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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我在记忆里搜寻自己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去中国，之后文去过几次时，发现了一个十分意外的事实。
那就是自从1970年结束留学生活，从巴黎回到东京以来，我除了开会、讲演和教学以外，居然没有经
历过一次完全与工作无关的海外旅行。
如果仅限于日本国内的话，偶尔也会鼓起勇气去享受纯粹的“观光”旅行（不过即使在国内，也还是
各种短期讲座和讲演居多），同时如果是因为受邀出席国际学会之类的话，有时也会带上妻子或孩子
、或者只是单身前往世界各国，并利用这个机会顺便探访名胜古迹，漫步当地的大街小巷。
但是仅仅为了旅游就特意坐上飞机越海而去的好兴致，却似乎根本就与我无缘，因为我是个天生懒得
出门的人。
而且，倘若是参加学会，时间也很有限。
大的学会往往会安排“郊游”（excursion）活动，加上学会，一般前后长达一周。
因此在这期间，自己所担任的所有大学课程就必须各休课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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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川本皓嗣现职为日本大手前大学校长、教授，曾任世界比较文学会会长，是代表日本比较文学界最高
水准的国际著名学者。
川本皓嗣教授多次来中国访问、讲演，他对东、西方诗学均有精湛的研究，并且既有理论高度又有扎
扎实实的文献性研究的功底，而且善于将西方文艺理论与东方文学史研究灵活、自然地结合在一起，
成功地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阐述了日本文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对于我国学术界一些全面照搬西方
理论的研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这本讲演录的前半部分主要是关于比较诗学的研究，后半部分主要是关于日本文学、文化的研究，
是作者几十年从事日本文学以及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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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川本皓嗣（1939—）日本大手前大学校长、日本学士院院士，并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国际比较文学
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顾问。
 
    从广域的“何谓诗”之角度，以日本古典诗歌中的“挂词”（pun，双关语）为中心，长年从事日本
诗歌（包括和歌、连句、俳句、近现代诗、翻译诗）和中国、欧美的诗歌与诗学的比较研究。
主要著作有《日本诗歌的传统——七与五的诗学》（岩波书店，1991年，获1992年度小泉八云奖、三
得利学艺奖，中文版由译林出版社2004年出版）、《岩波学术讲座75：解读美国诗歌》（岩波书店
，1998年）；编著有《美国诗歌选》（岩波文库，1993年）、《文学的方法》、《翻译的方法》（东
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1997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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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韵律还是理性？
拥护消极能力——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离职所感诗语的力量——俳句和意象派诗歌俳句东与西——
俳句之华在于新挂词、对仗与隐喻——双关语的比较诗学比喻、对仗与挂词——双重意象的比较诗学
音数律的宿命——构筑东亚诗学作为翻译手段的汉文训读东亚文化交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日本的
日本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古典”在日本的含义日语教育与日本文学、文化素养日本人是独特的
吗？
——国民性论的背景恐怖活动、权力与接受统治——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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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你们中的许多人大概还记得，在199王年ICI。
A东京年会期间，日本诗人大冈信组织了一个国际连歌会议。
在那个会议上，来自外国的诗人，包括洛森·朗特（Roseann Runte），一个用法语写作的美国诗人、
当时的ICI。
A秘书长，仅仅想到要群体做诗便退缩了，更不用说还要接着前面一个，后面再跟着另一个。
在与前面的诗句若即若离的同时，又要与前面的诗句完全断裂，这种奇怪的规则使他们很不舒服。
但是群体写作的魔力渐渐吸引了他们，后来他们承认说，出乎他们意料并使他们惊喜交加的是，连接
在他们自己的诗句后面的诗行常常揭示了隐藏在他们心中、但是当时还没被他们自己意识到的东西。
在今天的文学批评中，意图谬误已经是一种常识，但是认为一个单一的作者将一种单一的意义放入他
的文本这种过时的观念仍然存在。
在东京，诗人们一开始感受到的震惊证实了这一点，因此，连歌看起来古怪的规则是为了揭露和显现
实际上对所有语言文本来说，都与生俱来地容许对其施加多种解释。
俳句有名的语意的不确定（而不是含混），源于它是作为连歌的起始句出现的。
它在意义上非常开放，因为它虽然可以独立，自成一首诗，但是它仍然时刻准备着充当连歌的发句，
等待着另一个诗人写出它的下旬。
但是发句的作者并不知道接下来的诗句会是什么。
就像前面所提到的，他不能左右自己的发句被怎样解释，也不能控制第二个诗人会展现其中的哪一种
含义。
就像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水墨画一样，俳句包含了大量的空白，等待读者和其他诗人来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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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川本皓嗣中国讲演录》：北大学术讲演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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