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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代巾日往来诗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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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是古代中日文化交往的重要时期．在频繁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中，中日使臣、僧侣、文人在广泛的姑史中建 

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他们相互蜡诗唱和，由此产生出体现唐代中日友好交往的诗篇 这些诗篇热情赞美了中国的*盛强 

大和中日友好的情谊，赞扬了中日使者、惜人远斋故土，飘洋过海，不畏艰险，不辞辛劳，挚着束法和传播文化的坚韧精神，也 

抒发了中日使臣、僧人身居异国他乡对自己的国土故乡的眷念之情。唐代中日往来诗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录，也是中日 

人民友谊的一曲颂歌，为我们了解和研完唐代的中日文化交往以厦中日使臣、懵侣和文人知识分子的友谊、生活和精神世界 

提供7极其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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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古代中日文化交往的重要时期，从日本圣德太子 

以。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冀闻大国维新之化” 

(《隋书·倭国传》中华书局 1982年版)派出留学生来华学习中 

国文化和制度始，607年到894年的近300年间，大批的求法 

僧、遣唐使源源不断地被派往中国学习汉唐佛教文化+并回 

国传播中国文化，唐朝也先后派出“赴日使”出使日本。为了 

弘扬佛法，唐代僧人也曾东渡日本传经授戒，从而掀起了中 

日邦交的新高潮 在颇繁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中，中日使 

臣、僧侣、文人在广泛的结交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 

他们相互赠诗唱和，表达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依依相念 

的情慷，也由此产生出体现唐代中日友好交往的诗篇。这些 

诗多散见于<全唐诗》、日本汉诗集《怀风藻》以及<渤海国志 

长编》等史传作品中，后由张步云辑为《唐代中日往来诗》并 

注。⋯唐代的中日交往诗作者众多，包括了中日皇帝、使臣、 

僧人和文学诗人的诗作。诗歌内容丰富，抒情言志，文情并 

茂，对了解和研究唐代的中日文化交往以及中日使臣、惜侣 

和文人知识分子的友谊、生括和精神世界是一笔不可多得的 

宝贵财富。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挤文化高度发展时期，国势强 

盛，声威远震，对外交往十分频繁 武则天执政期间有。弘舸 

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J的繁荣景象：留唐的 

使臣、学问僧亲眼目睹和感受到了唐朝“声教所及，唯唐为 

大 ，_3 ‘居海内之尊，处域 中之太”， 敦睦九族，会同四 

海”． 万国朝天中”(储光义《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 

也》 天中嘉会朝”(李隆基<送日本使》)的强大和昌盛，使他 

们对中国充满了景仰，并在诗中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赞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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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僧释辩正的《与朝中人》描述了唐朝“钟鼓沸城闼，戎蕃预 

国亲。神明今汉主，柔远静胡尘”的繁盛和万国归属的情景， 

对唐帝的神明和遍迎四方来客的热情表示了崇敬。日车著 

名佛教大师空海在《昶法和尚小山观咏》一诗中， “看竹看 

花车国春，人声鸟醑汉家新”描写了他身居中国所看到的竹 

翠花发和人声鸟语的春景春意，既寄寓了他对日车故土春天 

的怀想，又表达了对中国的赞美和热爱。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就有着友好往来的悠 

久历史，隋唐以来的中日文化交流高潮更促进了中日友谊的 

发展。在诗人们的互相唱和及迎来进往的赠诗中无不表现 

了这一主题。在诗人们的笔下，“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日] 

