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日本是海外漢籍保存與漢學研究最豐富的國家。就《詩經》而言，在日本有著長達

一千五百餘年的傳播與接收史，產生了大量《詩經》文獻研究漢籍書目。然長期以來，因種種

原因，並未得到與其價值相匹配的研究投入。本書截取日本江戶時代（1603 ～ 1867）這段歷史

時期，首次對日本詩經學史作斷代研究。

江戶時代是日本詩經學史上最輝煌的歷史時期。短短 260 餘年間，產生《詩經》著述近

500 種，不亞於同期的中國。伴隨社會主流文化思潮的變遷，江戶時代詩經學分別經歷了朱子

「詩」學的獨尊、日本詩學特質的形成及《詩經》漢學的全面復興三次變遷，從中不僅能看到日

本詩學更迭中的中國印記，而且能感受到《詩經》在江戶時代的文化建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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