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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定家的「唐土觀」  

——以『定家八代抄』為中心——  

 

陳  錦 清   

 

中文 摘要  

 

  小 論 以 『 定 家 八 代 抄 』 羈 旅 卷 卷 首 第 七 七 一 首 和 第 七 七 二

首 和 歌 為 研 究 對 象 ， 解 析 其 具 體 表 達 手 法 以 及 抄 錄 者 定 家 的 意

圖 。 定 家 在 更 改 這 兩 首 和 歌 的 同 時 ， 敏 感 地 意 識 到 “ 大 和 ” 和

“ 日 の 本 ” 二 詞 的 微 妙 差 別 ， 並 從 以 上 兩 個 詞 語 中 選 用 了 “ 大

和 ”。 由 此 可 見 定 家 的 心 境 ， 也 就 是 對 異 國 唐 土 既 懷 有 憧 憬 之

情 ， 又 通 過 將 其 與 本 國 “ 日 の 本 ” 相 對 比 ， 來 凸 顯 “ 日 の 本 ”

更 優 越 。此 外，『 定 家 八 代 抄 』中 的 這 種 自 國 意 識 可 以 說 是 歷 來

容 易 被 忽 視 的 和 歌 的 政 治 性 的 體 現 。  

 

 

關 鍵 詞 ： 唐 土  定 家 八 代 抄  羈 旅  自 國 意 識  

                                                   
  廣 東 海 洋 大 學  講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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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ika’s 「 view of morokoshi」  

──Focus on the 『Teika Hachidai-syu』── 

 

C H E N ,  J i n Q i n g   

 

Abst rac t  

 

T h i s  t h e s i s  i s  t o  c l a r i f y  t h e  w r i t t e n  e x p r e s s i o n  t e c h n i q u e  o f  t h e  

N o . 7 7 1  a n d  N o . 7 7 2  p o e m s  s e l e c t e d  f r o m  t h e  c a t e g o r y  o f  J o u r n e y  

i n  『 Te i k a  H a c h i d a i - s yu』  a n d  t o  f i n d  t h e  i n t e n t i o n  o f  Te i k a ,  t h e  

e d i t o r  o f  t h i s  P o e m  a n t h o l o g y.  I t  w a s  n o t i c e d  t h a t  Te i k a  h a d  

c h a n g e d  t h e  s e q u e n c e  o f  p o e m s  a n d  t h a t  d i s t i n g u i s h i n g  t h e  t i n y  

d i f f e r e n t  m e a n i n g  b e t w e e n  t h e  t w o  p r o p e r  n o u n s ,  Ya m a t o  a n d  

H i n o m o t o ,  h e  h a d  c h o s e n  t h e  l a t t e r  o n e  a s  t h e  e x p r e s s i o n  i n  t h e  

a n t h o l o g y  i n  o u r  s t u d y.  I n  c o n c l u s i o n ,  I  t h i n k  t h a t  w e  c o u l d  f i n d  

Te i k a ’s  m i x t u r e  o f  h i s  ye a r n i n g  f o r  M o r o k o s h i  a n d  h i s  s e n s e  o f  

s u p e r i o r i t y  o f  H i n o m o t o  o v e r  M o r o k o s h i  i n  t h e  a n t h o l o g y.  A n d ,  

t a k i n g  t h i s  t w o  s e l e c t e d  p o e m s  a s  o u r  r e f e r e n c e ,  w e  c o u l d  f i n d  

Te i k a ’s  n a t i o n a l  c o n s c i o u s n e s s  a n d  w e  s h o u l d  p a y  m o r e  a t t e n t i o n  

i n  o u r  f u r t h e r  s t u d y  o f  Wa k a  p o e m  i n  i t s  p o l i t i c a l  a s p e c t  w h i c h  i s  

o f t e n  i g n o r e d .  

 

 

K e yw o r d s  : m o r o k o s h i ,  『 Te i k a  H a c h i d a i - s yu』 ,  J o u r n e y,   

View of morokoshi 

 

                                                   
  L e c t u r e ,  G u a n g  D o n g  O c e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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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家の「唐土観」について  
——『定家八代抄』を中心に—— 

 

陳  錦 清  

 

要旨  

 

 小 論 は 『 定 家 八 代 抄 』 羈 旅 巻 の 巻 頭 歌 七 七 一 番 歌 と 七 七 二

番 歌 を 研 究 対 象 と し 、 そ の 表 現 方 法 の 詳 細 と そ の 抄 録 者 で あ

る 定 家 の 意 図 を 分 析 し た も の で あ る 。 定 家 が そ の 二 首 の 歌 の

排 列 順 序 を 変 更 し た こ と と 同 時 に 、「 大 和 」と「 日 の 本 」と い

う 二 語 の 差 異 を 敏 感 に 意 識 し た う え 、そ の 二 語 か ら「 日 の 本 」

を 撰 ん だ 。 以 上 の こ と か ら 定 家 の 次 の よ う な 心 境 を 示 し て い

る 。 そ れ は 、 異 国 で あ る 唐 土 に 憧 れ な が ら も 、 そ れ を 自 国 で

あ る「 日 の 本 」と 対 比 す る こ と で 、「 日 の 本 」が 唐 土 よ り 優 越

し て い る と い う 心 境 で あ る。さ ら に 、『定 家 八 代 抄 』に見 え た

こ の よ う な 自 国 意 識 は 、 従 来 無 視 さ れ が ち で あ る 和 歌 の 政 治

性 の 現 れ で あ る と 言 え よ う 。  

 

 

キ ー ワ ー ド ： 唐  定 家 八 代 抄  羈 旅   自 国 意 識  

 

                                                   
  広 東 海 洋 大 学  講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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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定家的「唐土觀」  

——以『定家八代抄』為中心——  

 

陳  錦 清  

 

1.引言  

  『 定 家 八 代 抄 』也 被 稱 為 二 四 代 集 。據 樋 口 芳 麻 呂 考 究 ，『 定

家 八 代 抄 』 是 定 家 在 建 保 三 年 （ 一 二 一 九 ） 四 月 十 五 日 ， 按 照

『 新 古 今 和 歌 集 』 的 部 類 順 序 從 八 代 集 選 取 一 八 〇 九 首 和 歌 而

編 成 的 私 選 集（ 以 流 布 本 為 基 準 ） 1。在 本 書 批 註 中 定 家 對 編 寫

過 程 作 如 下 說 明 。  

 

  隨 僅 覚 悟 書 連 此 哥 ， 自 古 以 來 ， 在 人 口 古 賢 秀 歌 等 自 然 忘

卻 不 書 之 ， 況 於 中 古 以 後 乎 ， 更 不 可 有 用 捨 之 謗 ， 只 以 愚 鈍 之

性 註 所 暗 誦 耳 。 2  

 

  上 述 的 「 隨 僅 覚 悟 」 與 『 秀 歌 體 大 略 』 的 開 篇 「 隨 耄 昧 之

覚 悟 」 以 及 『 近 代 秀 歌 』 中 的 「 わ づ か に お も ひ 得 た る こ と を

書 つ け 侍 り し 」 所 表 達 的 意 思 是 相 似 的 ， 也 就 是 說 在 編 寫 『 定

家 八 代 抄 』 的 時 候 ， 定 家 是 憑 藉 著 自 己 的 記 憶 ， 把 自 古 以 來 膾

炙 人 口 的 秀 歌 默 寫 下 來 的 。  

  我 們 註 意 一 下 『 定 家 八 代 抄 』 的 成 書 時 間 的 話 不 難 發 現 ，

當 時 正 值 『 新 古 今 和 歌 集 』 的 「 切 接 時 代 （ 切 り 継 ぎ 時 代 ）」，

而 這 個 時 期 ， 在 所 有 切 接 補 入 的 和 歌 當 中 ， 羈 旅 卷 的 補 入 歌 備

受 關 註 。 3那 麼 ，作 為『 新 古 今 和 歌 集 』編 者 之 一 的 定 家 ，他 是

如 何 看 待 羈 旅 歌 的 呢 ？ 他 在 更 能 體 現 個 人 意 向 的 私 選 集 『 定 家

八 代 抄 』 中 又 是 如 何 把 握 「 羈 旅 」 這 一 意 向 的 呢 ？ 另 外 ， 關 於

「 も ろ こ し 」迄 今 為 止 的 先 行 研 究 主 要 以『浜松中納言物語』、『 宇

                                                   
1
 樋 口 芳 麻 呂 ( 1 9 5 8 )『 定 家 八 代 抄 と そ の 研 究 下 』東 京 ： 未 刊 國 文 資 料 刊

行 會  
2
同 1  

3
關 於 『 新 古 今 集 』 切 接 時 期 的 研 究 有 如 下 三 篇 先 行 研 究 ：  

① 金 中（ 2 0 0 7 ）「新 古 今 集 羇 旅 巻 の 補 入 歌 ― ―『 夕 暮 の 旅 愁 』を 視 點 に 」

（『 東 京 外 國 語 大 學 日 本 研 究 教 育 年 報 』 卷 1 1）； ② 村 松 佳 奈 子 （ 1 9 9 7 ）

八 代 集 に お け る「 夕 暮 」の 歌 に つ い て（『 學 習 院 大 學 國 語 國 文 學 會 誌 』，

卷 4 0）； ③ 石 原 明（ 1 9 7 9 ）「 新 古 今 和 歌 集 の 三 夕 の 歌 に つ い て 」『 中 世 近

世 文 學 研 究 』 東 京 ： 中 世 近 世 文 学 研 究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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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保 物 語 』 和 『 松 浦 宮 物 語 』 等 物 語 為 対 象 ， 針 對 日 本 対 中 國

