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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转向记》分三个部分内容。
“知识左翼眼中的日本”，是写作《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北京：三联书店，2007)一书时的副产
品，主要透过日本当今批判型知识分子对本国思想、历史的反思，来观察那个扑朔迷离的战后日本。
“文学、历史、地缘政治”部分，是作者引进和介绍日本的另一类知识——中国学，并与之对话、交
流的文章，包括在此基础上对中日关系和东亚地缘政治问题的思考。
“翻译与文化沟通”部分，则反映了作者这几年来着力去做的另一方面工作：对日本学术著作的翻译
介绍。
从内容上讲，翻译的选择是在两个方面。
一是日本学者关于本国近代历史和思想的批判性著作，另一个是日本的中国研究。

《转向记》由赵京华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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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京华，1957年生，198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
后留学日本，1997年获一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自2004年起，曾先后在日本埼玉大学、爱知大学、东京大学等担任客座研究员。
著有《寻找精神家园——周作人文化思想与审美追求》、《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等专著，另有《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北京苦住
庵记》、《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等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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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森阳一对近代日本天皇制的认识与批判，在总体方向上反映了日本社会中进步知识分子对本国
历史的基本态度，并构成了对保守政治势力的冲击。
而从上述分析介绍中可以得到证实，其独到之处在于特有的文本解读及后殖民分析与鲜明的历史批判
姿态的有效结合，在更深的层面上揭示了日本现代社会的复杂矛盾状态（新殖民主义状态），以及保
守政治势力和一些民众对“历史问题”暧昧不清的症结所在，为人们重新认识日本提供了新的镜像，
也为邻国公众了解日本的历史与现实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小森阳一的著作是知识理性和政治批判相结合的产物，故得到社会和公众包括邻国的理性回应，当是
作者所热切期待的。
正如《放送》中文版序中所言：“为了便于与我们共同度过21世纪的中国读者朋友们重新正确认识近
代天皇制与日本社会之间的关系”，自己愿意“把这本书亲手敬献给中国的读者”。
这种真诚的期待，实际上是对中国读者提出了很高的阅读要求，那就是以理性的心态理解日本社会批
判者的著作，并通过这样的阅读加深对日本的“正确”认识。
记得2003年小森阳一访问北京在清华大学做“天皇制与现代日本社会”的讲演之前，我们于私下交谈
中，他曾流露出担忧。
他举例自己访学韩国所做天皇制批判的讲演，被韩国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来声讨日本，这样的
结果是自己所始料不及的。
我想说，面对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对本民族历史的反省和对邻国的虚心坦怀，我们应该抱之以同样的坦
诚与理解。
　　最近一些年来，日本政治集团中的保守主义势力不断上升，现任首相日前仍扬言要继续参拜靖国
神社。
这无疑是妨碍中日两国政治交往、关系恶化的主要障碍，也是刺激中国民间民族主义情绪的因素之一
。
因此，去年的“西安事件”和最近的北京亚洲杯足球赛“骚乱”，也可以说事出有因了。
然而，这种大众民族主义毕竟不是一种理智的态度。
而理应对此做出反思的中国知识界也不见有什么议论出现。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150年间历史中有大半时间是处于被殖民被侵略的弱者地位，无论民间还是知识精
英层都由衷期待一个强大民族国家的出现，对民族主义的正当性和纯洁性也深信不疑，这是可以理解
的。
但是，今天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世纪，中国的经济腾飞和作为政治大国的崛起已经成为现实，我们
无法再仅仅依靠民族国家理念和单纯的民族主义意识来面对世界和邻国。
在此，小森阳一那种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对本国历史的批判姿态，是否可以促动中国知识界的思考呢
？
如果中国读者能够理性地阅读《批判》和《放送》两书，与日本知识分子共同建立起知识讨论的公共
空间，一起来化解历史仇恨，那么，小森阳一“面向亚洲的联带意识”才不会落空，才有望促动亚洲
各国之间建立起真正的“信赖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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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日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历史，只是日本极少数人在上个世纪和前些年制造了新与旧
的不光彩的事件，给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日本人带来了的伤痛，造成两国人民之间的某些隔
阂。
目前两国政府正在“破冰”、“融冰”，志在沟通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建立彼此的互信和互惠战略
关系。
互知才能互信，互信才能做到互惠。
此时推出“知日文丛”，由几位留日或旅日的作者，从历史和文化、从政经和中日关系，也从日常生
活的方方面面的细微处，以切身的体验，展现了他们眼中的日本、真实的臼本。
在那里，有真情的实感，也有哲理的思考。
“知日文丛”架起了一座互知互信的桥梁，通向美好的彼方。
　　——叶渭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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