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５卷　第４期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湖　南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３５，Ｎｏ．４
Ｊｕｌ．２　０　２　１

ＤＯＩ：１０．１６３３９／ｊ．ｃｎｋｉ．ｈｄｘｂｓｋｂ．２０２１．０４．０２２

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传播的历史＊

武志勇，刘子潇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摘　要］通过梳理老思想与著作在日本一千四百多年的传播轨迹，可知地域的接近、文化的深度交融为老子

思想与著作在日本的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其传播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７至１７世纪自上层社会开始的老子思

想传播；１７至１９世纪中叶老子著作以注本形式流传开来；１９世纪中叶以后老子思想影响学界和社会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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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１世纪，班固在《汉书·地理志·燕地》中

载，“乐 浪 海 中 有 倭 人，分 为 百 余 国，以 岁 时 来 献

见”［１］。中国和日本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史，其层面

之广阔深厚，其 内 涵 之 丰 富 多 彩，其 影 响 之 深 刻 全

面，是东亚乃至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极为重要的篇章。
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地缘上的接近与文

化上的深度交融，促进了中日两国密切的交流往来。
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的传播历史悠久。据统计，
截至２０２０年４月，日文的《老子》译本达到７４种，相
关研究论文３４９篇，研究著作９３部①。经过一千四

百多年的流传与积累，其译本数量与著作成果颇丰。
本文试图梳理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的历史性传播

轨迹，并对不同时期的传播特点进行归纳总结。

一　地缘的接近和文化的深度交融

是传播的有利条件

（一）地域的接近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陆地资源稀

缺。四面环海的地理环境以及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

的独特位置，导致海啸、台风、火山、地震等自然灾害

频发。复杂、特殊的地理位置致使其族群的危机意

识十分强烈，基本的生存问题成为其关注重心。
国力的强 盛，可 以 促 使 文 化 更 好 地 向 外 传 播。

＊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１６
［基金项目］华东师大幸福之花先导基金重大研究专项：历史跨度和全球视野中的老子学说研究及其大数据分析（４１３００－２０１０４－２２２２５１）
［作者简介］武志勇（１９６５—），男，山西永济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史、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老子思想域外传播与接受”课题组统计了２０２０年４月以前世界主要语种包括日语、英语、俄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的《老子》译本、研究
著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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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地理上的接近，为老子思想

在日本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古代中国，不论在经济、
政治还是文化的发展上，一直领先于日本。中国唐

