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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田干之助的唐代文化研究 
——以《长安之春》对唐五代笔记小说中胡人买宝故事的编译与考论为中心 

张真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摘要：石田干之助关于唐五代笔记小说中胡人买宝故事的研究成果主要见于其所著《长安之春》一书中，主要包 

括对胡人买宝故事的编译、校勘、注释、考证、论述及对其在日本文学中的影响与变异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小说 

的研究虽非石田干之助的主要业绩，但他却开拓了近代日本对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研究的新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 

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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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 西学的传入， 改变了日本的文学观念， 

使文学研究从经学研究中独立出来，形成现代学术意 

义上的学科研究；近代大学的设立与现代学术制度的 

形成使得文学研究获得了学术地位，并得到了现代学 

术制度的保证；文学史的撰写、敦煌变文的发现、俗 

文学概念的提出，特别是东京大学等日本最高学府中 

国俗文学研究课程的开设，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俗文 

学研究的性质和地位， 标志着中国俗文学学科的建立； 

近代报纸、专门的学术刊物、出版业的发展为学者们 

发表学术成果提供了平台，藏书机构的建立则为该学 

科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文献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 

近代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石田 

干之助(1891—1974)虽然并非专门的中国俗文学研究 

者，但他对唐五代笔记小说的研究仍然有其独特的存 

在意义。 

石田在日本汉学史上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人物，因 

为相对于其他日本汉学家而言，他较少地进行具体问 

题的研究，他的主要功绩，在于东洋文库的筹建和西 

方汉学的介绍与东西方交流史的研究。他对汉学具体 

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唐代文化和中国美术史的研 

究上，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他的唐代文化研究，具体 

地说，就是《长安之春》这部著作的成书 
①[1] 。该书是 

他有关唐代文化研究的结集，但有些文章的形式和行 

文风格，更像是札记或随笔，部分文章如《当垆的胡 

姬》、《骊山温泉》、《长安盛夏小景》等，甚至是一篇 

篇难得的美文。他与芥川龙之介为同窗好友，据说后 

者的小说《杜子春》便是受了《长安之春》的启发而 

创作的。 

关于研究缘起，石田在引言中曾有这样的表述 [2] ： 

唐五代笔记小说中常出现这样的故事：即某人偶 

然得到某个宝物，而当事人并不知是宝物，后来偶然 

被西域胡商看见，知其极为珍贵，以高价买下。…… 

那么，这些故事在民间文学中有何意义？其它国家或 

民族有没有类似的故事？笔者才疏学浅，无法回答。 

为了给民间文学研究者回答这些问题多少提供一些参 

考，也因不忍舍弃这些故事，故搜集了一些，并将其 

译出记录于此。这些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的 

史实？反之，这些故事又汲取了多少当时的史实呢？ 

石田的研究虽然没有系统地回答自己提出的上述 

问题，但他也绝不仅仅只是“搜集了一些，并将其译 

出记录于此”而已，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 

一、对胡人买宝故事的编译 

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译介，可谓源远流长，日 

本最初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可以说就是从译介开始 

的 
② 
，但主要集中在明清通俗小说上， 而文言小说的译 

介相对要少得多，故石田在研究唐五代笔记小说时， 

也从最基础的翻译开始。由于石田处在从江户时期、 

明治初期的汉文训点到用现代日语翻译中国古典文学 

的转折时期，因此，他的翻译就有了时代意义，且他 

并非只是简单地对原著进行直译，而是带有学术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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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之所以称为“编译”而非“翻译” ，是因为石田 

在这方面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将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 

