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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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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明时期出现的“世说体”小说《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广为传播，江户士人对其展开大量的注解、抄
补、音译等研究工作，并掀起了日本“世说体”小说的创作热潮，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通过对《世

说新语补》渡日版本内容的比勘，发现其书基本承袭了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一贯风格，但在内容上又根据作者的价值旨

趣进行了删减或增补，增加了大量符合儒家思想观念之内容。《世说新语补》在江户时期的风行，以及其后在日本产生

的“世说热”的现象，折射出江户时期士人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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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说新语》以其独特的编撰体例和记述方
式成为后世争相模仿的对象。自唐代开始，仿

“世说体”小说便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规模相当

可观的文本群。明中叶以降，更掀起一股“世说

热”。明代士人仿“世说体”小说的创作现象，始

于弘治，盛行于嘉靖、万历、崇祯时期，持续到明末

清初。其中，嘉靖中期出现了两部较有份量的

“世说体”小说，即嘉靖三十年（１５５１）刊刻的《何
氏语林》与嘉靖三十五年（１５５６）刊刻的《世说新
语补》。这两部作品在明清“世说体”小说中成书

较早，在内容、体例和风格上均体现出刻意模仿

《世说新语》之意图，为之后的“世说体”小说创作

提供了范本。

《世说新语补》一书在国内版本众多，流传甚

广，影响极大，但对于其作者却存在异说，有人认

为是何良俊，也有人称是王世贞，还有人认为是凌

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该书为“盖明季

作伪之习”①。因受其权威性之影响，后人对此说

法深信不疑。清人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中认

为《世说新语补》乃“明人改刊旧书之通弊”②，由

王世贞删《何氏语林》而得之伪作。今人袁行霈

与侯忠义在《中国文言小说书目》中称：“《世说新

语补》二十卷，此本即何良俊《语林》，托名王世贞

删定，并改题新名《世说新语补》。此盖刊刻者所

为。”③宁稼雨则认为《世说新语补》其“内容除

《世说新语》外，仍未脱《何氏语林》，故还应署何

良俊为妥”④。由此可见，对于《世说新语补》的作

者，及此书与《何氏语林》的关系，目前仍异说纷

纭，尚无定论。

《世说新语补》一书虽在国内常被视为伪书，

致使学界对其评价不高，但其东传日本后，却掀起

了一股“世说热”。其标志之一便是在江户时期

对《世说新语补》的注释、考订、辑佚、仿作等有五

十余种之多⑤，这在整个中日小说史、中日文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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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史上成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故笔