意 識 進 行 了 論 述 。比 如 說 、金 孝 淑 4關 於「 も ろ こ し」本 身 所 具

備 的 能 夠 給 予 遣 唐 使 等 人 的 才 華 進 行 權 威 驗 證 這 一 功 能 進 行 了

分 析 。 還 有 ， 佐 野 正 人 認 為 「 宋 經 過 中 世 革 命 之 後 ， 成 為 了 世

界 上 技 術 、 文 物 以 及 思 想 、 文 學 的 供 給 源 、 現 實 中 給 新 古 今 時

代 的 日 本 再 次 打 開 了 與 唐 土 在 思 想 方 面 、 文 學 方 面 溝 通 的 局

面 。 」 5筆 者 管 見 ，物 語 方 面「 唐 土 觀 」相 關 的 研 究 雖 已 取 得 較

大 成 果 ， 但 遗 憾 的 是 尚 未 見 到 有 關 和 歌 的 「 唐 土 觀 」 方 面 的 研

究 。 在 新 古 今 時 代 這 個 思 想 和 文 學 上 開 始 迎 來 再 次 的 交 流 興 盛

時 期 ， 平 安 歌 人 俊 成 和 後 鳥 羽 天 皇 所 吟 詠 的 「 も ろ こ し 歌 」 就

特 別 值 得 註 意 。  

○ け ふ と い へ ば  も ろ こ し ま で も ゆ く 春 を 都 に の み と 思

ひ け る か な  

（『 新 古 今 集 』 春 上 ・ 五 ・ 皇 太 後 宮 大 夫 俊 成 ）  

  這 首 膾 炙 人 口 的 立 春 之 歌 中 洋 溢 著 首 都 迎 春 的 喜 悅 之 情 。

據 五 行 之 說 ， 立 春 時 ， 春 天 的 腳 步 是 由 東 海 出 發 而 西 行 ， 後 才

到 遙 遠 的 「 も ろ こ し 」 的 。 從 這 種 巧 妙 季 節 運 行 感 中 ， 可 窺 探

出 俊 成 只 要 身 在 日 本 ， 即 可 眾 覽 世 界 的 空 間 觀 念 。 這 種 眺 望 遠

處 ， 對 空 間 的 支 配 意 識 在 後 鳥 羽 天 皇 以 下 的 和 歌 當 中 體 現 得 更

加 淋 漓 盡 致 。  

      百 首 め さ れ し 時 、 眺 望  

○ あ さ 霞 も ろ こ し か け て 立 ち ぬ ら し ま つ ら が お き の 春 の

明 ぼ の  

（『 後 鳥 羽 院 禦 集 』 內 宮 百 首 ・ 二 〇 九 ）  

      題 知 ら ず  

○ ま つ ら が た も ろ こ し か け て 見 わ た せ ば さ か ひ は 八 重 の

朝 霞 か も  

（『 後 鳥 羽 院 禦 集 』 詠 五 百 首 和 歌 ・ 春 ・ 六 二 九 ）  

  後 鳥 羽 天 皇 以 一 國 之 主 的 身 份 登 高 望 遠 ， 目 光 所 及 之 處 的

「 朝 霞 」 浩 浩 蕩 蕩 ， 霞 光 遍 及 天 下 。 他 用 這 種 霞 光 所 及 範 圍 之

大 來 向 天 下 昭 示 自 己 作 為 君 主 的 榮 光 之 廣 。 遠 眺 朝 霞 的 作 品 除

了 以 上 兩 首 外 ， 後 鳥 羽 天 皇 的 「 見 渡 せ ば む ら の 朝 け ぞ 霞 み ゆ

                                                   
4
金 孝 淑 ( 2 0 0 4 ) 「 権 威 付 け の 装 置 と し て の 「 唐 土 」 と 「 高 麗 」 ― ― 『 う

つ ほ 物 語 』『 源 氏 物 語 』『 狭 衣 物 語 』 を 通 し て ― ― 」 田 中 隆 昭 編 『 日 本

古 代 文 学 と 東 ア ジ ア 』 東 京 ： 勉 誠 出 版  
5
佐 野 正 人 ( 1 9 9 0 ) 「『 松 浦 宮 物 語 』 論 ― ― 新 古 今 時 代 の 唐 土 ― ― 」『 日 本

文 芸 論 叢 』 卷 8， 仙 台 ： 東 北 大 学 文 学 部 研 究 室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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く た み の か ま ど も 春 に 逢 子 比 」（『 後 鳥 羽 院 禦 集 』 建 保 四 年 百

首 ・ 六 〇 〇 ） 更 具 有 君 主 之 範 。 這 首 和 歌 是 以 仁 德 天 皇 的 「 高

き 屋 に の ぼ り て 見 れ ば 煙 た つ 民 の か ま ど は に ぎ は ひ に け り 」

（『 新 古 今 集 』 賀 ・ 七 〇 七 ） 為 本 歌 的 。「 遠 眺 國 土 風 景 ， 遙 想

國 民 生 活 狀 況 」 的 這 種 仁 德 天 皇 的 體 恤 民 情 聖 君 主 形 象 躍 然 於

紙 上 。  

  換 言 之 ， 後 鳥 羽 天 皇 的 「 も ろ こ し 歌 」 主 要 是 宣 揚 自 己 作

為 一 國 之 君 的 威 武 光 芒 。  

  那 麽 ， 除 了 以 上 兩 位 歌 人 ， 作 為 新 古 今 時 代 的 歌 人 代 表 之

一 的 藤 原 定 家 對 「 も ろ こ し 」 的 認 識 又 是 怎 麼 樣 的 呢 ？ 由 於 上

述 仁 德 天 皇 的 賀 歌 剛 好 和 後 鳥 羽 天 皇 的 「 も ろ こ し 歌 」 在 宣 揚

君 主 仁 德 這 一 寓 意 上 有 著 異 曲 同 工 之 處 。 而 這 首 賀 歌 又 恰 恰 是

『 定 家 八 代 抄 』 中 唯 一 一 首 原 本 沒 有 左 註 而 被 抄 錄 進 『 定 家 八

代 抄 』 時 被 添 加 了 左 註 的 和 歌 。 由 此 可 知 ， 定 家 對 羈 旅 歌 懷 著

特 有 的 見 解。此 外，說 到 對 左 註，『 定 家 八 代 抄 』中 所 抄 錄 的 原

歌 中 有 左 註 的 和 歌 數 為 2 5 首，而 其 中 9 0 %的 左 註 由 於 均 是 涉 及

到 作 者 名 的 簡 短 內 容 ， 定 家 把 這 些 內 容 改 成 歌 人 後 刪 除 掉 左

註 。 而 『 定 家 八 代 抄 』 羈 旅 歌 卷 首 的 阿 倍 仲 麻 呂 所 作 的 和 歌 左

註 是 有 關 和 歌 創 作 背 景 的 較 詳 細 的 內 容 ， 為 什 麽 這 首 和 歌 的 內

容 亦 被 刪 掉 ？ 還 有 ， 對 於 有 渡 唐 經 驗 的 阿 倍 仲 麻 呂 和 山 上 憶 良

的 羈 旅 歌 ， 他 又 懷 有 一 種 什 麼 樣 的 態 度 呢 ？  

  本 稿 主 要 把 焦 點 定 在 『 定 家 八 代 抄 』 卷 首 第 七 七 一 首 和 第

七 七 二 首 和 歌 ， 明 確 定 家 在 編 撰 敕 選 和 歌 集 『 新 古 今 集 』 時 尚

未 能 體 現 出 來 的「 自 國 意 識 」以 及「 唐 土 觀 」，並 且 結 合 定 家 私

家 集 『 拾 遺 愚 草 』 的 「 も ろ こ し 歌 」（ 下 文 統 一 成 「 唐 土 歌 」），

探 究 定 家 的 「 唐 土 觀 」。  

 

2.遣唐使關聯歌的定位  

  首 先 我 們 先 來 看 看「 も ろ こ し 」在 字 典 中 的 涵 義 。『 角 川 古

語 大 辭 典 』 關 於 「 も ろ こ し 」 解 釋 道 「 平 安 時 代 以 後 は 、 中 國

を 意 味 す る が 、 國 家 を 表 す 場 合 は 「 も ろ こ し 」 を 使 う こ と が

多 い 。」 6而 另 外 根 據 『 時 代 別 國 語 大 辭 典 』，「 も ろ こ し 」 是 指

「『 諸 越 』を 訓 読 し て で き た 語 。元 來 浙 江 省 あ た り か ら 南 安 南

あ た り に か け て の 呼 稱 で あ っ た が 、 遣 唐 使 の 舟 が 浙 江 省 付 近

                                                   
6
中 村 幸 彦 、 阪 倉 篤 義 、 岡 見 正 雄 ( 1 9 9 9 )『 角 川 古 語 大 辞 典 〈 第 5 巻 〉』 東

京 ： 角 川 書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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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 着 い た こ と か ら 唐 の 國 土 全 體 を さ す よ う に な っ た 。」 7。 與