代，政策的开放、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开明，吸引着万

邦来朝。这一时期，日本对唐朝文化的学习达到了

近乎痴迷的程度。宋元时期，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

及京杭大运河的重修，我国的海外贸易迅速发展，中
日两国交往更为频繁密切。在两国长期的经济往来

与政治互动中，华夏文明与道家典籍逐渐传入日本，
并产生了较强的辐射作用。

（二）文化的深度交融

作为东亚文化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文

化长期以来深受中华文化熏染与滋养，对中华文化

兼收并蓄。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以前日本的文化

发展，得益于对古代中华文化多方面的吸收与融合。
其中，汉字的传入、禅宗的兴盛及遣唐使的助力，推

动了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的传播进程。

１．汉字的文化联结

汉字在日本的传播与日本汉文教育的普及，一

定程度上消 解 了 日 本 社 会 阅 读 中 华 典 籍，包 括《老

子》原文的文字障碍。中日文化的深度交融体现在

对汉字的共同使用上。文字作为一种抽象媒介，是

文本世界建构与表达的核心元素。受众往往通过阅

读文本，在脑海中形成文字符号所描摹的意义载体，
进而完成对于陌生事物的概念认知［２］。正如摩尔根

所说，文 字 的 使 用 是 文 明 伊 始 的 一 个 最 准 确 的 标

志［３］。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汉字凭借 古 代 中

国的强盛国力、文化魅力，在东亚地区被广泛接纳和

使用。《日本国志》曾记载：“日本古无文字，而有歌

谣，上古以来，口耳相传。汉籍东来后，乃 假 汉 字

之音而填以国语，如古《万叶集》所载和歌，悉以汉

字填之。”［４］汉字填补了日语书写方式的空 白，在 相

当长的时间里被作为官方文字使用。随着时间的推

移，汉字在普通民众中也普及开来。汉字传入日本，
成为中日在文化上的联结纽带，促成两国十分密切

的文化交往。
日本的汉文教育历史悠久，在整个东亚地区的

汉文教育史上占有绝对优势地位［５］。公元１世纪中

叶，日本列岛 已 经 出 现 并 有 人 使 用 汉 字［６］。公 元６
世纪至１２世纪，是日本汉文教育的萌芽阶段，日本

皇室与贵族成为学习主体，圣德太子是这一时期的

代表人物。他自幼习内教、学外典。在广泛吸纳中

华文化的过程中，他对道家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认

知和研究。《上宫圣德法王帝说》评赞圣德太子：“亦

知三玄五经之旨，并照天文地理之道。”在这里，“三

玄”指的就是《老子》《庄子》《周易》。由此可以证明，
圣德太子曾研习老庄之学。江户时代，汉文教育延

展至日本民间，汉文教科书应运而生。明治时代，汉
文成为初中教授的科目之一。日本社会努力学习汉

字、接受汉文教育，为老子思想及其著作在日本的传

播建立了良好的文字媒介基础。

２．佛教东传的纽带作用

在精神文化层面，日本的佛教文化被深深打上

了古代中国的文化烙印。早在奈良、平安时期，中国

禅宗就已传入日本。镰仓时代，先是荣西两次入宋，
嗣法虚庵怀敞禅师，归国后创立日本临济宗，后又有

道元入宋，嗣法长翁如净禅师，归国后创立日本曹洞

宗。自此，禅 宗 开 始 作 为 独 立 宗 派 在 日 本 发 挥 影

响［７］。禅宗由于适应了武士阶级和幕府政治上的需

要，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作为高度中国化的佛教

宗派，禅宗原本就与道家多有相通之处［８］。日 本 中

世的禅僧对待道家典籍怀有开放的态度和高涨的研

究热情，一批关注老学的禅僧由此出现，入宋僧圆尔

辨圆、吉田兼好便是代表。圆尔辨圆撰写的《普门院

经论章疏 语 录 儒 书 等 目 录》（１３５３）记 载 了 有 关《老

子》的内容。吉 田 兼 好 在《徒 然 草》（成 书 于１３３６－
１３９２年间）中提到“与人无争，枉己从人”“书籍如令

人赞叹的《文选》《白氏文集》、老子的篇章和南华经

等”，表明当时日本僧侣的精神生活甚至价值观念受

到老子思想影响。佛教的东传成为老子思想与著作

顺势向日本传播的纽带。

３．日本遣唐使的助力

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着“中介人”这一特

殊群体。他们与“自我叙述者”分别来自不同的文化

背景，但是却与其有着类似的观察视点，是构成中华

文化海外传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９］。日本遣唐使

便是活跃的“中介人”。他们将大量的中华典籍（包

括道家典籍）带回日本，扩大了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

本传播的广度与深度。自汉朝起，日本便和中国开

始遣使交往。公元５７年，中国与日本进行了第一次

官方交流活动。盛唐时期，日本以朝圣者的心态向

唐朝学习先进文明。自舒明天皇二年（公元６３０年，
唐太宗贞 观 四 年）六 月 派 遣 犬 上 三 田 耜 出 使 唐 朝

起，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 （公元８９４年，唐昭宗乾宁

元年）九月止，日本共派出了１９次遣唐使，跨飞鸟、
奈良、平安三个时代。唐朝盛行的“崇道”之风深刻

影响着日本使节。奈良时代，吉备真备曾两次跟随

遣唐使团入唐，将大量的道家典籍带回日本。平安

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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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日本遣唐使来华愈加频繁，持续吸收中华传统

文化典籍 的 内 在 思 想 精 髓。“入 唐 八 僧”之 一 的 空

海，在《三教指归》《文境秘府论》中对《老子》《庄子》
原文有所引用与论述。

此后，宋元时期中日民间密切的贸易往来，明清

时期中日交往，均加强了华夏文明及道家思想对日

本社会的影响。

二　老子思想在日本

各个历史时期的传播特点

　　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的传播经历了一千四百

多年，各个时期的传播特点各不相同。
（一）７至１７世纪：自上层社会开始的老子思想

传播

日本飞鸟时代，老子思想的传播主要集中在上

层社会，圣德太子成为该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６０３
年，圣德太子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其中所谓的“当
色”，即指将紫、青、赤、黄、白、黑六色，分别配于德、
仁、礼、信、义、智六阶。六字之首的“德”配以“紫”，
这种以紫为上的观念便是中国道家所崇尚的。６０４
年，圣德太子制定与颁布了《宪法十七条》。其中，第
五条“绝餮弃欲，明辨诉讼”的说法，与老子所主张的

