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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加田诚的中国文学研究”课题意义

◎孟彤　孔令蕾
摘要：目加田诚是日本近现代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在文本研究、翻译译注、文学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许多

始开先河，独树一帜的贡献。他是日本最早对《诗经》进行纯文艺学术研究的开创者，是日本将民俗学方法融入《诗经》

文本研究的第一人。他所翻译的《诗经》，被日本学术界公认为无有出其右者。他还是首位进行《文心雕龙》现代日语翻

译的学者，同时也是二战后日本开展《文心雕龙》研究活动中最为积极的学者之一。

我国学术界针对目加田诚的研究仅止于介绍阶段，至今未有对目加田诚的中国文学研究进行全面细致的专项研究。目

加田诚在日本的中国学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对其学术进行梳理和解析，无疑是十分必要和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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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加田诚（1904-1994），是日本近

现代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文学博士，

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他是日本学

士院会员、九州大学名誉教授、早稻田大

学教授、九州大学中国文学科与早稻田大

学中国文学科的研究生院的开创者。在长

达 90 年的人生岁月里，目加田诚写了大

量的文章论著，研究领域几乎涉及中国古

代各个时期的文学，在文本研究、翻译译

注、文学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许多

始开先河，独树一帜的贡献，并以“中国

文学研究功绩”为名获得过“西日本文化

奖”。在日本中国学术界，目加田诚享有

很高的声望，许多学者都对他学术成就的

意义和价值做出了极高的评价。早稻田大

学文学部教授松浦友久就曾这样说道：“在

思考近代日本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时，

目加田诚博士无疑是其中最优秀的开拓者

和形成者之一。”

在日本《诗经》学史上，目加田诚

的研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针对他的《诗

经》研究，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冈村繁评价

说：“它展示了与陈腐学说完全不同的崭

新的诗经观”。摄南大学教授高桥繁树说：

“《诗经》划时代的新解释就此问世……

自这个研究发表以来，日本的《诗经》研

究面貌完全改变了……他直视文学的根本

的态度，使《诗经》的本来面貌得以重现，

并颠覆了近两千年持续的儒家思想的传统

道德。”这些评论均向我们明示一点，在

日本《诗经》学史上，目加田诚的研究有

着划时代的意义。目加田诚是日本最早将

《诗经》从经学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对其

做出纯文艺学术研究的开创者，其崭新的

《诗经》观启发了后来很多的学者，同时，

他还是日本将民俗学方法融入《诗经》文

本研究的第一人。他所翻译的《诗经》，

无论在语言优美程度上还是在思想理解深

度上都达到了前人未及的境地，被日本学

术界公认为无有出其右者。不仅在《诗经》

研究领域有着瞩目的成就，目加田诚还是

首位进行《文心雕龙》现代日语翻译的学

者，同时也是二战后日本开展《文心雕龙》

研究活动中最为积极的学者之一。正因为

他在日本现代《文心雕龙》研究史上具有

开拓性的地位，才会被日本方面一致推举

为代表团团长，参加了 1984 年复旦大学

召开的第一届“中日学者《文心雕龙》研

讨会”。

目加田诚的中国文学研究视角极具广

泛性、平衡性。研究内容既包括文学批评，

也包括文学理论研究；研究成果既有面向

大众的译著和诗集，又有专业性的论文和

专著。他既研究诗文，也研究小说戏曲，

既重视《文心雕龙》《诗品》这样在文学

理论史上的重要作品，又对当时不为人重

视的唐代诗格予以关注。他的研究方法也

呈现出多样化、开放性的特点。比如其文

本内部研究方法，就以灵活的翻译手法、

不拘泥于古注见长。在文本外部的研究方

法上，他重视运用各种知识来了解作品，

向我们展示了其广泛的文化学、比较文学

的研究姿态。目加田诚没有陷入到“学究”

般的象牙塔中，而是站在高屋建瓴的角度

来审视各种文学资料。其研究视角、研究

方法、研究结论所具有的平衡性，让人在

心生赞叹的同时，也深感一名学者兼顾学

术专业性与大众普及性的苦心积虑。

若将目加田诚的学问置于近代日本中

国学史上，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学问是那

样的与众不同。严绍璗先生在《日本中

国学史稿》（2009）一书中将日本近代

中国学古典研究的主要学术流派分为了

三类。一是活跃于京都帝国大学，以狩

野直喜、内藤湖南与支那学社为代表的

“实证主义学派”，二是以白鸟库吉等

人为代表的，在批判中国文化的同时，

追求日本自身近代主义建立的“批判主

义学派”。三是以服部宇之吉为代表的，

将学术研究服务于天皇体制的“新儒学

学派”。目加田诚的中国学研究向我们

展示了不同于上述几个流派，乃至现代

的一些中国学者治学的风格。这种不同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不以儒者教养的达成为目的