长屋《锈袈裟缘》)，“问法言语异，传经文字同”(崔暮《送最澄 

上人还日本》)，“异域乡音别，观心法性同”(行满《进最澄上 

人还日本国》)，“两乡何异照，四海同是家”([日]岛田忠臣 

《夏夜对渤海客同赋月华I瞄近夜思》)等诗句写出中国和日本 

虽然被大海阻隔“大海浪中分国界”(方干《送僧归日本》)但 

却有着同天同地，同心同性的邻邦之情，也有着“九译蓍君 

使，千年圣主臣 (包佶《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一 

面相逢如旧识，交情自与古人齐”([日]阪上今继《和渤海大 

使见寄之作》)的悠久历史。正因为如此，才会在中日使臣、 

僧人和文人知识分子的友好交往中产生那种剪不断．理还乱 

的缕缕情思 唐代以来许多著名诗人如王维、储光义、李白、 

刘长卿、包估、吴颧、孟光、毛涣、崔瞢、全济时、行满、许兰、幻 

梦、林晕、朱千乘、朱少端、昙靖、鸿渐、郑壬、皮日休、陆龟蒙、 

颜萱、栖自、钱起、张籍、育9禹锡、贾岛、韦庄、贯休等与遣唐使 

朝衡、求法僧最澄、空海、圆仁、四珍、道慈、辩正等建立了深 

厚的友谊和感情。 

阿倍仲麻吕(朝衡)是日本遣唐目学使中最杰出的代表 

之一，曾与吉备真备、僧玄晴、大和长同等人于公元717年作 

为第九攻遣唐使来中国，后受到唐玄宗的赏识和任用．在唐 

作官，卒于长安。许多诗人、臣僚与他交情甚笃，敬称他为 

“晁监”、“晁卿衡 、“朝校书衡”、“晁补阙”，赞扬他“朝生美无 

度”“卓性车含真 (包信《进日车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来 

称郯子学，归是越人吟 (赵骅<送晁补阙归日本国》)，以 郯 

子学”和“越人吟”的典故比喻朝衡来中国学习文化和归返日 

车传播文化。当朝衡于公元753年奉唐玄宗之命回日本聘使 

节时，王维等友人与他依依惜别，赠诗相送，表达了“别离方 

异域，音信若为通”的思念之情。李白误闻朝衡途中遇风羽 

死的消息时，写诗痛哭，抒发了对朝衡痛惜哀伤的感情： 

日奉晁卿辞帝都，征帆一 绳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捂。 

朝衡同样对中国及友人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回国之际，写诗 

表达了他恋恋不舍的心情： 

衔命将畔国．非才黍使 巨。 

天中悬明主，海外忆悬隶。 

伙奏违金阁，腓骖去玉津。 

蓬莱 路远．若木故目棘。 

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展。 

平生一宝割 。留蜡交友人。 
— — 《衔帝使本国》 

“悬明主”、“忆慈亲 、“违金阙”、“西望”、“怀恩 等词语 

写出了诗人离唐之际对唐皇和友人充满敬重和依恋难舍、牵 

肠挂肚的复杂心情。 

送别日本友人归返本国的诗篇是唐代中日往来诗中的 

主要篇章，伤别离、抒憨怀、寄相思的情感溢于言表： 

万里三韩国，行人满目愁。 

辞是使星远，临水涧霜秋。 

— — 钱起《重递陆侍御使日本》 

炙眷何期远。王文九已同。 

相望杳不见，离恨托飞鹃。 

— — 徐凝《送日奉使还》 

波涛舍左界，星斗定东堆。 

或有归且便 ，当为相见期。 
— — 方干(进人游日本国》 

沧溟分故国，渺渺迁杯归。 

无尽终期到，人生此刺稀。 

无风也驻浪，未午也斜辉。 

乐帛何须雁，金鸟日日飞。 

— — 昊融《送坩归日奉》 

“相思渺无畔，应使梦魂通”(全济时《送最澄上人还日本 

国》)，“归程数万里，后会信悠哉”(朱步端《进空海上人谒后 

归日本》)，“人至非徐福，何由寄信通 (鸿渐《奉送日本国使 

空海上人橘秀才朝献后却还》)，“回首鸡林道，唯应梦想通” 

(扬夔《送日东僧游天台》)等诗句无不渗透着唐代诗人们对 

日本僧人、使者息息相通的深情厚谊和相思情怀。 

渤海国原是东北方少数民蕨韩辑人柞荣建立的国家，唐 

玄宗时曾册封祚荣为国王，将其归顺教化，渤海国一直与日 

本国关系密切。唐朝对渤海进行归化一方面促进了民族的 

融台．增强了唐朝的国势，一方面使中日友好往来更加频繁． 

唐皇的这一政治举措深得遣唐日车使臣的赞赏，遣渤海使大 

伴氏上的诗<渤海人朝》通过描述渤海归附后在德政和教化 

上取得的成就来赞扬唐朝的政治功绩：“自从明皇御宝历，悠 

悠渤海再三朝，乃知玄德已掾远，归化纯情是最昭”，并以“片 

席辨悬南北吹，一船长冷去来潮 表达了希冀进一步加强中 

日友好往来的心愿 渤海也曾先后派出赴日使者，著名的有 

裴鳆和儿子裴王雾，他们与出使唐朝的日本使官岛田忠臣、菅 

原道真(儿子营原{享茂)、大江朝纲、藤原雅量等人建立了探 

厚的友情，裴醺的人品人格也深得 日本友人 的敬仰称颂，他 

们在交往酬答的诗中纷纷赞扬裴大使的聪敏、风姿和诗才。 

岛田忠臣称裴颚“非独利刀刃似霜，毫端冲敌及斜光。多才 

实是丹心使，少壮犹为白面狼。声价随风吹扇俗，诗媒逐电 

激成章。文场阅得何珍货，明月为使秋雁行。 (《继和渤海裴 

大使见酬营侍部纪典客行字》)，还在诗中赞扬说“明王若问 

君聪敏，奏报应生谢五行”(《敬和裴大使重题行韵》)，“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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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郎无露胆，偏因大使有风姿”(《过裴大使房同赋雨后热》)， 