“少私寡欲”、清净无欲思想是相通的。而其“绝餮弃

欲”的表达方式，则可能来源于老子的“绝圣弃智，民
利百 倍；绝 仁 弃 义，民 复 孝 慈；绝 巧 弃 利，盗 贼 无

有”［１０］。《冠位十二阶》《宪法十七条》或多或少地浸

染着道家思想。
奈良时代，日本士人对老子人生哲学的崇尚与

道家词汇的广泛运用，表明老子思想已逐渐被日本

知识分子接纳，渗入日本文化，产生社会影响。日本

第一部历史 和 文 学 著 作《古 事 记》，成 书 于７１２年。
作者安万侣对混沌初开、天地形成之始的阐述，深受

道家思想的启发。他将“无名”“无为”等具有道家色

彩的词语引入《古事记》，汲取并内化了老子“无为而

治”的理念。
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于７５１年完

成。收 录 在 其 中 的１１６首 诗 作，频 繁 引 用 诸 如“无

为”“至德”等体现道家精神的词汇和典故。魏晋时

期，尊崇老庄的竹林七贤成为《怀风藻》中诗人们追

捧的对象。竹林七贤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秉持“弃经

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哲

学，成为《怀风藻》中身在官场、厌倦名利诗人的向往

境界，引领着他们去追寻无欲无求的超脱心境与自

由适意的生活。古麻吕《望雪》诗句“无为圣德重寸

阴”，山前王《侍宴》诗句“四海既无为，九域正清淳”，
藤原总前《侍宴》诗句“无为自无事，垂拱勿劳尘”便

是明证。越智直广江在《述怀》中所写“文藻我所难，
庄老我所好。行年已过半，今更为何劳”，表达了对

老庄之学的崇尚与对自在生活的追求。留学僧释智

藏在汉诗《秋日言志》中写道：“因兹竹林友，荣辱莫

相惊。”其中，“竹 林 友”便 指 魏 晋 时 期 的 竹 林 七 贤。
“荣辱莫相惊”的人生态度，明显来源于《老子》十三

章中“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

下，得之若惊，失之如惊，是谓宠辱若惊”。日本汉学

家蜂屋邦夫指出，古代日本知识分子一方面直接阅

读了老庄的著作，一方面以竹林七贤作为六朝时代

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通过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理解

六朝时代的思想［１１］。竹林七贤成为日本士人认知、
理解老子思想的桥梁。上述史实表明老子思想被当

时日本文士所推崇，并熏染其精神生活。
平安 时 代，藤 原 佐 世 的《日 本 国 见 在 书 目 录》

（８９１－８９７）、丹波康赖的《医心方》（９８４）、具平亲王

注解的《弘决外典钞》（９９１）、藤原明衡的《本朝文粹》
（１０３７－１０４６）等著作，直观地呈现出当时日本社会

对于道家经典的阅读与借鉴热情。
镰仓时代，《老子》注释本增多。除了平安时代

流行的《老子》河上公注本、《老子》王弼注本外，以贾

大隐的《老子述义》、玄宗注《道德经》，以及林希逸口

义释本为代表的“口义”本，行文通俗易懂，逐渐在日

本社会流行。

１７世纪以前，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呈现出自

上而下的传播态势。飞鸟时代，老子著作与思想在

日本上层社会传播，圣德太子是主要代表人物。但

是，由于圣德太子崇信儒佛，此时期日本社会对于道

家思想的接受与理解较为零散与肤浅。自奈良时代

开始，老子思想逐渐渗透至知识分子阶层，构成其精

神生 活 的 一 大 侧 面。平 安、镰 仓 时 期，明 白 晓 畅 的

“口义”本实现了广泛传播。
（二）１７至１９世 纪 中 叶：《老 子》注 本 在 日 本 流

传开来，诠释角度多元

１７－１９世纪，也就是日本的近世时期。江户时

代中期，幕府的财政危机导致整个统治阶层在经济

上陷入困境。为了缓解这一经济难题，统治者实行

了诸多干涉农民生产生活的措施，加强征收农民的

贡租。农民走投无路，奋起反抗，农民起义频发。政

治环境的剧烈变动同样反映在思想领域中。随着德

川体制的动摇和衰落，作为其官方意识形态的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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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乃至整个儒学，也开始显露出其弊端。思想文化

