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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教社外国文学简史丛书”是国内出版的首套供一般读者（而不是研究者）参阅、了解文学的
普及性读物。
丛书作者都是我国国别文学领域的著名专家教授，从事国别文学研究多年，有较深的造诣。
每册文字控制在20万字左右，简明扼要，浅显好读。
　　本套丛书提供国别文学发展的一般知识，简要勾勒有关国家文学发展概貌，包括发端、沿革、嬗
变的历史轨迹、重要流派、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等。
各册开篇为“绪论”，简述该国文学特点及走向。
然后以时间为顺序，按阶段划分，每一阶段含若干流派，每一流派含若干作家。
阶段为“编”，流派为“章”，作家为“节”。
每一编以概况起始，介绍该阶段的时代特征和文学概貌，是为“面”；随后几章分别介绍流派和作家
，是为“点”，点面结合，从宏观到微观，既可以使读者对各国文学发展有整体认识，又可以了解代
表作家和代表作品，为日后研读文学作品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世界文学史上，没有一国的文学像日本文学一样如此执著于本土文学的传统，又如此开放和广
泛地摄取外来文学；如此反复交替地出现全盘的“汉风华”、“欧化主义”的风潮和“国粹主义”的
风潮，又如此艺术地调适和保持平衡。
日本文学历史的发展，纵向传承本土与传统文学，横向移植外来与现代文学，是一部以日本传统文学
为根基与外来文学交流而结晶的“融合”的历史。
本书把日本文学分成古代、近古代、近代和现当代四编，对日本文学从古至今出现的各种文学体裁、
代表作家及其作品进行扼要的介绍，并对当代日本文学的走向进行了评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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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渭渠，1929年生,广东东莞人。
1956年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毕业。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译协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曾任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院大学、京都立命馆大学客座研究员和横滨市立大学客座教授等职。
    主要著作有《日本文学思潮史》、《日本文学史》、《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二十世纪外国经
典作家传记·川端康成传》散文集《樱园拾叶》《扶桑掇琐》、《雪国的诱惑》、与唐月梅合著《日
本文学史》（全四卷六册）、《日本文学简史》、《20世纪日本文学史》、《物哀与幽玄——日本人
的美意识》等，并译有《雪国》、《伊豆的舞女》、《睡美人》等，主编有《川端康成文集》、《大
江健三郎作品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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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编  古代编第一章  日本文学的起源    第一节  诸种文化混沌期与口头文学    第二节  引进中国典
籍与文字文学诞生    第三节  从古代歌谣到《万叶集》第二章  贵族社会与散文文学    第一节  散文文学
的诞生    第二节  物语文学高峰之作《源氏物语》    第三节  随笔文学的鼻祖《枕草子》第三章  和歌与
汉诗共荣    第一节  汉诗的兴起与三大汉诗文集    第二节  和歌中兴与《古今和歌集》    第三节  引进中
国诗学与歌学理论的形成第二编  近古编第一章  武家社会与文学    第一节  战记物语及其代表作《平家
物语》    第二节  《方丈记》、《徒然草》与随笔庶民化    第三节  俳句的流行与松尾芭蕉第二章  戏剧
文学的出台    第一节  能乐与狂言的艺术形态    第二节  从净瑁璃到歌舞伎    第三节  剧作第一人近松门
左卫门第三章  通俗文学的流行    第一节  通俗文学的流行及其类型化    第二节  井原西鹤与“浮世草子
”    第三节  上田秋成与《雨月物语》    第四节  式亭三马与《浮世澡堂》    第五节  曲亭马琴与《八犬
传》第三编  近代编第一章  近代文学的诞生    第一节  启蒙思潮与近代文学    第二节  坪内逍遥·二叶亭
四迷与写实主义文学    第三节  森鸥外等与浪漫主义文学    第四节  田山花袋等与自然主义文学    第五节
 白桦·新思潮·新浪漫三派鼎立第二章  近代文学的几大家    第一节  岛崎藤村与夏目漱石    第二节  芥
川龙之介    第三节  永井荷风与谷崎润一郎第三章  诗歌·新剧与近代文学的终结    第一节  象征诗与民
众诗    第二节  新剧运动与两种戏剧时代    第三节  现代艺术派的萌芽。
第四编  现当代编第一章  现代文学的探索    第一节  无产阶级文学与小林多喜二    第二节  新感觉派与横
光利一    第三节  现代诗歌与戏剧    第四节  战争黑暗时期的文学第二章  现代文学的重建    第一节  战后
民主化与战后文学    第二节  存在主义的再传播    第三节  现代文学三大家    ——川端康成·井上靖·三
岛由纪夫终章  当代文学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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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古事记》是日本古代文字文学的滥觞，成书于和铜五年(712)，分上中下三卷。
它既是一部最古的典籍，也是第一部朴素地再现从上古传承下来的口头文学的书籍。
作者太安万侣(?-23)，史学家。
此书是奉元明天皇的敕令而于和铜四年(711)九月开始编著的。
此前天武天皇让舍人(侍从)稗田阿礼背诵熟记帝皇的继承和先代的旧辞，但天武天皇于天武十五
