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摆渡者的双重诗镜 

——论遣唐使阿倍仲麻吕的唐诗接受与跨文化实践 

 

李广志（Li Guangzhi）1 

 

摘要：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繁荣，中国沿海通往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成熟，日本

为学习唐朝先进文化，在二百多年间派遣不间断地派遣唐使来华学习，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就

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与诗人李白、王伟等结下深厚友谊，他的一首望乡望月诗，成为

千古绝唱。阿倍仲麻吕的留学之路，恰似一条唐诗之路。文章以多角度对阿倍仲麻吕的诗歌

进行解读，论证了《明州望月》诗的前世今生，以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传承。 

关键词：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唐诗；明州望月 

 

Title: The Road of Tang Poetry Traveled by Abe no Nakamaro 

Abstract: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reached an unprecedented level of 

prosperity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 Maritime Silk Road from China’s coastal areas to Japan 

had matured. In order to learn the advanced cul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Japan dispatched envoys 

to China continuously for more than 200 years. Abe no Nakamaro, a foreign student, wa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among them. He forged deep friendships with poets such as Li Bai and 

Wang Wei. One of his poems about longing for his hometown while looking at the moon became 

an eternal masterpiece. Abe no Nakamaro’s study abroad journey was like a road of Tang poetry.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Abe no Nakamaro’s poem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demonstrating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the poem Admiring The Moon in Mingzhou,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behind it. 

Keywords: Envoys to the Tang Dynasty; Abe no Nakamaro; Tang poetry; Admiring The Moon in 

Mingzhou 

 

隋唐三百余年，绽放出绚烂多彩的文化，并对日本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期间，日本不断派留学生来

华，学习先进的技术、文化和制度，为后世日本发展积蓄了丰厚的文化基础。今九年义务教育教科书《中

国历史》（七年级下册）中写道：“在我国的西安市和日本的奈良市，各建有一座阿倍仲麻吕纪念碑。阿

倍仲麻吕是唐朝时来华的日本人中的杰出代表人物。”（齐世荣，2019，p.19）时至今日，阿仲麻吕仍为

唐代中日友好往来的象征，也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典型事例。唐朝与日本之间，形成了较为完备

的朝贡外交体系，海路交通制度健全，人员往来络绎不绝，物资交换丰富多样。（李广志，2016，pp.139-

152）指出，日本自从 630 年至 894 年，在两个多世纪的 264 年间，日本共任命过 20 次遣唐使，其中 4

次因故中止，实际成行 16 次。唐朝口岸登州、扬州、苏州、明州等地，均为遣唐使的着岸和返航地。 

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一来未归，在唐朝终此一生。他与唐朝文人结下深厚友谊，他们的交往，多以诗

歌唱和形式进行，以文会友，阿倍仲麻吕的遣唐之路，恰似一条唐诗之路。本文通过历史文献、文学作

品以及考古资料等，多角度地解读阿倍仲麻吕诗歌的前世今生。 

 
1 李广志（Li Guangzhi），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日文化交流史。电邮：liguangzhi@nb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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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倍仲麻吕在唐的生活 

公元 770 年（唐大历五年）正月，阿倍仲麻吕在唐朝去世，终年 70 岁。然而，就在他去世 130 年后，

日本却流传一首思乡歌，称他在回国途中，于明州海边望月思乡，吟诗作赋，诞生此歌。这首诗歌后来

成为日本文学史上的名篇，历代传诵，经久不衰。但是，这一名作留下许多谜团，引来不少争议。那么，

阿倍仲麻吕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篇是如何诞生的？有何疑点？在此解析这个问题之前，先看看阿倍仲麻吕

在唐的生活情况。 

阿倍仲麻吕于开元五年（717），随第九次遣唐使入唐，直至其 770 年去世，在唐一共生活了约 54 个

春秋。作为留学生的阿倍仲麻吕，初来时年仅 17 岁。来唐后取汉名“朝衡”，或作“晁衡”。“朝”与

“晁”相通，中国文献中多使用“晁”字。此外，新旧《唐书》也写作“朝臣仲满”，另有“秘书晁监”

“晁补阙”“晁卿”“晁巨卿”“朝校书衡”等。不过，（森公章，2019，pp.89-90）指出，史书中也有

误写作“朝衛”“胡衡”“周衡”“韩衡”的，这些都表示仲麻吕的汉名。阿倍仲麻吕到达唐朝后，不久

入太学，步入国子监下官学机构。自从杉本直治郞（杉本直治郎，1940，pp.322-324）主张阿倍仲麻吕从

留学生转变为官吏的途径是参加了科举考试，并且以优异的成绩荣登进士，从而实现了“鲤鱼跳龙门”