领域逐渐呈 现 由 一 元 到 多 元 的 变 化 趋 势［１２］。提 倡

“无为而治”“无欲无求”的老子思想，突破儒学对人

们意识形态的控制，成为这一时期日本民众的精神

慰藉。
江户时代，从事老庄研究的各类学者和老庄注

本有１６９家，其 中 研 究《老 子》者 多 达９１人［１３］。林

罗山日译的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１８６８），导致河

上公注本几乎在日本绝迹，转而被林希逸注本所替

代。此外，林罗山还著有日文注释本《老子抄解》，将
老子思想作 为 一 个 独 立 思 想 体 系 进 行 研 究［１４］。海

保青陵与东条一堂分别著有《老子国字解》和《老子

标注》。
江户时代日本知识界不再局限于对《老子》原文

的简单复述，而是将老子思想与当地的文化相融合。
这一时期老学的发展，离不开徂徕学派的倡导与推

进。荻生徂徕重视对老子之“道”的研究，并善于阐

释和运用 老 子“道”的 哲 学 思 想。其 代 表 作《辩 道》
（１６５４－１９１１）开 篇 提 到“道 难 知 亦 难 言，为 其 大 故

也”，这来源于《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第二

十五 章“吾 不 知 其 名，字 之 曰‘道’，强 为 之 名 曰

‘大’”。在经世论上，荻生徂徕把《老子》的“无为而

治”看做“圣人之道”的重要补充，认为“与其轻率地

施以拙劣的治疗，不如行老子之道”。另外，荻生徂

徕的安民观念是“使民安稳，所谓安稳，就是无饥寒

盗贼之患，邻里可信，其国显于世界，其家安居乐业，
如此渡过一生”［１５］。这与《老子》在第八十章所描述

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具

有相通之处。同时，太宰春台的《老子特解》、渡边蒙

庵的《老子愚读》（１７４３）、服部南郭的《老子考》、广濑

淡窗的《老子摘解》等，均为徂徕学派研究《老子》的

代表著作。
近世时期，老子思想与著作以注本的形式在日

本社会流传开来。这一时期，《老子》译本数量颇丰，
诠释角度较为多元。

（三）１９世纪中叶以后：老子思想与著作影响学

界和社会多个方面

１．二战之前

作为一场极具国家主义色彩的现代化变革，明

治维新开启了日本全面现代化之路。二十多年间，
日本日渐强盛的国力与繁荣发展的经济，导致国内

社会的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潮迅速蔓延，传统伦

理道德渐失，社会精神生活危机日益凸显。为了着

力恢复日本的道德意识，回归社会的淳风美俗，日本

学者试 图 在《老 子》中 寻 找 思 想 的 启 迪 和 心 灵 的

慰藉。
这一时期，涵盖明治时代、大正时代、昭 和 时 代

和平成时代，老 子 思 想 与 著 作 传 播 广 泛，日 本 哲 学

界、文学界均深受影响。
首先，老学 研 究 成 果 丰 富。１９００年，远 藤 隆 吉

的《支那哲学史》出版。他运用思想史的方法，在序

论、纯正哲学、实践哲学（伦理、政策、用兵、处世论）
和结论四 部 分，对《老 子》进 行 了 较 为 深 入 的 探 究。

１９１５年，宇 野 哲 人 在《支 那 哲 学 史 讲 话》中，对《老

子》中的“本体论”“伦理学”“政治论”进行了论述，讨
论老子的宇 宙 观。１９２１年，京 都 大 学 创 办 了《支 那

学》学刊，标志着日本近代“中国学”的确立，也表明

日本对 中 国 思 想 的 研 究 进 入 了 一 个 新 的 阶 段［１６］。
作为日本中国学中的实证主义先驱和奠基者，武内

义雄坚持考证学的研究方法，运用相关文献进行逐

一 考 证。他 的《老 子 原 始》（１９２６）、《老 子 研 究》
（１９２７）行文措辞十分严谨，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

贡献的杰作，也是日本现代学人研究老子思想的奠

基之作。小柳司气太的《老子讲话》（１９２７）、津田左

右吉的《道家思想及其展开》（１９２７）、《关于〈老子〉研
究法》（１９３３）、斋伯守的《支那哲学史概论》（１９３０）及
鹈泽总明的《老子的研究》（１９３７）等，都是日本现代

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著作。伊福部隆彦从宗教学视

角，撰著了《老子精髓》（１９４１）、《老子眼藏》（１９４２）、
《老子道讲话》（１９４３）等专著。狩野直喜将考证学与

思想史相结合，从“老子传”“老庄学派的起源”“老子

的学说”三方面展开老学研究。长谷川如是闲则采

用“ｉｎｓｉｄｅ”和“ｏｕｔｓｉｄｅ”兼在的社会学方法，对《老子》
进行研究。他认为《老子》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日