“惊见裴诗遂云成”(《酬裴大使答诗》)。菅原道真以“掌上明 

珠舌下霜，风情润色使星光 (《去春咏渤海大使与贺州善司 

马赠答之数十篇，今朝重吟和典客国子纪十二丞见寄之长句 

感而玩之聊依本韵》)，“灌溉粱园为墨客，婆要孔肆是查郎”， 

“万里当凭一手章”(《重依行字和裴大使被酬之什》)，“声价 

重轻因道举，文章多少被人抄”(《重和大使见酬之诗》)等诗 

句称赞了裴颈的诗才如同精美的掌上明珠和甘甜的舌下糖 

霜，其风流潇洒的情趣也给文章增擐了熠熠光彩，而这些成 

就都来自于裴大使的文才和勤奋。并以“寒松不变冒繁霜” 

等诗句赞颂了裴职傲霜斗雪，如同青松一样的品格。在渤海 

与日本两国使节的频繁交往中他们同样以诗表达了情同手 

足，亲如一家的关怀和情谊。如诗中有岛田忠臣、营原道真 

等夏夜雨后访裴大使的感人故事，“冒热寻来逼户惟，客房安 

稳雨体时”(岛田忠臣《过裴大使房同赋雨后热》)，也有脱衣 

相赠以遣情怀的动人场面“浅深红翠自裁成，拟别交亲赠远 

情”(岛田忠臣《同营侍郎酵中脱衣赠裴大使》)+还有依依惜 

别的愁绪情怀，更吟唱出了：“三更会面应重得，四海交心难 

再期 (岛田忠臣《过裴大使房同赋雨后热》)、“与君共是风云 

会，唯契探交送一生”(岛田忠臣《酬裴大使答诗》)．“郑重赠 

君无异物，唯余泣别满中璩 (岛田忠臣<夏夜于鸿肿馆饯北 

客归乡》)，“闲谈知胆照，莫劝折灯花”(菅原遘真《夏夜对渤 

海客因赋月华临静夜诗》)，“吴花越鸟磬{初成，本自同表岂浅 

情”(菅原遘真《醉中脱袁赠裴大使叙一鲍寄以谢之》)，“我宁 

离袂忘新友，君定曳裙引旧门。若有相思常服用，每逢秋雁 

附寒温”(菅原道真《二十八字谢醉中赠衣裴少监酬答之作似 

有谢言更述四韵重以戏之》)，“多少交情见一言，何关薄赠有 

微思”(营原道真《依言宇重酬裴大使》)，。交情不谢北溟探， 

别恨还如在陆沉 ，“珍重归乡相忆处，一篇长旬总丹心”(菅 

原道真《酬裴大使留别之什》)，“自送裴公万里行，相思每夜 

梦难成。真图对我无诗兴，恨写袁冠不写情 (菅原遘真《见 

渤海裴大使真图有感》)，“雪鬟同年分岸老，风情一道望云 

交”(营原道真《客馆书怀同赋文字呈渤海裴令大使》)，“度春 

欲见心如结，专夜相思睫不交”(菅原遘真《客馆书怀同赋交 

宇寄渤海副使大夫》)， 得意何愁云水隔，江湖耀契在相望” 

