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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立丹老师是日语专家，从本科到硕士阶段都是学习日语专业的，此后一直在日语系任教，已经
当了数年的副教授并兼系主任。
2002年，她报考了我的博士研究生，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中日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
记得她入学考试的日语100分试卷成绩是96分，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博士生的外语考题并不那么容易，然而对她来说那肯定不难。
因为她是日语专家。
　　外语学科的老师们，是以教授语言为主的。
为了教好语言，不得不涉及语言表现最为丰富复杂的文学作品；为了讲授文学作品，不得不掌握文学
批评与文本解读及阐释的基本要领；为了熟悉作家的创作，不得不搞一点文学史的研究；为了搞通文
学史，不得不涉猎与文学史相关的历史文化。
而一旦悟到这一步，就会感到原来外语学科从语言习得的角度所学习的那些东西，远远不够用了。
我在与立丹老师及其他外语学科出身的硕士、博士生乃至博士后研究人员聊天交流的时候，发现很多
同学都有这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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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文学每个时代都出现了众多武士题材的文学作品，它们贯穿于日本文学史发展的较长一段时期。
在日本近代社会中虽然武士身份已经不存在，但是日本近现代文学中仍然有不少武士道题材的作品。
这其中包括纯文学也包括大众文学。
比起纯文学，大众文学中武士道的题材偏多，社会性较强。
纵观日本文学史，明治维新以前的江户时代，大众文学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
实际上，日本文学的发展是由原始的一般性文学向贵族文学的发展，之后又由贵族文学不断向大众文
学转变的过程。
因此到了近现代也同样需要摆正大众文学的位置，不能一味抬高纯文学。
 1945年以后，由于价值观念的变化，人们的认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日本现代文学作品中，有了
对以往武士道的质疑，以往英雄形象地偶像破坏。
因此可以说关于武士道的认识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的。
分析武士道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日本社会与文化，这是很有意义的一项
工作。
 关立丹，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
曾受外交部委派，赴日本任国际交流员；2005年以交换研究员身份赴日本进行课题研究。
曾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并曾获得北京市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称号。
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日语系主任、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日本文学
研究会会员。
在国内外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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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佟玉华，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
曾受外交部委派，赴日本任国际交流员；2005年以交换研究员身份赴日本进行课题研究。
曾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并曾获得北京市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称号。
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日语系主任、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日本文学
研究会会员。
在国内外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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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教育、教导的方式上，乃木的自身经历使他不免严厉、生硬，即使是对明治天皇托付给他的后
来成为昭和天皇的裕仁亲王等几个皇太子也是如此。
但是，他对士兵与学生表示了极大的诚意。
在军队中，乃木希典把士兵当作自己的孩子；任学习院院长期间他照样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
当然，他对他们实施的是独特的武士道式的教育。
　　乃木希典在个人军人形象的塑造上也下了不少工夫。
1887年乃木希典被派往德国留学了一年半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乃木希典尤其被德国军队的管理体制、军队风范所吸引，认识到整顿军人风范的重要
性。
回国以后，乃木希典天天军装不离身，即使晚上也是穿着衬衫和军裤睡觉。
而且，他一改由于自责而经常在外烂醉如泥、去找艺妓消遣的习惯，生活变得节俭自律。
1908年，乃木希典五十九岁。
这是他就任学习院院长的第二年。
这一年，学习院的新校舍建成了。
可是乃木希典作为院长，却选择了全院最差的房间。
　　乃木没有住进给他准备好的舒服的院长官舍，而是把它用作了皇族人士的用房，自己则把学生宿
舍总部的两间房当作了起居室和卧室。
这是两间没有任何装饰的小房间，而且其位置比起任何一间学生宿舍都要差，夏天西晒，冬天北风刮
得最强。
乃木把两个装满身边常用物品的行李（旅行用行李箱）带进了宿舍。
这些就是乃木带来的所有物品，行李中装进了最小限量的物品。
房间里除了配备的桌子、书架、床之外，只放置了一个粗糙的金属脸盆和一个大大的水壶。
军人乃木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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