本文化创新需借鉴的一种思想资源。
其次，是对文学的影响。日本文学巨匠 夏 目 漱

石将老子 思 想 融 入 自 己 的 文 学 作 品 中。《我 是 猫》
（１９０４－１９０６年间）、《虞美人草》（１９０７）曾多次出现

“无为而化”“老子曾说过”之类的语句。他在《三四

郎》（１９０８）、《其后》（１９０９）等作品中，提出了“则天去

私”，体现了老子“少私寡欲”“道法自然”“非以其无

私邪，故能成其私”的观点。哲学家西周曾说：“物实

为阳极，虚为阴极；其于色，白为阳极，黑为阴极；其

于知觉，热为阳极，寒为阴极；其于光，明为阳极，暗

为阴极；其于有机性体，生为阳，死为阴……”他关于

宇宙进化与自然界发展的观点与老子阴阳学说存在

相通之处。中江兆民吸收了老子辩证法的思想，坚

信“大”“小”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只要经过人们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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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创造，身体之“小”必能转化为才能之“大”。他

力图以此思想来提高日本民族的自信心，促成日本

迅速走向现代化，赶上西方发达国家。
这一时期《老子》译本的数量也在增加。小柳司

气太 的《日 译 老 子》于１９２０年 出 版 之 后，分 别 于

１９２４、１９３５、１９４０、１９５６年 再 版４次。山 田 爱 剑 的

《新译老 子 谈 话》（１９２５）、西 田 长 左 卫 门 的《老 子》
（１９２７）、广濑又一与清水起正共译的《英日双译：老

子、大学、中 庸》（１９３３）及 关 仪 一 郎 的《老 子 注 集 大

成》（１９４２），均是这一阶段的重要译本。

２．二战之后

日 本 在 经 历 了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的 惨 痛 教 训 之

后，经济、政治及文化等方面均面临着反思与重建。
老子所倡导的“利万物而不争”“自然无为”“无欲无

求”“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

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

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的思想，与当时日本民

众强烈反战的情绪十分契合。

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９日，中 日 两 国 关 系 正 常 化。改

革开放后，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中日两国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互鉴日见频密。政

治经济与文化层面的热络互动，是老子思想与著作

在日本传播的外在条件和内在动力。此阶段《老子》
日语译本的 数 量 增 至４９本。１９５４年，诸 桥 辙 次 的

《老子讲义》出 版。之 后 的 五 十 多 年 间，该 书 再 版５
次。奥平卓于１９６４年出版的《老子》也有４次再版。
小川环树 的《老 子》（１９７８）、守 屋 洋 的《新 释 老 子》
（１９８４）、深 津 胤 房 的《老 子 细 读》（１９９４）、新 井 满 的

《老子：自由译》（２００７）、加岛祥造的《老子新译：来自

无名领域的声音》（２０１３）、田中佩刀的《〈老子〉全译》
（２０１９），也是日本现代时期的主要译本。

与老子思想相关的研究著作也纷纷面世。１９４５
年之 后，日 本 所 发 行 的 研 究 老 子 思 想 的 专 著 有９１
本，代表作有田所义行的《老子的探究》（１９５９）、大野

实之助的《老子：人与思想》（１９７５）、大滨皓《老子的

哲学》（１９８６）、志贺一郎《老子正解》（２０００）和安富步

《老子的教诲》（２０１７）等。
日本全面现代化以来，《老子》的日语译本与相

关研究著作实现了量的提升与质的飞跃，老子思想

与著作的影响进一步深化。

三　结　语

通过审视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历经一千四百

多年的传播活动，可以发现其传播行为呈现出以下

几个特点：
第一，良好的地域优势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典籍

东传日本的有利条件。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
日本近水楼台先得月，凭借地理上的接近性，于飞鸟

时代便早早接触老子思想。历经千余载的传播与沉

淀，老子思想已渗入日本文化的多个层面。
第二，作为东亚汉文化圈的一员。日本 民 众 长

期使用汉字、接受汉文教育，减少了其阅读《老子》原
文的识读和理解困难。

第三，在老子思想与著作的东传过程中，禅僧和

来华使节开放的文化态度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兼

容并包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加速了老子思想与著

作在日本的传播进程，也促进了日本的老学研究。
第四，日本民众精神层面的需求推进了老子思

想与著作的东传。具有普适价值、倡导“无为而治”
的老子思想，成为剧烈变动时代和艰困时期日本民

众的精神慰藉。
第五，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老子思想与

著作，以 及 整 个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在 日 本 传 播 的 重 要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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