「 も ろ こ し 」意 思 相 近 的 還 有「 か ら 」一 詞 ，但 是 比 起「 か ら 」，

「 も ろ こ し 」 一 詞 更 側 重 於 把 中 國 作 為 一 個 現 實 中 具 體 存 在 的

國 家 來 描 述 。 因 此 ， 考 慮 到 紙 面 有 限 ， 本 稿 只 以 「 も ろ こ し 」

一 詞 為 切 入 點 ， 以 『 新 古 今 和 歌 集 』 羈 旅 卷 的 唐 土 歌 做 為 詳 細

分 析 的 對 象 。  

  具 體 而 言 ， 定 家 是 如 何 把 握 唐 土 這 一 意 象 的 呢 ？ 下 面 筆 者

針 對 『 定 家 八 代 抄 』 羈 旅 卷 卷 首 歌 第 七 七 一 首 和 第 七 七 二 首 和

歌 展 開 分 析 。  

  『 定 家 八 代 抄 』 羈 旅 卷 在 結 構 上 有 兩 個 特 徵 。 首 先 ， 其 卷

首 是 八 首 萬 葉 歌 ， 其 中 的 第 一 首 和 第 二 首 分 別 是 阿 倍 仲 麻 呂 和

山 上 憶 良 的 思 鄉 歌 。 羈 旅 是 一 種 在 故 鄉 與 異 鄉 之 間 的 空 間 移

動 ， 所 以 其 中 內 涵 了 濃 厚 的 空 間 意 識 。 在 這 種 意 識 的 影 響 下 ，

到 他 國 的 羈 旅 ， 歌 人 心 中 的 自 國 意 識 常 常 能 被 喚 起 。 正 因 為 思

鄉 是 羈 旅 歌 重 要 的 主 題 之 一 ， 而 且 由 於 羈 旅 歌 人 身 在 異 國 ， 這

種 情 懷 可 以 被 體 現 得 更 加 淋 漓 盡 致 。 其 次 ， 整 一 卷 的 和 歌 基 本

上 按 照 由 萬 葉 時 代 到 新 古 今 時 代 的 順 序 來 排 列 的 ， 這 種 排 列 方

法 可 以 說 明 『 定 家 八 代 抄 』 羈 旅 卷 是 平 安 時 代 以 前 羈 旅 歌 的 集

大 成 ， 它 凝 聚 了 『 萬 葉 集 』 到 『 新 古 今 和 歌 集 』 羈 旅 歌 歷 史 的

特 徵 。  

  而 同 樣 『 古 今 和 歌 集 』 羈 旅 卷 由 阿 倍 仲 麻 呂 和 小 野 篁 的 遣

唐 使 關 聯 歌 開 頭 ， 並 以 菅 原 道 真 和 素 性 法 師 的 羈 旅 歌 結 束 。 這

種 構 造 可 以 看 出 編 者 紀 貫 之 等 對 遣 唐 使 的 強 烈 意 識 。 而 『 新 古

今 集 』 羈 旅 卷 以 萬 葉 時 代 的 元 明 、 聖 武 天 皇 的 羈 旅 歌 開 卷 ， 並

在 最 後 排 列 了 新 古 今 時 代 的 後 鳥 羽 天 皇 的 羈 旅 歌 來 結 束 全 卷 。

這 種 排 列 方 式 通 過 首 尾 呼 應 的 方 式 把 把 羈 旅 歌 與 王 權 緊 密 地 連

在 了 一 起 。  

  但 是，從 具 體 排 列 順 序 來 看，我 們 不 難 發 現，『 定 家 八 代 抄 』

沒 有 完 全 照 搬 『 古 今 和 歌 集 』 和 『 新 古 今 集 』 中 卷 首 歌 的 排 列

順 序。而 是 把 山 上 憶 良 的（ 2）排 在 了 元 明 天 皇 和 聖 武 天 皇 這 兩

首 原 本 屬 於 卷 首 歌 的 前 面 。  

 

    も ろ こ し に て 月 を 見 て よ み 侍 り け る  

（ 1）あ ま の は ら ふ り さ け 見 れ ば 春 日 な る 三 笠 の 山 に 出 で し月

                                                   
7
上 代 語 辭 典 編 修 委 員 會  編（ 1 9 6 7）『時 代 別 國 語 大 辭 典  上 代 編 』東 京 ：

三 省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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か も     

 （『 定 家 八 代 抄 』 羈 旅 ・ 七 七 一 ・ 阿 倍 仲 麻 吕 ）  

    も ろ こ し に て 侍 り け る  

（ 2）い ざ こ ど も は や 日 の 本 へ 大 伴 の 御 津 の 浜 松 待 恋 ひ ぬ らん  

（『 定 家 八 代 抄 』 羈 旅 ・ 七 七 二 ・ 山 上 憶 良 ）  

 

  我 們 首 先 來 看 例（ 1）和（ 2）的 位 置 特 徵 。（ 1）和（ 2）位

於 羈 旅 卷 卷 首 這 一 重 要 位 置 ， 對 羈 旅 卷 整 體 起 著 奠 基 性 的 作

用 。 換 言 之 ， 這 兩 首 均 屬 遣 唐 使 關 聯 的 羈 旅 歌 被 定 家 定 義 為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羈 旅 歌 ， 因 為 它 們 已 經 取 代 了 在 『 新 古 今 集 』 中 雖

然 曾 經 屬 於 卷 首 歌 的 天 皇 歌 的 重 要 地 位 。  

  接 下 來 我 們 再 關 註 一 下 （ 1） 和 （ 2） 是 否 與 收 錄 在 八 代 集

中 的 原 歌 保 持 一 樣 。（ 1） 在 『 古 今 和 歌 集 』 羈 旅 卷 出 現 的 仲 麻

呂 的 和 歌 原 本 是 附 有 以 下 左 註 的 。  

 

も ろ こ し に て 月 を 見 て よ み け る  

○ あ ま の 原 ふ り さ け 見 れ ば 春 日 な る 三 笠 の 山 に い で し 月 か も  

こ の 歌 は 、 む か し 、 仲 麿 を 、 唐 土 に 物 習 は し に 遣 は

し た り け る に 、 数 多 の 年 を 経 て 、 え 帰 り ま う で 来 ざ

り け る を 、 こ の 国 よ り ま た 使 ま か り 至 り け る に た ぐ

ひ て 、 ま う で な む と て 出 で 立 ち け る に 、 明 州 と 言 ふ

所 の 海 辺 に て 、 か の 国 の 人 、 餞 別 し け り 。 夜 に な り

て 、 月 の い と 面 白 く さ し 出 で た り け る を 見 て 、 よ め

る と な む 語 り 伝 ふ る 。  

（『 古 今 集 』 羈 旅 ・ 四 〇 六 ・ 阿 倍 仲 麻 吕 ）  

 

  但 是 ， 定 家 將 以 上 描 述 阿 倍 歸 國 前 的 背 景 的 左 註 部 分 省 略

掉 了 。 而 同 樣 ，（ 2）的 原 歌 與 收 錄 在『 定 家 八 代 抄 』的（ 2）也

是 存 在 著 細 微 的 區 別 的 。  

 

   山 上 臣 憶 良 大 唐 に 在 り し 時 ， 本 郷 を 憶 ひ て 作 る 歌  

○ い ざ こ ど も は や 日 の 本 へ 大 伴 の 御 津 の 浜 松 待 恋 ひ ぬ ら ん  

（『 萬 葉 集 』 卷 一 ・ 六 三 ・ 山 上 憶 良 ）  

 

  以 上（ 2）與 其 原 歌 之 間 的 差 異 不 言 自 明 ，定 家 通 過 把 原 歌

的 詞 書 改 成 「 も ろ こ し に て 侍 り け る 」 這 種 細 微 的 改 動 ， 使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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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和 （ 2） 在 形 式 上 出 現 了 一 個 共 同 點 ， 也 就 是 兩 首 和 歌 的