胡人买宝故事搜辑出来， 二是根据论题需要进行校勘、 

编辑，而非纯粹直译。 

胡人买宝故事散见于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石田从 

中搜辑编译出  19  个故事，并一一考其出处，分别 

是 [3] ： 

① 菩提寺僧卖“宝骨”给胡人的故事(见于段成 

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京洛寺塔记》之《释门故 

事》、《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宝骨》)； 

② 杜陵韦弇把仙女授与的宝物卖于胡人而致富 

的故事(见于张读《宣室志》、《太平广记》卷四百三、 

杜光庭《神仙感遇传》)； 

③ 临川岑氏卖白石于胡人而致富的故事(见于徐 

铉《稽神录》、《太平广记》卷四百四)； 

④ 守盐船者得宝珠并卖于胡人的故事(见于《原 

化录》、《太平广记》卷四百二)； 

⑤ 乐安任顼救龙得珠并卖于胡人而得重价的故 

事(见于《宣室志》、《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一)； 

⑥ 长安西明寺僧卖“青泥珠”给胡人的故事(见 

于戴孚《广异记》、《太平广记》卷四百二)； 

⑦ 扶风旅舍店主人将门外方石卖于胡人的故事 
(见于《广异记》、《太平广记》卷四百二)； 

⑧ 长安大安国寺僧卖“水珠” 于胡人而得重金的 

故事(见于牛肃《纪闻》、《太平广记》卷四百二)； 

⑨ 魏生卖“宝母”于胡人而致富的故事(见于皇 

甫氏《原化记》、《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元陶宗仪《说 

郛》)； 

⑩ 冯翊严生得到 “清水珠” 并卖于胡人的故事(见 

于《宣室志》、《太平广记》卷四百二)； 

某书生得到珍珠并卖于胡人的故事(见于《广 

异记》、《太平广记》卷四百二)； 

吴郡陆颙将腹中奇虫卖于胡人的故事(见于 

《宣室志》、《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六、明商濬《稗 

海》))； 

崔炜入洞窟得“阳燧珠”而以重金卖于胡人的 

故事(见于郑贳《才鬼记》、裴铏《传奇》)； 

某书生卖“破山剑”于胡人的故事(见于《广 

异记》，《太平广记》卷二百三十二)； 

长安某生从邻家胡人处得宝珠并卖于胡商的 

故事(见于皇甫氏《原化记》、《太平广记》卷四百二)； 

李勉同情病重的胡人而得宝珠的故事(见于薛 

用弱《集异记》、《太平广记》卷四百二)； 

李灌同情病重的胡人而得宝珠的故事(见于李 

冗《独异志》，《太平广记》卷四百二)； 

李约同情病重的胡人而得夜光珠的故事(见于 

李绰《尚书故实》、《太平广记》卷百六十八、宋王谠 

《唐语林》)； 

洪州的胡人用重金代奇宝的故事(见于《广异 

记》、《太平广记》卷四百四)。 

此外，他又在再版附记中指出，还有些故事如刘 

贯词将罽宾国的镇国之碗卖于胡人的故事(《太平广 

记》卷四百二十一所引《续玄怪录》)，宜兴姚生的名 

为“龙食”的神奇食物让胡商大吃一惊的故事(《太平 

广记》卷四百二十四所引《逸史》)，洪州卢传素看见 

他外甥化成的黑驹恳望胡将军买它的故事(《太平广 

记》卷四百二十六所引《河东记》)等，也是应该增补 

进去的，但他没有再对上述故事进行编译。 

以上所编译的故事，虽然都收录于《太平广记》， 

但石田并非仅是从《太平广记》中摘译出来，而是尽 

量找出原始出处，经过严密细致地比对与校勘，在每 

