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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论丛：岛崎藤村小说研究》主要以日本著名作家岛崎藤村的四部大作《破戒》、《春》、
《家》和《新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藤村的近代自我意识与自我告白意识之间的关联性的考察，分
析了告白这一形式在藤村文学中形成、确立、成熟以及达到顶峰状态的发展变化过程。
对于藤村文学来说，自我告白既是一种文学理念，也是一种创作方法；既是一种创作动机，也是一种
表现形式，还可以作为主题和内容来体现。
藤村文学的这种自我告白性特征是基于他对近代自我的不懈追求而得以实现的。
藤村把自我真实原则作为追求近代自我和进行文学创作的指针，从而实现了文学真实与人生真实的完
美结合。
告白成就了藤村文学，也支撑了藤村的近代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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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晓芳，男，2005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文学博士。
现为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暨上海分会会长。
主要从事日本文学和中B文学比较研究，在《国外文学》、《日语学习与研究》和《日语教育与日本
学》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并参与教育部社科重大项目“日本现代文论”和教育部社科基
地重大项目“日本近代文论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自我告白意识
与藤村文学嬗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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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藤村研究 第三节中国的岛崎藤村研究 第四节本书关注的问题及研究方法 第一章岛崎藤村自我告白
意识的形成 第一节关于告白和告白文学 一、关于告白 二、关于告白文学 第二节藤村告白意识形成的
内在因素 一、造成自我矛盾、自我分裂的时代背景 二、藤村的性格特点--主体性的动摇和自我形象的
分裂 三、告白意识的出现--“难以言说的真实的秘密” 第三节藤村告白意识形成的外在因素 一、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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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方法 二、“部落民”--藤村走向告白的契机 第四节《破戒》中的两个告白 一、《罪与罚》中的
三个告白 二、《破戒》的两个告白 第三章自我告白的突破--自传体小说《春》的出现 第一节《破戒》
与《春》之间的断层问题 第二节从《破戒》到《春》--自我告白的必然性 一、《棉被》影响论 二、自
我告白与藤村文学创作的连贯性 三、从《破戒》到《春》无断层 第三节《春》的告白性特点 一、印
象主义的特征：在现象中把握过去的时间和事实 二、事实的再现--结构的断层--告白方法的变化 三、
自传体告白与第三人称 第四章自我凝视下的告白--《家》 第一节从《春》的断层到“家”的出现 一、
自我凝视的态度 二、作为问题意识的“家”的出现 第二节自我凝视下的“家” 第三节“屋内理论”
与《家》的方法 一、“家”的题材与藤村的独特视野和方法 二、真实原则下的写实主义方法 三、平
面描写方法的实践 第四节《家》的自我告白的客观性 一、独自式的告白 二、冷静客观的告白态度 第
五章形式与内容完美结合的告白--《新生》 第一节《新生》与前期作品的关联性 第二节“惊世骇俗的
秘密”笼罩下的自我告白 一、关于《新生》的主题 二、惊世骇俗的秘密的出现 三、《新生》中的三
个告白 第三节从自我告白到自我拯救的蝉变 第四节《新生》的告白特点 一、迫不及待的告白特点 二
、通过客观写实还原真实 第六章告白与藤村文学的主题 第一节藤村文学的三大主题 第二节主题一--觉
醒者的悲哀 第三节主题二--家的困扰 一、旧家的困扰 二、新家的困扰 第四节主题三-性的困扰 一、与
妻子之间 二、与侄女之间 三、作为“放荡的血”的遗传 第五节伟大的人生的记录者 第七章告白与岛
崎藤村的近代自我 第一节岛崎藤村的近代自我 一、藤村近代自我的外在特征 二、藤村近代自我的内
涵--“内面的自由” 第二节人生和文学的结合点--真实原则 一、自我告白与人生真实 二、文学创作与
人生真实 第三节文学创作（自我告白）与藤村的近代自我追求 第四节小结 结语 参考文献 岛崎藤村年
表 附录：藤村作品名称中日文译名对照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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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 基督教对于岛崎藤村的影响，还包括他在明治学院时期通过基督
教接触到了西欧文学，并醉心于莎士比亚、但丁、歌德、拜伦、华尔华兹等伟大诗人的作品，受到了
西欧浪漫主义的熏陶，促成了他的个性意识的觉醒，即自我发现。
 在西方浪漫主义影响下兴起的日本浪漫主义思潮，也被视为文学上的自由主义。
其基本特征是，追求自我的完全解放，追求个性和个人情绪的完全解放。
近代社会与封建社会本质的不同，就在于确立人的主体性，将人置于文化的中心地位，作为近代思想
的日本浪漫主义思潮，首先是以人的尊严为基础，主张彻底尊重人性和个人的感情，以发挥任何人的
力量取代借助神和神的力量，来寻求自身的创造力；同时通过扩充自我来争取思想感情上的自由。
浪漫主义在树立人这个新权威时，必然向旧权威挑战并与之斗争，而推进斗争的主体就是人的个性和
自我，就是全面肯定现代人的存在的最基本的东西--自我的主体。
藤村等浪漫主义作家对于当时的时代和文学上的窒息现状深感不满，有要求反省时代和反省自我的愿
望，认为暴露社会的同时，应该暴露自我，以发现“时代的真实”和“自我的真实”。
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有自我觉醒并要求确立自我的愿望，另一方面又对现实生活感到迷惘，对理想
感到幻灭，他们开始把对于外界的热情和关注逐步转移并集中到自我的内心世界。
所以它非常重视自我主体的真实，重视内部自我的觉醒。
日本浪漫主义的文学理念就是将自我的真实、自我的内部生命作为绝对的真实，而所谓真实的基础是
人在本质上的自我满足，是爱欲。
所以，日本浪漫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脱离外部生活，超越物质、现实和理性的境界，依靠内部生命及
精神来理解人的本质，这奠定了日本浪漫主义的自我主体形成的基础。
日本浪漫主义的这种特征，正是藤村告白意识形成的重要原因，并影响到了后来他所告白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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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岛崎藤村小说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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