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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新文学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牛成与发展也便同日本文学有着不
可分割的联系。
《“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探究“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关系，主要是透过以
留日作家为主体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从日本获得新文学思潮“体验”，并通过日本这个“中介”接受
世界文学新潮，进一步研究“日本体验”在建构中国新文学思潮中产生的影响与作用。
审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文学思潮，诸如个性主义思潮、现实主义思潮、
浪漫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思潮等，其接受源头几乎都出自日本，对此种“跟进式”的借鉴接受态势的
研究，当有助于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特点与其后来走向的认知：而日本文学思潮也并非尽善尽美
，某些思潮还有严重缺陷，不加分析引入，也会产生负面效应，因而还必须就近现代日本多种文学思
潮对我国新文学所产生的正负效应作出科学分析与评价。
这对于有效总结新文学接受外来经验，深化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认识，是不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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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美燕，1975年生，浙江永康人。
2003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现为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任学院党委（院长）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长、社科联副主席，为
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培养对象，浙江省高校教坛新秀。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天津社会科学》、《学术界》、
《浙江社会科学》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厅
级科研课题研究1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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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文化同源”考量，中日两国在文字、文学、文化方面能得以互相影响，互相借鉴，其最大的
便利莫过于同属汉字文化圈这一事实了。
同属东方文化圈，且又处于同一的汉字文化圈中，同质多于异质，价值取向大多是相同或近似，两者
的冲突与融合不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这为留日学生接受日本文化和文学提供了可能。
梁启超在1897年发表《变法通义》，其中《论译书》一节提到了翻译日文书籍的种种益处：“日本与
我为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
自和文肇始，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杂厕。
然汉文犹居十六七。
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
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
近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少而获利甚巨。
计日文之易成，约有数端。
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扦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阔；三也，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
也，汉文居十六七也，故黄君公度谓可不学而能。
苟能强记，半岁无不尽通者。
以此视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
”梁启超所说的“同文之国”，即文字同出一源，可谓典型例证，最能说明“文化同源”对两国文化
交流带来的便利。
这里，他说黄公度（遵宪）谓日文“可不学而能”，固然有些夸张，但较之西文，日文较易学习与掌
握，却也是不争的事实，留日学生便从中受惠甚多。
　　二是中日之间“政体民情相似”，取学日本可收即时参照之效。
　　除了近便和速效，晚清的学者，还包括官员、政治家，鼓励学生赴日留学，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
原因：取学日本可收学习日本经验、改革中国的即时参照之效。
正如1903年驻日公使杨枢在给朝廷的报告中所言：“中国与日本地属同洲，政体民情相似”，就“政
体民情”而言，他把忠君爱国、尊崇孔孟的日本推为同洲、同宗的样本，更是急切地表达了取法日本
的愿望。
实际上，张之洞早先写出的《劝学篇》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述。
他曾如此陈述“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之理由：“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
；一、东文近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
中东情势凡俗相近，易仿行。
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
”这段文字表露了张之洞乃至当时朝野上下的两种心理：一是求事半功倍的走捷径心理，也就是一种
急功近利的心理；二是“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所体现的对日本西学、日本近代化
经验的一种信赖乃至依赖心理。
张之洞的学“西学”的两步走策略：先从“仿行”东人中学“西学”，若考虑“求精求备，再赴西洋
”，这的确是一条“捷径”，但由此透露的恰恰是其急于从东邻日本获取对于改造中国的有益经验的
一种急迫心理。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思�>>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