则故事后都写了校记，每则校记虽详略不同，但都可 

以看出他深厚的文献功底和精于细节的考证态度。这 

些校记大致包涵了以下内容： 

第一，每条校记都指出了该故事的出处，并尽可 

能地追溯其原始出处。关于故事出处已见于上文，不 

赘述。

第二，指出前人尚未发现的脱误问题。如他在对 

第一则故事的考述中，以《太平广记》各版本中最善 

本的明代谈恺刻本为底本，参照许自昌刊本、清代黄 

晟刊本、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等，发现各本都有脱误。 

即《酉阳杂俎》续集中“胡商惊曰： ‘上人安得此物？ 

必货此，当不违价。 ’僧试求百千”一段脱落，混入了 

后面第十九则故事中， 造成故事无法理解。而这一点， 

在石田之前尚无人指出。作为照应，在第十九则故事 

的校记中指出，有相当部分的文字讹误和字句脱漏、 

文意稍难通，上文“宝骨”的故事里的内容混入了本 

故事中。 

第三，比较各本之间的异同。如指出第二则故事 

也见载于五代杜光庭《神仙感遇传》，文字上与《宣室 

志》所记故事有所出入，但大意相同，只是《神仙感 

遇传》结尾处附加了仙女在唐玄宗梦里传授秘曲《紫 

云》的情节。第十一则故事传本文字有几处讹误，文 

意也有不明之处，各本之间文字也有异同。第十二则 

故事只是和原本(收于明代商濬《稗海》)相比，《太平 

广记》的字句多少有出入，且《太平广记》各刻本之 

间也有异同。 

第十六、十七、十八则故事较为特殊，和之前的 

故事并非同一类型，就是作为接受方的胡人变成了给 

予方，而接受方则有唐代官员充当，更重要的是由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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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变成了赠送。第十八则故事十分凌乱，似有部分内 

容脱漏，应是前两个故事的变形，《太平广记》在记载 

前两个故事的地方(卷四百二)文末有“又《尚书故实》 

载兵部员外郎李约，葬一胡商，得珠以含之，与此二 

事略同”的说明，同样的故事还见于宋代王谠的《唐 

语林》。 

第四，说明编译的原因。如第二则是因为原文前 

半部分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省去不译。第五则故事 

原文前半部分，详细描写了任顼如何救龙的情节，只 

翻译与本文主旨相关的部分。第十二则与故事大意关 

联不大的一两句话省去不译。第十三则故事原文在崔 

炜卖珠时详细追叙了得珠的经过，与本文主题无直接 

联系，姑且割爱不译。第十五则故事原文最后部分文 

句有脱误或讹舛，稍有文意不通之处，暂且译出其大 

意。 

日本汉学家与西方汉学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同时 

也是日本汉学家在从事研究时最大的便利之处，就是 

他们处于汉字文化圈内，具有深厚的汉学功底，他们 

可以直接阅读汉文文献，有些甚至直接用汉文写作学 

术专著，而汉文对于西方人而言，其难度之大往往令 

他们望而生畏，清代来华传教士常以满文译本的汉文 

献为二手资料进行研究，二者在汉学起点上的差距是 

显而易见的。石田虽然是近代日本汉学史上的第二代 

学者， 但他们的汉学修养与第一代学者相比并不逊色， 

在东方学研究方面，他们自信会比西方人做得更为出 

色。 [4] 