「 序（ 詞 書 ）」都 以「 も ろ こ し に て 侍 り け る 」這 種 基 本 上 相 近

的 形 式 達 成 了 統 一 ， 定 家 這 種 微 妙 的 改 動 意 圖 很 明 顯 是 為 了 突

出 （ 1）（ 2）「 も ろ こ し 」 的 共 性 。  

  更 進 一 步 對 （ 1） 和 （ 2） 的 表 達 特 徵 進 行 分 析 的 話 ， 我 們

不 難 發 現 這 兩 首 卷 首 歌 在 「 言 靈 信 仰 」 方 面 也 是 存 在 著 共 同 之

處 的 。（ 1） 的 「 天 の 原 振 り さ け 見 れ ば 」 這 樣 的 表 達 在 『 萬 葉

集 』 中 出 現 了 八 例 ， 可 以 說 是 當 時 一 種 較 受 歡 迎 的 表 達 方 法 。

其 中 與（ 1）最 為 相 似 的 是「 天 の 原 振 り 放 け 見 れ ば 大 君 の 御 壽

は 長 く 天 足 ら し た り（『 萬 葉 集 』輓 歌・一 四 七 ）」。這 首 和 歌 中 ，

歌 人 向 上 天 祈 禱 天 智 天 皇 能 早 日 康 復 。 結 果 ， 上 天 保 證 了 可 以

讓 天 皇 恢 復 健 康。從 這 一 點 來 看，歌 人 虔 誠 的 祈 禱 是 有 成 效 的 ，

因 為 得 到 了 上 天 的 回 應。換 言 之 ，「 天の 原 振 り さ け 見 れ ば」向

上 天 祈 禱 最 終 帶 來 天 皇 的 康 復 這 種 行 為 其 實 內 涵 了 一 種 神 秘 的

言 靈 力 量 。（ 1） 沿 用 了 『 萬 葉 集 』 第 一 四 七 首 和 歌 的 「 天 の 原

振 り さ け 見 れ ば 」，並 借 用 其 極 具 神 秘 性 的 言 靈 力 量 ，很 巧 妙 地

表 達 了 仲 麻 呂 當 時 的 心 情 。 與 『 萬 葉 集 』 第 一 四 七 首 和 歌 的 歌

人 一 樣 ， 阿 倍 仲 麻 呂 希 望 能 通 過 「 天 の 原 振 り さ け 見 れ ば 」 這

一 行 動 ， 並 將 此 行 動 吟 詠 進 和 歌 當 中 ， 借 用 和 歌 的 言 靈 力 量 ，

幫 助 自 己 實 現 順 利 回 歸 故 鄉 的 願 望 。 同 時 ， 在 中 國 擡 頭 仰 望 蒼

空 ， 仲 麻 呂 油 然 而 生 的 鄉 情 也 通 過 月 亮 具 有 平 等 性 的 這 一 神 秘

特 徴 體 現 了 出 來 。 由 於 懸 掛 在 蒼 空 的 「 月 」 能 超 越 時 空 ， 所 以

（ 1）中 的「 月 」能 把 遣 唐 使 出 國 儀 式 的 舉 行 場 所 三 笠 山 和 蒼 空

連 成 了 一 體 。 月 亮 的 光 明 普 照 世 間 ， 一 切 萬 物 共 得 其 利 ， 無 論

是 遠 在 日 本 的 仲 麻 呂 的 親 人 還 是 身 處 異 鄉 的 仲 麻 呂 自 己 本 身 都

能 享 受 月 光 的 普 照 。 值 得 註 意 的 是 ， 即 便 仲 麻 呂 能 與 日 本 親 人

同 享 月 光 的 沐 浴 ， 他 懷 念 的 仍 是 「 春 日 な る 三 笠 の 山 に い で し

月 」，此 處 ，日 本 的 主 體 性 通 過「 月 」被 十 分 明 顯 地 體 現 了 出 來 。

這 與 「 詞 書 」 的 「 も ろ こ し に て 」 形 成 了 鮮 明 的 對 比 ， 從 這 種

對 比 當 中 ， 我 們 也 可 以 一 窺 定 家 將 種 麻 呂 作 為 卷 首 歌 以 表 達 自

己 的 「 唐 土 観 」 的 理 由 。  

  同 樣 ， 從（ 2）也 體 現 了 言 靈 信 仰 。（ 2）的 原 歌 是「 い ざ 子

ど も は や く 大 和 へ 大 伴 の 御 津 の 浜 松 待 ち 戀 ひ ぬ ら む （『 萬 葉

集 』 雑 ・ 六 三 ）」。 很 明 顯 ， 原 歌 的 「 大 和 」 在 『 定 家 八 代 抄 』

的 （ 2） 中 已 經 變 成 了 「 日 の 本 」。 這 是 定 家 無 意 的 背 誦 失 誤 ，

還 是 他 本 身 的 意 識 所 致 呢 ？ 其 目 的 又 何 在 呢 ？ 原 歌 的 「 大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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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的 是 當 時 日 本 的 首 都 奈 良 。 日 本 進 入 平 安 時 代 ， 在 七 九 四 年

日 本 首 都 遷 到 平 安 京 ，所 以 日 本 的 指 代 詞 由「 大 和 」變 成 了「 日

の 本 」。因 此 ，定 家 以「 日 の 本」代 替 原 歌 的「 大和 」的 原 因 也

許 正 在 於 遷 都 這 一 時 代 變 遷 的 客 觀 要 求 。 另 外 一 個 原 因 是 由 於

日 本 當 時 的 國 力 已 經 有 所 提 高。  「 日 の 本 」最 初 指 的 是「 日 の

出 る 処 」， 也 就 是 日 本 ， 最 初 使 用 的 是 六 〇 七 年 （推古十五年、

隋 大 業 三 年 ）。隋 煬 帝 看 到 倭 國 的 國 書 上 寫 道「 日 出 處 天 子 致 書

日 沒 處 天 子 無 恙 。 」 8後 ， 大 發 雷 霆 ， 並 命 令 對 方 今 後 不 允 許 再

傳 送 這 類 「 無 禮 」 的 國 書 。  

  在 奈 良 時 代 ， 曾 是 天 下 的 中 心 的 唐 土 「 作 為 一 種 判 斷 標 準

和 價 值 體 系 時 ， 它 具 有 絕 對 的 權 威 性 。 」 9因 此 ，隋 煬 帝 是 絕 對

不 容 許 周 邊 蠻 夷 自 稱 為 「 日 の 本 」 的 。 而『定家八代抄』的（2）

也 原 封 不 動 地 沿 用 了 「 日 の 本 」 這 一 說 法 。 從 這 一 點 可 以 窺 見

定 家 什 麼 樣 的 自 國 意 識 呢 ？ 定 家 在 編 撰 『 定 家 八 代 抄 』 時 ， 收

錄 的 不 是 原 歌 ， 而 是 （ 2）。 藤 原 定 家 在 收 錄 萬 葉 「 古 歌 」（ 2）

原 歌 時 ， 作 為 一 名 精 通 歌 意 ， 註 重 歌 詞 的 他 由 於 失 誤 而 將 「 大

和 」 誤 寫 成 「 日 の 本 」 的 可 能 性 極 低 。（ 2） 歌 的 第 二 句 『 萬 葉

集 』原 文 寫 作「 早 日 本 辺 」，次 點 本 、新 點 本 一 律 讀 作「 早 日の

本 へ 」，其 中 定 家 之 父 藤 原 俊 成 撰 寫 的『 古 來 風 體 抄 』中 也 同 樣

抄 作「 早 日 の 本 へ 」。在 如 此 多 種 版 本 中 ，存 在 了 兩 種 不 同 的 表

達 方 法「 早 日 の 本 へ 」和「 早 く 大 和 へ 」。而 藤 原 定 家 採 用 的 是

『 萬 葉 集 』 中 的 「 早 日 の 本 へ 」， 而 不 是 「 早 く 大 和 へ 」。 定 家

在 歌 論 書 『 詠 歌 大 概 』 中 說 道 「 常 観 念 古 歌 之 景 気 可 染 心 （ 中

略 ） 唯 以 舊 歌 為 師 。 染 心 於 古 風 、 習 詞 於 前 達 者 、 誰 人 不 詠 之

哉。」 1 0，由 此 可 推 測，定 家 在 歌 論 書『 詠 歌 大 概 』中 說 道「 常

観 念 古 歌 之 景 気 可 染 心 （ 中 略 ） 唯 以 舊 歌 為 師 。 染 心 於 古 風 、

習 詞 於 前 達 者 、 誰 人 不 詠 之 哉 。」， 由 此 可 推 測 ， 藤 原 定 家 在 收

錄 萬 葉 「 古 歌 」（ 2） 原 歌 時 ， 作 為 一 名 精 通 歌 意 ， 註 重 歌 詞 的

他 更 加 敏 感 地 領 悟 到 「 大 和 」 和 「 日 の 本 」 二 詞 的 微 妙 差 別 。

我 們 可 以 推 定 ，他 是 有 意 圖 地 強 調 了 這 首 和 歌 的「 心 」，也 就 是

他 內 心 已 經 萌 發 出 來 的 國 家 意 識 ，而又從『萬葉集』中「借鑒」了

                                                   
8
（ 唐 ） 魏 徵 等 （ 1 9 7 3 ）『 隋 書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9
丁 莉（ 2 0 0 9）「權 威、大 和 魂 與 血 乳 交 融 - -平 安 朝 物 語 作 品 中 的『 唐 意 識 』

與 『 和 意 識 』」  『 日 語 學 習 與 研 究 』 2 0 0 9 年 2 期 、 北 京 ：『 日 語 學 習 與

研 究 』 出 版  
1 0
藤 原 定 家 （ 1 9 6 1 ）『 歌 論 集  詠 歌 大 概 』 東 京 ： 岩 波 書 店 ， 日 本 古 典 文

学 大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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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 選 用 了 「 大 和 」 而 不 是 「 日 の 本 」。  

