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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extual content of Hojoki and KAMO no Chomei’s personal ex-
perienc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KAMO no Chomei’s “recluse view” from two 
aspects: the reasons for his recluse and his recluse life. The conclusion is that 
in KAMO no Chomei’s “recluse view”, he tends to settle his heart by reducing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nd creating a relatively quiet space, with the 
aim of seeking spiritual comfort. In addition, in KAMO no Chomei’s “recluse 
view”, it is relatively weak in his pursuit of Buddhism, as opposed to his stronger 
pursuit of paying attention to his own moral uplift without thought of others. 
Finally, there are two contradictory factors in KAMO no Chomei’s “recluse 
view”, that is, the desire to enter the world and the idea of recluse exist si-
multane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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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鸭长明是日本平安末期至镰仓初期的歌人、随笔家、说话集编者。其代

表作《方丈记》用流丽的和汉混合文体描绘了人世之间的无常与方丈之庵的

平安，使二者形成鲜明对比。鸭长明的《方丈记》与吉田兼好的《徒然草》

并称为日本隐者文学的双璧。[1]《方丈记》以佛教中的“无常观”为主题，

前半部分通过作者亲身经历的大火、旋风、迁都、饥荒、瘟疫、地震等实例，

描绘了京城生活中潜藏的危险与虚幻，后半部分则通过描绘作者自己所选择

的遁世生活，记录了他在日野山方丈之庵里的生活实况。 
《方丈记》中详细记录了鸭长明的社会体验和遁世生活的具体情况，但

采用文本分析法，从《方丈记》的文本入手，对鸭长明“遁世观”的特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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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考察的文献较少。另一方面，基于《方丈记》展开的研究大多以鸭长明的

“无常观”为研究对象。然而，《方丈记》中大篇幅记述了鸭长明的遁世生

活，而从遁世生活的实况切入进行分析，不难窥见其“遁世观”的内涵。因

此，本论文以《方丈记》的文本为着入点，在考察鸭长明个人经历的基础上，

对鸭长明的“遁世观”进行剖析。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是佛教的核心教义，强调一切事物

都是无常的、没有永恒的自我或独立的存在，最终的目标是达到超越世俗痛

苦的平和与解脱。佛教中的“遁世者”，便是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

槃寂静”为主要指导，特别是以无常思想为主体，或者以此为媒介逃离世间

的人，即脱离现实社会的人。[2]然而，《方丈记》的后半部分记述所呈现的

鸭长明“遁世者”形象，是否符合上述佛教对“遁世者”的一般定义呢？本

文以上述佛教对“遁世者”的一般定义为参照，基于《方丈记》的文本内容

与鸭长明的个人经历，从遁世原因和遁世生活两个方面入手，对其“遁世观”

的特征进行考察。 

2. 遁世原因与“遁世观” 