具体到石田本人，他深厚的文献功底当与东洋文 

库的建设有关。东洋文库之于近代日本汉学的重要意 

义，不必赘述，而这个著名的东洋文库就是石田经手 

筹建的 
③[5] ，以后他又在东洋文库工作了十七年之久， 

把东洋文库办成东方研究的一个著名的机构。他的后 

学榎一雄曾评价说： “以经营莫理逊文库、东洋文库为 

中心的这十七年间的活动，就给学界带来无法测算的 

利益这一点上来说，可以说是石田博士学术上最大的 

功绩。 ” [6] 由于石田与东洋文库的这种特殊关系，他在 

研究中特别注意版本校勘和文献考据， 就不难理解了。 

二、对胡人买宝故事的考论 

石田的研究工作当然不止是编译和校勘，他还对 

这些故事做了注释和考证。注释部分除了对故事中一 

些地名、典故、词汇进行解说以外，还对文意进行疏 

通，间或还以日本相关地方进行比对，以使他的编译 

能尽可能地明白晓畅，这些知识的介绍，对于汉学修 

养不太深的一般读者来说，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如： 

第一则故事中的 “平康坊” ： 平康坊位于长安左街， 

东市西北方，是一个以有众多高门豪宅和名刹大寺著 

称的地方，也是长安歌楼美妓聚集之所。 

第十则故事中的“岘山”与“长安春明门” ：岘山 

在襄阳县南，西晋羊祜尝在此登山游览。他死后，百 

姓在山上为他立碑纪念，人们见到那个纪念碑就会想 

起羊祜，并感到很悲伤，所以叫做“堕泪碑” 。长安春 

明门是城东偏北第二门， 就像日本京都的三条口一样， 

是由东入城的必经之路，因此人员往来众多，是个非 

常繁华富庶的地方。 

第十二则故事中的“本军” ，此处指本贯、乡里。 

胡人自称南越人，即南越(广东、广西)一带来的人， 

这与“航海梯山来中华”一句，似有矛盾。南越一带 

是西域胡人聚居之地，所以“长蛮貊中”的胡人长期 

居住在南越一带并自称南越人是可以理解的。 

第十七则故事中的“建昌” ：建昌在洪州(今南昌) 
北、鄱阳湖西岸深凹处附近，之前一直叫做建昌，现 

在改成永修县，县城并不临湖，上文开头说“把小船 

靠在岸边” ，是指把小船靠在从县城望去能看见的湖 

岸，且有河流穿城而过。 

考证部分，主要是考证与故事相关的地点。如果 

是一个文学研究者来研究这些故事，或许会更多地从 

人物、情节、环境等文学创作技法的角度入手，故事 

本身的地点并不重要，而石田作为史学研究者，这正 

是体现他文史互证研究法的地方，也是日本汉学中历 

史地理学高度发达的一个缩影。 考证性的文字并不多， 

但涉及宗教、外语、地理交通等诸方面，颇见功力， 

如： 

第六则故事中“西国”的考证：西国，具体位置 

不明，但从与之同时进贡的毗娄博义天王的颔骨和辟 

支佛的舌骨的记载来看，有可能是天竺。毗娄博义天 

王疑是毗娄博叉的讹误，梵语  Virūpāksa 的音译，龙 

王的守护神，在中国被尊为二十四天尊之一。此外， 

辟支佛可能是梵语 pratyeka buddha音译简称，应译作 

“毕勒支底伽佛” ，意为“独觉、圆觉、缘觉” ，这是 

某个修行境界的称号，而非某个佛的固有名称。 

第九则故事的综合考证：故事中没有明言魏生是 

哪里人，但从“历任王友” ，避乱岭南等来看，有可能 

是长安、洛阳一带的人。另外，从其它类似的故事来 

看，市镇上有许多旧相识的胡商，也有可能是长安附 

近。当然，长安、洛阳、南昌、扬州等虔州以北、胡 

人较多的地区都有可能。虔州，即今赣县，位于江西 

省西南隅， 靠近广东省， 自岭南北归或由北方来岭南， 

这里是水路必经之地。关于水上交通路线，李翱《来 

南录》中有详细记述。本故事还收于《说郛》，幸可参



文学艺术 张真：石田干之助的唐代文化研究——以《长安之春》对唐五代笔记小说中胡人买宝故事的编译与考论为中心  197 

照。 

在编译、校勘、注释、考证的基础上，石田归纳 

出了这些故事的特点： 

第一，得到宝物的途径多种多样。一般是宝物本 

来就在他手里或因偶然机会到手，但有五六个故事是 

因帮助他人而得到的谢礼。其中有三四个故事是说， 

对方是从外国来华并身患重病的胡人，当事人如何同 

情照顾对方，对方将宝物作为报答而赠送给当事人。 

也有极少数开始就告诉和授与宝物的情况。 

第二，作为买方的胡人不断加价，最后不惜重金 

买宝。虽然胡人有时也还价，但当他答应出重价买宝 

时， 当事人又因故没得到本应得到的重金(第十四则故 

事)。另外，第十六、十七、十八则故事都缺少了当事 

人卖宝的情节，这大概本是某个固定模式而脱落了最 

后一部分，已见于上文的校勘。第十六和第十八则故 

事中的得宝者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石田认为， 

他们能做高官或许是因卖宝所得也未可知。 