(大江朝纲《奉和裴使主到松原后读仝鸿胪南门临别口号追 

见答和文什敬韵》)， 思f匾品Ⅱ酒惧和泪，束死应无一日忘”(大 

江朝纲《奉酬裴大使重依本韵和临别口号之作》)，“虽喜交情 

坚似石，更怜使节古于松 (大江朝纲《书怀呈渤海裴大使》)， 

“若长有心与期在，万里分襟更共衣”(藤原雅量<辽东丹裴大 

使公去春述怀见寄于余勘问之间遂无和之此夏缀言志之诗 

拄与得意之人不耐握玩偷押本韵》)等充满情意的诗句。 

唐代中日往来诗中，有不少诗颂扬了以最澄、空海、圆 

仁、圆载、圆珍等为代表的人唐僧高贵的人品人格和挚着求 

法的精神。最澄为平安初期日本天台宗开山祖师，公元804 

年来唐到天台山国清寺求法，次年回国后弘扬中国佛法。唐 

代友人、诗人称赞他：“重译越沧溟，来求观行经”，“得法心念 

喜．乘杯体自宁”，“往岁来求请，新年受法归。众香随贝叶． 
一 雨润禅衣”，“来求贝叶偈，远过海龙官”，“来时求半偈，去 

罢悟真空”，对他“遘高心转实，德重意唯坚。不惧洪波远，中 

华访法缘。精勤同忍可，广学等弥天 的挚着求法精神给予 

了高度赞扬(吴颤、盂光、毛涣、崔瞢、行满、许兰《送最澄上人 

还日本国》)。空海亦为日本著名佛教大师，公元805年人唐 

求法，对日本佛教和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煎献。唐官吏 

马总称赞他：“何乃万里来，可非街其才。增学助元机，土人 

如子稀”(《赠日本僧空海离台诗》) 诗人朱千乘赞美他：“古 

貌宛体公，谈真说苦空。应传六祖后，远化岛夷中”，“威仪易 

旧体，文字冠懦宗。留学幽微旨，云关护法崇 (《送日本国三 

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贡方物而归海东诗》)。朱少端说他： 

“禅客祖州来，中华谒帝回。腾空犹振锡，过海来浮杯。佛法 

逢人授，天书到国开。”(《送空海上人朝谒后归日本国》)其它 

如“来朝汉天子，归译竺乾经 (县靖《奉送日本国使空海上人 

橘秀才朝献后却还》)，“到国宣周礼，朝天得僧风”(鸿渐《奉 

送日本国使空海上人橘秀才朝献后却还》)，“他年续僧史，更 

载一贤人”(郑壬《奉送日本国使空海上人橘秀才朝献后却 

还》)等诗句无不歌颂了空海人唐求法后回国弘扬佛法，传递 

中华文化的伟大功绩。圆仁、圆载、圆珍也是当时人唐求法的 

著名僧人，皮日休以“贝多纸上经文动，如意瓶中佛爪飞”， 

“取经海底开龙藏，诵咒空中散蜃楼”(《送圆载上人归日本》) 

的诗句称赞了圆载佛法的精进和灵性，艋龟蒙以“晓梵”、 夜 

掸 ， 见翻经论多盈箧”歌顷了圆载朝夕研读佛典，勤奋翻译 

佛法经书的精神。 

唐代高僧鉴真和尚曾六扶东渡日本传经授戒，其间历经 

坎坷，各尝艰辛，最后在日本圆寂。唐代不少中日僧人、诗人 

对他不畏艰险，东渡日本弘扬佛法的精神也予以了高度赞 

扬：“大师慈育契圆空，远迈传灯照海东”(释法进《七言伤大 

和上》)，“戒香余散馥，慧炬复流风”，“万里传灯照，风云远国 

香。禅光耀百亿，戒月皎千乡 ([日]刷雄《五言伤大和上》)。 

尽管大师已经逝去，但“神飞生死表，遗教法门中 (释思托 

《五言伤大和上传灯逝》)，“斯法留千载，名记万年春 (高鹤 

林《述怀》)，“洪慈万代光”，“无处不遗踪”([日]石上宅嗣《五 

言伤大和上》)，鉴真大师的精神和佛法却光耀千秋。表达了 

中日人民对他的精神和佛法的无限崇敬 

为了来唐学习和进行中日交往，中日僧人和使者往往要 

经受离乡背井的孤独、恶风巨浪的风险和病痛死亡的威胁， 

但他们不畏艰险，不辞劳苦，忍受着思乡之苦，挚着求法，他 

们的精神受到了不少唐代友人和诗人的赞赏。王维在《送秘 

书晁监还日本国》中以“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 

外，主人孤岛中”的诗句描述了即将归国的朝衡在海上孤独 

泛舟的旅程和可能遭受鳌鱼袭击的危险。曹橙称颂赴日使 

者 犹有中华恋，方同积浪深。张帆渡鲸口，衔命见臣心” 

(《送胡中丞使日东》)，沈颂在《送盒文学还日本》中写道：“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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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积孤岛，波涛连太空，冒险当不惧，皇恩措尔躬”，这些诗表 