者兹对《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的传播、版

本以及接受情况作一考察，并由此对这一文化现

象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

一　明清“世说体”小说在江户时期的
传播

日本经历了群雄割据、战乱频仍的战国时代

后，进入政治上相对稳定由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

江户初期，幕府政权与我国在思想、文化交流上互

动频繁。历代幕府将军十分注重阅读汉籍，且将

儒家经典奉为治国之圭臬。因受到幕府将军的支

持，江户时期亦出现了一批倡导汉文学的儒家学

者。这批汉学家致力于汉籍翻译、训诂和句读，为

汉文学在下层百姓中推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

以说江户时代是汉文学在日本最为蓬勃发展的时

期。此前平安时期依靠使节、僧人携带汉籍回国

的做法，已远远无法满足江户时期人们阅读的需

求。因此，在江户时期，汉籍已作为一种商品通过

中日两国的商务贸易往来而输入日本。

江户时期，中日贸易往来的通道仅留有长崎

一港。因此，通过长崎输入日本的汉籍都须经过

严格的检查，且将其贸易往来的具体情况记录在

《赍来书目》《大意书》《书籍元账》和《入札帐》等

账簿中。但这些账簿并未完全保存，我们仅能从

留存至今的史料中，窥探流入日本的《世说新语》

及《世说新语补》等“世说体”小说的情况。

（一）《赍来书目》

《赍来书目》为入港唐船提交货物目录时制

作的舶载书籍目录①。今从《赍来书目》中所标记

物品的入港年份、船名、书写人以及规格（部套数

量）等信息可以看出当时流布于日本的中国书籍

等，这有助于我们管窥书籍的发展及传播情况。

以下列出四部在书目中所发现的与《世说新语》

相关的书籍。

表１　 《赍来书目》所见《世说新语》相关书籍一览表

船名 记录人 入港年 书名 规格

酉四番船 不详 享保元年（１７１６） 《今世说》袖珍 廿一部一套

第二十五番广东船 黄瑞周 杨叔祖 享保二十年（１７３５） 《世说补》 一部

己卯一番船 不详 宝历己卯年（１７６７） 《明世说》《世说新语》 一部一套十部十套

　　（二）大意书
“大意书”初现于元禄六年（１６９３），乃幕府指

派专门官员对书籍进行内容检查时，由专门官吏

撰写而成。“大意书”即书籍的内容概要，具有书

籍题解之功用，为书籍的审查提供了便利。目前，

在《舶来书籍大意书戍番外船》（１７５４）中可见所
有书物的题解大意。该书共四册，第四册中便详

细记载了《智囊补》《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补》及

《何氏语林》四本与《世说新语》相关的作品，兹移

录如下：

（１）智囊补　二部各二套十二本 且
每部有脱纸二张 内有一部二卷缺

《智囊补》二部各二套十二本 但每

部有脱纸二张 内第一部缺二卷 右为明

朝冯犹龙（按：即冯梦龙）编辑，该书论

定古今之君臣、处士及女流之智，采诸家

之说而为上智、明智、胆智、术智、捷智、

语智、兵智、闺智、杂智等十门。在总叙

中，每门之首均附评语，原本依时人所需

而增补为二十八卷。

（２）世说新语　一部一套六本 且脱
纸无　朱点入

《世说新语》一部一套六本 无脱纸

有红笔圈点　右为刘义庆采集后汉、晋
之间的佳言清谈之作品，按类分为德行、

文学、方正、品藻等三十六门；在梁刘孝

标之注释后，又附上明刘辰翁及明王世

懋的评点原本八卷，与明王世贞所集合

《何氏语林》较雅驯之内容及《世说新

语》之门类而成之《世说新语补》四卷，

该书由明代张懋辰校订，嘉靖三十五

年刊。

（３）世说新语补　一部一套六本 且
脱纸无 朱点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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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补》一部一套六本 无脱

纸 有红笔圈点 右为王世贞取刘孝标注

本及刘义庆原本删补，又按《何氏语林》

较雅驯之内容类增而成。二十卷内，每

卷之眉批处，录有刘辰翁、李卓吾与王世

懋之评语。万历八年刊。

（４）何氏语林　一部一套十本 且有
朱点并用朱墨书　内一本为写本　脱
纸无

《何氏语林》一部一套十本 有红色

圈点和红色墨迹 内附写本一本 无脱纸

右为明朝何良俊撰注，是书仿效刘义庆

《世说新语》，列入由两汉至元代之正史

传记，广收除刘氏所收轶事外，所至里寓

外，尚渔猎文学行义之渊源；辑凡二千七

百八十余事。分德行、政事、方正、识鉴、

自新、宠礼、排调、仇隙等三十八门类，并

加以注释，共三十卷。

从上述引文可见，“大意书”对书名、书籍部套

数量、保存状况以及书籍内容均有详细记载。从其

对书籍大意的题解内容，可知当时书写者对该书的

认识与判断。如在记录《世说新语补》和《何氏语

林》时，均明确提及承袭《世说新语》原典之特征，

可见书写者已经观察到三者之间的联系。而在对

《智囊补》的介绍中，却并未提及其与“世说体”之

间的联系。此可以认为时人对于“世说体”作品已

有自己的判断标准。这种判断标准的形成，必然是

建立在相当熟悉《世说新语》的基础之上。

（三）长崎会所交易诸帐

当书籍获批入港后，为了方便商人在未见其

实物之前可进行投标，便需对书籍名称、数量、特

色及好坏情况逐一进行详细记录，这种摘记成册

的账册即“见帐”。当竞标完成后，投标商将其中

标书目价格与得标商记录成册，即《落札帐》。

今可见《落札帐》中收录有四笔与《世说新

语》相关书目，包括：（１）《世说新语补》一部两包
八册“十三钱 吉井屋”“十二钱三分 今村”“十二

钱 永井屋”；（２）《何氏语林》一部二包五本 “二
十六钱 永见屋”“十钱二分 安田屋”“八钱六分

菱屋”；（３）《智囊补》“二十六钱 铁屋”“二十钱
安田屋”“十八钱五分 永见屋”；（４）《世说新语
补》一部“十四钱 菱屋”“十钱 铁屋”“五钱五分

永见屋”。而书籍交易时制作的所谓“书籍元

帐”，主要为长崎会所的官派人员制作而成。现

已知十三册账簿均藏于长崎县立长崎图书馆，为

幕府末期之遗物。表２将列出其中收录与《世说
新语》相关书目之明细。

（四）《商舶载来书目》

《商舶载来书目》是由第五代长崎书物改役

向井富于１８０４年编撰而成，分作五册藏于日本国
立国会图书馆。向井富依据“大意书”之字号分

类方式及内容，将元禄六年（１６９３）以后的渡日书
籍视作“新渡书”，而对于元禄五年以前已传入之

书目，并未加勘查。《商舶载来书目》因保留了当

时书籍进口的大致状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

日本士人对中国汉籍的关注与需求程度，以及汉

籍被当时日本所接纳的情况，由此可间接推知其

在江户时期的流行程度。从该书所收《世说新

语》及相关作品传入日本的情况，便可了解当时

日本人对其喜好程度。

表２　《书籍元帐》所见部分《世说新语》相关书籍一览表

时间 元帐名 条目

弘化二
!