在 20 世纪初的日本中国学者中，有

许多人在接受了西方近代学术思想的洗礼

后，还往往不自觉地留有旧儒思想。如目

加田诚在东京帝国大学时期的业师服部宇

之吉，便以“孔子教”为其全部学问的最

终归旨。服部宇之吉认为戏曲小说不是文

学，目加田诚则认为所有用文字写成的文

艺作品都属于文学。在文学思想上，他与

业师对文学的根本看法是背道而驰的。他

的另一位老师盐谷温，虽然首开大规模在

大学中讲解小说戏曲的研究之风，被誉为

日本中国学“俗文学”领域的开拓性人物，

但其行为举止仍脱离不了旧儒之风，目加

田诚对这点是非常反感的。目加田诚虽然

有着古典文学的教养，却十分反对以这种

教养的达成作为学问的最终目标，他的学

术更多地展示了一名近代学术研究者的客

观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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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拘泥于文章训诂的研究

实证主义扎实的文字功底是古典文

学的文本内部研究对研究者提出的要求，

日本的古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往往长于文献

的整理、文本的批评，着重对文本内容本

身做研究。但目加田诚认为，所有的基础

作业必须在文学研究之前完成，类似训诂

考证般的研究不能成为文学研究最终之目

的。他反对只在文章小学中发力，认为文

学研究不应停留于字词的表面，最重要的

是要深入研究对象的本质，对其做出美学

价值的判断。目加田诚的研究成果中有不

少是古籍的翻译和注释，但他刻意避免作

一般性的、罗列前人之说的注释。在他看

来，对古典文献作注释是研究基础作业，

是为了能更好地参透文本蕴含的作者思想

之手段，而非研究之最终目的。比如在对

《诗经》作注时，他只选择了古今学界难

解之处，或针对古注有所怀疑之处进行注

释。他忌讳在文章中用事用典，却十分重

视内心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这些都说明

在学问之道上，他的研究方法与日本中国

学界重要柱石之京都学派重视考证的学风

有着不同的侧重。

三、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体

味人生，找出人类生存的意义

目加田诚自身有鲜明特色的，不同于

一般的日本中国学学者的研究特点。目加

田诚热爱中国文化，努力发掘中国文学中

表现出来的积极的闪光的人性一面予以肯

定，这点与一些近代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

贬损的扭曲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与

一些现代学者，如竹内好所代表的现代中

国文学研究派有所不同。竹内好等人主张

建立研究主体的极度客观性，对研究对象

进行部分喜好的研究。他们对中国文学的

研究是为了自身文学观与日本文学近代化

的建立。目加田诚的研究与那些将中国文

学放置在手术台上进行冰冷分析的做法是

戛然不同的 ，同时也跳出了狭隘地从兴趣

主义出发进行研究的路数。与一些学者为

了兴趣而研究，或为了研究而研究不同，

目加田诚的文学研究展现出强烈的人文关

怀情结，以真诚的文艺之心对待研究对象，

即便是面对唐代诗格这样论述作诗的规

则，以蒙学或科举应试为目的的功利性很

强的研究对象时，也不失其纯文艺的研究

视角。他常常对文学作品背后作者的精神、

经历、时代背景进行考察，还从写作者的

共感角度出发分析作品。这是因为他希望

通过研究历朝历代的中国文学，探究中国

文学的本质，寻找作品中蕴含的人类情感

中那亘古不变的真善美。

目加田诚一生先后六次来过中国，曾

于北京留学三年，与胡适、俞平伯、周作人、

郁达夫、鲁迅均有过面谈。1955 年，他在

大野町发起“日中友好运动”，并设立了

中日友好协会，该协会曾于 1963 年接待

过由游国恩、侯外庐等学者组成的学者团。

遗憾的是，对这样一位在日本近代中

国学史上具有突出贡献、有着鲜明学术特

色、与解放前中国学术界多有接触、对中

国学术常保持高度关注的日本学者，我们

了解得并不多。他的研究成果，被翻译成

汉语的只有区区三篇文章。分别是：《词

源流考》，中国抗战时著名的《国文月刊》

杂志曾刊登过汉译文；《刘勰的风骨论》，

收入 1983 年王元化选编《日本研究〈文

心雕龙〉论文集》；《中国文艺中“自然”

的意义》，收入 198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从国际

汉学角度来讲，外国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

往往能从异于我们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出

发，得出有价值的结论。目加田诚在国际

汉学重镇之日本的中国学史中占有重要的

一席之地，对其学术进行梳理和解析，无

疑是十分必要和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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