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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本与现实之间》

内容概要

形象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分野之一，对异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学中的异国形
象的研究近年来受到国内比较文学研究界的普遍关注。关于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目前
为止在日本和中国国内只有一些局部研究，多为对个别文本中的“中国形象”的解读，或是对“满洲
”、上海等某一地域形象的把握。本作在借鉴前人的理论成果、总结前人的局部研究的基础上，从形
象学的视角出发、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依据时间顺序观照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勾勒
“中国形象”在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的衍变史。这是本作的主旨之所在，亦是本作最重要的创新之处。
战后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来源于日本作家的中国体验－－包括文本体验和切身体验，以及在特
殊而强大的意识形态作用下日本民族对中国的集体态度。“中国形象”在日本文学中的衍变史以浓缩
的形式映射出日本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乃至于民族史。对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研究可以
视为近现代中日关系研究的一部分。今天，中日之间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双边关系正面临新的考
验，从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入手考察日本民族文化心理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认识，是从深层文
化心理入手考察中日关系的新视角，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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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雁南，华南师范大学日语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文学、中日比较文学。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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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史综述
一、 日本学者的研究
二、 中国学者的研究
第二节关于“文学”和“形象”的定义
一、 两个重要概念的界定
二、 本著的研究方法
第一章明治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第一节明治年代的中日关系
第二节明治日本文人的中国情结
第三节甲午战争时期：国木田独步《爱弟通信》
第四节日俄战争时期：森鸥外《歌日记》
一、 《歌日记》中的“义”
二、 《歌日记》中的讳书
第五节满铁时代：夏目漱石《满韩处处》
一、 旅途中的自我形象塑造
二、 对文本中国的怀恋
第二章大正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第一节大正年代的中日关系
第二节大正日本文学中的“支那趣味”和“东方主义”
一、 “支那趣味”
二、 “东方主义”
第三节芥川龙之介
一、 文本中国的幻想
二、 现实中国的失落
三、 确认自我
四、 幻觉重构
第三节谷崎润一郎
一、 美食
二、 美景
三、 美女
四、 理想国的挽歌
第三章昭和前期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第一节昭和前期的中日关系
第二节昭和初年代——从文本到现实
一、 《上海》对文本中国的解构
二、 横光利一《上海》中的魔幻世界
三、 “魔都”形象的坍塌
第三节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笔下的中国阶级兄弟
一、 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的中国流亡
二、 里村欣三《苦力头儿的表情》《旅顺》
二、 平林泰子《在诊疗室》《敷设列车》
四、 黑岛传治《武装的城市》
第四节战时日本文学中被扭曲的中国形象
一、 所谓“战争文学”
二、 “战争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三、 火野苇平和他的“士兵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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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昭和后期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第一节昭和后期的中日关系
第二节“败战体验文学”中的中国
一、 关于“败战体验文学”
二、 安部公房的“逃亡”
三、 武田泰淳的“结局”
四、 木山捷平的“满洲”
五、 清冈卓行的“故乡”
第三节日本作家访中代表团
一、 日本作家的访中热潮
二、 野间宏《新中国访问》
三、 司马辽太郎《从长安到北京》
第四节重归古典
一、 现代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历史题材小说
二、 井上靖的西域
三、 司马辽太郎的粮食史观
第五章当代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第一节当代的中日关系
第二节华裔作家杨逸作品中的“中国特色”
一、 杨逸获得日本芥川文学奖
二、 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
三、 不可理喻的行为
四、 迷信与无知
五、 对杨逸获奖的思考
第三节村上春树与中国
一、 村上春树文学中的“中国”
二、 村上春树是“民主斗士”吗？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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