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亞文人筆談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張伯偉

提　 　 要

１９世紀中葉以前的東亞地區，是一個漢文化圈的所在。其中的一項重要標

誌是，在這個文化圈中的知識人，都能够運用漢字進行著述和交流，並且以此爲

榮。當東亞各國的文人面對面交流的時候，就産生了一種特别的方式———筆談。

“筆談”一詞，顧名思義就是用筆而不用舌、用文字而不用語言的交談。狹義的

“筆談”，特指同文不同語的兩國或兩國以上人士會面之時，用書寫文字代替語言

來進行溝通交流的一種方式。本文所要討論的，就屬於狹義的“筆談”，討論的時

段下限是 ２０世紀以前。文章著重回顧了筆談文獻的整理和研究狀況，並對其得

失予以評騭，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研究展望，强調了“作爲方法的漢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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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朝筆談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成果之一，項目批准號：

１４ＡＺＤ０７８。在研究歷史回顧的寫作中，曾部分利用課題組鄭墡謨教授、徐毅教授收集
的資料，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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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筆談文獻的整理

¥rôKI�、IP、IÒ、�P¢�，Ñ¦0Úþ�：

　 　 （一）中朝筆談

I�¢�æ*¬©:_¡]©-“ÍD�”I。�Xþ�lÄ¥�，¥“è

+ýÊ”)8²�ú，4¥RpJ*��&I�ûÝ�Ç，\Ù�ÇD;?¨

７０３東亞文人筆談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
?

?

ÿ2|.·：《Ñ7ô{�L》（ï�：�»o，１９８５ p），t ５５５。
cDq�¹Ásl0J�4@};¦-¢�，1Ò~@m�X、�Þ、P²、ï~@]}~
@-¢�，�X@m1Ú@-¢�¡，Ckló)¶L，¤{^]。
�×»：《.Tm.|·ï�.|》mw ２０ ³| ６０ pSR�3�-�.，¶“ï�o¬q
ý5，¥¢SQê3R”;L。�×»：《.Tm.|》（Ëô：IÁ�$，１９７８ p），t
１５５。



II9�;�，;;J¶0�Dm�，DuS，\%}m��¥“�½�”Íë，

MÊS，ëû)“ÍD�”。cDI[:»;;¥“ÍD�”µ)Å}³%-]

