教也吸

收了中国道教的思想ꎮ 由此可见江户时代学术思想

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儒释道三教融合ꎮ
主要是儒释道三教互相学习ꎬ取长补短ꎮ 其实

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潮ꎬ在日本中世纪就出现了ꎬ室町

时期五山文化中的特点之一便是儒释道不分ꎬ禅僧

们研习中国典籍与文化ꎬ领域上覆盖儒释道三家ꎬ禅
僧们是较早实践三教合一的人群ꎮ 黄檗宗开山祖师

隐元隆琦的高足即非如一禅师ꎬ也是林希逸的后裔ꎬ
在江户前期赴日后ꎬ整理了林希逸的«老子鬳斋口

义»ꎬ作为一个释者ꎬ即非禅师对道家经典的整理ꎬ
体现了江户前期禅僧在思想上儒释道并用、释外儒

道内的三教融合思潮ꎮ 经过镰仓到室町时代五山禅

僧对汉学的研究和传播ꎬ以朱子学为核心的宋学渐

渐在日本发展起来ꎬ到江户时代初期ꎬ以藤原惺窝和

林罗山为代表的禅僧ꎬ其外佛内儒道的身份和思想

特点ꎬ正是对五山禅僧三教融合观的继承ꎬ在这样的

社会思潮下ꎬ同样持三教融合观的林希逸注三子口

义ꎬ才便有机会迅速在日本传播开来ꎮ 日本学者也

注意到了在室町到江户时期社会思潮的三教合一的

倾向[２６]ꎬ包括林希逸三子口义中体现出三教融合的

思想倾向[２７￣２８]ꎮ 而仅仅有这种思想基础ꎬ还远不足

以成为以口义本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日本流行的条

件ꎬ日本社会本身还需要有接受和发展这种思想的

条件和土壤ꎬ才能够双方在遥相呼应的前提下深入

结合ꎬ日本学人对道家思想的受容过程ꎬ伴随着对以

三子口义为代表的老列庄文本的诠释过程ꎮ
诠释学较早在西方兴起ꎬ认为思想被传播和接

受的过程ꎬ也是思想被诠释和理解的过程ꎮ 西方诠

释学谈的更多是理解ꎬ这种理解侧重于对文本语言

的表面理解ꎮ 而古代东亚士人多是述而不作ꎬ对古

人著作在新时代下阐发个人思想ꎬ这种阐发显然与

诠释学差别较大ꎬ但并非与西方诠释学毫无关联ꎬ与
伽达默尔提出的“效果历史”有些类似ꎬ因为“效果

历史意识具有对传统的开放性” [２９]５１０ꎬ也就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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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传统和解释包容为经典思想的某个向度ꎮ 解释的

过程当然要依靠语言ꎬ“一切理解都是解释ꎬ而一切

解释都是通过语言媒介而进行的ꎬ这种语言媒介既

要把对象表述出来ꎬ同时又是解释者自己的语

言” [２９]５４７ꎮ 口义本在日本的被理解和解释时用的语

言ꎬ正是日本人自己的语言ꎬ表达方式也是日本人自

己的表达方式ꎬ这种“理解的语言性是效果历史意

识的具体化” [２９]５４７ꎮ 三子口义中体现出来的三教思

想并存的语言ꎬ就成为日本人理解口义本的首要依

靠ꎮ 江户前期日本社会中儒释道共存的现状ꎬ就成

为这种理解得以展开的思想基础ꎮ
当然ꎬ一个事物的流行绝非由于某一个或几个

单一的原因ꎬ正如 Ｄｅｒｅｋ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引用忽必烈和马

可波罗的话说:“忽必烈询问是否是一个石头支撑

起了一座桥ꎬ马可波罗回应说ꎬ一座桥的支撑不是因

为某一个坚固的石头ꎬ而是因为一个拱桥是由许多

石头构成的ꎮ” [３０]没有一个石头可以支撑起一座桥ꎬ
许多的石头才可以ꎮ 除了以上分析的一些重要的方

面ꎬ还有一些如其他注本ꎬ像王弼、河上公本ꎬ虽流传

时间更久ꎬ但其使用书面雅文ꎬ一般人士理解困难ꎬ
故转而求之于浅显易懂的口义本ꎻ冈田正之在«日
本汉文学史»中指出有关白居易文集在日本流行的

原因ꎬ其中两点是白诗平易流畅和富有佛教味ꎮ 这

可以从侧面辅助说明三子口义流行之故ꎮ 当然ꎬ口
义本自身注解的特色鲜明ꎬ对于三子的思想都有自

己的独到见解ꎬ更符合时人的需要ꎬ这是不言自

明的ꎮ
“老庄道家思想虽然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而成

为江户时期哲学的理论基础ꎬ但学者大多抱有一种

为我所用的态度ꎮ” [１４] 这大概是道家思想在江户时

代流行ꎬ但并没有成为主流思想的一个原因ꎮ 不只

是学者ꎬ江户时期的复古神道了解道教、研究道教ꎬ
也并不采纳道教[１４]ꎮ 道家思想被儒释选择性吸收ꎬ
但始终未取得主导地位ꎬ这也符合道家与世无争的

哲学ꎮ 林罗山一直在做一项工作ꎬ那就是试图在儒

道两家之间做一个连接ꎬ探索如何让神道和儒学能

够调和[３１]ꎬ让三家思想共存融合并用ꎮ 林罗山自己

身居儒官ꎬ调和佛道两家的努力ꎬ正体现了日本江户

时代儒释道三家思想激烈竞争的状态ꎬ释降儒升的

更迭中ꎬ为道家思想争得了生存空间ꎬ以林希逸老列

庄三子口义为代表的道家文献趁机而入ꎬ在江户时

代大行其道ꎬ传播了当时中国先进的道家思想和治

学方法ꎬ在日本掀起中国道家思想和文献传播的高

潮ꎬ经过日本学人的受容消化ꎬ滋养推动了符合日本

国情的新思想的诞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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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ｉｇｎ ｉｎ Ｊａｐａｎꎬ ｂｕｔ ｉｔ ｉｍｐｅｔｕｓ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ｄｏ ｐｅｒｉ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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