己丑五月（１８４５）
《辰四番船五番船六番船七番船并辰

!

新渡》

三拾目 拾五鮟 永见屋半兵卫三十四一 何氏语林 一部一套

拾三鮟 拾六鮟 ?屋右一郎 四十六一 智囊补 三部各二套

五鮟 拾四鮟 ひし屋平吉　百七一 世说新语补　一部一套

弘化四
!

末八月（１８４７）
《午四番船同五番船同六番船同七番

船未壹番船书籍元账》
六拾目 拾

"

鮟智囊补 小本　五部各二包（午七番船）

嘉永三年戌五月（１８５０）
《酉五番船同六番船同七番船天草船

难书籍元账》

#

鮟五分新渡 世说新语
$

　一部一包（酉五番船）
拾

"

鮟智囊补 一部一包（酉七番船）

#

鮟五分世说新语
$

　一部一包一部　和泉守
%

（朱）（酉五番船）

　　由凡例可知，其所收书目起于元禄癸酉年至享
和癸亥年，即公元１６８８年至１８０３年，这１１６年间日

本书籍的流入情况由此得见。其中所载《世说新

语》及相关作品统计如表３所示，共计十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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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商舶载来书目》所见《世说新语》相关书籍一览表

字号别 时间 书名 规格

智字号
享保十六辛亥年（１７３０） 《智囊补》 一部二套

宝历十庚辰年（１７６０） 《智囊》 一部一套

加字号 元禄九丙子年（１６９６） 《何氏语林》 一部二套

多字号 明和二乙酉年（１７６９） 《大唐新语》 一部一套

良字号 享保十一丙午年（１７２６） 《兰畹居清言》 一部一套

久字号 宝历十庚辰年（１７６０） 《皇明世说新语》 一部一套

几字号
正德元辛卯年（１７１１） 《玉堂丛语》 一部四本

天明三癸卯年（１７８３） 《今世说》 一部一套

美字号 宝历十二壬午年（１７６２） 《明世说》 一部一套

志字号 正德元辛卯年（１７１１） 《初潭集》 一部四本

世字号

宝永七庚寅年（１７１０） 《说苑》 一部四本

享保五庚子年（１７２０） 《世说新语鼓吹》 一部一套

宝历四甲戌年（１７５４） 《世说新语》 一部一套

宝历十庚辰年（１７６０） 《世说新语补》 一部一套

宽政七乙卯年（１７９５） 《焦氏类林》 一部二套

　　由表３可见，从元禄九丙子年（１６９６）至宽政
七乙卯年（１７９５）的一百年间，许多“世说体”小说
陆续传入日本。除《大唐新语》《世说新语》《说

苑》为早期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小说外，其余作品

多为明代涌现出来的“世说体”小说，如宝历十庚

辰年（１７６０）一年间便同时传入《智囊》《皇明世说
新语》及《世说新语补》三部作品。从书籍传入日

本速度之快可以看出，一方面，日本幕府将军对禁

书令采取延缓策略，促进了书籍贸易的发展，加快

了书籍的流通。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日本人对于

小说需求量的增加。尤其像“世说体”这类形式

短小精悍，文字浅显且妙趣横生，易于掌握的小

说，更成为日本人学习汉文的入门级阅读材料，因

而被广泛传播。

综上所述，明清之际《世说新语》及“世说体”

小说通过与日本的船贸交往，已成为一种商品大

量传入日本，逐渐在日本社会广泛流传。透过上

述船贸交易中留下的史料，我们可知当时日本人

对《世说新语》及其仿作的阅读需求量之大，《世

说新语补》等著作在当时深受喜爱的程度也由此

可见一斑。

二　和刻版《世说新语补》在江户时期
的流播与版本考论

江户时期，随着《世说新语补》的输入及在当

地被大量翻刻，汉文学家、驻长崎的唐通事、汉语

学习者以及日本国学家们争相购买。大矢根文次

郎曾对此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而客观地解读。他

认为：

首先应指出的第一点是，处于文艺

复兴期之际汉文学的兴盛。德川家康在

开启幕府统治江户之际，领悟到从马背

上打下的天下还需通过文教政策去巩

固。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文教复兴政策。

最具代表性的是奖励作为教学之根本的

儒教，三百诸侯也仿效此法，因此汉文学

勃然兴起。各种典籍的输入，翻刻的流

行都促进了这一契机的出现。①

正如大矢根文次郎所析，开创江户幕府的首

位大将军德川家康，在开国之初为了巩固其政权，

便仿效当时执东亚之牛耳的中国的治国之策，从

上至下独推儒教要义为政教策略之首务。因此，

江户时期的汉文学才得以勃兴。汉籍作为商品大

量输入日本，同时印刷业的兴起，也促使翻刻汉籍

之风盛行。

关于和刻版《世说新语》和《世说新语补》等

书在日本的流播情况，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

分类目录》一书有所记载，曰：

１．《世说新语》三卷 宋刘义庆撰 梁
刘孝标注 宋刘辰翁评 天保二年官版　

０７１
①大矢根文次郎：《江

&

时代における世说新语について》，《世说新语と六朝文学》，早稻田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９０页。（笔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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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册

