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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语文学的产生是日本文学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是抒情诗向古代小说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它对于日本文学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物语一词，要从“语”（Kataru）这个词说起，它是将发生的事向人们仔细讲说的意思。
这样，“物语”便成为故事、传说、传奇之类的概括性的词汇。
物语文学产生于十世纪初，起先分为两大类。
一类为虚构物语，亦即对民间流传的故事进行加工，增大其虚构性，并加以润色，提炼成完整的故事
，具有传奇的色彩。
另一类为“歌物语”，与我国的“本事诗”近似，以和歌为主，和歌和散文结合，互为补充。
这两类物语都是脱胎于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向独立的故事发展的一种文学形式。
本集中收入的《竹取物语》和《落洼物语》是属于前一类，《伊势物语》则属于后一类。
　　每一民族文学的产生，都有其社会的原因以及文学本身的因素。
物语文学诞生于十世纪初的日本平安朝，正是处在日本古代社会开始瓦解、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时期
。
表现在藤原氏实行摄关政治，政治上排斥异己，独揽朝纲，经济上扩大庄园，垄断经济，集政经大权
于一族之手，独享荣华富贵，生活穷奢极侈。
另一方面，大批没落的贵族，惶惶不可终日，纷纷到地方另谋出路，加强了地方贵族的势力。
这就必然导致贵族阶级内部以藤原氏为代表的中央贵族（上层贵族）和地方贵族（中下层贵族）之间
的矛盾和斗争的深化。
中小地主不断起来反抗国司的统治，一般农民则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整个平安社会危机四伏，各种矛盾日益深刻和尖锐化。
平安贵族在歌舞升平的背后，正处于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
中下层贵族势力的壮大为这一阶层的文人更多地干预生活提供了机会，而他们对现实和生活比之上层
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又更为熟悉，在文学创作上更富有进取精神，因此，随着他们的政治力量和地位
的变化，一种与上层贵族的文学相抗争的新的文学和新的文学形式，必然会应运而生。
　　在思想领域，这个时期正是宗教思想盛行，净土宗兴起。
面临贵族阶级的日渐没落和社会腐败的世态，贵族阶级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中下层贵族中的文人墨客
深感焦虑、不安、怀疑与孤独。
他们一方面比较容易地接受极乐净土的思想和宿命思想，以作为精神寄托，幻求遁世，企图在现实矛
盾的不安中寻找慰藉和解脱；另一方面则从贵族社会的种种矛盾中体验到个人与社会的对立，探求人
的精神和人性，开始要求对人生、对社会采取自我反省和批判的态度。
这些贵族社会现实、政治、经济乃至思想的因素，就造成了物语文学诞生的土壤。
　　物语文学的产生，也是日本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
首先，日本古代有着丰富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以及史传文学，尤其十分盛行佛教的神怪传说，其
中许多富于文学意味的描写手法都被吸收到其后的文学中来，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法，这对物语文学
的产生和发展有明显的影响。
其次，物语文学产生之前，汉文小说的存在以及古代诗歌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使物语文学创作得到了
丰富的养分。
但日本古代诗歌形成的背景是社会矛盾还没有激化，作者和社会可以说几乎还没有根本的对立。
有的作者如柿本人麻吕创作的悲剧色彩，大伴旅人作品的忧郁情调，特别是山上忆良写的《贫穷问答
歌》虽都有对现实社会的愤懑与控诉，反映了社会的一定矛盾，但就大多数诗歌而言都是表现自我、
吟颂自然，或者作为贵族社交及恋爱赠答的工具。
这种短诗类型已难以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发展，而且诗歌也开始出现衰颓的倾向。
这种文学的发展过程，势必要求一种新的形式或体裁来补充。
再加上九世纪后期，日本民族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假名），从此日本文体逐渐替代汉文文体，克
服了长期存在的文字与语言不谐调的矛盾，把文字更直接地同日常语言统一起来，使之更易于表达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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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与感情。
这也为当时的物语文学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
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物语文学《竹取物语》就是用假名书写的。
当然，日本这几部物语文学也或多或少吸收了中国六朝的志怪小说和隋唐的传奇小说的精华。
六朝、隋唐文学采用“神异”的构思，融合寓言和志怪传奇的表现手法，乃至“升天”这样的中国古
代传统故事，都影响了日本物语文学的发展，这一点恐怕是可以肯定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虚构物语《竹取物语》、《落洼物语》和歌物语《伊势物语》的出现，正式
