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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卓螢 著

李白詩文在日本江戶時代的影響與詮釋



提    要

該專著是在作者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完成的。首次對李白詩文在日本江戶時代的傳播情況

及其影響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調查，尤其注意日本和刻本及選本的印行流傳情況，通過大量文獻

資料的梳爬，還原了日本江戶時代李白詩文的接受與傳播規律、變化的過程，揭示了江戶時代

日本漢詩人對李白詩文的受容與詮釋，並在此基礎上探索了這一文學現象背後的歷史文化動因。

該專著在現有的日本漢詩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多角度和多維度的延伸與深化，對以往在日本

漢詩研究中顯得碎片化的李白接受相關內容進行了整合與梳理，並對日本江戶時代的漢詩人及

其歷史文化背景加以剖析，著力挖掘日本江戶時代不同文獻、漢詩人及文學集團之間接受李白

詩文的異同與聯繫，甚至將視野擴展至日本俳諧、書畫等其他文學、文藝的領域，通過接受者

的角度嘗試勾勒出更具象化和多元化的接受史面貌，體現了日本漢詩研究的新進展，是中華文

明海外傳播史的有機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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