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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序
日本文学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日本古代文学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和歌、物语等
本民族独自的文学样式，以及幽玄、物哀等本民族鲜明而又独特的文学审美情趣。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将学习的目光转向西方，并在借鉴、吸收西方文艺理念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本民
族传统文学样式的改良，完成了从封建文学向近代文学的转变。
自此，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几乎与西方同步，并在与西方文化频繁交流、不断碰撞的过程中，走出
了一条既注重现代气息，又不失浓厚民族特色的文学创作之路，孕育出了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两位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及村上春树等广受世界各国读者欢迎的现代作家，向世人展示了日本文学多元
融合的个性化魅力。
不仅如此，日本近现代文学还改变了自古以来中日文学交流过程中，总是中国文学单向输出日本的交
流模式。
日本近现代文学既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学习西方文学承担了媒介与桥梁作用，更为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
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启发和示范作用。

尽管日本文学不愧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并且与中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长期
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并不十分重视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和研究。
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过一次短暂的译介日本文学的高潮外，直到1972年，中日两国恢
复邦交，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强国被国人所熟知后，我国译介、研究日本文
学的第二次高潮才逐渐形成。
如今，已有不少日本文学名家的作品被翻译介绍到我国，甚至是有些日本当代作家的作品刚在日本出
版，不久就被翻译成中文与我国读者见面；同时，有关日本文学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出版数等也呈逐年
上升趋势。

然而，在种类繁多的有关日本文学的出版物中，尚缺一本理想、实用的工具书。
为此，我们特意推出这本《日本文学辞典——作家与作品》，旨在为我国外国文学专业、日本文学专
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以及广大的日本文学爱好者、研究人员，提供一本简便的案头参考书，以方便
大家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日本文学的概况，体会和把握日本文学的本质特征。

本辞典收录的基本上是日本的主流作家以及被广泛阅读的重要作品，其中不仅包括著名的小说家、诗
人、戏剧家及其作品，还有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散文家及其代表作。
对于词条的选定，难免带有个人倾向，但我们的原则是竭力寻求基本的认同范围，同时，充分考虑中
国学生和学者的关注兴趣。

本辞典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共收录作家和作品词条604个，其中上代文学词条10个，中古文学词条40个，中世文学词条41个，近
世文学词条51个，近现代文学词条462个。

2. 每一词条设为一页。

3. 按作家的汉译姓氏拼音排序；作品词条紧随其后，且按出版年代的先后排序。
如有无作者或作者名不详之作品，则以作品的汉译名称拼音参与排序。

4. 作家词条主要介绍其生平和创作；评语力求客观、简明，切中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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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品词条主要提供故事或内容梗概，兼顾必要的创作信息和扼要、公正的评述。

6. 当代作家和作品的相关信息跟踪至2008年。

7. 每一词条后的括号内，均记载有该词条的日文名称及日文读音，以便于使用者根据日文原文，查找
其他相关的日文资料。

8. 辞典后附有《中日文学大事记对照表》。

参加本辞典编写的各位编者，均是在我国高校长期从事日本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
同时，范闽仙（已故）、饶雪梅、刘海军等同志也参与了少数词条的编写和修订工作；朱倩同志制作
了附表《中日文学大事记对照表》。
对他们的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我们还要由衷地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在本辞典的策划、编写、编辑、审定过程中，他
们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热情的合作。
没有他们的敬业和努力，就没有本辞典的成型和面世。
由于自身业务水平等方面的原因，本辞典难免会有不妥不当之处，敬请同行、专家以及读者批评指正
。