确立了日本古代文学的一种新体裁，逐渐成为日本文学的主流，推动着日本文学的变革与发展。
它的诞生标志着日本古代小说正式作为一种独立的样式，形成自己的规模和特色，日本小说至此进入
一个新的阶段。
　　⋯⋯　　这三部作品的共同点是，在各种日本文学形式的交互影响下，运用了诗歌和散文结合、
抒情与叙事结合的方法，对形成日本古典文学的特点之一——抒情性作出了贡献。
当然，这三部作品诗与文各有侧重，从而形成了各自的独特风格。
既有美妙的意境，也有细致的刻画，从美学价值的角度来看，也远远超过了过去的文学作品的成就。
　　这三部物语文学作品的产生，无论从内容上或艺术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日本许多古典著作，包括诗歌、小说、戏曲，都模仿了《竹取物语》和《落洼物语》中“伐竹”和“
虐子”的故事，以及《伊势物语》中男女恋爱的风采。
它们一直影响到现代日本文学，比如从当代日本戏剧家木下顺二的《夕鹤》与《鹤妻》中，也可以找
到《竹取物语》的影子。
从艺术结构来说，日本古典文学（《源氏物语》就是继承了虚构物语和歌物语的传统，对物语的创作
进行了探索和创新，把日本古典文学推向新的高峰的。
可以说，这三部作品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唐月梅　　198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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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竹取物语》、《伊势物语》和《落洼物语》合集。
　　《竹取物语》创作于十世纪初，是日本最早的一部物语文学，开辟了新型文人文学创作的先河。
故事写一位伐竹翁在竹心取到一小女孩，起名“细竹辉夜姬”。
“辉夜姬”经三月长成亭亭玉立美少女，五名贵族子弟向她求婚，她答应嫁给能寻得她喜爱的宝物的
人，结果求婚者均遭失败。
皇帝想凭借权势强娶，也遭拒绝。
最后，辉夜姬在这群茫然失措的凡夫俗子面前突然升天。
　　《伊势物语》为平安初期“歌物语”的代表，其最早的原型，应在《古今集》成书的905年之前。
全书以平城天皇皇孙在原业平的和歌为主，加上一些口耳相传的和歌，同时铺陈这些和歌的背景或原
委。
全篇由125话与206首和歌构成，话与话之间无联系，每话独立成篇，隐约可见在原业平一生的经历。
本书与《古今集》、《源氏物语》同被奉为和歌圣典。
　　《落洼物语》成书年代约在十世纪末。
故事描写中纳言源忠赖的女儿受到继母的冷落，被迫住在一阿低洼的屋子里，人称“落洼”。
落洼认识了一位少将，婚后两人过着美满的生活。
继母怀恨在心，狠狠打击牵线的仆人。
源忠赖故去，继母彻底失势，少将等见继母悔悟便宽恕了她。
内容带有警世意味，人物性格的刻画通过对话和动作，并辅以书信、和歌来完成，可以说，它在完成
日本古代小说模式方面起着重要的先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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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竹取物语　　一　辉夜姬的出生　　从前有一个伐竹的老公公。
他常到山中去伐竹，拿来制成竹篮、竹笼等器物，卖给别人，以为生计。
他的姓名叫做赞岐造麻吕。
有一天，他照例去伐竹，看见有一枝竹，竿子上发光。
他觉得奇怪，走近一看，竹筒中有光射出。
再走近去仔细看看，原来有一个约三寸长的可爱的小人，住在里头。
于是老公公说：“你住在我天天看见的竹子里，当然是我的孩子了。
”就把这孩子托在手中，带回家去。
　　老公公把这孩子交给老婆婆抚养。
孩子长得非常美丽，可是身体十分细小，只得把她养在篮子里。
　　老公公自从找到了这孩子之后，去伐竹时，常常发现竹节中有许多黄金。
于是这老头儿便自然地变成了富翁。
　　孩子在养育中一天天长大起来，正像笋变成竹一样。
三个月之后，已经变成一个姑娘。
于是给她梳髻，给她穿裙子。
老公公把她养在家里，不让出门，异常怜爱她。
这期间，孩子的相貌越长越漂亮，使得屋子里充满光辉，没有一处黑暗。
有时老公公心绪不好，胸中苦闷，只要看到这孩子，苦痛自会消失。
有时，即使动怒，一看到这孩子，立刻心平气和。
此后老公公仍然天天去伐竹，每一节竹里都有黄金。
于是家中日渐富裕，老翁变成了一个百万富翁。
　　孩子渐渐长大起来。
老公公就到三室户地方去请一个名叫斋部秋田的人来，给她起名字。
秋田称她为“嫩竹的辉夜姬”。
或可写作“赫映姬”，意思是夜间也光彩焕发。
取名后三天之内，老翁举行庆祝，大办筵席，表演种种歌舞音乐。
不论男女，都被请来参加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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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为三篇物语合集。
《竹取物语》创作于10世纪初，是日本最早物语文学。
故事写一位伐竹翁在竹心中取到一个美满的小女孩，经三个月就长大成人，是位蔑视权贵，以智慧挫
败觊觎者的高傲聪敏少女。
《伊势物语》为平安初期”歌物语“的代表作品。
全书以平城天皇皇孙在原业平的和歌为主，家上一些口耳相传的和歌。
《落洼物语》成书年代一般认为约在10世纪末，作者不祥。
这部物语内容围绕贵族家庭生活展开，其中写了恋爱、人世的寡情和官场的角逐，同时还反映了许多
庶民风俗，带有警世的味道，具有一定的哲理性。
人物的性格刻画则是通过对话和动作，并辅以书信、和歌来完成，它在完成日本古代小说模式方面起
着重要的先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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