以后，不断有学者支持此观点，礪波護（1999，p.24）和王勇（1998，pp.74-75）指出他“在长安苦读约

5 年，参加科举考试高中进士，并出仕任司经校书（正九品下）”（寒天主编，2003，p.2）。阿倍仲麻吕

就读于太学，这一点当属事实，从诸多史料中可以验证，如王维所说，“成名太学，官至客卿”。太学属

于唐代官立学校“六学”中的第二等，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律学、算学。但是，能就读太学

者，需是官宦子弟，《新唐书》（欧阳修、宋祁撰，2000，p.761）载：“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

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阿倍仲麻吕作为留学生进入太学实

属罕见，必然是受到某种特殊的照顾才能入学，否则在如此严格的条件下，很难步入太学。 

关于阿倍仲麻吕入仕的契机，如上所述，传统观点认为他是通过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后步入仕途的。

但是，近年随着研究的深入，日本学者川本芳昭（川本芳昭，2003）认为，考中科举，尤其高中进士科的

证据不足。即便是所谓合格，也是依据后世的材料做出的推断，阿倍仲麻吕应该是没有通过科举入的官

职。这一新观点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森公章（森公章，2019，pp.91-92）在其新著《阿倍仲麻吕》中同样

支持此说。也就是，面对大批唐朝学子，仅学几年汉语的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不可能在科举考试中出类

拔萃地超过那些唐朝子弟。（史秀莲，2004）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直至穆宗长庆以前，尚未发现周边诸

族或国家士子及留学生在唐科举及第的记录。只有到了长庆初（821 年），才出现新罗宾贡生金云卿获得

金榜题名。《拙藁千百》卷二《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载：“长庆初，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罗宾贡，题名

杜师礼榜。”可知，唐代新罗科举及第者始于 821 年以后。而阿倍仲麻吕时期尚未出现针对外国留学生

的宾贡制度。阿倍仲麻吕的升官过程应该不是正常科举制度下提拔的，《古今和歌集目录》中称他是在

开元十九年（731），由京兆尹崔日知推荐始任左补阙。但是，崔日知在开元十九年已不担任京兆尹，早

在开元十六年（728）时就为潞州大都督长史，寻以年老致仕，直至去世。不过，也可以理解为任过京兆

尹的崔日知推荐给皇帝，阿倍仲麻吕于开元十九年出任左补阙。总结一下阿倍仲麻吕的官场之路，按年

代推移，共有以下一些官职： 

阿倍仲麻吕的官职履历 

时间 官职 官品 出典 

开元九年-十五年 

（721 年-727 年） 
东宫司经局校书 正九品下 

《全唐诗》卷百三十八，储

光羲诗《洛中贻朝校书衡朝

即日本人也》。 

开元十五年-十九年 

（727 年-731 年） 
（左）拾遗 从八品上 《姓解》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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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十九年 

（731 年） 
左补阙 从七品上 

《旧唐书》、《新唐书》、《唐

会要》、《杨文公谈苑》、《古

今和歌集目录》。 

开元二十二载-天宝

十载 

（734 年-751） 

仪王友 从五品上 《旧唐书》、《新唐书》。 

天宝十一载-十二载

左右 

（752 年-753 年） 

卫尉少卿 从四品上 《通典》卷百八十五。 

天宝十二载 

（753 年） 
秘书监 从三品 

《杨文公谈苑》、《文苑英

华》卷二百六十八之王维《送

秘书晁监归日本国》。 

天宝十二载 

（753 年） 
卫尉卿 从三品 

《唐大和上东征传》、《延历

僧录》。 

上元年中 

（760 年-761 年） 
左散骑常侍 从三品 

《旧唐书》、《新唐书》、《唐

会要》、《册府元龟》卷九百

七十七、《杨文公谈苑》。 

上元年中 镇南都护 正三品 
《旧唐书》、《新唐书》、《唐

会要》。 

永泰二年五月 

（766 年） 
安南都护 正三品 

《册府元龟》卷百七十·九

百七十七、《安南志略》、《杨

文公谈苑》。 

大历二年七月以

后……回长安 

（767 年） 

  《旧唐书》。 

大历五年……赠潞州

大都督 

（770 年） 

赠潞州大都督 从二品 

《古今和歌集目录》、《续日

本后纪》承和三年（836）五

月戊申条。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阿倍仲麻吕自入唐后不久，大约五年后便走上官场之路，首先出仕任的官职是