编者
2009年12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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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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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菊池宽 《不计恩仇》 《珍珠夫人》 《父归》  久米正雄 《私小说与心境小说》 山本有三 《直奔真实
》 《路旁之石》 宇野浩二 《仓库里》 佐藤春夫 《殉情诗集》 《都市的忧郁》 德永直 《没有太阳的
街》 宫本百合子 《伸子》 《一九三二年的春天》 《播州平原》 小林多喜二 《蟹工船》 《党生活者
》 叶山嘉树 《生活在海洋上的人们》 《水泥桶里的一封信》  横光利一 《蝇》 《机械》 《家徽》 《
旅愁》 《上海》 井伏鳟二 《山椒鱼》 《遥拜队长》 《黑雨》  堀辰雄 《起风了》 《圣家族》 《菜穗
子》 伊藤整 《幽鬼的街市》 《鸣海仙吉》  《火鸟》  《日本文坛史》 太宰治 《斜阳》 《丧失为人资
格》 大冈升平 《俘虏记》 《野火》 《武藏野夫人》 《花影》  野间宏 《阴郁的画》 《真空地带》 《
青年之环》 三岛由纪夫 《金阁寺》 《潮骚》 《丰饶之海》 开高健 《恐慌》 《裸体皇帝》 远藤周作  
《白人》 《海与毒药》 《沉默》  柴田翔  《别了，我们的生活》 田久保英夫 《深河》 野坂昭如 《萤
火虫之墓》 二叶亭四迷  《浮云》  《小说总论》 坪内逍遥 《小说神髓》 假名垣鲁文 《牛肉火锅》 幸
田露伴 《五重塔》 《风流佛》 樋口一叶 《青梅竹马》 岛崎藤村 《破戒》 《家》 《黎明前》 《藤村
诗集》 尾崎红叶 《二尼姑情悔录》 《金色夜叉》  德富芦花 《不如归》 《自然与人生》 国木田独步 
《少年的悲哀》 《武藏野》  泉镜花 《高野山圣僧》 《妇系图》  田山花袋 《棉被》 《乡村教师》 德
田秋声  《霉》 《缩影》 正宗白鸟 《向何处去》 夏目漱石 《哥儿》 《我是猫》 《三四郎》 《从此以
后》 《心》 《明暗》 森鸥外 《舞姬》 《性生活》 《雁》 《高濑舟》 《涩江抽斋》 永井荷风 《地狱
之花》 《美国故事》 《各显神通》 《墨东趣谭》 谷崎润一郎  《文身》 《痴人的爱》 《春琴传》  《
细雪》  武者小路实笃 《天真的人》  《友情》  志贺直哉 《在城崎》 《和解》  《暗夜行路》 有岛武
郎  《诞生的苦恼》 《一个女人》  长与善郎 《竹泽先生》 芥川龙之介  《罗生门》 《鼻子》 《地狱图
》 《河童》 《侏儒警语》 广津和郎  《神经病时代》 葛西善藏 《拖带孩子》 《田园的忧郁》 中里介
山  《大菩萨岭》 中野重治  《与短歌的诀别》 黑岛传治 《盘旋的鸦群》 川端康成 《伊豆的舞女》 《
雪国》  《千鹤》  《山之声》 《古都》  《睡美人》 棍井基次郎 《柠檬》 中岛敦  《山月记》 《李陵
》 高见顺 《故旧忘得》 《在怎样的星辰下》 阿部知二 《冬之宿》 石川达三  《苍氓》 尾崎一雄 《悠
闲眼镜》 丹羽文雄  《令人讨嫌的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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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那个夕阳》 日野启三的中篇小说，发表于1974年的《新潮》杂志，获得芥川奖。
小说中的主人公结束了半年多的特派员生活，从首尔回到日本。
我打算和妻子令子离婚，可是迟迟没有行动，一天天拖着等着夏天过去。
令子没有顶撞我也没有对我恶语相加。
反倒是在首尔认识的姓李的女人的态度刺痛我的弱点。
我和妻子过着麻木的没有感觉的生活，我表现得乖僻，故意显出傲慢的态度，我觉得自己对妻子这样
是不诚实的。
我回忆起在首尔的生活，于是取出在那儿拍的8毫米录像来看。
一直放映得好好的录像在李即将出场的当儿突然中断了。
黎明之前我醒来了，潜意识里忽然下定决心，就算这个女人马上要咽气我也要离婚。
吃完早餐后，令子郑重其事地向我提出了离婚。
我内心空落落地去澡堂洗澡。
当我回到家里，本能地感觉到家里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消失了。
日野启三小学和中学时代都在朝鲜度过，1960年又作为李承晚政权垮台后的第一任常驻特派员到首尔
赴任。
1961年日野启三回国，之后离婚。
这篇小说便是在他的亲身经历基础上创作的作品之一。
小说把日常生活的复杂细节加以梳理，从主人公和妻子之间由共同的场所、共有的物品所维系的自然
联系因为第三者的加入而面临断裂这一独特的视点出发，把家庭的崩溃危机这一较为传统的题材写出
了新意。
小说从一般的私小说素材着手，超越了对平淡日常生活的简单描摹，依靠梦想等手段，揭示人物内心
的病症。
以《那个夕阳》为代表，日野启三的许多作品都具有私小说风格。
作品多从日常生活着眼，提炼对人生的思考和对人内心世界的挖掘，文笔静谧。
内涵深远。
 三浦哲郎 作家，日本艺术院会员，出生于青森县。
幼年时经历了姐姐自杀和哥哥失踪等家庭不幸，一直为此感到苦恼。
1949年他进入早稻田大学政经系就读，后因为提供学费的哥哥失踪一度休学，在家乡当中学教师，其
间开始尝试写作小说。
1952年他辞去教师工作，隐居到位于岩手县父亲出生的村子。
在那里，他意识到要把自己家族的不幸用文学表现出来，立志从事文学创作。
1953年他重新回到大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法文系，开始文学创作，他和朋友创办了同人杂志《非情
》，登载于其上的作品得到了井伏鳟二的认可。
他的早期作品《十五岁的周围》（1955）获得第二届新潮社同人杂志奖。
1960年，他以学生时代的结婚体验为题材创作了短篇小说《忍川），获得芥川奖，确立了在文坛的地
位。
此后他又相继创作了《初夜》（1961）、《团圆》（1964）、《结婚》（1967）等小说。
这一系列作品带都有私小说特征，贯穿了作者抗拒家族不幸遗传的坚定意志。
之后三浦哲郎写作了大量长篇、短篇和自传性小说以及历史小说。
长篇小说方面他创作了《海路》（1970）、《骆驼的梦》（1974）、《白夜旅人》（1984）、《素颜
》（1987）、《夜的悲哀》（1993）、《蓑虫》（1995）等。
其中的《白夜旅人》刻画了亲人的不幸生活，获得大佛次郎奖。
他还创作有长篇历史小说《少年赞歌》（1983），描写天正年间遣欧使节的艰苦历程，作品获得日本
文学大奖。
他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则有：《妻子的桥》（1972）、获得野间文艺奖的《手枪和15个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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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获得第17届川端康成文学奖的《薯蓣》（1990）、获得伊藤整文学奖的《同行》（1991）
，《船歌》（1994）和《病叶》（200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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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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