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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盛世让“迷弟”日本魂牵梦系
文 / ?子

文化并未曾远去 延续在当下生活

    鬓云欲度香腮雪，衣香袂影是

盛唐。春节期间，一档来自河南卫视
春晚的歌舞节目《唐宫夜宴》成功出

圈，“美”上热搜。
节目中，灵动俏皮的唐朝少女

们犹如在古画中穿行，梳妆打扮、嬉
笑打闹、婀娜漫步……唐朝的极致

绚烂以一种“新国潮”的姿态穿越岁

月，跃然于世人眼前。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喜爱唐朝

文化的不只有国人，唐朝同样令中
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魂牵梦系。

毫不夸张地说，日本一直都是唐朝
文化的忠实“迷弟”。

让这位“迷弟”念念不忘的，究
竟是一个怎样的大唐？

悲情“女神”杨贵妃
霸气“恶女”武则天

2017年，陈凯歌导演的中日合
拍电影《妖猫传》在日本掀起一股

“大唐热潮”。
影片用极尽华美的镜头语言营

造了一场大唐幻梦，其中最浓墨重
彩的要数那场如梦似幻、觥筹交错

的“极乐之宴”：金碧辉煌的圣殿，盛

装表演的宫女，醉意朦胧间挥笔写
下“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李白……

其实，《妖猫传》中呈现的唐朝
并非出自中国人之手，而是源自日

本作家梦枕貘的小说《沙门空海之
大唐鬼宴》。梦枕貘笔下的唐朝既是

自由繁盛的，也是云谲波诡的，他以
诗人白居易和日本僧人空海的视角

讲述了一段不同于人们记忆里的唐
明皇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悲

剧，将杨玉环的死归咎于帝王家的
阴谋和无情，尽显悲凉。

影片放映后，日本观众既为杨
玉环的悲剧唏嘘，也为唐朝如梦般

的盛世惊叹。
这不是日本人首次在文艺作品

里以杨玉环作为主角。日本著名导
演沟口健二早在 1955年就拍过日

版电影《杨贵妃》，著名的宝冢歌舞
团也排演过《花舞长安———唐玄宗

与杨贵妃》。
日本人为何如此钟情于杨玉

环？其实，杨玉环在他们心目中可一
直都是“女神”般的存在。日本山口

县被日本人称为“杨贵妃故里”，这

里有个叫二尊院的寺院内不仅供奉
着杨贵妃的雕像，还竖立着贵妃墓

碑，就连当地人求子也会去祭拜。
另一个令日本人印象深刻的唐

朝女性就是武则天了。不过，这位霸
气外露的女皇在他们心目中可不是

那么讨喜，是与吕后、慈禧齐名的中
国“三大恶女”。

日本 NHK电视台最近推出的
纪录片《权力者的素颜———史上唯

一女帝则天武后》再次讲述了武则

天的故事，不仅介绍了武则天上位

的“黑历史”，也展现出武则天作为
政治家的另外一面，为日本观众了

解大唐文化提供更加全面立体的视
角。该片在日本一经推出便广受好

评，播出短短一个月后，应观众呼声
又再次播出。

“人气偶像”白居易
成为唐诗代名词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从疫情
期间日本支援武汉的物资包装上的