©，i´)W{£N-，r)�~-ë©ö¥W“I�D|”。?²³^]°�

x¶-�jÚ¥µ，-ªÞÅ]©。

*W-Úö¥>èy １９３０ p，P²I�!�læÁ《è+|Do�》

（w《¥§:ý》ä%%）。２０ ³| ６０ pS´，, D+:�nÁ《ÍD��

*》_r�，Å�³%å£F；１９７６ p，��êô³�ò�À（:��9np

·W）�Õº£FÍD�·)�³，�¤iÀ，�nÁ《�·ÍD��*》£

�；２００１ p，G8Il�Á《ÍD�{*》%\�，Å�jå\ç£F³%；̧

p�mP²A��£µ�n《ÍD�{*P²4Xl》å�，Å�³%å£

wF；２００８ p，G8I��n《ÍD��*》u£�，Å�³%j%\wF；̧

p, D+:q�nÁ《ÍD��*�ó》å�，Å�³%º£F。¥_·

tu\w£aF。２０１３ p，G8I�nu×n《ÍD�ýñ》，２０１４ p��

n《%�ÍD�ýñ》，Å�³%u\u£�F。\`k�XWo�§¨�

á-oW³%-+dkl。DY�¾ñ，æÌØ6�noD １９７８ p�n《�

½�》w�，Å�å£wF；ÏT+:�no�《ÍD�{*》、《ÍD��

*》�《ÍD��*�ó》I��Áå£wF，D ２０１１ p�n《���³Í

D³%�l》；Ä1ÝÝ+:�no� ２０１０ p起，qc��n《ÍD�{

l》。o�-+o�nJW¥Ó^g��D，sk¶jzÚ»，J+©ý

D²，¥I��n»>Q，¶《9Y�》、《�ÿPm》、《1ÙÚ¢�》、《þ

�¦-�|》、《�X³@�YÆ〈.·|7〉Gµ》¡)k{�-¤F，�

�-Æ�q}$。

DI��n-%Ù[ý^rålI，qÅ�Á%ÙI�;¦-¢�，1

《qS�X-�ô》、《qSI�Wó^r�l》¡。

８０３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二期）

? Z¬E�½：《ë©·³%·gÛ———“ÍD�”�jI¹D-�m》，w《~�:_》，
２０１５ pä １ ä，t ７６—８９。



　 　 （二）中日筆談

IP¢�³%-Úq© １９４３ pz7¶��《+ÿZ³�》--�Ú。

《+ÿZ³�》W+ÿZ[,（１８４８—１８８２）¡P²@mI� P���³@;

¦-¢�，Wc¹IP¢�IsÁ*@-$r*。¼²J6t���，M3©
“{ó��，M¥%3¢í(`Ùl�Q”；瑏瑠�¶.Ã：“{j�B（]�B½

`Î）åÛØ，c}ëÿ%3Ì。HQïY¤®�，n�]Ægöþ。”瑏瑡Xy

�ømI�@¢�-D]Ã：“?;¶sM�©mÜÝ¸¸。”瑏瑢fÅ，{p¢

�-kl�，>ªì�9�²，<Ãy:。

D ２０ ³| ６０ pSI，z7¶�¢¢�óN-µKZøp·,P�，¥《+

ÿZ³�》-ë©�n，瑏瑣0�D�×»-��r，·¸�nÁ《ñBomP²

�@¢�óN》，瑏瑤�×»��Êl;，Å�3Þl《ñBo{*》。瑏瑥 ８０ pS

Iä，û&!Þ&0^I�oÀº:WW}-Õ[�j�，ÆÖÛ�^{µ

“¢�óN”-$r，#$ß�B¹�^Æ?，Cy:ÿ$�;UÍ，Ù@�÷。

１９８０ p，P²ïÚ³Î�nÁ《u¤¥*P²@のI��DmÍm》，�qÁ

o�}-¥µ。１９９７ p，=�ì¤�Ê;《�¥u¤I�¬¨�*,》�n，

Å� ４４ F，0I¶{sÈ¶¢�$r-Zø。１９９９ p，�âlã《ïØó

~》，Å�ÁqcSIP¢���$rº£5f。１９９９ p¥�，=gð8、�

Ä�m�©《p�4³�· P��¡¢�》µÁ%¾b·ã¥µ。>3 ９０

pS�ä¥?，3§ÒÂÁ%¾bÚ��jTh。åÂ¾、̂ Ñ:qÚ

ÁµK³@¢�$r。åíD�@¥µ8�_，l,《ÊS�\ P��

９０３東亞文人筆談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ÿZ[,：《+ÿZ³�·FÀ¢|》，s ２５ ä １０１ |，wåílz：《ÊS�\ P
��D}¢�$rål》_�（½÷：½÷@ê�no，２０１０ p），t １２０。
《+ÿZ³�·FÀ¢|》，s ３ ä ２５ |，̧ _�，t １４。
《+ÿZ³�·FÀ¢|》，s ６ ä ４２ |，̧ _�，t ５４。
z7¶�p·：《+ÿZ³�》（ï�：�»o，１９６４ p）。
�×»、z7¶�lz：《ñBomP²�@¢�óN》（ï�：WËÿ+:ïÚ³:�j
À，１９６８ p）。
3Þl：《ñBo{*》（��：IÁ�$，２００５ p）。