２．《世说新语补》二十卷 明何良俊
撰 李贽评 王世贞校 张文柱注

（１）刊本　１０册
（２）元禄七年修版刊本　１０册
（３）京都林九兵卫刊本　１０册
３．《世说新语补》二十卷　明何良俊

撰 李卓吾批点 王世贞编 王世懋批 张

文柱注户崎允明校

（１）安永八年刊 京都 林九兵卫　
１０册

（２）后印本　１０册
（３）京都 石田治兵卫　１０册
４．《世说逸》冈井孝先，大冢孝绰校

宽延二年刊本（江户 前川六左卫门）

１册①

从江户时期翻刻版本数量可见，《世说新语

补》的翻刻次数远远超过刘义庆版《世说新语》，

《世说逸》一书则是将辑刊《世说新语补》被删剪

的二百五十二章内容重新编辑而成。

江户时期日本人对《世说新语补》的文本进

行注解、抄补或音译等研究的著作更多。据《江

户汉学书目》著录，共有 ４２种之多，实际数字当
超过此数。笔者就目前已知的书目列示如下：

（１）《世说新语补鬌》二卷 冈白驹
撰 宽延二年（１７４９）三月刊行

（２）《世说误字误读订正》二卷附录
一卷 大江宪等撰辑 附录为释元昭撰、

三野腾轨辑 安永三年（１７７４）京都林兵
卫等刊本

（３）《世说新语补考》上下两册 桃
井源藏著 宝历十二年（１７６２）刊

（４）《世说新语补国字解》五册 穗
积以贯著 宝历十二年（１７６２）刊

（５）《世说钞撮》四卷四本 释显常
撰 宝历十三年（１７６３）刊

（６）《世说钞撮补》二卷 释显常、泽
田永世同撰 明和八年（１７７１）刊

（７）《世说新语补索解》二卷 平贺
晋民撰　鸟邦利子昌校 安永二年

（１７７３）刊

（８）《世说误字误读订正》二卷附
附录一卷 大江德卿、井出万年著 安永

三年（１７７４）刊
（９）《世说钞撮集成》十卷 释显常

著 天明元年（１７８１）刊
（１０）《世说音释》十卷 恩田仲任辑

矶谷正卿校 享和二年（１８０２）刊
（１１）《世说订疑》三卷 恩田维周撰

未见

（１２）《世说匡谬》二卷 释显常撰 文
化七年（１８１０）写本（尊经阁藏）

（１３）《世说启微》二卷一本 皆川淇
园注 男允校 文化十二年（１８１５）刊

（１４）《世说讲义》十卷 田忠颐撰 文
化十三年（１８１６）刊

（１５）《世说笺本》二十卷十册 秦鼎
著 共有四种刊本

①文政九年（１８２６）沧浪居刊本
十册

②大阪 河内屋茂兵卫等刊本 十册
③名古屋 永乐屋东四郎等刊本

十册

④名古屋 美浓屋伊六刊本 十册
（１６）《世说解捃拾》二十卷四册

钞本

（１７）《世说解》三卷一册 钞本
（１８）《世说笔解》四册 野村公台撰

未见

透过以上著作，可发现江户时期的学者文人

对《世说新语补》投入了相当多的关注与研究。

而刘义庆版《世说新语》则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

线，仅有冈井孝先仍欲通过将《世说新语补》所删

二百五十二章之内容辑集为《世说逸》一书出版

来复兴刘义庆版《世说新语》，但大势所趋，其影

响甚微。我们可以认为，《世说新语》一书在江户

时期的影响力逐减，当时的文人学者热衷于通过

自己的语言训解、音释《世说新语补》之文本，且

企图在《世说新语补》以及一些持渡书之上，进一

步进行补抄之工作。

此书刊行后，几经翻刻，版本繁多，流传甚广。

现日本仍保留了此书的诸多明清版本，后元禄七

１７１
①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汲古书院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４４—１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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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６９４）还产生了和刻本，安永八年（１７７９）又出
现了和刻本之“校正改刻”本。诸本之中，安永版