司经局校书。他在唐入仕四十余年，做过十任官，死后代宗赠潞州大都督。在唐代九品三十阶的官品等

级中，历官十任，从最初的正九品下，逐渐上升，任安南都护时官品已至正三品，属于名副其实的高官。

他担任司经局校书时，友人储光羲为其作过一首诗。 

 

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 

储光羲 

万国朝天中，东隅道最长。 

吾生美无度，高驾仕春坊。 

出入蓬山里，逍遥伊水傍。 

伯鸾游太学，中夜一相望。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A%E6%B0%B4/742734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A%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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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悬高殿，秋风入洞房。 

屡言相去远，不觉生朝光。 

 

该诗作于洛阳（洛中），储光羲是开元十四年（726）年进士（辛文房撰, 关鹏飞译注，2020，p.76），

应该与阿倍仲麻吕很熟。诗中“朝校书衡”指朝衡（晁衡），时任洛阳司经局校书。诗中描写盛唐之时，

阿倍仲麻吕在唐的生活和学习状况，“仕春坊”“游太学”，回顾了两人的屡屡长谈的美好时光。阿倍仲

麻吕在唐生活五十多年间，曾经有两几次归国计划，但结果均未能如愿。 

第一次，时间是开元二十一年（733），《古今和歌集目录》中的阿倍仲麻吕略传载：“二十一年，

以亲老上，请归。不许。”此时正是多治比广成为大使的第十次遣唐使入贡期间，他已在唐生活了 17 年，

想回探亲看望年迈的父母，向玄宗请求，未被许可。听说仲麻吕要回国，唐朝友人赵骅送其一首诗，题

为《送晁补阙归日本国》，全文如下： 

 

送晁补阙归日本国 

赵骅 

西掖承休浣，东隅返故林。 

来称郯子学，归是越人吟。 

马上秋郊远，舟中曙海阴。 

知君怀魏阙，万里独摇心。 

 

作者赵骅，字云卿，邓州穰人，志于学，善属文，开元二十三年（735），举进士，《旧唐书》有其

传。赵骅还敦重交友，少时与殷寅、颜真卿、柳芳、陆据、萧颖士、李华、邵轸、同志友善。赵骅以诗相

送时，仲麻吕官至左补阙，从七品上，属于朝廷命官，同时也得到玄宗皇帝的宠爱。对于他来说，既要效

忠皇帝，又要不忘日本情怀，想回国却不能，的确是个两难的境界。于是，他赋诗一首，以抒情怀： 

 

阿倍仲麻吕诗 

慕义名空在，愉忠孝不全。 

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 

 

以上阿倍仲麻吕的汉诗，未见中国文献，原载于日本史料《古今和歌集目录》。此外，中国史料《文

苑英华》（卷二九六）中也留下一首他的另一首诗，题为《衔命使本国》。这是他第二次回国时写的，恰

与唐朝友人李白、王维、包佶等诗词构成唱和。其诗曰： 

 

衔命使本国 

朝衡 

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 

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 

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 

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邻。 

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 

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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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是晁衡仅存的两首汉诗中的另一首，《全唐诗》卷七百三十二则以《衔命还国作》为标题，时

间约为 753 年夏秋之交，应该是与王维、包佶等人诗歌唱和时创作的。从开头一句“衔命将辞国”可知，

此次晁衡回国是得到玄宗皇帝的许可，对于“非才”的自己，如此厚爱，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另外，从接

下来的词句也可看出他思念家乡的同时，“天中恋明主”“西望怀恩日”表达了对唐帝的感恩之情。最

后，他将自己平时佩戴的“宝剑”，送给了朋友。 

第二次，随第十二次遣唐使回国，时间为天宝十二载（753）。遣唐使在长安期间，玄宗皇帝命令阿

倍仲麻吕领日本使参观道教及佛教殿宇，并且也亲自为使团赋诗一首。唐朝接待遣唐使的一个标志性意

义是，使他们参加每年正月初一举行的皇帝接见外国使节仪式，以彰显大唐天子的权威，恩泽四海，慕

化东方。阿倍仲麻吕在离开长安前，好友王维作《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为其送行。诗序较长，达

五百多字，其中有：“晁司马结发游圣，负笈辞亲……名成太学，官至客卿。”等句。诗如下： 

 