D}¢�$rål》，瑏瑦Wà:)�Å�Å}³%*�-%F$r*。

IP¢�³%Ú-UÔ#$�cD １９ ³|�ä，CDÅ;�q¶{s。

p1!á`-¢�，¥æÌ+:Ü¡â-Å*Ú¥µ*)ñN。mS0S

9<ê-¢�$r，¥P²W1+:+6Ê、ï°�-Å*Ú)9。½��

D ２０１１ pÒÂ《P²XJÊIP¢�^r¦ô》，瑏瑧ö>�éiD;�。

　 　 （三）中越筆談

２０ ³|-Ú²p%F，¿3|�lã-½¦《;÷Pm》。瑏瑨 rf²í

-Ó^WÏT+:³^�jWmÒ~�â�jW-£µ,a《Ò~�³ÍD

³%*,》，瑏瑩0I�¹Á{sIÒ@ÿ-¢�$r。qp�¶3'æÚÁ

�³Û《�D.|》I-¢�$r。瑐瑠

　 　 （四）朝日筆談

�P¦-¢�³%Å*Ú�《YD¯w》�q，¿q© １８ ³|Iú，~

0cWåBÅ}³%，\"¥µq©�uã;Å*，ÜÍªä�，�ålæ。瑐瑡

P«�X0ä，�X9�ñDÀÈ^Á《YD¯w》w�（１９１４），µ)“�X�

�+¾”;%。ZøW�DP²-Pm，qÈ¶{s�P³@-¢�Â�。

０１３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二期）

瑏瑦

瑏瑧
瑏瑨
瑏瑩

瑐瑠
瑐瑡

åílz：《ÊS�\ P��D}¢�$rål》（½÷：½÷@ê�no，
２０１０ p）。
½��：《P²XJÊIP¢�^r¦ô》，《³%》，２０１１ pä ３ ä，t １４４—１５０。
3|�：《;÷Pm》（Ëô：ËôI³+:�no，１９８０ p）。
I�ÏT+:³^�jW、Ò~�â�jW£l：《Ò~�³ÍD³%*,（Ò~4X
l）》（_Y：ÏT+:�no，２０１０ p）。
Å�3'æ：《Ò~�m³%¦T》（��：IÁ�$，２０１１ p）。
W©:²《YD¯w》-l»]vo�m，:_¡][|�P²:»I�!�-ê¬，J
´):²-l»W,+I，0vos©�8《YÒPm》4b{»，Wf)DEn^�0
§�Ô-Z[（¬：《�^+©n》〔ï�：Fgò³D，�^+©nl�Ö}Àl〕，s ３，
“かいこぅそぅさい YDæw”�）。i¥)h8óç，«2¨{《��N》@s“i�]
�”�Ã：“a]��c�_�p´mè;èe，Uô>{9»，êE4《P�》�¶ôw，
>tøÜ�Íª%�ä�)《YÎ（D）̄ w》s，>}���ågO4,X*，l)%Ä
sé。²ªê0,Ñ，-¹0+ô1ÅO。”öù:²《YD¯w》-l»)�å，>vo
-�Ó，ë�©�8-“4,X*”。>:²-*�ñ,，¢�å;《YÒPm》µ)`s，
ëI~�©,+I;�。



１９７４ pM １９８１ p;¦，��êô³�ò�À（:��9np·W）�nÁ《�

·YD¯w》£º�，Å�-$r�©�ë9�ñDÀ-^²，¢\Ù³%p

·,��，�¤iÀ。ÿçd-《̈ �Òc-P²�D�———m〈YD¯w〉-

�-oW》¥�Á《YD¯w》 ß¶Å�-]��¢�$r。瑐瑢 �2Þ�n

《�X]��》%�，瑐瑣DZ°³%Ib�å£�F¢�Â�o�。��^:

À© １９９１ p�n《�X�ä]����Pý<^r：���ù4$r》。

�X]��mP²³@-¢�$r，qÀ起日本學者的高度關注。１９９４

p，þ8�、áY7�nÁ《+¾�X]��》ç�，瑐瑤Å�oW³%º£5F。

U¹Ô D ２００７ p� ２００９ pK¾�ÒÂ-《�X]��Â�*o�N》，瑐瑥)

:»j>Á�éiD-U0。

Å*Å}$r*�-，W��X³+:z@³º:�j4-f¬FVÿ，

ìæ#-《�X�ä]��¢�Â�*p·ý�》Å��ÚoW³%j%\

w£çF（¥û%Fg�ÄtW%\º£F），瑐瑦o�§�nå£�，Å�w£

%F，�¢c��n。

�P¢�³%D���P²q¶skýD²��-Ú�n»，*q-

,aW²³�¡@zã-《íH�》，瑐瑧W¥P²�Jlk¼¾ÃW4X9²

)�²Ú-¿ä，h8Wã。

三、 整理中存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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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m�Iý<”、“7»Ê#�)^$rÓⅢ·7»Ê-)^�j$