2.1. 无常的社会体验 

在《方丈记》的前六章，即“流水泡沫”、“安元大火”、“治承旋风”、

“迁都福原”、“养和饥馑”、“元历大地震”这六个章节中，鸭长明回顾

过去，生动描述自己亲身感受到的“世间不可思议之事”，[3]以此记录了当

时的社会实况。本节通过文本分析的手段对这六个章节进行考察，分析促成

鸭长明开启遁世生活的社会体验因素，探究社会体验因素对鸭长明的观念产

生了何种影响，在此基础上剖析鸭长明“遁世观”的特征。 
“浩浩河水，奔流不绝，但所流已非原先之水。河面淤塞处泛浮泡沫，

此消彼起、骤现骤灭，从未久滞长存。世上之人与居所，皆如是。”[3] 
“繁华京都，铺金砌玉，豪宅鳞次栉比、甍宇齐平。无论贵贱，所居宅

邸看似能世代流传，然细加寻访，可知往昔古屋留存者甚罕。或去岁遭焚，

今年重建；或豪门没落，变为小户。居者亦相同。虽居处未变，人丁见旺，

但昔日相识者，二三十人中仅余一二。朝死夕生之常习，恰似泡沫。”[3] 
如上所述，首先，在第一章“流水泡沫”中描述道，看似能代代传承的

居所，却因遭遇火灾而被完全烧毁，只能重建；而原先的大户人家也可能随

世事变迁衰落成小户，不可能永远保持最初的模样。此外，不仅是居住的地

方，住在那里的人也一样，生来就会死去，人的生命最终也会消失。从《方

丈记》开头这一部分的叙述便可窥探鸭长明对“世间”的思考方式，他认为

人们的“居所”和“人”的命运都像“泡沫”一样变幻莫测，世事无常。鸭

长明对“世间”万事万物的思考，都是基于“无常观”展开的。 
“安元三年四月廿八日夜，烈风劲吹，呼啸不宁。戌时许，自京都东南

起火，迅即延烧至西北，旋又波及朱雀门、大极殿、大学寮、民部省各处，

一夜间过火之地俱成灰烬。”[3] 
“人之营生，皆入于愚中。京都如此危境，却耗尽资财、煞费苦心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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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楼，当真无谓至极。”[3] 
如上所述，在第二章“安元大火”中，鸭长明先是详细记录了起火点、

火势的蔓延趋势和火灾造成的损失。此外，对于火海中逃生的人们也有相应

描写。困于火海的人们“或受烟熏倒地或卷入火舌烧死或尽弃家财孤身逃命”，

[3]有的奋力尝试逃离火海，却已身无一物，还有的被凶猛的火势重重包围，

直到无法起身，甚至葬生火海。文中关于火势的描写与困于火灾之人的描写

给读者以强烈的冲击。紧接于火灾的描写之后，鸭长明又道出自己内心所想，

如上所述，鸭长明认为，平安京城中木制房屋密集，一旦发生火灾，难以避

免火势的蔓延燃烧。而在危机四伏的平安京中耗费财力和精力，为建造房屋

与经营日常生活而煞费苦心，这在鸭长明看来，是毫无意义与价值的。这也

透露出，鸭长明思考事物的方式有着较为极端的倾向。即鸭长明的“无常观”，

是带有消极倾向的“无常观”。 

“卑微之农夫与樵夫，亦精疲力尽，无法伐薪担柴，城中柴火随即奇缺。

饥寒交迫者不得不自拆屋宅，将木材拉去市集出售。只是一人所售柴火，仅

够延一日之命。更有怪事发生，那薪柴中，竟混杂有包含赤丹涂料、金箔银

箔之木。质问之下，才知是走投无路者入古寺偷盗佛像，毁坏堂上佛具后，

劈成碎块充作薪柴出售。”[3] 

如上所述，在第五章“养和饥馑”中，熬过养和元年饥荒的人们，满怀

希望期盼着第二年饥荒能够平息，然而饥荒非但没有停息，瘟疫的侵袭却接

踵而至，世人们陷入悲惨的境地。精疲力竭的农夫和伐木工无力砍柴，市面

上连柴火都变得稀缺。陷入极限状态的人们甚至去古寺中偷盗佛像、佛具，

将其充当柴火贩卖。这种对于神佛的不敬行为，本是理应谴责的可悲可恨之

事，鸭长明却轻描淡写，用平淡的笔致记录了饥荒之下的人们为了生存所采

取的不惧神佛的行动。可见，鸭长明的目的并非谴责在灾难中受苦受难的人

们，而是为通过描述社会弱势群体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从侧面

流露出对当时社会和政治形态的失望。 

在《方丈记》的前半部分，鸭长明通过记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天灾人祸，

阐述了他选择遁世前所经历的社会体验。笔者通过文本分析的手段分析了社

会体验因素对鸭长明的观念产生了何种影响，结论如下：其一，鸭长明在亲

历了数次天灾人祸之后，切实感受到了“世间”的无常和虚幻，对“世间”