诗文，不难看出日本人对诗歌的喜
爱。而这句诗的出处和唐朝也颇有

渊源，约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日本长
屋亲王将这句饱含深情的诗文绣在

了赠给唐朝僧侣的袈裟上。

某种意义上，日本人对中国诗
歌的喜爱始于唐朝。在那时，随着遣

唐使的船只漂洋过海回到日本的，
除了器物，还有李白、杜甫、白居易

们的千古名篇。
在唐朝这个诗人辈出的时代，

谁的人气在日本最高呢？答案不是

李白杜甫，而是白居易。在日本人眼
中，白居易就是唐诗的代名词。

白居易在日本成为“人气王”，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诗风打

“通俗牌”，即使是老人和小孩都可

以口口相传，毕竟汉语对日本人来

说还是门晦涩的外语；二是白诗的
感伤情怀和日本平安时代最突出的

审美特征“物哀”不谋而合；三是白

诗在唐朝盛行之时正是大批遣唐使

在“安史之乱”后重新入唐之时，白
居易的“火”也因此流传到了日本。

白居易的日本“铁粉”众多，很
多都大有来头。其中不仅有嵯峨天

皇、醍醐天皇这样的皇族，还有紫式

部、清少纳言这样的文豪。皇室对白
居易的推崇造就了日本民间以“读

白诗”为骄傲的现象，文豪们则直接

把对“偶像”的崇拜带入作品中。据
统计，紫式部的巨作《源氏物语》中

有 154处引用白诗，清少纳言的《枕
草子》中引用《白氏文集》13处。

当然，日本人对唐诗的钟爱不
局限于白居易。李白的《静夜思》、孟

浩然的《春晓》、杜甫的《春望》、张继

的《枫桥夜泊》，都是被日本人收入
教科书的必读古诗文。

“大唐的诗，如同最美丽的长
天，让人只能仰视。”日本学者村上

哲见曾在《日本人与汉诗》中感叹。

对敦煌一往情深
文化仍活在心中

日本人对敦煌的膜拜，也让人

印象深刻。

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上
世纪 80年代，一位 80多岁的日本

老人来到敦煌，参观完莫高窟后，还
要去看看久仰的玉门关。“春风不度

玉门关”，在日本，王之涣的这首《凉
州词》家喻户晓。当老人终于面对玉

门关时，他忍不住痛哭起来。这究竟

是一种怎样的情愫？
敦煌在唐朝是西域重镇，也是

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中心。丝绸之路
架起了中外交流的桥梁，敦煌是丝

绸之路的咽喉要地，而唐朝正是丝
绸之路交往最为鼎盛的时期。

据史料记载，日本在公元 7世
纪推行的大化改新，改革蓝本主要

就是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此后一
千多年间，日本社会都有一种普遍

的中国文化崇拜心理。

“我们日本人之所以一听到丝
绸之路、敦煌、长安这些词就激动不

已，是因为这种文化至今仍强有力
地活在日本人心中。”日本前首相竹

下登一语道出了敦煌在日本人心中
的地位。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唐朝盛世

从未在时间的河流中远去，它存在
于每一个怀想它的人心中，也延续

在当下的文化和生活里，并始终光
彩夺目、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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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 一直有杨贵妃没

有死在马嵬坡而是东渡逃往日
本的传说。

日本学者渡边龙策在 《杨
贵妃复活秘史》一书中认为，马

嵬坡事变中，杨贵妃侥幸活命，

得到舞女谢阿蛮与乐师马仙期

的帮助， 最后乘坐日本遣唐使

的船逃往日本。

传说贵妃到达日本的时间

为公元 757年， 正值日本的孝
谦女帝朝代。贵妃抵达日本后，

谢阿蛮和马仙期设法把贵妃东
渡的消息传给玄宗。 据说后来

玄宗曾经派人东渡日本去找过
贵妃，劝她归国。贵妃赠送玉簪

为礼物，命来人带回献给玄宗。

贵妃终于未能回归大唐， 老死

于扶桑。

也有传说认为, 杨贵妃在

海上漂流时得了重病, 因此抵
达日本不久就病逝了。

更有离奇的传说是， 杨贵
妃来到日本后， 在民间繁衍后

代。 日本现今还有自称杨贵妃
后代的家族， 日本著名影视歌

三栖明星山口百惠也曾自称杨
贵妃后代。

杨贵妃东渡传说

    日本文坛巨匠、 芥川龙之

介奖得主井上靖擅写历史小
说， 其中以西域为题材的小说

占了很大比重， 长篇小说 《敦
煌》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1959 年井上靖发表长篇
小说《敦煌》，次年获得首届每

日艺术奖。 小说讲述的是宋仁

宗天圣年间， 书生赵行德进京
赶考，却因瞌睡错过考试，前往

刀兵四起、黄沙漫天的敦煌，命
运由此发生了剧烈的转折。 作

家借莫高窟背后的未解之谜，

对人生和历史寄予了独特的思

考， 对中国史传文学的叙事模
式也有传承和借鉴。

小说《敦煌》有力地推动了
日本的“敦煌热”，无数读者书

中惊奇地注目中国西部， 更有
大批游人拿着小说走上去往敦

煌的旅程。

1960年，小说《敦煌》被改

编成剧本，拍成了电视剧。1988

年， 中日两国联合拍摄的电影

《敦煌》上映，更是将日本的“敦
煌热”推向高潮。

井上靖写《敦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