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日本文学作品中的儒学元素

公元 3世纪中后期，儒家思想传入日本。5世
纪左右，应当时的应神天皇的邀请，王仁将汉籍
《论语》和《千字文》带到日本。这两部作品，不仅成
为了当时日本社会教育的启蒙书籍，更影响着日
本人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创作。大化改新以后，日
本仿照唐朝的律法及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
体系，初步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大一统封
建国家。江户时期以后，儒家思想迎来了它的全盛
期并实现了日本本土化。

近年来，日本出现了一股文学作品研究热，很
多专家学者乃至文学爱好者均喜欢从文化的角度
对日本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索，尽管佛
教思想是人们考虑和研究的主要方向，但是日本
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儒学元素也是毋庸置疑
的。与佛教思想相比，儒学思想更容易被广大日本
人民所认可和接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儒学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从古到今，儒学就不断影
响着日本人民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以文学作品为载
体，在日本文学作品中，儒学元素仍然随处可见。[1]

一、儒学宇宙观

中国儒学在早期发展的过程中，就已经对宇
宙以及世界有了初步的认识和论述。在《易传》中
曾对其有所记载：“行而上者谓之道，行而下者谓
之器。”在战国后期，中国儒家世界观基本形成，不

仅超越了经验和感觉的界限，而且将自然、社会及
人生三者贯穿起来，达到了三者和谐统一的局面。
西汉著名文学家董仲舒曾经将阴阳家的五行宇宙
论、《易传》的世界观以及儒家传统思想充分结合
了起来，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天地之气，合而
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的著名言
论。儒学思想传入日本后，间接地影响了日本人的
观念和思想，日本人对其进行了吸收和改造，这促
进了日本早期世界观和宇宙观的形成和发展。[2]

《古事记》作为日本最早的文学作品，引用和
编写了大量的神话故事，这些神话均是与宇宙相
关并逐渐生成和演变而来，是早期日本哲学宇宙
观的重要表现。《古事记》的序文开头对此进行了
这样的描述：“夫混元既凝，气象未效，无名无为，
谁知其形。然乾坤初分，参神作造化之首，阴阳斯
开，二灵为群品之祖。”意思是说，凝练的元气比较
混沌且无形质，难以用语言来描述其形状，并且能
够自然运行。然而，有三位大神曾经在天地刚要分
开之际，对其进行了造化，导致阴阳出现并开始运
行，打破了以往混沌的局面，为创造世界万物奠定
了雄厚的基础。[3]日本人的宇宙观在文学作品《古
事记》中得以充分体现，其认为宇宙是按照从混沌
到天地，再由天地到国土，最后形成万物的顺序生
成和演变而来的。这种观点本质上在儒家思想中
最先体现，《周易·系辞上》“最有太极，是生两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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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儒学的祖师孔子也提出“天
道曰园，地道曰方”的观点，“天尊地卑”和“君臣贵
贱”与其紧密相连。然而天圆地方的观点并未在
《古事记》中出现，但是体现和融合了“天尊地卑”
的思想。另外，在《周易》和《古事记》中，都对阴阳
之说进行了使用，承认其为“万物之主”。因此，日本
文学作品中充分体现了儒学宇宙观和世界观。[4]

二、儒学政治观

多数专家学者都会将日本儒学的形成和发展
聚焦于江户时期，这是因为通常情况下，日本儒学
在早期阶段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著作，而且和中
国传统儒学思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缺乏足够的
创造性。江户时期，日本儒学摆脱了禅宗的过度影
响，逐渐从禅宗中脱离了出来，被日本群众普遍接
受和推崇。并且分化现象也在朱子学派中出现，形
成了自身独特的思想和观点。然而，这种看法也有
一定的片面性，中国儒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极为
深远，特别是从政治思想角度出发，对其进行分析
就不难发现这些观念的片面之处。中国传统儒学
对日本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自从儒学思想
传入日本之后，便受到了日本统治阶级的高度重
视，并在统治中强调儒学对日本体制改革和发展
的重要价值，按照儒学的相关理论对日本天皇的
详细进行了重新塑造，这些均可以在文学作品中
发现。[5]

公元 601年，日本政府开始改革旧制度，以便
摆脱以往统治对日本新政府的控制和影响。儒家
思想作为中国的正统思想，被日本统治者进行了
吸收和借鉴。统治者以儒学经典《论语》为参照标
准，对传统的旧制度旧体制进行了改革，取得了重
大的突破和成就，制定了“宪法十七条”，设置了
“冠位十二等”，对日本政治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
贡献。“宪法十七条”将统治阶级的思想得以集中
反映，并将“和为贵”“崇君”“公正”和“尊三宝”作
为了统治的核心思想。“宪法十七条”的制定和实
施极大地缓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统
一。同时，“崇君”使天皇的权威得以真正树立，对
天皇的意志进行绝对服从。所谓“公正”也是为了
便于官员对天皇的统治秩序予以服务和遵守。“尊
三宝”可以极大地辅助日本统治者对信仰和思想
的统一工作。“宪法十七条”尽管只是成文法，但是
其朴实的语言和优美的文笔，使得其文学性特征
十分明显，成为当时文学的代表。在后来的统治
中，儒学思想也经常在律令和各种政治文献中出
现。同时，儒学的核心思想“仁政”也为日本统治者
所认可和接受，并广泛应用在统治中，提倡为臣之

道，“忠于君”“仁于民”。[6]