总是基于“无常观”来思考。其二，灾难体验在鸭长明的性格中留下了极端

思考事物的倾向，可以说他的“无常观”是带有消极色彩的“无常观”。其

三，鸭长明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形态深感失望，因此厌世情绪更加高涨。 

2.2. 挫折的个人经历 

鸭长明在《方丈记》中详细描写了五大灾害所带来的无常体验，从中以

社会体验因素为切入点，分析其对鸭长明观念的影响，可以窥见其“遁世观”。

但关于鸭长明的个人经历，《方丈记》中只简单提及，没有详细记载。为了

更好地把握鸭长明选择遁世生活的原因，本节将追溯鸭长明的个人经历，从

中窥探鸭长明的“遁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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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长明的父亲鸭长继曾任下鸭神社之摄社——河合社的祢宜，而后年纪

轻轻即担任了下鸭神社最高等级的神官——正祢宜惣官，是个颇有才能的人

物。[1] 1161 年，鸭长明受到高松院的赏识，被册封为从五位下。1172 年左

右，鸭长明之父鸭长继去世，从此鸭长明失去了神官父亲的庇护。1175 年，

继任鸭长继正祢宜惣官之位的鸭祐季与延历寺发生土地纷争，导致鸭祐季下

台。此后鸭长明与鸭祐兼争夺继任之位，但最终败北。[4] 
1201 年，鸭长明 47 岁时，再次迎来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以歌人闻名的后

鸟羽上皇看中了他的歌唱才能，命他作为寄人进入和歌所。受命于和歌所的

第 3 年，即 1204 年，鸭长明的功绩受到后鸟羽上皇认可，欲提拔鸭长明为下

鸭神社之摄社——河合社之祢宜。但是，由于下鸭神社的鸭祐兼推举其长子

鸭祐赖出任，鸭长明的提拔之事遭遇其强烈反对，鸭长明的出任之愿最终未

能实现。至此，鸭长明以神职入世的升迁之路被阻断。[4]鸭长明作为神社的

候补继任人出生，却遭遇了父亲的死亡，从失去了神官父亲对自己入世之途

的庇护，再到几次的入世尝试都未能如愿。以上述两个因素为契机，陷入失

意境地的鸭长明选择出家，开始了遁世生活。 
鸭长明的遁世多少带有一种不情愿的悲哀。[5]在入世之路上屡遭挫折的

鸭长明，又被切断继承父亲神职的唯一道路，出人头地的梦想就此破灭。其

遁世原因，具有逃避现实的倾向，是带有世俗色彩的。可以说，鸭长明并非

为了领悟佛教的“无常观”而出家修行。相反，入世之路的不尽如人意才是

促成他选择开启遁世生活的主要原因。换言之，鸭长明的遁世，是以出家的

形式，让自己的身体远离“世间”纷扰，而内心则尚未真正领悟佛教的“无

常观”，也尚未来到达观的境界。因此，鸭长明的“遁世观”所表现的内涵

之一是，尽可能远离俗事，通过摆脱“世间”纷扰来寻求心灵的慰藉。 

3. 遁世生活与“遁世观” 

3.1. 求道与独善的两立 

《方丈记》的后半部分记录了鸭长明出家后的遁世生活。记述的内容包

括草庵的构造、装饰及其周围环境，此外还有鸭长明遁世时修行和娱乐的方

式，以及对遁世生活的感想。这些都描绘了他在日野山闲居时的生活图景，

刻画了“遁世者鸭长明”这一人物形象。接下来，本文将着眼于《方丈记》

的后半部分，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从实际的遁世生活中窥探鸭长明的“遁

世观”。 
“南面则铺设竹箦子；西面搭阏伽棚；北侧隔着障子，安置阿弥陀绘像，

旁挂普贤菩萨绘像，阿弥陀绘像前置《法华经》。东首靠墙壁处，铺干燥长

蕨穗为床。未申方悬吊竹架，内置三件黑色皮制小箱，分收和歌集、管弦乐

书、《往生要集》。小庵一隅倚立琴、琵琶，乃便于分解之琴、琵琶。”[3] 
如上所述，在第九章“方丈庵”的记述中，一一介绍了放置在庵中的物

品。其中，“阏伽棚”、“阿弥陀绘像”、“普贤菩萨绘像”、“法华经”、

“往生要集”等佛教修行所必需的物品占了一半，而与修行无关的“和歌集”、

“管弦乐书”和“琴”、“琵琶”等物品也出现在草庵之中。从这里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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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鸭长明的遁世生活并非纯粹的佛道修行，其中也包含修身养性，独善其身