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 

王维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 

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 

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 

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 

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王维在诗中体现了他与晁衡的深厚友谊，以情景交融的手法，描绘出一幅艰辛远途的画面，同时也

表达出依依不舍的真挚情谊。于此相比，诗人包佶则以另一种笔法表示送别。 

 

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 

包佶 

上才生下国，东海是西邻。 

九译蕃君使，千年圣主臣。 

野情偏得礼，木性本含真。 

锦帆乘风转，金装照地新。 

孤城开蜃阁，晓日上朱轮。 

早识来朝岁，涂山玉帛均。 

 

从标题来看，晁衡的身份似乎是日本国“聘贺使”，也就是代表日本国赴唐朝贺的使者。当然，这里

也包含送日本国使及晁衡之意，不排除送别歌宴中还有其他遣唐使成员。刘长卿作《同崔载华赠日本聘

使》中的“日本聘使”，以及《续日本纪》《续日本后纪》中的“朝聘”“聘唐使”“聘唐国”等均与此

处的“聘贺使”意思相同，即遣唐使之意。包佶诗歌的“上才”表示晁衡的才华，“九译”是日本为九次

翻译才能到达的遥远“下国”。“千年圣主”赞扬玄宗皇帝的仁义、礼仪。最后两句的“玉帛”是天子赐

诸侯的礼物，表达了想与晁衡再次相会的美好愿望。 

在京城道别友人后，阿倍仲麻吕与大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等来到扬州，然后一行人又移动到遣唐

使船在苏州等候地黄泗浦。这次，阿倍仲麻吕正式乘船，踏上归国的旅途。然而，不巧的是，阿倍仲麻吕

https://so.gushiwen.org/authorv_2514436342b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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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乘的第一船漂流至安南，上岸后遭遇强盗，同船一百七十余人，仅剩十余人。他与大使幸免于难，几

经周折才返回长安。 

此后，阿倍仲麻吕回到长安，上元年中（760-761），任官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永泰二年（766）

五月，又被任命为安南都护。也许是因为天宝十二年的漂流遇袭经历，使他对安南人文地貌、社会治安

的初涉，才成为其日后赴任安南都护府长官的前提条件（张维薇，2018, pp.149-156）。至此，阿倍仲麻

吕在唐朝度过了辉煌的一生，唐大历五年（770）正月，逝于长安，随即被追赠为潞州大都督，从二品。

后来，日本则赠予更高一规格的正二位官位，《续日本后纪》承和三年（836）五月戊申条载：“故留学

问赠从二品安倍朝臣仲满大唐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北海郡开国公赠潞州大都督朝衡可赠正二

品。”（森田悌訳，2010，p.184） 

出身官员之家的仲麻吕，父亲是中务大辅正五位阿倍朝臣船守。关于仲麻吕的生平，《古今和歌集

目录》（12 世纪）中有一篇传记，较全面地记录了他的事迹，其传曰： 

 

安倍朝臣仲麻吕（歌）一首。旅。 

中务大辅正五位上船守男。灵龟二年八月二十日乙丑。为遣唐学生留学生。从四位上安倍朝臣

仲麻吕。大唐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北海郡开国公。赠潞州大都督朝衡。《国史》云：

“本名仲麻吕。唐朝赐姓朝氏，名衡，字仲满。性听敏，好读书。灵龟二年，以选为入唐留学问生，

时年十有六。十九年，京兆尹崔日知荐之。不诏褒赏。超拜左辅阙。二十一年，以亲老上，请归。不

许。”赋词曰：“慕义名空在，愉忠孝不全。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至于天宝十二载。与我朝

使，参议藤原清河同船溥归。任风掣曳，漂泊安南。属禄山构逆，群盗蜂起。而夷撩放横，劫杀众

类。同舟遇害者，一百七十余人，仅遣十余人。以大历五年正月薨，时年七十三。赠潞州大都督。 

《明达律师传》云：“有梦松尾明神。天王寺借住僧等之灵验也。各委不记可见本传也。追至公

卿。” 

 

仲麻吕的生年，史料中仅见此处记载，但又是相互矛盾的。“灵龟二年，以选为入唐留学问生，时年

十有六。”日本灵龟二年，即公元 716 年，仲麻吕 16 岁，说明他出生在 701 年。但是，后文又曰“以大

历五年正月薨，时年七十三。”大历五年，指唐代宗大历五年，即 770 年，仲麻吕去世，终年 73 岁。由

此推算，他的生年又为 698 年。日本学者杉本直治郎（杉本直治郎，2006）经过详细考证，认为阿倍仲

麻吕出生于 701 年，本文遵从此观点。 

 