年(686)驾崩，此事业中断。
元明天皇继承天武天皇未竞之业，于迁都平城京翌年，命太安万侣撰录稗田阿礼所诵习的历代帝皇继
位之事和旧辞。
稗田阿礼向太安万侣口传时，以天皇敕令诵习的旧辞为中心，加上继承的神话传说和相关的原初歌谣
，这便成为《古事记》的主要内容，它不仅具有历史性，而且具有文学性。
    因此可以归纳地说，《古事记》具有历史性和文学性两方面的内容。
卷上，全部是所谓“神代”的事，即旧辞——神话和传说；卷中，叙说“神代”与“人代”间世代，
即神武至应神的世代传说；卷下，叙述“人代”即仁德至推古的人皇时代的事迹。
也就是说，卷中，从神武天皇东征始到应神天皇驾崩，虚构与史实混杂，有的属于历史传说，不完全
是帝纪；卷下，从仁德天皇到推古天皇，基本上属于帝纪。
    全书由神话传说、古代歌谣和宗谱史传三部分构成。
尽管编著的动机不是作为文学作品，但从实际结果来看，它以朴素的上古神话、传说作为素材，也反
映了文学意识的最初抬头。
而且在朴素地再现的神话、传说的叙事中，编织了113首上代朴素的歌谣，加强了叙事中的抒情性，也
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的生活感情。
这些歌谣，有祭祀歌、恋爱歌、求婚歌、战斗歌、酒宴歌，送葬歌、思乡歌等等，都是与当时先人的
生活结合起来的。
关于《记·纪》的神话、传说和歌谣，上节已述。
在这里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在以大国主神(八千矛神)为中心的传说、倭建命的东征和思乡、皇后石之
比卖嫉妒天皇他恋、轻太子与轻大郎女的悲恋等的传说中，充分发挥了文学的想像力，在技巧上运用
各种比喻和夸张的同时，编人了许多素朴纯真而又富含感情的歌谣。
比如有名的“八千矛神的歌话”就唱出：“张开白皙的双臂，紧紧拥抱柔雪般的酥胸，枕着白玉般的
双手。
双腿伸平美美地做个好梦。
”这种接近浪漫的抒情歌的恋爱歌谣与散文融合的形式，增加了文艺上的叙事抒情诗的性格。
同时，作为独立歌的“八云神咏歌”——“云霭腾腾起，出云的八重垣，与妻子共住，造一个八重垣
，造一个八重垣”，初含五七五七七歌体的某些要素，不仅孕育着日本民族诗歌——短歌的胚胎，而
且涌动着文学意识。
这是《古事记》的一个特色。
在这里还可以发现其后出现在日本文学史上的“歌物语”形态的源流的存在。
尤其是轻太子与轻大郎女恋爱的故事，插入对歌，以及最后殉情事件的描写，叙事与抒情结合，颇具
文学性，开了日本古代此类文学主题的先例。
    《古事记》问世8年后，即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又编撰了《日本书纪》全30卷，其中前两卷为神代
记，余28卷则是从神武天皇至持统天皇的纪事，按照编年体编著。
神代记两卷内容包括神世七代、八洲起源、诸神出生、瑞珠盟约、宝镜出现、宝剑出现、天孙降临、
海宫游行、神皇承运等神话、传说。
但从整体上说，《日本书纪》不以神话、传说为主，而以记载史实为重，且尊重古传，尽量保持正史
的特质。
因此作为国史，它比《古事记》较为详尽周密。
编撰者特别参考了我国的《史记》、《汉书》、《后汉书》、《魏志》、《艺文类聚》等大量史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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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我国编史的干支纪年法，重视史料，广泛参照和录用《古事记》等日本国内的古文献，比如各氏
族的家记、诸寺院的缘起。
此外还大量引用我国上述经史诗文的典故和成语，以及作为文学作品的《文选》的语句和修饰词。
    这部书纪具有文学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记载了128首原初歌谣，不仅比《古事记》多15首，而且
在与《古事记》重复或类同的58首歌中，对歌的本意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
比如，它将本是独立歌的“八云神咏歌”，组合在本文歌中，没有加上说明文字，就使之具有不同的
文学意识。
书中还首次出现童谣，在皇极纪中讲述苏我入鹿试图暗杀山背大兄，拥立古人大兄为天皇一节，在逼
真生动的叙述中，推出“岩石头上猴烧饭，光吃白米又何妨，斑白乱发似山羊”这样一首童谣，以猴
子要烧死山羊，来暗喻苏我要弄死老翁山背大兄之意，赋予它文学上的讽刺性并创造了戏剧性结构之
美。
    总的来说，《日本书纪》更富历史书的性格，作为史书的价值大于《古事记》，然而在文学光彩方
面，则略有逊色。
但以它的神代的神话、传说以及人皇历代的传说和歌谣为主体的部分，文章的表现之美，还是确立了
它与《古事记》在日本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从口头文学到文字文学的过渡阶段，它们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P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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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外教社外国文学简史丛书”是国内出版的首套供一般读者（而不是研究者）参阅、了解文学的普及
性读物。
丛书作者都是我国国别文学领域的著名专家教授，从事国别文学研究多年，有较深的造诣。
每册文字控制在20万字左右，简明扼要，浅显好读。
    本套丛书提供国别文学发展的一般知识，简要勾勒有关国家文学发展概貌，包括发端、沿革、嬗变
的历史轨迹、重要流派、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等。
各册开篇为“绪论”，简述该国文学特点及走向。
然后以时间为顺序，按阶段划分，每一阶段含若干流派，每一流派含若干作家。
阶段为“编”，流派为“章”，作家为“节”。
每一编以概况起始，介绍该阶段的时代特征和文学概貌，是为“面”；随后几章分别介绍流派和作家
，是为“点”，点面结合，从宏观到微观，既可以使读者对各国文学发展有整体认识，又可以了解代
表作家和代表作品，为日后研读文学作品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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