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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1年12月8日至12日，由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日比较文学会以及日本和汉比较文学会
联合举办了主题为“2001中日比较文学国际学术会议——新世纪中日文学关系的展望与回顾”的国际
性学术研讨会，一年后即于2002年12月6日，“中山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更名为“中山大学华南日本研
究所”。
2003年11月，我所编辑了《华南日本研究·第1辑》，其中收录了4l篇来自于海内外的日本研究论文
；2004年2月，在中山大学出版社及责任编辑熊锡源先生的大力支持下，该书以《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
化研究》为名顺利出版！
在时隔4年之后，香港日本国永旺集团信贷财务（亚洲）有限公司（AEON CREDIT SERVICE（ASIA）
CO.LTD.）以“AEON教育及环保基金”的名义给予中山大学华南日本研究所以极大的支持，《华南
日本研究·第2辑》也得以面世，在此，我们对AEON公司表示由衷的感谢！
《华南日本研究·第2辑》收录了有关日本文学、日本文化、日本语言、日本经济以及日本图书与科
技等综合研究的论文共55篇，其中有关日本文学研究论文24篇，日本文化研究论文9篇，日本语言研究
论文10篇，日本经济研究论文5篇，日本综合研究论文7篇。
因此，本书设置了日本文学研究、日本文化研究、日本语言研究、日本经济研究、日本综合研究共五
个栏目。
此次的投稿者当中既有在日本研究各个领域引领主流研究前沿的学者，也有学术中坚力量，更有一些
在学术起跑线上刚刚起步的十分具有潜力的青年学者。
对于后起之秀的青年学者们，《华南日本研究》希望给予他们一个平台，给他们一个学习、研究以及
发表的园地，起到一种在学术起跑线上的助跑作用。
同时，对国内外主流学者的不吝赐稿和指导，《华南日本研究》则表示十分感谢！
希望日本研究领域的同仁们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华南日本研究》的编写工作，我们也期待着为读者奉
送更好的日本研究学术成果。
本文集中部分论文注释及参考文献格式尚不规范，虽然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以求本书相关格式的统
一，但仍有不一致或不完善之处，在此予以说明。
值此《华南日本研究·第2辑》即将出版之际，我们再次感谢AEON信贷财务（亚洲）有限公司，并对
中山大学出版社全体同仁特别是熊锡源先生以及广州留东同学会的鼎力支持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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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山大学华南日本研究所成立于2002年12月6日。
它的宗旨是：协调中山大学及华南地区跨学科的日本研究，整合日本研究资源，组织学术交流，出版
学术成果，吸引日本研究专家，培养日本研究专才。
它采用网络化的组织方式，根据课题内容联系相关学科的学者组成课题小组进行科学论证研究，并且
实行项目管理等运营方式。
    主要的研究方向和工作内容：    建立日本研究资料库，把握中山大学及华南地区日本研究的人力资
源，研究动态及学术成果；    筹集研究经费，拓展研究资源，组织跨学科专题研究；    建立并保持与
华南地区相关研究机构、日本驻华机构、企业的联系；定期组织学术界、政府及企业与日本研究有关
的聚会；    举办各类型的学术研讨会，组织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    出版学术成果；    为相关的机构
和企业提供研究咨询服务。
    华南日本研究所现有《华南日本研究》、《华南日本研究所年报》、《年度专题研究报告》以及《
华南日本研究通讯》等出版物。
     《华南日本研究·第2辑》收录了有关日本文学、日本文化、日本语言、日本经济以及日本图书与
科技等综合研究的论文共55篇，其中有关日本文学研究论文24篇，日本文化研究论文9篇，日本语言研
究论文10篇，日本经济研究论文5篇，日本综合研究论文7篇。
因此，本书设置了日本文学研究、日本文化研究、日本语言研究、日本经济研究、日本综合研究共五
个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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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日本文学研究  日本厨川白村研究评述  正宗白鸟的批评眼  试论罗兰·巴特的快乐的符号学  空海《秘
密曼荼罗十住心论》的思想  《大镜》“安和之变”中的“道理”——与“山阶道理”的比较研究  从
文本到现实——试论明治日本作家笔下的“中国”  英国这一异文化环境——夏目漱石的洞察  永井荷
风之于文学与女性  再考《新撰万叶集》中的和汉对应关系  由神话传说看中日文化的异同——以中日
英雄形象比较为中心  芭蕉俳谐的明朗性格  从《少年的悲哀》的人物设定看国木田独步的思想  试析正