二、《明州望月》诗的诞生 

客居唐土的阿倍仲麻吕，在日本还有一首和歌流传于世。据称他于明州海边，写下一首著名的思乡

之歌，这首诗收录在《古今和歌集》（卷第九·羁旅歌）中，成为日本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至今仍广为

流传。该诗开头写作“唐土望月咏诗，阿倍仲麻吕”，此歌的标题有多种中文表述，如《望乡诗》，李广

志（李广志，2015, pp.59-63）则命名为《明州望月》诗。 

《明州望月》诗最早见于《古今和歌集》中。成书于 905 年的《古今和歌集》，是日本第一部敕撰

和歌集，由纪友则、纪贯之、凡河内躬恒、壬生忠岑等编撰，共 20 卷 1111 首和歌（以下简称《和歌集》）。

阿倍仲麻吕的作品，在日本仅见一篇，就是收录于《和歌集》卷第九·羁旅歌中的这首思乡歌。诗歌由三

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正文前的题记，第二部分为诗歌正文，第三部分是注记。由于最初版本为竖排版，

注记位于正文左侧，一般称之为“左注”。此诗原本无标题，中文译本中尚无固定名称，近年来存在多种

译法，有称“江上见月”（杨烈，1983, p.88）的，也有译作“望乡诗”（依田义贤著，李正伦译，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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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有译成“汉土见月”（曾峻梅，2003）的。笔者将其命名为《明州望月》，是因为左注中强调，阿

倍仲麻吕是在明州海边望月、咏歌的，故以此命名。这首诗的中文翻译，也是版本多样，中国学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展开过激烈讨论，据金中（金中，2020, pp.201-206）统计，它是迄今为止被译成中文最多的

一首日本和歌。该诗的中文译本，最早见于 1979 年镌刻在西安的阿倍仲麻吕纪念碑上，由西安市外事办

公室原主任邓友民翻译。该译文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译本，以五言绝句形式翻译，诗词如下： 

 

翘首望东天，神驰奈良边。 

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不过，为便于掌握该诗的全貌，现将杨烈的译文（杨烈，1983，p.88）摘录如下： 

 

唐土望月咏诗 阿倍仲麻吕 

远天翘首望，春日故乡情。三笠山头月，今宵海外明。(杨烈，1983，p.88) 

 

此外，《古今和歌集》（佐伯梅友，1984, p.184）在注释中写道： 

 

相传：仲麻吕昔日留学唐土，长久未归。多年后日本又派遣唐使，当他随船回国之时，唐朝友

人在明州海边为其饯行。夜幕降临，明月当空，仲麻吕望月咏诗。此歌盛传至今。 

 

这首和歌久负盛名，纪贯之在其《土佐日记》（935 年）中作了进一步阐释。12 世纪初成书的《今

昔物语集》也摘录了此篇。此外，藤原定家的《小仓百人一首》（13 世纪上半叶）等文学名著中相继收

录。日本江户时代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1760 年-1894 年），绘过两幅阿倍仲麻吕的明州望月图，影响

甚广。近代著名文人画家富冈铁斋（1837 年-1924 年），于 1914 年绘制一对《阿倍仲麻吕明州望月图》

屏风，如今已成为日本重要文化遗产。 

诗文后面的左注讲，唐朝友人在明州海边为其饯行，阿倍仲麻吕望月生情，在明州创作了此歌，这

说明阿倍仲麻吕到过明州，并且归国所乘的船是从明州出发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左注中又强调这

是个传说。传说与历史究竟有多大的差距，阿倍仲麻吕是否在明州作过诗呢？这一点，有必要从史料中

进行解读，寻找其真实的历史轨迹。 

日本元正天皇灵龟二年（716 年）八月二十日，朝廷再次任命遣唐使。据《续日本纪》灵龟二年八月

癸亥条载：“是日，以从四位下多治比真人县守为遣唐押使，从五位上阿倍朝臣安麻吕为大使，正六位

下藤原朝臣马养为副使。大判官一人，少判官二人，大录事二人，少录事二人。”遣唐使成员另有，大通

事伊吉古麻吕、短期留学生大和宿弥长冈、长期留学生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以及随从羽栗古麻吕、