现了中日使者不惧惊涛骇浪，不辱使命，来往于中日两国的 

精神。刘睿虚在《海上诗送薛文学归海东》中描写了日本与 

中国“沧溟千万里”，而仕于唐的使官薛文学却将乘一叶孤舟 

在茫茫海上日夜飘行，诗人对他危险的旅程充满忧憨“前心 

方杳妙．此路劳夷犹”，而薛使者却“离别惜吾道，风波敬皇 

休 即离另 时珍惜的是中国之道和对唐皇的敬重，而不是旅 

途的风险。毛涣赞最澄和尚为了“万里求文教”而 莫言沧海 

阔，杯度应自知 (《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刘禹锝高度赞 

扬了日本僧人智藏不远万里，乘杯渡海来到中国，寻访名山 

太师学浩“浮杯万里过沧溟，遍礼名山适性灵”，“为问中华学 

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赠日本僧智藏》)，其勤奋挚着的学 

法精神谁人可以媲美? 

日本使者和僧人在汉诗中同样抒发了他们为了求法不 

惜“远游劳远国，长恨苦长安”([日]释辨正《在唐忆本乡》)的 

心情。日本文人都腹赤和使官滋野贞主都以“渤海望无极， 

苍波路几千。占云遥骤水，就日远朝天”([日】都腹赤《和渤 

海人觐副使公赐对龙颜之作))，“苍茫渤海几千里，五两舟中 

送一年。l 壑艰辛孤迹度，鲸涛煞拍远情传 ([日]滋野贞主 

《春日奉使人渤海客馆》)等诗句描写了渡舟远航的遥远、孤 

独和随时可能葬身鱼腹鲸口的艰险 虽然远渡重洋，吉凶难 

测，“波翻夜作电，鲸吼昼为雷”(林宽《送人归日本》)， 太海 

途难涉，孤舟未得回”([日]坂上今雄《秋朝听雁寄渤海人朝 

高判官释录事》)，但他们仍以“不惮涛天之骇浪，不怖映日之 

惊鳘”L】]的坚韧精神来往于中日之阊，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 

了积极贡献。 

唐代中日往来诗中还有不少诗抒发了中日使者、僧人身 

届异国他乡对自己的国土故乡的眷念之情： 

日边瞻日本 ．云里望云端。 

远游劳远国．长恨苦长安。 

— — [日]释辩正《在唐忆本 ) 

摹歌马上怨，杨柳由中春。 

唯有关山月，偏迎北童人 
— — [日]释辩正《与朝主人》 

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 

三笠山顶上，想又畦月田。 

— — [日]朝衡《望 诗》 

寂寂朱明夜，团团白月艳。 

几山明影韧，万象水天新。 

弃妾看生怅，羁情对动神。 

谁云千里隔．能照两乡人。 

— — [中]王孝廉《和坂领客对月思乡之作》 

枕上宫钟传晓漏，云间宾雁送春声。 

辞孳里许不胜感，玩复他乡客子情。 

— — [日]滋野贞主《春夜宿鸿胪馆简渤海入朝王大使》 

春鸿爱瑗南江水，旅客看云北海天。 

晓藕莫惊单宿梦，他乡觉后不胜怜。 
— — [日]滋野 主《春日奉健入渤海客馆) 

“皎月圆”、“自月轮”、“云端 、“春鸿”、“宾雁”、“琴歌”、 

“晓漏”、“晓籁 等诗歌意想寄寓了旅居他乡的游子通过看 

云、望月、见鸿归、听琴歌、闻晓漏 、惊晓籁而引发的“抬头望 

明月，低头思故乡 的怀乡之苦，抒发 了自己孤独在外，盼望 

早日回归故里的心情。出使日本的渤海国大使杨泰师在《夜 

听捣衣诗》中也描述了他客居日本夜听邻女捣农声而引发的 

“客于思归别有情”，从“不知繇杵重将轻，不悉青砧平不平” 

遥想到自己闺中妻子捣衣时的“体弱多香汗”和 劳玉腕”，进 

而联想到独守闺阁妇的幽怨，然而“忆忆兮，心已悬，重闻兮， 

不可穿 ，虽思乡忆亲心切．又重闻熟悉的捣衣声，但因路途 

遥远不可逾越，只好“因梦寻声去”， 只为愁多不得眠”。虽 

然这些中日使臣“每盲乡国，心魂断绝”，但为了不负国家使 

命，他们以忠孝不能两全的思想尽忠职守，表达了“慕义名空 

在，输忠孝不全。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 (【日]朝衡《归 

国定何年》)的决心。 

唐代中日往来诗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录，也是中日 

人民友谊的一曲颂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我 

们在回顾历史，继承传统中进一步促进中日人民的友谊和中 

日文化交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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