  總 之，（ 1）和（ 2）中 同 時 體 現 了 日 本 與「 唐 」的 對 比 意 識 ，

並 在 這 種 意 識 的 基 礎 上 ， 表 達 了 仲 麻 呂 和 憶 良 悲 壯 的 大 和 民 族

感 情 。 除 此 之 外 ， 兩 首 和 歌 在 表 達 上 也 具 有 共 通 性 。 筆 者 認 為

這 兩 首 和 歌 都 包 含 了「 言 靈 」的 威 力。「 古 代 日 本 で 、言 語 に 宿

る と 信 じ ら れ た 神 霊。言 語 の 霊 妙 な 働 き 。」 1 1因 此 ， 古 代 日 本

人 都 相 信 語 言 中 都 孕 育 了 一 種 能 實 現 願 望 的 神 秘 力 量 。 我 們 從

（ 2）的 原 歌 可 以 看 出 歌 人 們 有 一 種 自 負，也 就 是 認 為 相 對 於 外

國，日 本 有 一 種 獨 特 的 並 附 神 秘 力 量 的 語 言。（ 1）和（ 2）的「 言

霊 」 意 義 在 於 相 對 於 外 國 而 言 ， 日 語 本 身 具 備 的 優 越 性 這 種 意

識。換 言 之 ，「 天 の 原 振 り さ け 見 れ ば 」和「 日 の 本 」這 種 表 達

方 式 的 目 的 在 於 強 調 日 本 的 優 越 性 ， 並 將 其 與 歌 人 們 強 烈 的 國

家 意 識 相 連 接 起 來 。 定 家 之 所 以 把 （ 1） 和 （ 2） 作 為 卷 首 歌 排

列 在 羈 旅 卷 的 最 前 面 ， 也 正 是 因 為 欲 將 其 定 位 為 最 富 先 驅 意 義

的 羈 旅 歌 。  

  而 定 家 本 身 的 私 家 集 『 拾 遺 愚 草 』 中 的 「 唐 土 歌 」 所 體 現

的 內 涵 正 好 是 以 上 定 家 這 種 意 圖 的 有 利 佐 證。接 下 來 我 們 以「 唐

土 」 為 線 索 ， 考 察 一 下 定 家 的 「 唐 土 觀 」。  

 

3.與『拾遺愚草』「唐土歌」的關聯性  

  在『 拾 遺 愚 草 』中「 唐 土 歌 」有  九 首，數 目 儘 管 不 多，但

是 這 些 和 歌 卻 很 好 地 體 現 了 定 家 本 身 的「 唐 土 觀 」，並 與 定 家 對

（ 1） 和 （ 2） 的 改 動 有 著 內 在 的 聯 繫 。  

  首 先 值 得 我 們 註 意 的 是 ， 原 本 『 拾 遺 愚 草 』 這 一 書 名 就 已

經 表 明 了 定 家 對 中 國 的 特 殊 關 註 。「『 拾 遺 愚 草 』 成 立 於 建 保 四

年 三 月，此 時 的 定 家 的 官 位 是 一 名『 侍 從 』。與『 侍 從 』相 對 應

的 中 國 式 的 名 字 為「 拾 遺 」，而「 愚 草 」含 有 謙 虛 自 稱 之 意，定

家 把 這 兩 個 詞 結 合 在 一 起 ， 為 自 己 的 這 部 私 家 集 起 名 為 『 拾 遺

愚 草 』」 1 2。 僅 從 這 部 和 歌 集 的 書 名 來 看 ， 也 可 窺 見 定 家 對 中 國

文 化 的 憧 憬 ， 也 體 現 了 他 精 通 漢 學 ， 富 有 才 華 的 一 面 。  

  將 定 家 的 「 唐 土 歌 」 進 行 分 類 的 話 ， 可 以 歸 納 出 以 下 三 種

類 型 ：（ ａ ） 一 個 在 現 實 中 不 存 在 的 空 想 之 地 、（ ｂ ） 一 種 遠 在

天 邊，遙 不 可 及 的 國 家、（ ｃ ）一 種 突 出 日 本 優 越 性 的 襯 托 角 色 。  

                                                   
1 1
山 田 俊 雄 等 （ 1 9 9 5 ）『 新 潮 國 語 辭 典  現 代 語 ・ 古 語 （ 第 二 版 ）』 東 京 ：

新 潮 社  
1 2
水 垣 久 ( 2 0 1 3 ) 『 拾 遺 愚 草 全 釈 』 や ま と う た ｅ ブ ッ ク 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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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も ろ こ し の 吉 野 の 山 の 夢 に だ に ま だ み ぬ 恋 に ま ど ひ ぬる

哉  

（『 拾 遺 愚 草 』 初 学 百 首 ・ 恋 ・ 六 四 ）  

 

  在 這 裡 ， 歌 人 將 極 其 罕 見 的 戀 愛 比 喻 成 「 夢 に も 見 た こ と

の な い も ろ こ し の 吉 野 の 山 」。原 本 唐 土 的 吉 野 山 只 是 一 座 傳 說

中 非 常 有 名 ， 而 現 實 中 根 本 不 存 在 的 山 。 此 處 使 用 了 一 種 誇 張

表 達 手 法 ， 因 為 結 合 了 現 實 中 極 其 難 以 到 達 的 的 地 方 「 も ろ こ

し 」和 被 日 本 宣 稱 為 特 殊 的 聖 境 的「 吉 野 の 山 」。這 首 和 歌 巧 妙

地 導 入 了 「 も ろ こ し の 吉 野 の 山 」 這 一 空 想 之 地 ， 有 效 並 幽 默

地 表 達 了 戀 愛 的 罕 見 程 度 。（ 3） 中 的 「 も ろ こ し 」 並 非 實 際 存

在 的 國 家 ， 而 是 一 處 觀 念 上 的 空 想 之 地 。  

 

（ 4）は る か な る 人 の 心 の も ろ こ し は さ わ ぐ 湊 に こ と づ て もな

し  

（『 拾 遺 愚 草 』 関 白 左 大 臣 百 首 ・ 遇 不 逢 恋 ・ 一 四 六 七 ）  

 

  對 方 已 經 離 歌 人 漸 行 漸 遠 ， 其 距 離 遙 遠 得 如 同 遠 在 天 邊 的

唐 土 一 般 。 因 此 歌 人 傷 心 垂 淚 ， 但 是 對 方 卻 杳 無 音 信 。 用 距 離

的 遙 遠 來 襯 托 期 盼 時 的 望 穿 秋 水，焦 急 難 耐 的 心 情。另 一 層 面 ，

從 「 さ わ ぐ 湊 」 可 看 出 歌 人 淚 流 成 河 ， 而 衣 袖 正 好 是 淚 水 的 港

口 ， 這 又 證 明 了 歌 人 的 憂 思 之 切 。 從 某 種 意 義 上 來 說 ，「 唐 土 」

成 了 一 種 用 於 表 達 歌 人 對 遠 在 他 方 的 對 方 的 相 思 之 情 的 再 合 適

不 過 的 道 具。從 以 上 的（ 3）和（ 4）來 看 ，正 因 為「 も ろ こ し 」

是 一 個 現 實 中 不 存 在 ， 或 者 無 法 到 達 的 國 度 ， 所 以 才 能 更 有 效

地 烘 托 戀 人 間 的 離 別 之 愁 ， 相 思 之 切 ， 悲 情 之 深 。 若 說 戀 人 間

的 相 思 ， 離 愁 具 有 普 遍 性 的 話 ， 作 為 遣 唐 使 的 阿 倍 和 山 上 的 思

鄉 念 國 之 情 則 是 具 有 特 殊 性 的 。 這 特 殊 性 表 現 為 兩 點 ， 首 先 ，

正 因 為 距 離 之 遠 ， 在 一 般 歌 人 眼 中 唐 土 是 一 個 現 實 中 遠 得 無 法

到 達 的 國 度 ， 而 遣 唐 使 通 過 實 際 行 動 證 明 了 這 遙 不 可 及 的 國 度

的 存 在 ， 使 得 唐 土 具 備 了 一 定 的 現 實 色 彩 。 再 者 ， 戀 人 間 的 離

愁 屬 於 個 人 層 面 的 感 情 問 題 ， 而 遣 唐 使 的 離 鄉 出 國 則 關 係 到 了

國 家 以 及 歷 史 層 面 ， 所 以 從 羈 旅 的 離 愁 別 緒 角 度 來 說 ， 遣 唐 使

的 羈 旅 歌 在 歷 史 高 度 以 及 文 化 範 圍 方 面 都 具 有 最 特 殊 的 一 面 。

定 家 正 因 為 考 慮 到 這 種 特 殊 性 ， 才 從 八 代 集 眾 多 的 羈 旅 歌 中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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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了 遣 唐 使 阿 倍 和 山 上 的 唐 土 歌 作 為 卷 首 歌 。  