的成分。 
“倘念佛烦扰，读经不能集中精神时，便尽情休憩。即便懈怠，亦无人

妨碍，更无人耻笑。虽独身幽居，可不修无言，但口业当修。禁戒不必守，

因无境界，何来破戒？”[3] 
再者，上述引用的句子记述了鸭长明的修行实践，从中也能窥见鸭长明

对佛教修行的个人见解。如文中所述，鸭长明认为如果不想念佛，无法专心

诵经的时候，便可自然而然地休息，随性地放松。同时，鸭长明认为，“破

戒”的原因并不存在于“境界”之中，而是在于“境界”的存在本身。[6]可
见，鸭长明在方丈之庵中的修行实践，与佛教所强调的正道苦行——刻苦自

励、检束身心，精于道业修持之内核还相去甚远。而将破戒的原因归结于“境

界”的存在本身，认为不设“境界”，便无“破戒”，实则是鸭长明为使自

己修行实践正当化而做出的解释。可以说，鸭长明的出家遁世并非纯粹为了

专心求道。 
“晨起远眺冈屋过往航船，恍觉己身如白波舟迹，盗得沙弥满誓之风情。

黄昏风吹枫叶，遥想浔阳江，乃效源都督弹奏琵琶。又有余兴，和松涛抚一

曲《秋风乐》，再和水声操一首《流泉曲》。艺虽平平，却非为取悦人耳。

自弹自咏，自养心性。”[3] 
此外，第九章《方丈庵》的结尾部分生动地描绘了鸭长明闲居于方丈之

庵时吟诵诗词和弹奏琵琶的模样。如上文所引，鸭长明通过独自弹奏琵琶，

独自唱歌的方式来陶冶情操，抚慰自己的心灵，这在第九章《方丈庵》的结

尾有明确的叙述。也就是说，在鸭长明的遁世生活中，独善其身的意味较为

深刻。 
总而言之，剖析鸭长明的“遁世观”，很难说其中包含了将佛教修行这

一行为本身作为遁世生活本分的传统思想，其修行实践中求道修行的色彩较

弱。而另一方面，却常常能见到其修行实践中追求心灵慰藉的成分，相较于

求道修行，其中修身养性、独善其身的色彩反而更加浓重。 

3.2. 出家与入世的矛盾 

“不与外人交，则破衣陋颜，亦不必羞惭。乏粮时，虽粗菜劣果亦觉美

味。”[3] 
“偶赴京都，则羞己身如乞丐，然一归小庵，又怜世人奔波俗尘。”[3] 
第十一章“闲居之思”中记述了鸭长明的这一想法：偶尔去京城的时候，

会为自己的寒酸窘态感到羞耻，但回到方丈之庵时，又会对生活在俗世之中

而风尘碌碌的人们心生怜悯。可见，鸭长明认为“世间”为沾满俗尘之地，

其所回避的“世间”，一方面，是自己所厌恶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是无法

容纳自己的地方。 
然而，如果鸭长明真心认为闲居于方丈之庵的遁世生活是理想的，便也

不会羞愧于自己的朴素穿着，更不应该认为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乞食者”。

若鸭长明能发自内心安于清贫的遁世生活，自然也不会认为自己的“破衣陋

颜”需要以“不与外人交”为前提方能“不必羞耻”。因此，在鸭长明的“遁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10793


Y. Y. Deng 
 

 

DOI: 10.4236/oalib.1110793 6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世观”中，共存着两种自相矛盾的成分。其中，一种是追求自己内心的安定，