在江户时期流通最广。关于和刻本《世说新语

补》之研究现状，在稻田笃信的论文《和刻本〈世

说新语补〉的三种手批本》①中有详细介绍。和刻

版《世说新语补》的元禄版和安永“校正改刻”版，

皆由京都林九兵卫刊行。该和刻本内题均被冠以

对日本近世影响甚大之李卓吾之名，题作“李卓

吾批点”。至于和刻本究竟以明末何种版本为底

本刊刻，目前尚无定论。王能宪在《世说新语研

究》一书中，曾介绍了《世说新语补》之七种版本，

其中对“万历十四年（１５８６）太仓王氏刻李卓吾批
点《世说新语补》二十卷”做了一定介绍，所谓“此

本卷首有焦序……焦序后复有王世贞、陈文烛、

王世懋序，又有刘应登、袁醁、董?、陆游等《世

说》序跋，以及文徵明、陆师道等《何氏语林》旧

序。序后又有《凡例》十则，并附《释名》。卷末有

王泰亨后序。此本在日本亦颇为流行，安永己亥

本即据之翻刻”②。

但是，在日本的和刻安永版中并无焦序。

若依据王能宪所述，安永版极有可能为删去焦

序之版本。又据稻田笃信先生之调查发现，收录

焦序的李卓吾批点本有以下两种：

（１）台湾大学中央图书馆所藏二十
卷十册《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

（２）天津图书馆所藏明万历刻本
《李于鳞批点世说新语补二十卷附释名

一卷》八册

中国台湾大学“中央图书馆”藏本的焦序与

王能宪所引有异文。而天津图书馆藏本卷首则以

“李于鳞批点世说新语补卷之一”为标题。书中多

处将著作者名“李卓吾”改刻为“李于鳞”。极有可

能为书商假以李于鳞之名，以图销售之便。可见，收

录有焦序的李卓吾批点本均有一些不同的传本。

另外一条线索为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李

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二十卷十册。此本封面

题为《世说补》，正文前依次有王世贞序、王世懋

序、王世懋再识、陈文烛序、凡例、目录、附释名。

卷首题“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卷之一”，其后为

“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宋刘辰翁批”“明

何良俊增”“王世贞删定”“王世懋批释”“李贽批

点”“张文柱校注”。卷末有王泰亨《题世说新语

补后》。此本与和刻安永版相似度极高。不过，

此本无和刻本中的旧序旧跋，亦无焦序。正文

部分与和刻本大致相同。另据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古典籍综合数据库中记载，此本出自服部文库，为

服部先生家藏书籍之一，对服部南郭后来之仿作

《大东世语》影响甚巨。

那么《世说新语补》在删取《世说新语》与《何

氏语林》二书时又有何特点？门目调动又遵循何

种原则？删定者王世贞在《自序》中云：“盖《世

说》之所去，不过十之二，而何氏之所采，则不过

十之三耳。”③笔者选取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版

《世说补》，刘义庆撰、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及

何良俊《何氏语林》四库全书版为调查对象，对其

删取情况进行了统计，见表４。
由表４可见，从刘义庆《世说新语》与何良俊

《何氏语林》编入《世说新语补》的故事共有１３６７
则，来源于《世说新语》正文的８０４则，占《世说新
语》正文总比约为７１％，即删去《世说新语》原文
的２９％。另选取《何氏语林》正文中 ５６３则，占
《何氏语林》正文总比约为２０％。与《自序》之言
合若符契。

根据《世说新语补》所取书目比例来看，该书

仍保留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精华。首先，删

除了《何氏语林》的“言志”“博识”两门，保留刘

义庆《世说新语》中的三十六门类及其排序原状。

其次，相对于《世说新语》来说，不仅对正文有删

调，也对刘孝标注文中内容有所运用。如把注文

调动后采入正文，或直接把注文纳入该篇正文。

正如张文柱《凡例》中所云：“原本惟录正文，故己

见《世说注》中而《语林》复载者，什不下二三，并

以入选，失检矣。今删之。”④即这些故事原为《何

氏语林》所载，被采入《世说新语补》中，张文柱在

２７１

①

②

③

④

稻田笃信：《和刻本世说新语补的三种手批本》，李由译，载《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四辑）》，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版，第 ３５—５０页。
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７６页。
《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卷一）》，何良俊增，王世贞删定，王世懋批释，张文柱校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三（１５８５）刊

本。

《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卷一）》，何良俊增，王世贞删定，王世懋批释，张文柱校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三年（１５８５）刊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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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补加注文时，将重复的部分删掉，且数量不