  被 稱 為 定 家 之 作 的 『 松 浦 宮 物 語 』 中 就 描 繪 了 「 唐 土 （ も

ろ こ し ）」的 世 界 。作 品 中 的 唐 土 是 一 個 神 仙 的 世 界，在 這 個 神

仙 的 世 界 裏 ， 主 人 公 弁 少 將 偶 遇 彈 琴 老 人 指 點 ， 與 唐 文 皇 帝 之

妹 華 陽 公 主 修 習 琴 曲 並 與 其 密 結 宿 緣 。 物 語 中 的 華 陽 公 主 具 有

一 種 強 烈 的 「 非 人 類 」 性 格 。 她 自 幼 得 仙 人 點 化 ， 為 避 諱 兇 神

而 居 商 山 高 樓 修 習 琴 曲 。 之 後 每 年 八 月 、 九 月 逢 月 圓 之 夜 ， 也

必 定 要 到 長 安 郊 外 的 商 山 高 樓 彈 琴 。 華 陽 公 主 是 一 個 琴 藝 超 乎

常 人 的 美 女 ， 而 且 能 於 人 間 和 天 上 來 去 自 如 ， 死 後 還 能 在 日 本

輪 廻 轉 生 ， 不 可 否 認 ， 定 家 把 華 陽 公 主 描 述 成 了 一 個 神 女 ， 而

這 種 神 女 形 象 其 實 與 「 唐 土 」 有 著 密 不 可 分 的 聯 系 。 這 種 聯 繋

充 分 體 現 在 「 月 清 み ね ら れ ぬ 夜 し も も ろ こ し の 雲 の 夢 ま で み

る 心 ち す る 」（『 拾 遺 愚 草 』 花 月 百 首 ・ 六 九 五 ） 這 首 和 歌 中 。

這 裏 的「 も ろ こ し の 雲 」所 引 用 的 典 故 是『 文 選 』的 神 女 賦「 楚

襄 王 與 宋 玉 遊 於 雲 夢 之 浦 、 使 玉 賦 高 唐 之 事 。 其 夜 玉 寢 、 夢 與

神 女 遇 。 其 狀 甚 麗 」（『 文 選 』・ 巻 一 〇 ・ 神 女 賦 並 序 ）。 此 處 的

神 女 正 如「 旦 為 朝 雲、暮 為 行 雨、朝 朝 暮 暮、陽 臺 之 下。」（『 文

選 』 巻 一 九 ・ 宋 玉 ・ 高 唐 賦 ） 所 述 ， 其 特 徴 是 極 其 神 秘 的 ， 神

女 會 突 然 顯 身 人 間 又 瞬 息 即 逝 。『 松 浦 宮 物 語 』中 對 華 陽 公 主 ，

作 品 中 是 這 樣 描 繪 的「 花 非 花 霧 非 霧  夜 半 來 天 明 去  來 如 春 夢

幾 多 時  去 似 朝 雲 無 覓 処 」。由 此 可 見，定 家 這 種 對 神 仙 國 度「 唐

土 」 以 及 「 神 女 」 的 描 繪 ， 正 是 定 家 對 唐 土 無 限 憧 景 的 體 現 。

這 種 利 用 神 仙 國 度 的 虛 幻 之 美 ， 來 表 現 人 世 間 艷 情 的 構 想 ， 更

早 地 存 在 於 中 國 的 賦 體 文 學 之 中 ， 而 創 造 出 這 種 虛 幻 之 美 的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唐 人 傳 奇 便 是 『 遊 仙 窟 』。『 遊 仙 窟 』 在 七 世 紀 後 期

傳 入 日 本 ， 成 為 奈 良 朝 及 其 後 平 安 朝 知 識 分 子 的 熱 門 讀 物 。 日

本 漢 文 傳 奇『 浦 島 子 傳 』在 總 體 構 思 上 與『 遊 仙 窟 』完 全 一 致 ，

即 用 一 種 虛 幻 的 神 仙 環 境 來 展 現 本 應 屬 於 人 世 間 的 男 女 艷 情 ，

之 後 又 用 傳 統 手 法 讓 男 主 人 公 歸 返 人 間 ， 仙 境 隨 之 消 失 ， 留 下

的 只 是 一 片 虛 幻 之 美。『 松 浦 宮 物 語 』中 弁 少 將 與 華 陽 公 主 的 戀

情 ， 即 可 視 為 對 這 種 帶 有 遊 仙 色 彩 的 艷 情 文 學 傳 統 的 繼 承 。 在

其 支 配 下 的 唐 土 ， 以 一 種 遊 仙 的 、 幻 境 的 遙 遠 異 國 形 象 出 現 。

這 為 我 們 證 明 了 所 謂 的 想 象 物 ， 是 一 個 充 滿 了 幻 想 性 的 場 所 ，

盡 管 它 對 異 國 的 表 現 是 片 面 的 、 主 觀 的 、 零 碎 的 、 抽 象 的 ， 但

因 為 它 可 以 部 分 或 全 部 地 成 為 一 種 象 徴 性 交 流 的 工 具 ， 所 以 即

使 在 中 日 停 止 官 方 的 往 來 之 後 ， 定 家 可 以 通 過 『 文 選 』『仙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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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文 獻 及 觀 念 史 中 的 描 述，來 構 築 其 時 代 想 像 中 的 神 仙 國 度「 唐

土 」。  

  以 上 從 定 家 在 『 拾 遺 愚 草 』 的 唐 土 歌 分 析 了 定 家 的 「 唐 土

觀 」，並 明 確 了 定 家 把 遣 唐 使 歌 放 置 在『 定 家 八 代 集 』卷 首 的 理

由 主 要 是 在 於 其 特 殊 性 。 除 此 之 外 ， 我 們 還 可 以 從 定 家 個 人 的

境 遇 方 面 解 讀 遣 唐 使 歌 作 為 卷 首 歌 的 必 要 性。與（ 1）同 樣，既

詠 月 ， 又 詠 唐 土 的 和 歌 還 有 以 下 （ 5）。  

 

（ 5）里 わ か ず も ろ こ し ま で の 月 は あ れ ど 秋 の な か ば の し ほが

ま の う ら  

（『 拾 遺 愚 草 』 秋 ・ 名 所 月 ・ 二 一 九 三 ）  

 

  這 裡 的 「 里 わ か ず も ろ こ し ま で の 月 」 指 的 是 即 使 遠 照 唐

土 之 地 的 月 光 ， 她 也 同 樣 會 照 亮 故 鄉 大 地 的 ， 定 家 認 為 其 原 因

在 於 唐 土 與 故 鄉 之 間 是 沒 有 任 何 區 別 的 ，兩 地 具 有 同 等 性 。（ 5）

與（ 1）中，阿 倍 和 定 家 都 詠 月，表 面 上 似 乎 僅 僅 強 調 月 亮 普 照

大 地 時 的 無 私 與 公 平 性 ， 但 實 際 上 兩 首 和 歌 在 情 感 表 達 上 卻 大

相 徑 庭 。 首 先 ， 這 裡 定 家 用 「 里 わ か ず 」 的 說 法 強 調 了 世 界 上

所 有 的 故 鄉 都 是 能 享 受 月 光 恩 賜 這 一 共 通 性 ， 目 的 不 是 為 了 表

達 思 鄉 之 情 ，而 是 為 了 讓 日 本 能 與 中 國 處 於 同 一 水 平 上 。然 後 ，

連 唐 土 都 能 照 射 到 的 月 光 在 這 裡 雖 然 是 一 種 客 觀 描 述 ， 但 是 ，

其 中 隱 隱 約 約 地 表 達 了 唐 土 是 一 個 具 有 權 威 性 的 國 家 ， 因 為 具

體 表 達 是「 も ろ こ し ま で 」，隱 喻 了 在 當 時 的 世 界 觀 中 ，中 國 是

有 代 表 性 的 國 家 。  

  但 是 ， 下 句 又 提 到 即 使 世 界 任 何 一 個 地 方 都 能 欣 賞 到 月

光 ， 但 是 ， 沒 有 哪 個 地 方 的 月 色 能 與 鹽 竃 之 浦 的 中 秋 之 月 相 媲

美 的 。 這 首 「 唐 土 歌 」 在 繼 承 了 類 型 （ ａ ） 和 （ ｂ ） 的 唐 土 特

徵 的 基 礎 上 ， 更 進 一 步 通 過 把 「 も ろ こ し 」 與 自 國 地 名 的 「 塩

竃 」 相 對 比 ， 反 襯 出 了 自 國 的 優 越 性 。 換 言 之 ， 正 因 為 「 も ろ

こ し 」 是 遙 遠 無 比 的 空 想 之 地 ， 所 以 它 被 與 現 實 中 的 日 本 相 提

並 論 的 時 候 ， 因 為 日 本 是 有 現 實 色 彩 的 ， 日 本 才 有 了 唐 土 所 無

法 比 擬 的 日 本 本 身 具 備 的 優 越 感 。因 此，唐 土 在（ 5）中 所 扮 演

的 是 一 種 強 調 突 出 日 本 的 主 體 性 以 及 優 越 性 的 襯 托 角 色 。 也 就

是 說 ， 定 家 意 圖 把 日 本 與 在 世 界 上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唐 土 相 提 並