留学僧人玄昉等。使团成员分乘四船，共 557 人。第二年，使团从日本出发，开元五年（717 年）十月一

日到达长安。几年后，聪明善学阿倍仲麻吕便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易名改姓，唐朝友人多以晁衡或朝衡

相称，成为唐朝官府中的一员。 

阿倍仲麻吕真正回国是在第十二次遣唐使期间，使团完成使命后，于唐天宝十二年（753 年）八月离

开长安踏上归国之路。此时的阿倍仲麻吕已 52 岁，在唐生活了 36 年，担任秘书监兼卫尉卿，以唐朝官

员的身份一同回国。同行中，还有曾经与仲麻吕一起留过学的吉备真备，这次是他第二次来唐，担任遣

唐副使。两人在日本的声望无与伦比，堪称入唐二杰，《续日本纪》宝龟“六年十月壬戌”条载：“我朝

学生播名唐国者，唯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大臣即吉备真备，朝衡则阿倍仲麻吕，二人的影响，遍及日

本朝野上下。 

唐天宝十二年十月十五日，日本国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以及阿倍仲麻吕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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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来到扬州延光寺，恳请五次渡海未果的鉴真和上赴日传法。为此，鉴真接受邀请，协同弟子及随从 24

人“乘船下至苏州黄泗浦”（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2006，p.85），奔赴在那里等候的遣唐使船。据

《唐大和上东征传》（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2006，pp.90-91） 

载： 

 

十一月十日丁未夜，大伴副使窃招和上及众僧纳己舟，总不令知。十三日，普照师从越余姚郡

来，乘吉备副使舟。十五日壬子，四舟同发。有一雉飞第一舟前，仍下矴留。十六日发，廿一日戊

午，第一、第二两舟同到阿儿奈波岛，在多祢岛西南；第三舟昨夜已泊同处。 

 

各路人员齐聚黄泗浦，四船整装待发。此间普照特地从余姚郡（明州）赶来。普照跟随鉴真赴日几

度失败，当鉴真一行再次休养生息之际，750 年普照来到明州阿育王寺，在那里生活了将近 3 年时间，此

次又闻鉴真东渡，所以十三日从那里赶到。 

十一月十五日，突然有一只野鸡落在第一船头，按照当时的禁忌，此乃不祥之兆，于是又等了一日，

十六日出发。此时，阿倍仲麻吕乘坐大使清河的第一船，鉴真搭乘第二船，两船同时抵达今种子岛西南

的冲绳岛。吉备真备的第三船也几乎同时到达。第四船于天平胜宝六年（754 年）四月抵至萨摩国。然而，

阿倍仲麻吕所乘的船只随后触礁，遭遇强风，被吹向南方，漂泊至安南驩州（今越南）。乘员上岸后遭到

当地土著劫杀，“同舟遇害者，一百七十余人，仅遣十余人。”藤原清河与阿倍仲麻吕等十余人幸免于

难，后辗转返唐，最终在长安度过一生。这期间，李白得到消息，传闻晁衡遇难，悲痛万分，特赋诗《哭

晁卿衡》（裴斐，1988，pp.174-176）一首，以示悼念。 

 

哭晁卿衡 

李白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沈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李白的诗虽因误传而作，但仍以高超的手法寄托对晁衡的哀思之情，被誉为唐诗名篇。李白与阿倍

仲麻吕的个人友情，富有戏剧性，其诗篇广为流传。时至今日，甚至演绎出了另一首诗，近年来，许多报

刊杂志撰文称，阿倍仲麻吕大难不死，回到长安后，看到李白为他写的悼亡诗，感慨万千，也写下著名

诗篇《望乡》作答：“卅年长安住，归不到蓬壶。一片望乡情，尽付水天处。魂兮归来了，感君痛哭吾。

我更为君哭，不得长安住。”经笔者考证（李广志，2022），这是一首伪唐诗。 

 

三、诗歌的历史与传承 

天宝十二年（753 年）归国的遣唐使从苏州黄泗浦起航，近年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张家港市

杨舍镇庆安村与塘桥镇滩里村发现了黄泗浦遗址，距离长江 14 公里。（高伟，2013, pp.70-81）由此可知，

阿倍仲麻吕即兴吟诗《明州望月》的地点应该是黄泗浦，并非明州。从现有史料来看，并没有发现阿倍

仲麻吕到过明州的迹象，阿倍仲麻吕未经明州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同。（遠田晤良，2006, pp.27-49）那么，