少。最后，从《何氏语林》中所取轶事之时代分布

可见，两汉７４则、魏晋１４０则、南北朝１８９则、隋

唐１０６则、宋元５５则，其中 ４０３则轶事偏重于魏
晋六朝。由此可见，《世说新语补》所取轶事中的

大部分与刘义庆《世说新语》的时代相合。

表４　《世说新语补》之各门类删取情况统计表

门目 《世说新语补》篇目总计 取自《世说》篇目数 取自《语林》篇目数

德行第一 ７８ ３４ ４４
言语第二 １１２ ７１（排调一则调入） ４１
政事第三 ２８ １６ １２
文学第四 １０６ ７６ ３０
方正第五 ６０ ３７（赏誉一则调入） ２３
雅量第六 ５１ ２７ ２４
识鉴第七 ３４ ２０（容止一则调入） １４
赏誉第八 １５３ １１２ ４１
品藻第九 ７６ ６０（德行二则调入，文学二则调入） １６
规箴第十 ４３ １８（栖逸一则调入） ２５
捷悟第十一 １４ ６ ８
夙惠第十二 ３２ １７（方正一则调入，言语八则调入） １５
豪爽第十三 １９ ８ １１
容止第十四 ４５ ３２ １３
自新第十五 ４ ２ ２
企羡第十六 １８ ４（任诞一则调入） １４
伤逝第十七 ２９ １５ １４
栖逸第十八 ３９ １２（任诞一则调入） ２７
贤媛第十九 ４０ ２９（言语一则调入） １１
术解第二十 ２０ ９ １１
巧艺第二十一 １６ １１ ５
宠礼第二十二 ２１ ６（文学一则调入，规箴一则调入，赏誉一则调入） １５
任诞第二十三 ６１ ３７ ２４
简傲第二十四 ３４ １２（方正一则调入） ２２
排调第二十五 ７１ ４５ ２６
轻诋第二十六 ５２ ２８（方正一则调入） ２４
假谲第二十七 １４ １２ ２
黜免第二十八 ８ ４ ４
俭啬第二十九 ５ ４ １
汰侈第三十 １１ ５ ６
忿狷第三十一 １６ ７（贤媛一则入忿狷） ９
谗险第三十二 ３ ２ １
尤悔第三十三 １３ ９ ４
纰漏第三十四 １９ ７ １２
惑溺第三十五 １４ ５ ９
仇

'

第三十六 ８ ５ ３
总计 １３６７ ８０４ ５６３

　　“世说体”小说这种分门别类的特点极具开
放性。作者可根据自我欣赏的价值旨趣来重新删

减或增补，这种相对宽松且流动的特征造就了今

天我们所见的众多“世说体”小说。在《世说新语

补》中，我们便可以发现，有二十几例从其他门类

调入的案例。其中，“言语”一门的调出最多。从

“言语”一门中调出八则轶事入“夙惠”一门。其

次，“品藻”“宠礼”两门中，均有多处从其他门类

调入之情形。此种调出、调入之情形反映出不同

时代背景下的作者因对同一事例所表现出的不同

价值取向而导致判断的差异。如下例所云：

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

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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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身之道不足。”（《世说新语·栖逸》第

２则）①

此则轶事收录于刘义庆《世说新语》“栖逸”

中第二条，《世说新语补》将其调入“规箴”一门

中。《何氏语林》则选取其注文中内容，即孙登规

劝嵇康用光而勿用火之轶事，放入“识鉴”一门

中。由此可见，不同的作者或编者，由于对于同一

事件的观照角度不同，所持看法也不尽相同。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版《世说新语补》为较

早传入日本之版本，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其版本内

容基本延续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之编撰风格，不

仅保留了原书三十六门类，且所取轶事大部分集

中了《世说新语》之精华部分。时间跨度上虽比

《世说新语》之内容有所延伸，但仍将轶事之重点

集中在与《世说新语》相近的魏晋六朝。此外在

内容上增补了主要体现仁、义、礼、智、信、忠、孝、

廉等传统儒家思想之轶事。

作为《世说新语》的续仿之作，《世说新语补》

无论是内容上还是编撰风格上都延续了“世说

体”小说的基本特征。因此，能在日本江户时期

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也是情理之中的。而“世说

体”这种分门别类极具开放性的编撰方式以及短

小精悍且通俗易懂的叙事风格，也吸引了日本的

文人学者们开始模仿“世说体”之编撰风格，编写

日本版《世说新语》。

三　日本“世说体”小说《大东世语》
对《世说新语补》的接受

《大东世语》是日本江户时期最具代表性的

汉文“世说体”小说之一，具有极强的典型性。其

作者服部南郭为日本江户时期的大儒，师从日本

古文辞学派创始人荻生徂徕，该派在文学训读上

重六经等汉文原典的直读。因此，服部南郭也花

大气力在研读和汉典籍上。他熟读了《本朝文

(

》《古事谈》等多部日本古典文献，而《大东世

语》中所收录的许多轶事正源于这些典籍。

在学术思想上，服部南郭也深受其师荻生徂

徕学术思想的影响，将其思想始终践行于自己的

诗文创作之中。荻生徂徕认为人性只存在“气质

之性”，且“气质之性”本质又是多样性的，为人力

不可改之。他称：

气质由天秉得，由父母所生。所谓

变化气质乃宋儒妄说，责人以不能之事，

勉强之至。气质乃决不变化之物，米恒

为米，豆恒为豆②。

可见，徂徕的人性观是从人的个体差异出发，

首先应承认个体之间的差异，人不仅外貌不同，天

生的个性也不同，其次，强调人的个性不可任意改

变。正是秉持着这样的人性观，在江户时期的众

多儒家学派中，唯有荻生徂徕创立的古文辞学派

对《世说新语》一书推崇备至。这与《世说新语》

中所呈现出的人性的多面性当有密切关系。

《大东世语》刊行于宽延三年（１７５０），共分为
两册五卷，收录了自平安时代至镰仓时代的三百

五十四则名人轶事。其模仿《世说新语》之体例，

将收录于《三镜》《江谈抄》《今昔物语》等多部日

本古典作品中的故事翻译成古汉文后，分“德行”