論 ， 而 其 目 的 是 為 了 表 現 一 種 日 本 與 唐 土 的 對 抗 意 識 。 筆 者 認

為 ， 這 種 對 抗 意 識 正 是 在 表 達 自 國 鹽 竃 的 主 體 性 與 優 越 性 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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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自 身 的 一 種 「 唐 土 觀 」 的 體 現 。  

  而 結 合（ 5）這 首 和 歌 的 的 創 作 背 景，我 們 不 難 發 現 其 背 後

其 實 還 隱 藏 了 定 家 對 作 為 一 國 之 主 後 鳥 羽 天 皇 的 一 種 頌 揚 之

情。據 石 田 吉 貞 的 考 究 、「 上 句 に は 、後鳥 羽 天 皇 の 威 光 が 唐 土

ま で 及 ん で い る と 、 そ の 徳 行 を 讃 え る 心 を 込 め る 」 1 3。（ 5）

是 元 久 元 年 ， 定 家 四 十 三 歲 時 吟 詠 的 一 首 和 歌 ， 當 時 ， 後 鳥 羽

天 皇 於 元 久 元 年 八 月 八 日 遷 居 五 辻 新 御 所 ， 八 月 十 五 日 舉 行 了

五 首 歌 歌 會，定 家 在 歌 會 中 創 作 的 作 品 四 首 不 明，唯 有（ 5）流

傳 於 世 。  定 家 在 『 明 月 記 』 當 中 也 有 關 於 此 事 的 相 關 記 錄 。  

 

八 月 十 五 日 、 自 夜 雨 降 、 末 後 漸 晴 、 深 更 月 明 、 昏 黒 之

程 参 殿 下 、今 夜 依 院 十 五 夜 御 会 也、戌 終 許 御 共 参 五 辻 新 御

所 、良 久 後 出 御、巽 方 子 午 廊 、和歌 所 別 当 置 序 、殿上 人 依

自 下 置 歌 、具 新 雅 経 、通 予 、有 家 、参 議 隆 衡 、中 納 言 通 光 、

太 政 大 臣 、殿 下 令 置 給 了 、召 講 師、人 々 近 参 、被 講 五 首 了 、

各 退 下 復 本 座、次 当 座 会 置 硯 紙 如 打 火 、殿 下令 置 給 歌 一 首

也 、 読 上 了 各 退 出 。 1 4 

    （『 明 月 記 』 元 久 元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条 ）  

    

  後 鳥 羽 院 在 御 所 開 設 了「 和 歌 所 」，把 定 家 晉 陞 為 和 歌 所 專

職 官 員（ 寄 人 ）。之 後 定 家 在 鳥 羽 院 的 破 格 提 拔 之 下，他 在 歌 壇

大 展 身 手，如 魚 得 水。而（ 5）正 好 是 定 家 為 感 謝 後 鳥 羽 院 的 提

拔 所 作 之 歌 ， 也 就 是 借 鹽 竃 之 浦 的 月 光 來 讚 頌 後 鳥 羽 院 的 德 光

聖 明 。 通 過 「 も ろ こ し 」 和 「 大 和 」 鹽 竃 的 月 亮 的 對 比 ， 表 明

了 「 大 和 」 鹽 竃 之 夜 的 魅 力 。 在 這 裡 定 家 特 意 強 調 突 出 大 和 的

主 體 性 ， 目 的 何 在 呢 ？ （ 5） 的 「 唐 土 」 與 （ 3）（ 4） 相 比 ， 既

不 是 現 實 中 不 存 在 的 空 想 之 地 也 不 是 一 種 遠 在 天 邊 ， 遙 不 可 及

的 國 度 ， 而 具 有 了 現 實 色 彩 ， 可 以 襯 託 大 和 鹽 竃 月 色 之 美 。 這

裡 的 鹽 竃 之 月 是 後 鳥 羽 院 聖 光 普 照 的 體 現 ， 在 定 家 的 描 述 下 ，

它 遠 比 唐 土 的 月 光 富 有 魅 力 。 定 家 把 大 和 與 唐 土 相 對 比 ， 並 故

意 顯 示 出 大 和 的 優 越 性 ， 這 種 表 達 是 出 於 定 家 要 歌 頌 後 鳥 羽 院

恩 德 的 必 要 性 ， 換 言 之 也 是 他 忠 誠 於 天 皇 的 表 露 。 那 麼 ，（ 5）

與『 定 家 八 代 抄 』羈 旅 卷 的 卷 首 歌 又 有 何 聯 繫 呢 ？ 下 面 在「 忠 」

和 「 孝 」 方 面 定 家 與 阿 倍 的 相 似 之 處 為 線 索 展 開 分 析 。 關 於 阿
                                                   
1 3
石 田 吉 貞 （ 1 9 8 2 ）『 藤 原 定 家 の 研 究 』 東 京 ： 文 雅 堂 書 店  

1 4
藤 原 定 家 （ 1 9 7 3 ）『 明 月 記 』 元 久 元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條 、 東 京 ： 國 書 刊 行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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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仲 麻 呂 的 「 忠 」 與 「 孝 」， 趙 秀 全 在 「『 松 浦 宮 物 語 』 に み る

「 忠 」と「 孝 」」 1 5一 文 中 做 出 了 嚴 謹 慎 密 的 分 析 ， 結 合 了 『 松

浦 宮 物 語 』（ 1 1 8 9 - 1 2 0 2） 的 成 立 時 間 ， 從 文 本 分 析 的 角 度 明 確

了 主 人 公 氏 忠 和 阿 倍 仲 麻 呂 在 「 忠 」 和 「 孝 」 的 特 徵 。 其 中 ，

趙 秀 全 引 用 了『 古 今 和 歌 集 目 録 』的「 慕 義 名 空 在。愉（ 輸 か ）

忠 孝 不 全 。報 恩 無 有 日 。帰 國 定 何 年 」，詳 細 考 究 了 阿 倍 仲 麻 呂

的 「 忠 」 與 「 孝 」。  

  定 家 通 過 （ 5）， 很 明 確 地 表 達 了 自 己 對 後 鳥 羽 天 皇 的 忠 誠

之 情 ， 而 這 首 和 歌 是 否 也 與 他 的 「 孝 」 有 關 呢 ？ 從 元 久 元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的 五 首 歌 歌 會 舉 行 以 來 ，「 後鳥 羽 院 は 、元 久 元 年（ 一

二 〇 四 ） か ら 承 元 二 年 に か け て の あ い だ 複 數 の 社 に 対 し て 、

春 ・ 夏 ・ 秋 ・ 冬 ・ 雑 の 五 つ の 題 に つ い て 各 六 首 を 詠 む と い う

同 一 構 成 を 持 っ た 三 十 首 和 歌 の 奉 納 を 行 っ て い る 。」 1 6由 此 可

見 ， 當 時 的 後 鳥 羽 上 皇 對 和 歌 創 作 是 何 等 的 熱 情 高 漲 。 正 是 在

後 鳥 羽 歌 壇 熱 火 朝 天 的 這 個 時 期 ， 我 們 從 『 明 月 記 』 中 發 現 ，

自 元 久 元 年 十 一 月 開 始 ， 定 家 父 親 俊 成 身 體 不 佳 ， 病 情 日 益 惡

化，定 家 守 在 其 父 枕 邊，細 心 照 料，直 至 其 父 離 世 的 最 後 一 天 。  

 

健 御 前 云 、 夜 中 雪 尋 出 献 、 殊 令 悦 喜 給 、 頻 召 之 、 其 詞 め

で た き 物 か な 、 猶 え も い は ぬ 物 か な 、 猶 召 之 、 お も し ろ

い も の か な、人 々 頗 成 恐 取 隠 之、夜 半 許 又 召 出、猶 尋 進 、

有 志 由 頻 令 感 給 、 其 後 休 息 御 寝 。 1 7 

    （『 明 月 記 』 元 久 元 年 十 一 月 卅 日 条 ）  

 

  從 上 述 日 記 內 容 可 知 ， 對 於 臨 終 前 尋 求 雪 的 父 親 ， 眾 人 均

覺 得 奇 怪 ， 唯 獨 定 家 能 傾 聽 父 親 所 言 ， 熱 心 尋 雪 。 父 親 見 雪 之

後 異 常 欣 喜 ， 眾 人 更 覺 奇 怪 ， 晚 上 偷 偷 藏 起 雪 來 ， 最 後 還 是 定

家 再 次 向 父 親 獻 雪 。 以 上 日 記 內 容 雖 平 淡 無 奇 ， 亦 無 很 強 烈 的

感 情 色 彩 ， 但 是 在 字 裡 行 間 我 們 仍 然 能 體 會 得 到 定 家 與 其 父 的

感 情 是 深 厚 的 。 另 外 我 們 僅 從 收 錄 在 『 定 家 八 代 抄 』 中 和 歌 數

最 多 的 平 安 歌 人 為 俊 成（ 5 3 首 ）這 一 點 來 看 也 可 推 測 ， 父 親 俊

成 在 定 家 其 心 目 中 所 佔 據 位 置 是 何 等 的 重 要 。  

                                                   
1 5
趙 秀 全 （ 2 0 1 3）  『 松 浦 宮 物 語 』 に み る 「 忠 」 と 「 孝 」『 日 本 文 學 』 6 2

期 6 号  
1 6
大 野 順 子 （ 1 9 9 9 ）「 後 鳥 羽 院 奉 納 和 歌 攷 - -元 久 元 年 奉 納 三 十 首 群 に お

け る 詠 作 態 度 」 文 學 研 究 論 集  
1 7
同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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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家 不 僅 僅 對 父 親 孝 順 備 至 ， 尊 敬 萬 分 ， 對 其 母 親 的 敬 愛