阿倍仲麻吕在唐朝友人送别时用日文咏诗，中国友人能听得懂吗？他的日文诗歌又是怎么传到日本的呢？

为何不是在苏州，而是在明州海边望月吟诗呢？诸如此类问题，日本学界提出种种学说，试图寻找正解。

其中主要围绕诗歌的真实性展开讨论，大体可分为真是说和伪造说。 

真实说。上野诚（上野誠，2013, p.223）坚持这一观点，他主张《明州望月》诗的作者应该是阿倍仲

麻吕本人。虽说此诗歌是在仲麻吕去世后很久才出现的，但也不能轻易否定《古今和歌集》与《土佐日

记》中的记述。尽管很难能证明它是仲麻吕原创的，但要想否定其真实性更是难上加难。著名的阿倍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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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吕研究专家杉本直治郎就坚持此说。 

伪造说。英国学者亚瑟·韦利（Arthur David Waley）最早在《李白诗歌与生平》中指出，未成年时

就离开日本的仲麻吕，在中国度过一生，当他在明州准备回国时，送别会上用日语作诗，令人生疑。或

许他当时是用汉文作的诗，后来有人才把它翻译成日文（A·アーサー・ウェイリー著、小川環・栗山稔

訳，1950）。这一原诗汉诗说，得到黑川洋一（黑川洋一，1975, pp.988-989）等学者的认同。此外，日

本诗人窪田空穗，在 1930 年代就提出质疑，认为仲麻吕的诗并非是其本人创作的，此诗原本就存在，只

因作者不明，借用阿倍仲麻吕的名字，假托其诗。长谷川政春和樱井满也认为，这是一首自古流传下来

的和歌，并非仲麻吕真作（長谷川政春,1969；樱井满，1992）。 

尽管对此诗尚存种种推测，阿倍仲麻吕明州海边作诗虽非真实的历史，但其作诗的美谈却千古流传。

在《和歌集》及其以后的文学作品中，之所以把阿倍仲麻吕海边望月咏歌的地点选定在明州，是因为明

州作为连接中国和日本的窗口，自古为日本人熟悉并向往。9 世纪以后，明州成为东亚海域交流的大舞

台。即使到了南宋和元代，明州已改名庆元，日本史料中仍称宁波为明州。甚至称江南一带的中国人为

“明州人”，日本《帝王编年记》后宇多天皇建治元年载：“正月十八日，蒙古人二人、高丽人一人、明

州人一人，已上四人，自镇西遣关东。”1470 年成书的《善邻国宝记》中，依然频现明州这一地名（高

橋公明，2011, p.41）。但此时的明州早已更名为宁波。可见，宁波在唐宋元明时期，成为中日交流的代

表性口岸，明州之名已广泛渗透到日本社会中，因此阿倍仲麻吕的望乡地点，也就自然而然地从苏州黄

泗浦演变成了明州海边。 

尽管学界对这首诗有不同的解释，但阿倍仲麻吕的《明州望月》经久不衰，在日本千古流传。如今，

中日两国都建有阿倍仲麻吕纪念碑，碑上都刻有这首望乡诗。经笔者调查（李广志，2024），目前国内阿

倍仲麻吕纪念碑有三处：第一，西安市兴庆宫公园；第二，镇江北固山；第三，张家港市东渡苑。日本方

面也有三座，都在奈良县内，分别位于位春日大社、唐招提寺东侧的慰灵塔公苑、奈良县樱井市安倍文

殊院。 

第一处，西安市兴庆宫公园里的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建于 1979 年，是国内最早建立的纪念碑，也就

是教科书中提到的那座纪念碑，正面刻有“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八字，背面镌刻其在唐朝生活事迹，左

侧刻有晁衡《望乡诗》，右侧刻李白的《哭晁卿衡》诗。 

 

 

图 1 西安兴庆宫公园“阿倍仲麻吕纪念碑”（笔者摄，2023 年 7 月 13 日） 

 

第二处，镇江北固山上的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全称为“阿倍仲麻吕诗碑”，正面刻有其日文诗歌的

中文翻译，题为《望月望乡》，译文与西安兴庆宫阿倍仲麻吕纪念碑相同。背面写着阿倍仲麻吕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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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处，位于今张家港市东渡苑景区内。那里建造一个诗碑亭，其字牌介绍：“日本友人阿倍仲麻

吕陪同鉴真大师第六次东渡，在黄泗浦启航时所作”。诗碑的正面刻有一首诗，诗曰： 

 

万里长空色绀青, 

举头一望起乡情。 

遥怀今夕春日野, 

三笠山巅皓月升。 

 