7世纪中期日本步入封建社会，此后儒学得到
了空前的发展。“仁”是儒学的核心，孔子提倡“为
政以德”，孟子认为“以德行仁者王”，这两种观念
都被政治文学所吸收和消化。在《古事记》中，天皇
是“有德者”，人们十分尊敬和拥护他。天皇既具有
天照大神的优良品质，同时还具有高尚的道德品
质，为了满足人民的需求而服务。并且歌颂天皇的
伟大功绩和人格魅力的诗篇也屡见不鲜。例如“论
道与唐齐，与德共虞邻”将天皇的地位和伟大功德
给予了极高的赞赏，将日本文学作品中的儒学政
治观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7]

三、儒学价值伦理观

儒学价值伦理观对日本文学作品的影响极为
深远，体现在日本文学作品中的各个角落。现对日
本文学作品中的儒学价值伦理观进行如下分析。
（一）清贫为乐
在儒学文学作品中，有这样一段话，“智者乐

水，仁者乐山”，“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
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 回也是。”
这些话充分体现了儒学思想中的清贫为乐思想，
山水之中蕴含着自然之美，这种简单而清贫的生
活所体现出来的高尚情操和崇高修养一直是儒家
所提倡和追求的。[8]对此，日本有些文学家深受影
响，十分热爱这种超脱的生活态度，并以此为素材
创造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优秀文学作品。著名日本
作家鸭长明的生活遭遇了很多磨难，各种不如意
使他对现实生活心灰意冷，最后选择了出家这条
道路，了却红尘，这些生活经历充分体现在了他的
著作《方丈记》中。《方丈记》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
一部分中主要描述了作者的各种消极思想，感慨
变幻无常的现实生活，无常观是这一部分的主要
观点。第二部分主要是描写其出家之后的生活。鸭
长明隐居之后，住在草庵中，整天沉浸在自然之美
当中，远离官场和各种繁琐的事情，生活十分简单
而闲寂，在这种环境中，鸭长明仍然坚持不断反思
和探索自身的生活方式，并寻找和探索处世哲理
的真谛和奥妙之所在，超脱世俗的形象跃然而生。
从对《方丈记》这一文学作品的赏析中我们不难发
现儒学元素的身影，特别是这种清贫为乐的儒学
价值伦理观念。另一日本作家吉田兼好所处的时
代比较混乱，也曾经出家并写有《徒然草》。在这部
文学作品的前序中作者明确表明了自身的写作意
图：“徒然闲寂，终日对砚，心中浮现出幕幕琐事，
漫然书就，达到痴迷的程度。”其中，吉田兼好对儒
学作品进行了大量的引用，表明了其清贫为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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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观念。同时式亭三马也将这种清贫为乐的态
度在《浮世理发馆》中进行了充分的描绘。[9]

（二）忠孝伦理
忠孝伦理是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要思想，忠主

要是要求人与人应该进行忠诚的交往；孝不单单
是局限于用心赡养父母这一层面，同时还蕴藏着
尊重和爱戴长辈这一层面。在儒学经典《论语》中
就对忠孝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慎终追运，民德归
厚矣”，“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天子之位
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忠孝不仅关系着整个国
家的社会风气，而且还影响着国家的安危和命运，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统治阶级将忠孝思想贯穿
到统治的整个环节中，极大地维护和巩固了君主
的统治地位，同时也对社会的发展和繁衍做出了
一定的贡献。忠孝的思想也极大地影响了日本文
学家，他们在对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进行塑造和
评价时大量地以忠孝为参考标准，明确人物的审
美价值取向。[10]

在日本文学作品《平家物语》中，将儒家的忠
孝伦理观念进行了充分的刻画和描绘。在对保元、
平治时代进行描写的过程中，对君臣忠义的观点
进行了多次引用，在武士“主从关系”的观念中进
一步融入了忠孝伦理观，使得忠主君的观念得到
了进一步的强化。并且，作者在塑造和评价平宗盛
时将忠孝伦理作为了依据和标准。《太平记》用“兼
智仁勇三德，死守其道”来赞赏和褒扬楠木正成的
对主忠诚。同时，在日本的其他很多文学作品中，
忠孝伦理观念也成为对日本武士进行评价的重要
依据。由此可见，儒学的忠孝伦理道德观对日本文
学作品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价值。[11]

四、儒学批判现象

明治维新以后，近代日本迎来了对西方文化
的“热情吸收期”。此时的思想界自由活跃、畅所欲
言，对儒学及孔子的批判也直截了当。住谷天来的
《孔子及孔子教》、河野市次郎的《儒教批判》、福泽
谕吉的《脱亚论》、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等作
品，都在鼓吹西方社会文化经济的优越性的同时，
又对儒学进行了批判与排斥，而其中最具有代表
性的是福泽谕吉。尽管福泽批评儒学时有所保留，
但是其名人地位所带来的名人效应却不可低估。
关于儒学的作用，福泽谕吉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把（日本）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
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
学。尤其是近世以来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
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的确很
大。从这方面来说，儒学也是相当有力的。……如

果过去我国没有儒学，也不可能有今天。……但
是，它只是在古时有贡献，如今已经不起作用了。”
可以说，这一时期儒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日
本已经接受了西方人文主义，儒学对日本的文学
几乎不存在影响力。[12]

五、结 语

日本社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受到了来自不同
国家不同文化的影响，单从持久性和影响力而言，
儒学所扮演的角色是最为重要最为直接的。儒学
对日本文学的启蒙和推动，在日本文学日后形成
自己独立的特点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日本文学作品中，儒学元素随处可见。本论
文着重分析和探讨了儒学宇宙观和世界观、儒学
政治观以及儒学价值伦理观在日本文学中的体现
以及对日本文学作品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近
年来，尽管日本文学作品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挑战，
儒学的地位有所削弱，但是日本文学作品在未来
的发展中仍然离不开传统的儒学，儒学的经典思
想会继续保持它的重要地位，并持续影响着今后
日本文学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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