也 是 值 得 一 提 的 。 在 『 拾 遺 愚 草 』 中 我 們 發 現 有 相 關 的 記 載 。  

 

承 久 二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 内 裏 に 歌 講 ぜ ら る べ き よ し 、

も よ ほ さ れ し か ば 、 母 の 遠 忌 に あ た れ る よ し 申 て 、

思 ひ よ ら ざ り し に 、 そ の 日 の 夕 方 に は か に 、 忌 日 を

は ゞ か ら ず ま ゐ る べ き よ し 、 蔵 人 大 輔 家 光 、 三 た び

文 つ か は し た り し か ば 、 か き つ け て も ち て ま ゐ り し

二 首  

   春 山 ノ 月  

○さやかにもみるべき山はみつ〻わが身の外も春の夜の月  

   野 外 ノ 柳  

○ 道 の べ の 野 原 の 柳 し た も え ぬ あ は れ 嘆 の 煙 く ら べ に  

（『 拾 遺 愚 草 』 述 懐 ・ 二 七 四 六 ）  

 

  從 以 上 的 序 （ 詞 書 ） 部 分 可 知 ， 後 鳥 羽 上 皇 命 令 定 家 去 當

其 和 歌 創 作 的 講 師 ， 而 當 天 正 好 是 定 家 已 故 母 親 的 忌 日 ， 所 以

他 向 上 皇 申 請 缺 席 本 次 歌 會 。 定 家 只 是 以 母 親 忌 日 作 為 推 託 的

藉 口 回 絕 了 。 而 此 時 上 皇 和 定 家 與 後 鳥 語 院 之 間 的 關 係 已 經 惡

化 到 極 點 。 因 為 這 次 定 家 無 視 後 鳥 羽 院 屢 次 三 番 的 催 促 ， 直 接

導 致 兩 人 關 係 徹 底 決 裂，定 家 當 天 受 到「 院 勘 」 ,被 禁 止 在 公 開

場 合 發 表 作 品 。 但 是 也 正 是 這 種 上 皇 和 定 家 的 決 裂 ， 更 能 顯 示

出 定 家 欲 獻 忠 而 無 機 會 ， 只 能 以 母 親 忌 日 為 由 也 就 是 只 能 打 出

以 孝 行 這 張 擋 箭 牌 。 這 短 短 的 詞 書 其 實 蘊 含 了 定 家 內 心 深 深 的

糾 結，一 是 因 為 他 更 註 重 於 對 上 皇 的「 忠 」，而 現 實 中 又 無 法「 盡

忠 」，而 表 面 上 做 出 的「 孝 行 」實 際 上 只 是 對 上 皇 的 怨 恨 的 一 種

體 現 罷 了 。 由 此 可 看 出 ， 定 家 雖 想 忠 孝 兩 全 ， 但 實 際 上 他 既 非

「 忠 臣 」 又 非 「 孝 子 」。  

  如 此 想 實 現 忠 實 天 皇 又 孝 順 父 母 願 望 的 定 家 在 編 撰 『 定 家

八 代 抄 』 羈 旅 歌 時 ， 他 對 阿 倍 仲 麻 呂 的 「 忠 」 與 「 孝 」 的 心 情

會 比 一 般 人 更 能 深 刻 地 體 會 得 到 吧 。 因 此 ， 也 更 能 藉 助 自 己 的

「 唐 土 觀 」， 也 就 是 把 自 己 的 忠 實 於 後 鳥 羽 天 皇 的 心 情 寄 托 在

「 突 出 日 本 的 優 越 性 的 襯 托 角 色 」 這 種 唐 土 意 象 當 中 。  

  通 過 以 上 對 『 拾 遺 愚 草 』 三 種 類 型 的 「 も ろ こ し 」 的 具 體

分 析 ， 我 們 知 道 唐 土 作 為 國 家 的 現 實 感 確 實 並 不 強 烈 ， 唐 土 在

定 家 的 筆 下 ， 是 一 處 遙 遠 無 際 ， 現 實 中 不 存 在 的 空 想 之 地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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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時 我 們 不 可 忽 視 的 是 ， 當 唐 土 與 日 本 同 時 出 現 的 時 候 ， 唐 土

便 帶 上 了 現 實 色 彩 ， 定 家 有 意 圖 地 將 「 も ろ こ し 」 與 「 ひ の も

と 」 進 行 對 比 ， 並 賦 予 了 唐 土 一 種 突 出 日 本 優 越 性 和 主 體 性 的

襯 托 作 用 。 簡 而 言 之 ， 從 定 家 對 『 拾 遺 愚 草 』 所 起 的 書 名 以 及

在 和 歌 中 所 透 露 對 唐 土 的 憧 憬 之 情 確 實 是 存 在 的 ， 但 是 ， 一 旦

唐 土 與 日 本 同 時 被 提 及 的 話 ， 唐 土 即 刻 成 了 強 調 日 本 優 越 性 的

一 種 道 具 。 表 面 上 看 來 ， 這 是 兩 種 相 互 矛 盾 的 吟 詠 方 法 ， 可 是

正 因 為 「 も ろ こ し 」 是 一 種 觀 念 上 的 遙 遠 無 比 且 現 實 色 彩 很 淡

薄 的 地 方 ， 所 以 定 家 對 其 憧 憬 以 及 幻 想 的 空 間 才 特 別 寬 廣 ， 同

時 ， 在 把 現 實 存 在 感 極 強 的 日 本 和 唐 土 相 對 比 時 ， 才 會 萌 生 一

種 突 出 自 國 主 體 性 的 強 烈 意 識 。 這 種 錯 綜 複 雜 的 唐 土 意 象 ， 定

家 認 為 這 正 好 是 作 為 羈 旅 卷 卷 首 的 第 七 七 一 首 和 第 七 七 二 首 和

歌 表 達 得 最 為 淋 漓 盡 致 ， 阿 倍 仲 麻 呂 和 山 上 憶 良 對 唐 土 深 懷 憧

憬 之 情 ， 所 以 通 過 羈 旅 歌 既 表 達 了 對 故 鄉 的 思 念 之 情 ， 同 時 又

體 現 了 強 烈 的 自 國 意 識。所 以 在 編 撰『 定 家 八 代 抄 』羈旅歌時，

才 意 圖 性 地 想 通 過 重 新 的 排 序 以 及 敏 感 地 領 悟 到「 大 和 」和「 日

の 本 」二 詞 的 微 妙 差 別 後 選 用 了「 大 和 」而 不 是「 日 の 本 」，達

到 了 通 過 羈 旅 歌 表 現 自 己 「 唐 土 觀 」 的 目 的 。  

 

4.小結  

  本 稿 為 了 考 察 定 家 的 「 唐 土 觀 」 ， 以 『 定 家 八 代 抄 』 羈 旅

卷 的 卷 首 歌 第 七 七 一 首 和 第 七 七 二 首 和 歌 為 中 心 ， 進 行 了 細 緻

詳 盡 的 解 讀 。 得 出 了 以 下 兩 個 結 論 ： 首 先 是 定 家 把 遣 唐 使 「 唐

土 歌 」放 在 了 卷 首，而 且 還 對 左 註 以 及 歌 語 進 行 了 微 妙 的 修 改 ，

表 面 上 似 乎 只 是 其 物 語 『 松 浦 宮 物 語 』 中 所 體 現 出 來 的 「 唐 土

觀 」 的 一 種 延 續 ， 反 映 的 僅 僅 是 定 家 本 身 雖 對 唐 土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憧 景 ， 而 實 際 上 是 通 過 有 實 際 渡 唐 經 驗 的 阿 倍 仲 麻 呂 和 山 上

憶 良 的 羈 旅 歌 所 蘊 含 的 寓 意 ， 也 就 是 借 現 實 存 在 感 極 強 的 日 本

和 唐 土 的 對 比 ， 來 凸 顯 其 對 日 本 優 越 性 的 強 烈 意 識 。 雖 然 平 安

末 期 歌 人 俊 成 通 過 立 春 之 歌 中 的 季 節 運 行 感 也 強 調 了 日 本 的 主

體 性 ， 但 定 家 在 繼 承 這 種 主 體 性 的 基 礎 上 更 加 強 烈 地 表 達 了 他

的 日 本 優 於 唐 土 這 種 國 家 意 識 ， 這 種 意 識 可 以 說 是 歷 來 容 易 被

忽 視 的 和 歌 的 政 治 性 的 體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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