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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中日双语版)》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一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
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世、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
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
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生课程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研究生和赴日考研的学生，还可供中日两
国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进行参考。
但愿它能够使更多的日本学者和本国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产生兴趣，在学习研究汉语的过程中能够探
讨比较文学问题和如何把对外汉语与比较研究有效地结合在一起的问题，把对日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
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从而进一步扩大来华留学生的阵容，提高对外汉语和本国日语教学的质量，开
拓学生视野，使我国的对日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朝着高水平方向永久持续性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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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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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杜子春》的幕后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
在当时的中国，由于孔圣人的这句话，神话传奇小说受到了蔑视，散佚较多。
唐代传奇小说《杜子春》也不例外，在清代以前也遭到过如此下场。
为此，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文学界一直围绕其原文作者争论不休。
就这些问题，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但是，中国的牛僧孺和日本的芥川龙之介为什么创作了《杜子春》呢？
芥川为什么在中国众多的文学作品中选定了《杜子春》呢？
其背景何在呢？
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一、《杜子春》问世的社会和其作品描写的世界　　作家在描写社会的同时，也在描写作家本人
。
否则，作家在这个社会上就没有其立身之地，作家本人对社会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无论是牛僧孺的，还是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它们都贯穿了神奇玄妙的色彩，但是我们仍可以从
中窥视到当时社会的部分风貌和作家本人的思想动态。
　　首先，让我们来观察一下两位作家置身的社会状况。
就牛僧孺所在的当代社会，近藤春雄在《唐代小说研究》中这样写道：　　以安禄山之乱为契机，唐
代社会陷入一片混乱。
人心惶惶，焦躁不安，梦想一夜暴富。
有了钱财，立即游玩挥霍，追求瞬间的享乐。
有些人一贫如洗垂死挣扎，有些人成为新的暴发户，特别是外国商人得势较大。
使人想到，这种状况竟与我国战后不久的情形十分相似。
杜子春传可以说正反映了这样的一种社会景象。
（笔者拙译）　　的确，牛僧孺的《杜子春》问世的时期正处于唐王朝从繁盛走向衰退的阶段。
当时，宦官独裁，节度使专横，民族矛盾尖锐，战乱不断，民不聊生。
“人们处于这种社会，不得不走向颓废，但当发觉其享乐将瞬间消失，脚下却已经步入逃避这个社会
的边缘，于是开始求助神仙。
当时在唐代以天子为主，求神拜仙风行一时。
这便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就这一点，该书所说上仙正应当说是这一社会的写照。
”（笔者拙译）对近藤春雄的这一见解，笔者表示赞同。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中日双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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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