第三，当事人在得知是宝物时， 打听宝物的名称、 

来历及用途，有些故事中胡人有说明， 但有些没说明。 

这些宝物大都具有异常的不可思议的功能，要么放在 

沙漠中就能得清水，要么能以一宝而得数宝，要么能 

劈波斩浪、开山破岳而十分容易地进入宝库。这些都 

是外国流失已久并重赏搜寻的宝物。类似这样的故事 

有三个。 

第四，也有当事人主动卖宝给胡人的情况，但胡 

人得知有宝而求购宝物的情况更多。前者一般是当事 

人自己觉得胡商一定会买，或是有人告知当事人胡商 

一定会买。 后者一般是胡商具有某种对宝物的感知力， 

又十分留意求宝之事。 

石田进而从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指出研究胡 

人买宝故事的意义与价值： 

其一，故事中西域人出现并非偶然，反映了唐代 

西域胡商来往中国各地进行商业贸易的情况，可以作 

为对史籍记载的补充。 

其二，胡人能出得起高价，意味着他们之中或许 

有巨富大商，可为李商隐《义山杂纂》提供实证 
④ 
。 

其三，既然有西域胡商出现，就不得不说到西域 

宝物的传承。如本国灭亡之际，传国之宝的遗失，萨 

珊(Sasan)王朝灭亡之时 
⑤ 
，泰西封(Kuteshifeng)破城之 

际 
⑥ 
，许多财宝的遗失，它们的下落可以借这些故事得 

知一二。 

其四，可以进一步得知宝物在波斯(Perushia)的魔 

力 
⑦ 
。关于这方面的知识，他曾参考了卢思卡(J.Ruska) 

的《卡兹维尼采石场》(Steinbuch des Qazwini)和坤斯 
(G.F.Kunz)的《珠宝与符咒的魔法》(The  Magic  of 

Jewels and Charms )及《宝石学》(The Lore of Prceious 
Stones)等 

⑧⑨ 
。 

石田师承白鸟库吉，白鸟是著名的东洋史地研究 

专家，对朝鲜半岛、中国东北、蒙古高原、西域和中 

亚的历史地理有独到的研究和不菲的成绩 
⑩ 
， 在石田的 

学术中，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到白鸟的影响。唐五代笔 

记小说的题材可谓包罗万象，但石田为何独独选择了 

其中的西域胡商重价买宝故事？而“西域”和“胡” ， 

无疑又是整部《长安之春》的关键词，如他的《胡旋 

舞小考》(后又有《胡旋舞小考补说》)在当时中国和 

法国学界引起相当的反响，他还著有《唐代的伊朗文 

化》一文，论述了伊朗文化对唐代方方面面的影响。 

换言之，石田的唐代文化研究，着重点在于唐代中原 

与西域、西亚的文化交流研究，这应该也与他的学术 

师承有所关联。 

三、对胡人买宝故事在日本文学中的 

影响与变异的研究 

石田学术的主要特色便是精于文化交流史的研 

究，因此他的研究带有广阔的国际视野，这反应在他 

对胡人买宝故事在日本文学中的影响与变异的研究 

上。他认为这些胡人买宝故事传到了日本，有两三个 

例子是把原故事中的西域胡人换成了中国人，把唐朝 

人换成了日本人。石田主要对《今昔物语》、《宇治拾 

遗物语》、柳田国男所编《日本昔话集》中所收的《镇 

西贞重从者在淀买宝》、《长崎鱼石》等买宝故事进行 

了考察 。 

《今昔物语》是一部取材于佛教传说的短篇小说 

集，约成书于 12世纪上半叶，全书共分天竺、震旦和 

本朝三部分。因每个故事皆以“古时……”起头，故 

取名《今昔物语》。 有的故事原型在丝绸之路上的壁画 

和残卷里能够找到，有不少发生在中国古代，此外还 

有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等国的故事。《宇治拾遗 

物语》与《今昔物语》类似，且有五分之二的故事与 

之相同。《镇西贞重从者在淀买宝》见于《今昔物语》 

卷二十六、《宇治拾遗物语》卷十四(更题为《珠：无 

价之宝》)，石田曾列其故事梗概，今转引于下 [3] ： 

筑前官人贞重上都时，为答谢宇治殿下馈赠的礼 

物，把十把好大刀当给了唐人，得了六七匹金。当他 

准备乘船返回之时，邻船有一个人来卖玉。贞重的从 

人看见黄豆大小的珠玉， 就用一件布衣把它买了下来， 

卖玉人很满意地走了。到了博多，有个唐人来买贞重 

从人的玉，唐人把玉放在手里观赏，觉得这一定是个 

珍贵的东西，便向贞重从人打听价钱。贞重从人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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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意想买，就说要十匹金。唐人觉得十匹金太低了。 

