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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文学史》(古代卷)(上下册)是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日本文学史》全四卷（古代卷、近古
卷、近代卷、现代卷），本卷为古代卷。
本卷有序地论述了日本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全过程，在本土文化土壤上自律地生成咒语、原始歌谣等
口头文学，开始传入汉字和中国典籍后产生的历史文学、和歌、物语等文字文学，接受中国文化和文
学的影响，与中国文学的交流中出现了“汉风化” 风潮，以及以“和魂汉才”为导向而走向日本化。
从宏观上把握日本文学与日本美学相应而生，形成日本独自的民族审美体系。
同时，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史的动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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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渭渠，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曾任早稻大学、立命馆大学客座研究员和横滨市立大学客座教授。
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学术委员、研究员，曾兼任该院研究生院教授、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
别研究员，以及学习院大学、早稻田大学、立命馆大学、横浜市立大学客座研究员或客座教授。
著作有《日本现代文学思潮史》、《日本人的美意识》、《川端康成评传》、《日本文学散论》等，
译作有川端康成的《雪国》、《名人》、《山音》、《千只鹤》、《睡美人》、《谈创作》等。
主编有《川端康成文集》、《大江健三郎作品集》、《日本文明》等。
 唐月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1956年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毕业。
曾任早稻大学、立命馆大学客座研究员和横滨市立大学客座教授。
专著有《20世纪日本文学史》《日本人的美意识》、《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等。
译作有山崎丰子的《浮华世家》、三岛由纪夫的《假面自白》、《潮骚》、《金阁寺》、《春雪》、
《太阳与铁》、《残酷之美》，东山魁夷的《与风景对话》、《探索日本之美》，川端康成的《古都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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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东方文化集成》编辑委员会《东方文化集成》总序序——寄予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史》序
章 研究日本文学史的几点思考第一节 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意义第二节 地理文化环境与文学第三节 文
学史的史期划分第四节 文学史的方法论第一章 日本文学史的起源第一节 诸种文明混沌与文学起源第
二节 日本语言文字的演进第三节 原初美意识的演进第四节 原实文艺与性崇拜第二章 口头文学的传承
第一节 言灵信仰与咒语的产生第二节 祝词·宣命的原型第三节 神话·传说的渊薮第四节 古代歌谣和
短歌形态初现第三章 最古文字文学的诞生第一节 汉籍传入与文字文学的胎动第二节 文字文学的滥觞
《古事记》第三节 汉方史书《日本书纪》的文学性 第四节 《风土记》独自的文学特色第五节 《古语
拾遗》及其他 第四章 上古文学意识的萌动第一节 原始神道思想与“真实”文学意识第二节 文学批评
意识的最初展露第三节 与中国文学的最初接触第五章 总歌集《万叶集》的世界第六章 《万叶集》的
主要歌人歌作第七章 古代汉诗文兴起第八章 和歌的中兴第九章 古代文学评论的诞生第十章 散文文学
的诞生第十一章 紫式部与《源氏物语》第十二章 《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化第十三章 和汉文学并存与
和歌再昌盛第十四章 历史物语与说话文学的崛起第十五章 审美体系与古代文学评论的完成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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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随着哲学从研究自然到研究社会，从物理学到伦理学，从重视经验到重视理论思维等认识
上一系列的转变，各个哲学家都努力在世界观和认识论上建立完整的思想体系。
早期自然哲学中存在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唯心主义倾向之间的矛盾斗争，通过这些哲学体系也表现得很
明确和突出，出现了德谟克利特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柏拉图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对立。
在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对以前希腊哲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性的总结。
亚里士多德是雅典哲学发展的集大成者。
　　一、智者学派的兴盛　　智者学派是古希腊奴隶主民主政治的直接产物。
奴隶主民主政治，为公民创造了较为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和活跃的文化生活。
公民们可以在公民大会上对城邦的大事发表演说，可以在诉讼法庭上据理力争，可以在剧院里演出自
己的剧本。
人们参加公共的政治文化活动不再依赖旧有的权威和习惯，而靠自己的意见的正确合理，符合逻辑和
能言善辩。
人们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迫切地要求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修养和善于辞令的本领。
这样，一个智者运动就在希腊各地应运而生了，而雅典则成为整个希腊著名智者聚集的中心。
　　所谓智者，在古希腊就是指传授知识的教师。
智者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在学术思想上，智者之间不尽一致，甚至还可能是对立的。
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他们可以称作专职的教育家，拿取一定的报酬，向学徒传授各种知识。
他们都善长逻辑学和修辞学，靠逻辑严密和词章华丽打动人心。
因此往往在逻辑学和语言学方面作出不同程度的贡献。
在思想方面，他们都关心社会伦理和政治问题。
在讨论和辩论方法上，多采用对立和批判的态度，其学术思想和表达方式往往重破而不重立。
智者有多种爱好和才能，他们熟悉天文、地理、历史、物理、算术、逻辑、修辞、法律等。
他们特别能言善辩，出口成章，用漂亮动听的言辞去打动人心。
智者们教授和讲演的题材非常广泛，有一般哲学和政治的内容，或者去歌颂一个城市，替一个死去的
英雄辩护，在葬礼中去咏读一篇感人的悼词，甚至不惜在关于孔雀、老鼠、蚕、盐巴、水壶等一些细
小的题材上施展自己的才智。
智者们在雅典吸引了广大的听众，尤其是青年。
无独有偶，这种局面很像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和文人食客四处游说的盛况。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古希腊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会出现如此生动活跃的社会思潮和济
济人材。
就智者学派的主流看，他们在普及文化，特别在破除传统习惯和观念方面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当时活跃在雅典的智者是很多的，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一）普罗泰戈拉的人本主义哲学　　普罗泰戈拉（公元前481-前411）是阿布德拉人，德谟克利
特的同乡。
他是古希腊奴隶主民主政治的拥护者，认为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是国家的最好制度。
他一生两次到过雅典，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雅典度过的。
普罗泰戈拉是智者中最有才能和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普罗泰戈拉的著作有：《论真理和反驳》、《论德性》、《论神》，但多已失传，仅留下一点残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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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文学史》(古代卷)(上下册)总结古代日本文学的内外因素的引同协异、相交成形的历史经验，
展现了日本文学以传统为根基，与中国文学交流而结晶的融合文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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