坚定遁世之理想，继续维持眼下遁世闲居生活的想法。而另一种想法则是对

眼下遁世生活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对是否应该继续维持目前遁世闲居的生活

状态有所反思。 
另外，脱离《方丈记》的文本，从鸭长明的个人经历切入来看，也能窥

见其“遁世观”中同时并存着出家与入世这种两种互相矛盾的想法。1211 年，

当时鸭长明正过着遁世生活，却接受了飞鸟井雅经的引荐，出山前往镰仓，

拜见同样对和歌情有独钟的时任将军源实朝，希望能受到赏识，借此机会再

次入世，以求出人头地。然而源实朝实为镰仓幕府的傀儡将军，地位风雨飘

摇，鸭长明意识到自己难以通过这条道路一展抱负，百念皆灰。关于这段遁

世期间再次为追求出人头地而出山面见将军的经历，《方丈记》中并没有记

载。虽然，出山入世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但通过这一事件也足以断定，

在鸭长明的“遁世观”中，入世与出家这两个互相矛盾的想法始终并存。 

至此，本节基于《方丈记》的文本和鸭长明的实际经历，剖析了鸭长明

的遁世生活，总结了鸭长明的“遁世观”。总而言之，在鸭长明的“遁世观”

中，并没有强调佛教修行一事本身才是遁世生活的本分。其次，在鸭长明的

修行实践中，求道修行的色彩并不浓厚，往往更多包含着修身养性、独善其

身的意味。再者，在鸭长明的“遁世观”中，入世出人头地与遁世闲居山野

这两种互相矛盾的想法一并存在。一方面，鸭长明想通过遁世来寻求内心的

安定，而另一方面，鸭长明又怀疑坚持遁世的生活方式是否应该，即对自己

遁世生活的合理性抛出了质疑。而让鸭长明在遁世闲居期间感到不安的，正

是他那未被自己完全舍弃的，入世以争取出人头地的欲望。 

4. 总结 

本文从遁世原因和遁世生活两个方面考察《方丈记》中鸭长明的“遁世

观”。关于遁世原因部分，从社会体验因素和个人经历因素两点切入展开考

察。关于社会体验因素，本文基于《方丈记》原文，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进

行了考察；关于个人经历因素，由于《方丈记》中涉及的内容极少，因此脱

离文本，对鸭长明的个人经历进行了整理和考察。另外，有关遁世生活部分，

在《方丈记》原文中有大篇幅的记载，因此主要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方

丈记》所记述的内容进行了考察，并补充了鸭长明在《方丈记》原文中并未

提及的出山经历，对论点辅以论证。 
总的来说，鸭长明所实践的遁世与佛教中一般概念的遁世有所差异。与

佛教中以无常思想为主体，遵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遁

世观”相比，鸭长明的“遁世观”包含了与之截然不同的三个特征。其一，

鸭长明的遁世是为远离变幻莫测的无常之“世间”，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为

自己营造一个相对清静的空间，以此来安定内心；其二，鸭长明的“遁世观”

中，并没有强调佛教修行本身应为遁世生活的主要成分，其遁世实践中求道

修行的色彩较淡，而修身养性、独善其身的意味较为深刻；其三，这种“遁

世观”同时包含着鸭长明互相矛盾的两种想法，他希望通过遁世生活来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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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认可自我，但同时也对遁世这一生活方式的合理性持怀疑态度，并未

完全舍弃出人头地的入世念想。可见，鸭长明的遁世，是以出家遁世的形式

让自己远离“世间”的喧嚣，与达到心中领悟佛教“无常观”的达观境界还

有一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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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关于《方丈记》中“遁世观”的研究 

摘要：本文基于《方丈记》的文本内容和鸭长明的个人经历，从遁世原因和

遁世生活两个方面对鸭长明的“遁世观”进行了考察。结论是，在鸭长明的

“遁世观”中，倾向于通过减少与外界的接触，营造一个相对清静的空间来

安定内心，目的是寻求心灵的慰藉。此外，鸭长明的“遁世观”中，求道色

彩较弱，与之相对，独善其身的色彩较为浓厚。最后，鸭长明的“遁世观”

中含有互相矛盾的两个因素，即入世的欲望和遁世的想法同时存在。 

关键词：方丈记，鸭长明，遁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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