“言语”等三十一类编撰而成。与《世说新语》所

设三十六类相比，少了“自新”“俭啬”“汰侈”“谗

险”及“惑溺”五类。

通过比较分析其与《世说新语》《世说新语

补》在材料选取方面的特征可见，该书有明显模

仿《世说新语补》之痕迹。

首先，在“雅量”一门中，《大东世语》中所记

伶人吹筚篥击退海贼之轶事，与《世说新语补》中

刘王乔清啸退敌之轶事颇有几分神似。兹列

如下：

伶人用光西使，船上遥见，海贼舟拟

我至，乃整衣登舵楼上待之。渐次，则徐

吹筚篥数奏，意色萧条，曲音甚苦。贼皆

堕泪，更与所得贼物而解去。于时云：

“今世尚有刘王乔。”（《大东世语·雅

量》第９则）③

刘越石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

无计。刘始夕乘月登楼清啸，胡贼闻之，

皆凄然长叹；中夜吹奏胡笳，贼皆流涕，

人有怀土之初；向晓又吹，贼并起围奔

去。或云是刘王乔。（《世说新语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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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笺疏，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版，第 ７１６页。
荻生徂徕：《徂徕先生答问书（中）》，《日本伦理汇编（卷六）》，育成会１９０１年版，第１７５页。（引用为笔者译）
王三庆，等：《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笔记丛谈类三》，学生书局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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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量》第２６则）①

以上两则引文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遣词造

句上，都可见服部南郭模仿《世说新语补》之痕

迹。两则故事中之主人公均通过吹奏乐器感化敌

人，令其思乡而返。此种面对险境，不用武力，而

仅通过所怀绝技便击退贼人的事迹，确实让人拍

手称奇。而这种沉着、冷静之气度，无论是在中国

还是在日本，都让人称颂。

其次，在《世说新语补》中，无论是保留《世说

新语》之原文，还是据《何氏语林》而增补的内容，

都以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形象为基础。其中既保留

有王祥事后母、陈遗藏焦饭遗母之孝行，又可见荀

巨伯为友不惧死之义行，更可感受到管宁割席、殷

仲堪出世后仍能坚守清贫之儒士精神。其余增补

的轶事也多体现了传统儒家思想。而《大东世

语》在思想上与《世说新语补》中所增补的内容趋

同，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孝道精神和忠君思想。

所涉题材与《世说新语》稍异其趣。如在“德行”

一门中，《世说新语》中众多有志之士虽崇信儒家

礼法，但不愿过多卷入政治，以至于做出逃避现实、

违背礼法之行为。他们希望通过放荡不羁的有违

礼法之行为来挣脱礼教之束缚。如王平子、胡毋辅

“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一类违背传统礼教之做

法，虽仍保留在《世说新语补》中，但却因与日本人

所认知的传统儒士形象相差太多而难以为江户时

期日本士人所接受，故在服部南郭的《大东世语》

中很难见到如此放荡不羁之言行。其“德行”一门

共收１７则轶事，与《世说新语补》一样，皆以儒家思
想为中心而展开叙述。主要体现了以德报怨，采取

以身作教，感化人心之仁义事迹。

罗可性度宽宏，尝有窃刈其园中蔬

者，适遇见却避草间以俟其去。又有攘

其鸡者，可携壶就之，曰：“与子幸同里

闾，不能烹鸡以待子，我诚自愧。”呼其

妻孥环坐，尽醉而归，人由是相诫无犯。

（《世说新语补·德行》第７７则）②

群偷夜入安养尼之室，所有都将去，

偶遗一衣于路。徒尼拾来纳尼公，尼公

时卧纸被中，乃曰：“渠己以为己物，今

虽遗落，不容复有于我，汝当速追与之

耳。”徒尼如其言，偷辈惭伏，并置诸物

而去。（《大东世语·德行》第６则）③

二者均赞扬有德之士亦能很好地拿捏礼教分

寸，不以恶制恶，以暴制暴，而是以德报怨，通过自

己的德行感化他人。而这便是孔子所称“以身教

者从，以言教者讼”的最好体现吧。

在《世说新语》中，鲜有体现“忠”之内涵的轶

事，但在《世说新语补》中，则增补了体现忠于雇

主之轶事，如：

范巨卿为荆州刺史。友人孔仲山，

家贫奉亲，变姓名，佣为新野县阿里街

卒。值巨卿行部，县选仲山为导骑。巨

卿见仲山，惊捉臂谓曰：“子非孔仲山

耶？吾昔与子俱曳长裾，游息太学。吾

蒙国恩，致位牧伯，而子怀道德隐身。”

仲山曰：“侯赢长守于贱业，晨门肆志于

抱关。贫者士之宜，岂为鄙哉！”巨卿
!