r”、《Ò))^-�F\�》¡。

　 　 （二）中日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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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Á�$n“qSP²@I��m”I4Å"�，qÈ¶{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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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越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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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6RÀ)M%µ»）、Ím-5u{y¡。\Å¥[，ò¶%Ù¨*-ón，

p1ÅXDÒ~0Jé�D]Û�、P²-é�)�I-³%，�¶Ú*µ-

zÊl，qp3+7t<、3'æt<、åÂ&t<JD�è�'Nn-¥µ。

>¨�Ú-ÈIÒ¢�-$rp¶3|�zj;《;÷Pm》¥]3'æÚ

-�³Û《�D.|》I-µKZø，4¥ì¹D{s³%Ú¥µ¶õ�D。

　 　 （四）朝日筆談

\%g.-³%¯lm§¨�á-op，̧  ú8(�。�P¢�³%

¥ýA,�»Ät，j¶º\u£F（t�g�{¸I¶��），>o�§¨�

á-jw£F，ÙTWDP²ìW��。P²g.²í*+-+þ8�、á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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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l《�X�ä]��¢�Â�*p·ý�》（２０１３）。f¬F�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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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_²í。C�¬©�X@-EF《YÒ�》、《ï��》I-¢�³%，ò7

8MÄt�Ú。§¨Ú-%\º£F;[，ysì¶%\�FB�ò7

Å*Ú。ÙTW0{ÐìWÚ-kl，JÐÐ{t。>6tßM}$²³

�¡@Ú-《íH�》，É+d×Ö�。

�Ú<_)，c¶-ï@¢�³%Ú;{ÃÂcD¾g.：%W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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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瑨 ¥G8Ilæ-《ÍD�{*》)º，X¶%Ù:»�0I-�mi¥É+，1A��：
《P²c¹�XÍD�Ím》，《�J+:³:µ�j|*》，２００３ pä ４２ %，t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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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筆談文獻的研究

\ qK�Ç+%Ñ¦。

　 　 （一）中朝筆談

DI�¢�-�jg.，f¶SÂÜ-rW,aWP²:»7»Ê《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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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j：¥�+ø、õnæ)I=》（k8+:z，２０１０ p），(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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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bR：µ���ë�³ÍD³%Åm》。瑒瑦 �³%-°lqWh8¨\

-,a，1sm《〈ÍD�{*〉°l》、dõH《〈ÍD�{*〉°�》¡。P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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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ý》（�A：h<6，１９９２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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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日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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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½�：《³@[ýBのu¤P²：I�´S P���のb³�<�》（ï�：��¸，
１９９９ p）。
3§：《u¤�äPI:_ý<の�j———Ê� P��Dの³�Eü》（ï�：[9�
W，２００３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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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越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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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朝日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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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ÌÒÓD¡，��³:À １９９６ plæÁ《�X�ä]��-P²³

８１３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二期）

瑓瑦

瑓瑧
瑓瑨
瑓瑩

瑔瑠
瑔瑡
瑔瑢
瑔瑣
瑔瑤
瑔瑥
瑔瑦

åÂ¾：《Ê´WY�êmIP³�´ù———¥〈E2¢�〉、〈P9M��L〉)I=》，
《��+::·》，２０１０ pä ４ ä，ä ４７ s。
3'æ：《Ò~�m³%¦T》（��：IÁ�$，２０１１ p）。
åÂ&：《Ò~�â9m-³%:�j》（��：IÁ�$，２００７ p）。
E�Á：《å“±”oÀ———¥Ò~�³ÍD³%)I=》，《[�³:UT》，２０１２ pä １
ä，t ５—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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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I�A：《I³Y[ý^^;�j》（ï�：ï�+:�nÀ，１９５９ p）。
å©á0：《q³P�Wó^;�j》（ï�：³%�no，１９８６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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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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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讀書。況詩非婦人之所宜，雖或有之，内而不出。”蘭公曰：“中國亦

少，而或有之，仰之若慶星景雲。”……余曰：“君子好逑，琴瑟和鳴，樂則

樂矣，比之慶星景雲，則過矣。”蘭公曰：“貴國景樊堂，許篈之妹，以能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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