冈子规的写生俳句  早期一叶文学中现实性的成因及其表现  论村上春树的日本关心  《细雪》与《源氏
物语》中“病”的作用  从弗洛伊德的“本能论”透视《暗夜行路》  日本人雪月花的美意识——以和
歌俳句为中心  从《一个女人》看有岛武郎的儒家思想  “司马史观”的再建构——“个人主义”的视
角  与谢芜村创作中俳句和绘画的结合点  与谢野晶子与五四女流作家庐隐  日本俳谐论  浅论《古今和
歌集》脱政治的美学特征日本文化研究  日本穆斯林社会  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辨本源探究——古学、
国学的展开(1670—1800年)  试论中日文化差异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光影下的概念偷换——对日本战
后战争影片反映的责任认知的探讨  兰克史学在日本的传播——兼谈日本的兰克形象及其传播内因  从
俳谐看江户时期的茶  日本社会的“会社文化”  日本民族特性与日语含蓄表达方式日本语言研究  关于
影响了近代日语的《海国图志》的语言研究(节选)  日本语教育的实践研究——以幻灯片演示为例  日
语人称代词的运用  任务型教学模式在基础日语教学中的应用——以《标准日本语》的教学为例  小议
所有表现  关于接尾词“中”  日语教学中须引入日本文化  浅谈日语考试问题  浅论人称与动机附着表
现的共起关系  论日语“受身文”的分类日本经济研究  从日本八佰伴在香港的成功来窥探中国社会  中
日两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试论中日两国经济的互补互惠关系  日本的土地管理及启示  从理念经营
探索日本企业的领导力形成模式——三井物产和欧姆龙公司的实例分析  日本技术转移机构的政策导
向及其运行模式日本综合研究  日本江户时期对中国戏曲之接受探考  论环翠堂自刻本《狮吼记》  日
本TV动画的投资模式与经营特点  “日本人对广东省的认知度”调查  广东地区高职日语专业的发展现
状  日本在中国的煤液化技术开发(1921—1945)  《文明论概略》的世界附录1：知古足以鉴今附录2：祭
日本国故早稻田大学教授田中隆昭恩师文附录3：《华南日本研究·第三辑》征稿启事附录4：《华南
日本研究》论文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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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就某个符号，我们习惯于强迫性地从其所蕴涵着的诸多“读法”中仅择取一种加以固化，这样
我们就被以这种方式幽闭于神话之中。
换言之，所谓“神话”性符号解释，就是“作为Objet（素材）的符号”所拥有的丰富的混沌性、无条
理性被贫困化、一义化的过程。
可见，为了摆脱“神话之监牢”，我们眼下必须面对的知性课题是：要么设法从单个的符号中挖掘出
数种“解读方法”，要么设法激活该符号可能包涵着的混沌性、多义性。
这正是巴特文本理论的基本构想。
巴特挥舞批判之刃正面相向的是古典的，即所谓的“文艺批评”的言说。
因为古典批评的原理就是主张：“文学作品包藏着终极的、单意性的意味，而批评工作就是去寻绎到
它们。
”巴特的命意在于如何从书本中“挖掘尽可能多的意味”，而古典批评的指归则在于如何“尽可能地
限定”书本的意味。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两者正面交锋了。
却说，古典批评所指向的意义的单意化，必须以“作品有起源”为前提才能够成为可能。
作者所处时代的居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民族精神气质、宗教、先行作品群、作家个人的价值观、
审美意识、器质疾患、性别、心灵创伤等等，构成了作品的“起源”，或者说“初期条件”。
作者将如此“初期条件”录入“文学”这一装置。
于是，这种装置开始嘎吱嘎吱启动，咕咚咕咚地输出“作品”来。
这就是古典的、而且即使在现代仍然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学观。
基于如此文学观，文学一般被理解为一种“闭锁性的体系”。
一旦作品的输入数据决定下来，那么，被规定了的乘数就会相乘，于是输出的信息也就决定了。
总而言之，文学只不过是介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变换系统”。
如此文学～闭锁性的体系论，对批评而言，是极具效率的。
因为一旦把文学考虑成一闭锁性的体系，那么，构成文本的形形色色的要素就会清晰地配置于时间轴
上。
也即，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系列图式：“输人数据=作者，输入-输出变换装置=文学，输出=作品，输
出的消费者=读者，而俯视该过程整体的超越性的视线=批评家”。
因此，批评家以批评的态度解读作品就被集约成这样的作业程式：从作品出发，逆向追溯前述过程，
最终澄清“究竟输入了什么”。
被统摄到“作者”名义之下的“输人数据群”，正是作品的起源，那里是包藏着作品全部秘密的场所
。
对此，古典主义批评家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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