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 時： 2013年 11月 7日 （木） 17:00-18:00

◆報告者 劉 家幸氏 （東洋文化研究所 訪問研究員）

◆会 場： 東京大学 東洋文化研究所 1F

◆参加費： 無料 （申込不要）

至此，我們不禁要問：何以新渡《世說補》傳入日本不久，便改寫自平安朝以來《世
說》閱讀熱潮之歷史現象，並受到時下學者、文人青睞？又由現存資料觀之，為是書
進行箋疏、注解的文人，悉為當時著名漢學家及僧侶，為何這群人特別重視此書之價
值？他們如何解讀文本？詮釋之際又寄託怎樣理念或學派思想？而極力倡導文教的德
川幕府，奉行朱子學並立為國教，對於內容飽受衛道人士非議，將它視為有害名教、
清談曠蕩的《世說補》，如何看待？上述幾個問題，本文將以江戶時期《世說補》注
釋書籍之出版情形為出發點加以考察，企圖管窺《世說補》閱讀熱潮發生之主要原因
，及當時漢文、歷史教育間之關連性。

江戶時期《世說》閱讀熱潮之爆發，

憑藉民間商船貿易與國內印刷術之改良，
得以蓬勃發展。自元祿七年至嘉永五年止，
明清出版之《世說》刊本及其注疏, 續仿
著作的東渡與在日刊刻情形，可謂盛況空前，
尤以王世貞刪補《世說新語補》為官學及私塾
所青睞，先後以官版、民間書肆開版印刷。

於時，文人對是書抱持極高研究熱忱，相關注
解、箋疏乃至和漢續仿著作，如雨後春筍般大
量出現；甚有書名冠以「世說」作為賣點者，
儼然成為一種新趨勢，從而改寫平安朝劉義慶
《世說》之閱讀現象。

Tobunken/ASNET Seminar

IASA (Tobunken) and ASNET organize collaborated seminars on Thursdays. It is open  to the 

public. Please visit us at http://www.asnet.u-tokyo.ac.jp/

東大ASNET

<Tobunken/ASNET Semin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