东渡苑景区，是为纪念高僧鉴真第六次起航东渡而建，1963 年，国家在此置纪念鉴真圆寂 1200 周年

的经幢一柱，现苑内有东渡桥、郭沫若和阿倍仲麻吕诗碑亭、弘济亭、大型照壁、鉴真东渡纪念馆、鉴真

行迹图长廊、东渡寺、东渡航船等景观。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最早文献中记录的阿倍仲麻吕望月咏诗的地点既不是北固山，也不是东渡苑，

而是明州，现在的宁波。关于这首诗歌的诞生地，文献中确切记载地名的只有这一条。 

在日本，把阿倍仲麻吕作为遣唐留学生和中日友好的象征，近几十年也新建三座纪念碑，以此纪念

其历史贡献。 

第一处纪念碑，位于奈良市慰灵塔公苑内，1978 年 9 月 17 日举行落成仪式，此碑就是《中国历史》

教科书中说的那座碑。纪念碑的正面写有“阿倍仲麻吕卿碑”七个大字，背面的是那首日文诗歌及其生

平介绍。 

第二处纪念碑，位于奈良县樱井市安倍文殊院，此处被认为是阿倍仲麻吕的出生地。碑名为“安倍

仲麻吕公望乡诗碑”，建于 2010 年。诗碑的正面刻有仲麻吕的那首日文和歌。 

 

 

图 2 春日大社的阿倍仲麻吕诗碑（笔者摄，2024 年 8 月 30 日） 

 

第三处纪念碑，立于奈良市春日大社内。春日大社已拥有 1200 多年的历史，1998 年加入世界文化

遗产。此碑建于 2014 年，正面碑名用“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公”十一个汉字表述，副题为“悲喜交

加的望乡之歌”。春日大社位于春日山脚下，自古以来，笼统的春日山，又称“三笠山”“若草山”

“御盖山”。养老元年（717）二月，阿倍仲麻吕来唐之前，遣唐使成员曾在三笠山南畔祭神，祈求平

安。据《续日本纪》载：“二月壬申朔，遣唐使祠神祇于盖山之南。” （青木和夫，1990, p.22）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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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阿倍仲麻吕和歌中的“三笠山”，指的就是当今春日大社背面的山。因此，在此处立碑，有一定

的历史价值。 

可见，阿倍仲麻吕的事迹，直到今天仍然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典范，而其纪念碑，同样具有时代意义，

留住历史，传承文化。 

 

结语 

阿倍仲麻吕在唐朝的生活可谓一帆风顺，官品逐步上升，一路飞黄腾达，最终完美地度过了自己的

一生。在这期间，他曾提出回国，探望父母，未或未许。后又于 753 年回国，中途遇险，结果返回唐朝。

他与唐朝官员建立起了深厚友谊，其中包括李白、王维、包佶、储光羲、赵骅等人。他们之间互赠诗歌，

阿倍仲麻吕也留下两首汉文诗歌。唐人交往，多以诗文表达情怀，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阿倍仲麻吕的

遣唐之路恰似一条诗歌之路。 

阿倍仲麻吕唯独一首日文诗歌，却成了日本和歌史上的杰作。《和歌集》所展示的文本，既是一个

历史题材，又是一个文学典范。据此，当阿倍仲麻吕即将归国之时，唐朝友人为其送行，夜晚明月当空，

仲麻吕即兴赋诗。时间为唐天宝十二年（753 年）十一月中旬，场所在明州海边，《明州望月》诗歌由此

诞生。 

然而，历史中真实的地点，并不在明州，发生在苏州黄泗浦。传说中的送别场所与历史事实，空间

错位，没有出现苏州望月却盛传起了明州望月。可以认为，诗歌创作于苏州，是文化的力量使其时空错

位，乾坤挪移，误把苏州作明州。尽管《明州望月》本身尚有诸多谜团，但诗歌文本的传承却是真实的，

且经久不衰。可以认为，至少在《和歌集》问世之初，与苏州相比，日本人更熟悉明州。即使宁波经历了

明州、庆元等历史名称的变迁，日本史料中仍多以“明州”表述。所以，阿倍仲麻吕的《明州望月》歌凝

聚着历史与传承，是宁波与日本文化交流的结晶。 

如今，中日两国有六座阿倍仲麻吕的诗碑，笔者认为，宁波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日

本遣唐使的登陆和返航地，在东亚丝绸之路与文化交流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宁波也应该建一座阿倍仲麻

吕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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