县代仲山。仲山以先佣未竟，不肯去。

（《世说新语补·德行》第６则）④

文中所举东汉时期儒士孔仲山在发迹的同学

范巨卿面前表现出毫无惭色，不受利益所惑而忠

于雇主的做法，也深受服部南郭的推崇。故在

《大东世语》中亦有同类体现忠诚内涵之事

例，曰：

平贞时隐身为僧，行脚远地，其实伺

察政事得失。至京城南，人出汲者，虽疾

贫悴，其容不鄙，乃入乞投宿，终夕语次，

因问其旧，主人凄然曰：“昔尝仕朝，遭

谗除名，乃今如是。”问其曲悉，即久我

源内府通基也，客曰：“何不讼谗，白其

无罪乎？”主人曰：“白无罪，则不得不辨

谗匿，辩谗匿，则不得不顾君过，我不忍

也。不德之身，祚衰家亡，亦天命已，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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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卷八）》，何良俊增，王世贞删定，王世懋批释，张文柱校注，早稻田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三年（１５８５）刊本，
第３页。

《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第二卷）》，何良俊增，王世贞删定，王世懋批释，张文柱校注，早稻田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三年（１５８５）刊
本，第９页。

王三庆，等：《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笔记丛谈类三》，学生书局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７４页。
《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卷一）》，何良俊增，王世贞删定，王世懋批释，张文柱校注，早稻田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三年（１５８５）刊本，

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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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难咎？”（《大东世语·德行》第 １７
则）①

此种对君主愚忠之思想，亦是江户时期幕府

统治者意欲通过对儒家思想中“忠”之内涵的宣

扬来建立稳固的君臣关系的体现。

总之，服部南郭在进行《大东世语》的创作

时，受《世说新语补》的影响较大。这或许因其深

受古文辞学派的影响，将古典主义之学术理念投

入文学创作之中，将其发扬光大，同时亦受到儒学

与汉学发展之鼎盛时代的影响，虽模仿“世说体”

进行创作，却呈现出与《世说新语》不同的时代风

貌特征。

结语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一书在平安时期流入

日本后产生了较大影响。而至江户时期，《世说

新语》对日本的影响趋于式微，与之相反的是《世

说新语补》的影响力不断攀升。《世说新语补》作

为众多“世说体”小说中的一部，之所以能在日本

江户时期得以广泛流播，其中原因大致有三点。

第一，中日两国商务贸易的发展促使汉籍能便捷

地输入日本，并在士人阶层得以广泛传播；第二，

《世说新语补》在体例上既保持了原著门类的划

分标准，同时在内容上进行了符合晚明时期儒家

思想价值取向的取舍。这也正符合时代发展之需

求；第三，在江户时期政治经济相对稳定与繁荣的

太平盛世背景下，江户士人有着对中国儒学文化

吸收和改造的迫切需要。以荻生徂徕为代表的古

文辞学派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其所推崇的人性观，

对《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补》在日本的传播起到

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由肯定人性的差异性发展到

承认人的多样性，与二书中呈现的人的多样性的

视角十分契合。当然，在儒学思想统治下的江户

时期，江户士人很难做到如《世说新语》中魏晋士

人展现的魏晋风度那般，强烈地反传统、反社会、

反儒家，他们在创作和选择素材时，并未彻底地跳

出儒家思想之传统。因此，在日本“世说体”小说

中仍可看到大量宣扬儒家思想之内容。这样的社

会背景与《世说新语补》所产生的明代中晚期有

着几分相似之处。在政治经济相对稳定与繁荣的

太平盛世之背景下，学术思想相对自由，对旧有传

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挑战和批判便是日本江户时

期“世说热”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ｏ
ＳｈｉｈｓｈｕｏＨｓｉｎｙｕｉｎＪａｐａ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ｄｏＰｅｒｉ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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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ｏＳｈｉｈｓｈｕｏＨｓｉｎｙｕ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ｄｏｐｅｒｉｏｄ；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ｈｉｈｓｈｕｏＨｓｉｎｙｕ
ｇｅｎｒｅｎｏｖｅｌ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ｄｏｐｅｒｉｏｄ；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责任校对　葛丽萍）

６７１
①王三庆，等：《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笔记丛谈类三》，学生书局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７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