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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了中国和日本学术界关于竹内好、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
竹内好，作为战后日本重要的思想家，对鲁迅和现代中国有独到的认识。
他以鲁迅为思想资源，致力于建构东方的主体性。
新世纪初，竹内好的著作被翻译到中国，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
如何理解他的思想方法，如何评判他的观点，如何看待他对鲁迅的创造性发挥，学者们在激烈地争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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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大时代”中的“现代文学”  关于后东亚论述的可能性  竹内好的鲁迅论及其民族主体性重建
问题——从竹内芳郎对战事日本鲁迅研究的批评说起  竹内好何以成为问题——再读《近代的超克》  
文学与政治——从竹内好对鲁迅文学观的诠释出发  “文学”与“大东亚战争”——也谈“竹内好悖
论”  “仙台经验”与“弃医从文”——对竹内好曲解鲁迅文学发生原因的一点分析  日中战争的文化
空间——周作人与竹内好  战争、技术媒体与传统经验的破灭——论鲁迅小说中的“暴力”与“破坏
”  作为问题与实际的“鲁迅转变”——一项简单的历史考察  何谓“文学的自觉”？
——读解“竹内鲁迅”过程中的困惑  “文学者”鲁迅——竹内好的两读法  “竹内鲁迅”的中国位置  
文学家的基本立场——竹内好的鲁迅论  竹内好的启示——《鲁迅》阅读札记及其学术史考察  略谈“
竹内好”应该缓论  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圆桌会议（一）  文学、文化与政治——圆桌会议（二）
第二编  鲁迅的“原点”——竹内好与伊藤虎丸对《狂人日记》的解读  竹内好的中国观  现代价值与东
方理想——读竹内好的《近代的超克》  从那霸到上海  孙歌答《中华读书报》陈洁问  薛毅答《中华读
书报》陈洁问  阅读竹内好与阅读历史第三遍  文学的独立是什么  中国文学的政治性  近代主义与民族
问题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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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大时代”中的“现代文学”王晓明（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27年冬天，鲁迅这
样概括中国的状况：“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尘影）题辞》）借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大时代”“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
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小品文的危机》）。
从龚自珍、曾国藩那两代人意识到“颓世”难挽、“洋患”逼人，到今天全社会亟亟“与世界接轨”
，中国人在被动“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跌跌撞撞了一百五十年。
从某些指标：例如GDP和太空探测技术来看，今天中国已经相当“现代”，但一些更重要方面的状况
：社会制度、“人心”、前景想象、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等却表明，中国社会并没有解决“如何现
代”：更准确的说法是“何种现代”的问题。
犹如一个迷了路的登山者，中国不断地发现自己依然处在不得不“现代”的路程之中，那一座最消耗
体力、同时包含了最大希望和最大危险的山口，依然还在前面。
但是，从另一面来看，那山口已经不远，社会内部长久积聚的各种深层因素的冲突，这些冲突凸显的
整个世界的“现代化”的内在矛盾一人类社会已经形成了非如此“现代化”就别无他路的大趋势，可
世界又难以承受这个“现代化”，开始显露和激化。
如果乐观或者悲观一点，那就可以说，我们正站在鲁迅所说的这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的末端，甚
至已经是开始走进“大时代”了。
中国的“现代文学”，就在这样的进向或开始进入“大时代”的时代里产生，并因此形成其具有世界
意义的特点。
当然，这里说的世界意义，并不仅指贡献出优异的作品，也同样指提供惨重的教训，呈现逼人深思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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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5年12月25至26日，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鲁迅与竹内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
上海大学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会后，在王晓明先生的敦促下，孙晓忠和我一起负责选编了这本书。
本书的第一编选自会议《论文集》，也采用了部分作者在会后提供的修改稿。
板井洋史先生专为会议撰写了文章，但没有参加会议。
韩毓海先生向大会提交了论文，之后因故也没有出席会议。
张丽华的文章，是高远东先生推荐给大会的。
他们的作品，本书均予收录，以飨读者。
本书没有收录学者提交的大会发言提纲。
第一编中“圆桌会议”和“闭幕式”系据录音整理，再由发言者修订而成。
有的发言者在修订中增加了新的内容，这些新的内容大多有助于使当时的意见更清晰、更有说服力。
另有少量文字对大会的发言作了新的评论，这部分均予删略，这是为了保留会议讨论的原始状况，希
望谅解。
还有少数几位学者没有联系上，其发言记录稿由本人和孙晓忠先生代为审阅。
有的发言没采用。
收录本书的部分，只对其口语化的用词作了处理。
其中涉及日本人名地名的词语，由铃木将久先生修订。
第二编收录了参加会议的学者在会议召开之前业已发表的评论竹内好的文章，也收录了会议之后与会
议话题有延续性的文章。
第三编收录了竹内好的三篇文章，这是专为会议而译成中文的，此事铃木将久先生出力甚多。
非常感谢来自日本的多位学者参加会议，他们的发言涉及战后日本的言说空间、1950年代日本的国民
文学运动、竹内好与日本浪漫派的关系等许多重要话题。
在每场会议的评议和讨论阶段，中日学者都贡献了不少精彩的见解，但由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这些
都没有整理出来，在此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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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全世界都开始意识到，面对错综复杂、变化叵测的现代生存状况，人类不能只有一种西洋式的感觉
和思维，当我们终于明白，真正的“世界文学”是必须要和真正的“世界意识”一同生长才可能形成
，那么，静下心来体味、发现、重新描述和阐释，不但使我们真正拥有这些收获，也让别地的人能较
确切地知道这些收获，就是我们今天迫切该做的事了。
　　——王晓明《“大时代”中的“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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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鲁迅与竹内好》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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