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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管是处于文学的内部、外部，还是处于文本的内部、外部，如何重新组合、重新构建像雷奈·维勒
克所说的“具有历史感的人文学”，这难道不是今天受到质问的根本问题吗？
这是为了提问“文学能做什么、没有做到什么”时所需要的。
铃木贞美的这本《文学的概念》也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创作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概念》会成为开辟迄今为止的日本文艺批评和“文学”基础研究的第一步
，这一研究工作也将伴随弄清今天被公认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的精髓是何时、又是如何形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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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另外，高田卫（1930-）指出：不仅仅是上田秋成，德川中期的文学包括“芜村的俳谐
、源内的谈义本、绫足的片歌复兴等，在各种文艺体裁中，形式性得到自觉的加强”。
他论述道，“以个体思维成熟为前提的、形式性（基于内心世界的、与作者的个体契机相通的自觉）
近代化”“成为文学史的一个特色”。
这样的见解在保持与表现形式问题相关联的论述姿态的基础上，体现了“近代的自我史观”也可以上
溯到德川时代的思考。
抑或，就像提倡从“关注日本近代化‘内发性’视点”把德川时代称为“earlymodem”即“近代前期
”的芳贺彻（1931一）的观点那样，具有各自根据的、值得深入讨论的见解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由于“近代文学”的定义不同，对于“近代文学”起源的见解不同也很自然。
例如，中国的鲁迅列举出三个标准，即有意的虚构、文体美学明确、描写具有现实性。
他把唐代传奇定为中国小说的起源。
换言之，也可以说，中国的近代小说起源于唐代传奇。
而且，这样的标准也可适用于日本的中古物语。
按照不同的标准，从东亚的古代文艺中，找出西欧近代“文学”的起源也不是不可能。
讨论这样的问题，作为前提必须清除社会体制还原主义，必须确认思想和文化的历史是通过描绘与政
治经济相对独立的轨迹而展开的这一原理。
在此基础上，我个人认为作为文艺的近代形态确立的条件，可以考虑两个指标，第一，文艺作品是面
向非特定的读者而出版的（当然，采用的是民众的口语），第二，其作品并非是在民间传说的流动性
上临时性的记录。
而是明确留下作家的个性（未必是具有固有名词的个人。
对于这一“作家”的概念将在第十二章第一节中论述。
），而且是读者所期待的。
满足第一个标准的是从室町时代的《御伽草子》到德川时代的假名草子一类。
在此基础上，满足第二指标的应该是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
但是，我还要添加自己的立场，我认为有关作为时代的“近代”，尽管从德川时代的政治形态和经济
体系中零散可见“近代”性要素，但是，不能认定为那是依靠西欧式的国民国家而形成的文化体系的
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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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的概念》对于20世纪的日本来说，追求“近代超克”的思想和艺术潮流是如何理解并超越“近
代”提出了怎样的愿景7又是经历怎样的路线，为什么会堕落到与军国主义同流合污的境地7或者，在
军国主义表现的自由受到强力束缚的过程中，寻求了怎样的表现形态7在战后又是怎样开花结果的7等
等，如果不仔细地研究这些问题，把握包括20世纪文艺在内的思潮和文化的实际状况，使其成为我们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思想财富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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