贞重从人因此感到这是个无价之宝，便拿回了玉，赶 

快走了。后来，他无意中把买玉之事告诉了贞重的船 

夫，船夫来找贞重说想看看玉。贞重便叫从人拿出来 

让船夫看。 从人很不情愿地拿了出来。 船夫拿到手里， 

马上带着玉去找那个唐人，说愿意用玉来换回贞重典 

当的那十把大刀。唐人答应了。 

石田认为， 虽然这个故事有点零乱，但仔细玩味， 

又仿佛能读出胡人高价买宝的味道来。《宇治拾遗》 在 

本故事之后还有一个故事，题为《长崎鱼石》，《日本 

昔话集》上编也收有《长崎鱼石》，也是买方出了比卖 

方希望的更高的价格。故事梗概如下 [3] ： 

长崎有个唐人， 他老是盯着土藏石墙的一块青石， 

久左卫门告诉他，这块石头一旦拿走， 石墙就会坍塌。 

唐人就出价百两想把青石买下来。 主人听到这个价钱， 

知道这一定是宝物，匆忙卖掉一定会可惜，所以尽管 

唐人出到三百两，主人还是不肯卖。唐人回国之后， 

主人让玉工来鉴定， 一点都没看出青石有何奇特之处， 

又把青石放入水中，只见两条小鱼从水里飞了出来死 

了。主人这才明白这青石的珍贵，深感惋惜。次年唐 

人再来，听到这个消息，他流泪长叹，说： “此石名叫 

‘鱼石’ ，在靠近水的地方，就可以看见石里有鱼。人 

见了，便会心旷神怡，能养心延命。我国贵人不惜重 

金求购，如果转卖给他们，一定会获得暴利。这次我 

想用三千两来买回它。 ” 最后， 唐人还拿出钱给主人看。 

他认为这个故事也是唐代类型故事的一种变形， 

与前文第十四个故事《破山剑》多少有些相似之处。 

石田的研究也得到了其他的学者指点与赞助，如 

他从孙晋泰处得知朝鲜的稗史野乘中也有两三个类似 

的故事 ，可惜的是他没有进一步研究中日韩三国文 

学之间的关系。森铣三也告知他林子平之父林良通著 

的《寓意草》上卷有关于长崎鱼石和常陆国的记载 ， 

可惜他一直没有时间去查看。可能是由于学术兴趣的 

转移，石田后来没有再对此问题进行继续研究。 

日本汉学家的特点是学贯东西，许多学者有留学 

背景，掌握多种外文，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以石田 

所著《欧人之汉学研究》为例，本书较为系统地介绍 

了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书中引用英、法、德、俄、西、 

葡、蒙、藏、拉丁、希腊、波斯、叙利亚、畏兀儿、 

阿拉伯等多种语言文字， 某非英文著述如已译成英文， 

则称：该书已有英译本，阅读颇为便利。由此可见在 

石田的时代或曰石田周围的日本学者阅读英文文献的 

能力之一斑，而同为白鸟库吉后学的羽田亨尤能，见 

于他著作的外文有 17种 。 

石田的这种国际视野当然不止体现在他对国际汉 

学的介绍，也体现在他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如他关 

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代表作《郎世宁传考略》(后又有 

《郎世宁传考略补遗》)，对郎世宁在明清时代东西方 

美术交流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论说。同样，他在 

胡人买宝故事的研究中也注意其在日本文学中的影响 

与变异的研究 ，中日文学比较研究在后来成为一大 

热门课题，多有专著问世 [6] 。 

近代日本对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六朝志人志怪小说和唐传奇的研究上，尤其是关于 

《游仙窟》，汉学界发表了大量介绍、研究的论文论 

著 [7] 。对于明清文言小说，则集中于《剪灯新话》的 

研究 [8] 。笔者曾编制过《近代日本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论文论著目录(1868—1945)》(草稿)，涉及唐五代笔记 

