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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耄耋之年，有机会将刚完成的一部新作和选出两部主要的旧作整理或修改，出版三卷本的作者著作集
，作为个人大半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回顾和总结自己求学求知的历程，感慨万千。
作者于1956年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毕业以后，进人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从事对日文化交流工
作，主要担任译员。
1958年，这个机构升格为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
是年，随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同志率领的中国艺术团访问日本，第一次接触到日本的人文景观，
置身于日本文化氛围中，心中不由地涌起一种新鲜感。
回国后，由于工作的需要，当过领导的机要秘书，然后长期从事职能部门的日本文化调研工作。
在时任领导、著名诗人、日本俳句研究家和翻译家林林同志的亲切鼓励和指导下，开始从事业余写作
和翻译。
但是，在那个年代，尽管你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尽管你很好地完成本职工作，并受到领导的表扬
，有时还是会被某些人指责为“搞自留地”，“走白专道路”。
尤其是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更会被作为“追求成名成家”而加以批评。
林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对我的支持，让我迈出了求学求知的第一步，为其后从事日本文学、文化研究
打下初步的也是重要一步的基础。
在那个空前大劫难的年代，我正处于青壮年时期，1969年全家四口人被一锅端，下放河南农村体力劳
动改造三年，失去了很多，却寻回了最重要的失去——自我，逐步恢复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心弃政从
文，弃仕从学。
回到北京以后，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文学编辑工作，学做选题，做编书，与译者交流，开始
学习翻译一些中长篇小说，为我其后翻译日本文学铺垫了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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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文学思潮史》对日本上古诸种文化混沌状态、原初文学意识的自力生成、写实的“真实”、浪
漫的“物哀”、象征的“空寂”和“闲寂”等观念做了梳理和介绍，对日本近现代的写实主义、浪漫
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具有日本特色的战后派文学思潮、无赖派文学思潮等主
义形态的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论述。
《日本文学思潮史》深入分析了各种文学思潮的发生、发展、鼎盛、衰落的内在的必然性和外在的因
素。
同时探讨了日本文学思潮从观念形态到主义形态的演变中的对应性与连续性，以凸现其民族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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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渭渠，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
曾任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院大学、京都立命馆大学客座研究员及横滨市立大学客座教授。
著有《日本文学思潮史》、《日本文化史》（图文本）、《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与唐月梅合著有
《日本文学史》（6卷本）、《日本文学简史》、《20世纪日本文学》、《日本人的意识》等，以及散
文集《周游织梦》等4卷。
译有川端康成的《雪国》等系列小说、散文约200万字，与唐月梅合译有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史序说
》、山崎丰子的《浮华世家》等。
主编名家著作集20套，共约150卷。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文学思潮史>>

书籍目录

自序绪论 日本文学思潮史的研究课题古代篇　第一章 风土·民族性和文学观　第二章 自然观与古代
文学意识　第三章 古代文学意识的萌芽　第四章 万叶批评意识与古代文学意识相生　第五章 歌论与
古代文学思潮的完成　第六章 写实的真实文学思潮（一）　第七章 浪漫的物哀文学思潮（一）　第
八章 写实的真实文学思潮（二）　第九章 浪漫的物哀文学思潮（二）　第十章 象征的空寂幽玄文学
思潮　第十一章 象征的闲寂风雅文学思潮　第十二章 古典主义文学思潮　第十三章 性爱主义文学思
潮　第十四章 劝善惩恶主义文学思潮近现代篇　第十五章 古代与近代思潮的接点　第十六章 启蒙文
学思潮　第十七章 写实主义文学思潮　第十八章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第十九章 自然主义文学思潮　
第二十章 唯美主义文学思潮　第二十一章 理想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思潮　第二十二章 无产阶级文学思
潮　第二十三章 艺术现代派文学思潮　第二十四章 文艺复兴与日本浪曼派文学思潮　第二十五章 战
后派文学思潮　第二十六章 存在主义文学思潮　第二十七章 民主主义文学思潮　第二十八章 无赖派
文学思潮　第二十九章 当代日本文学思潮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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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强调“经理邦国，烛畅幽遐，达于鬼神之情，交于上下之际，功成作乐，非文不宜，理定制礼，非文
不载”。
即要求诗具有道德感及其审美所具有的社会价值，艺术在伦理道德上的作用。
具体地说，以乐为中心来发展诗的情感表现。
其次，提出心、词的关系问题，说：“诗本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
”因此，“夫文章兴作，先动气，气生乎心，心发乎言”，“意须出万人之境，望古人于格下，攒天
海于方寸。
诗人用心，当于此也”。
这一方面吸取儒教“诗言志”的思想，一方面又倡导歌的言情作用，将情、志、心、气结合，发展了
上代的歌论。
再次，论述“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辩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
构建了意+声=格律的歌学方程式。
《文镜秘府论》实际上是专论中国六朝的诗学，内中加以扬弃取舍，集中强调了两点：一是“诗可以
兴，可以观”；二是“体韵心传，音律口传”。
最后不能忽视的是：在“帝德录”中强调诗之功能乃“叙功业”、“叙礼乐法”、“叙政化思德”、
“叙天下安平”、“叙远方归向”、“叙瑞物感致”，它几乎将中国六朝诗学原原本本地搬到歌学论
上来，并宣扬了儒佛文学思想。
这一时期，即奈良时代末期、平安时代初期，汉诗文压倒一切，和歌衰微，《歌经标式》的影响缩小
，许多歌论都模仿《文镜秘府论》。
可以说，它是在这个汉诗文一边倒的形势下的产物。
正如加藤周一指出的：“空海的哲学思想，在拒绝佛教‘日本化’、彻底贯彻其彼岸性、克服土著世
界观方面，是划时代的。
”①在儒佛思潮的冲击下，日本诗界致力于诗文的“日本化”，以期对汉诗文一边倒的反拨。
这时（公元894年）也正好废止遣唐使。
菅原道真的《菅家文草》（900）等就是于汉诗文加入平安时代的审美意识而使之具有日本特色的一种
努力的尝试。
他在《新撰万叶集》（913）序中提出花实对称的问题，说：“以今比古，新作花也。
”他在《菅家遗诫》中将这种努力精当地总结为“和魂汉才”，将日本本土的精神与中国诗学融合，
也就是说，强调了以日本本土精神来活用从中国引进的学问的重要性，使外来文化“日本化”的重要
性。
永田广智从哲学思想的角度论述这段历史时指出：“这些思潮由于与日本原有的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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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文学思潮史》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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