小说的论文寥寥无几，专著则一部都没有，至于对其 

中的胡人买宝故事的研究，更是无人问津 [9] 。从这个 

意义说，石田的研究尽管还不够深入，也不够全面， 

很多问题也还只是作为问题提出，并没有真正回答和 

解决，带有明显的开拓期的草创特点，但是，其开拓 

性则是存在的事实。以后，唐五代笔记小说的研究蔚 

为大观，中日两国都出现了专门的研究者，发表和出 

版了许多有分量的相关著作，而胡人买宝故事的专题 

研究也得以展开，石田研究的筚路蓝缕，功不可 

没 [10−12] 。 

注释： 

① 由于国内目前尚未见该书全译本，下文所引，皆出拙译，不再 

一一注明。 

②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流布与译介情况，可参看马兴国： 

《中国古典小说与日本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严 

绍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年版； 

严绍璗、王晓平：《中国文学在日本》，花城出版社 1990年版。 

③ 与石田同时代的盐谷温(1878—1962)就曾言： “西洋人夙研究 

元曲，如法国之汉学者巴赞(Bazin)、儒莲(Julien)之辈，巴赞著 

有《元曲选解题》及翻译《琵琶记》等曲数种，儒莲又翻译《西 

厢记》、《赵氏孤儿》、《灰阑记》等曲。日本人多能点读元曲， 

故从来无翻译者，仅有西村天囚之《琵琶记抄译》，及金井、 

宫原两氏之《西厢》歌剧而已。 ”这里虽说的是中国古代戏曲 

的情况， 小说情况亦大体相类。 译文据盐谷温著、 陈彬和译 《中 

国文学概论》，朴社  1926 年版，第  75−76 页。陈译本为辑译 

本， 以文言翻译， 此书另有孙俍工全译本 《中国文学概论讲话》， 

开明书店 1929年版，以白话翻译。 

④ 李商隐《义山杂纂·不相称》中列了十一种不相称的情况，其 

中就有“穷波斯” 。在唐朝人眼里，胡商就是与财富联系在一 

起的， “穷波斯”是与“先生不甚识字” 、 “瘦人相扑” 、 “病医 

人”一样难以置信的。 

⑤ 萨珊王朝(Sassanid Empire，226−650)，波斯在公元 3 世纪至 7 
世纪的统治王朝，被认为是第二个波斯帝国。 

⑥ 泰西封(Ctesiphon)，萨珊王朝首都，遗址位于今伊拉克首都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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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达东南 32公里处。 

⑦ 波斯(Parsa)。以上三词在石田原著中俱为罗马字转写的日文， 

其日文假名分别为サーサーン（萨珊）、クテシフォン（泰西 

封） 、ペルシア（波斯）。 

⑧ 尤里乌斯·费迪南·卢思卡(Julius  Ferdinand  Ruska，1867− 
1949)，德国东方学家、历史学家，主要研究炼金术和伊斯兰 

科技。 

⑨ 乔治·弗雷德里克·坤斯(George Frederick Kunz，1856−1932)， 

美国矿物学家、矿物收藏家，著名的宝石学专家。 

⑩ 关于白鸟库吉的研究动机及其评价，非本文论述范围，故不作 

展开。 

柳田国男(1875−1962)，日本著名的妖怪民俗学者，有《柳田 

国男全集》全 32卷。 

孙晋泰(1900−?)，韩国民族史、民族文化学家，著有《朝鲜民 

族故事研究》、《朝鲜民族史概论》、《朝鲜民族文化研究》等。 

森铣三(1895−1985)，日本历史学家、目录学家，有《森铣三著 

作集》及《续编》共 30卷。 

但这并非石田所始创，在此之前，盐谷温就已经从比较文学的 

角度研究了中日文学之间久远而又深刻的联系，如《飞燕外 

传》、《游仙窟》之于《源氏物语》，《搜神记》之于《浦岛 

物语》，《水浒传》之于《八犬传》等。可参看盐谷温著、孙 

俍工译：《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小说》，开明书店 1929 
年版，此为陈译本所无。 

有关中日文学比较研究方面的专著，如严绍璗：《中日古代文 

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年版；后藤昭雄著、高兵 

兵译：《日本古代汉文学与中国文学》，中华书局 2006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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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achievement  of  Ishida Mikinosuke's  research  about  the  fiction  of  sketches  in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is  mainly  in  his  Changan  Spring.  It  includes  translation  and  edition,  emendate,  note,  textual  research, 
discussion, which expounded the stories of Hu merchants buying treasures and researched its influence and variation in 
Japanese literature.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ancient novel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t isn’t mainly achievement 
of  Ishida Mikinosuke, but  the  important  academic  significance  is  that he has  opened up  a new  field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in Modern Japan. 
Key Words: Ishida Mikinosuke; Changan Spring; the fiction of sketches in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stories 
of the Hu merchants buying treasures; academic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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