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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内容概要

《柄谷行人文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是日本著名学者柄谷行人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表于文艺杂志
上的批评随笔结集。1980年成书以来，这部代表日本后现代批评水准的经典著作受到高度评价，同时
随着英文版、德文版、韩文版、土耳其文版等的陆续问世，更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柄谷行人文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由八章构成，分别探讨了风景、内面（内心）、自白、病态
、儿童及结构力（文学叙事）等日本现代文学独有观念和方法的形成过程，并从明治20年代的日本文
学和19世纪的西方文学中挖掘出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这种对文学现代性的解构分析，揭示了日本
现代文学的诞生与民族国家建制的共谋关系，以及其本身的制度化性格。这种通过对文学现代性的批
判来解构现代性文化的写作策略，显示了批评家柄谷行人卓越的才智和敏锐的洞察力，为我们重建文
学研究的思考方式和阐释构架，提供了珍贵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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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柄谷行人(KojinKaratani)，1941年生于日本兵库县尼崎市。早年就读于东京大学，先后获经济学学士和
英文科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教于日本国学院大学、法政大学和近畿大学，并长期担任美国耶鲁大学
东亚系和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客座教授。2006年荣休。他是享誉国际的日本当代著名理论批评家
，至今已出版著述30余种。代表作有《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
《世界史的构造》等，《定本柄谷行人集》全5卷于2004年由岩波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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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内面之发现
三 所谓自白制度
四 所谓病之意义
五 儿童之发现
六 关于结构力——两个论争
七 文类之死灭
八 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 （1992）
文库版后记 （1988）
德文版序言 （1995）
韩文版序言 （1997）
译者名词简释
译者后记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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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精彩短评

1、常读常新
2、这才是翻译的正确打开模式【四星半】
3、有点晦涩
4、一次失败的体验和失败者的自觉⋯
5、第三遍读，还是那样精彩。
6、温暖人心，加了英文版附录和各译本前言的 人名错字多 除了讲儿童和神经症那段我都喜欢（因为
这段对于一个精神分析学派爱好者而言有点浅） 前半比后半好
7、不時要重讀的書
8、是随笔，也是历史哲学，每一章都很精彩，不同版本的序言侧重点不同，尽管柄谷自己后来也追
认了很多和安德森搅在一起的东西，不过太搅在一起反而还是读小了，就像译者的读解不是说不对，
但总觉得意犹未尽。关于长久被吐槽的翻译，说句公道话，如果不是日文特别强的话翻译还是很有助
于阅读的，虽然在翻原作引用的西洋理论的时候没有换成中文语境下的术语有点头疼，而且并没有经
过时间的推移把很多人名换成通用语，不过要是因为这些错过这本书，还是很可惜的。
9、不多说了，精彩精彩精彩！
10、翻译扣一星 争取早日读原著吧
11、好多看不懂，据说是解构主义，真是好松散的
12、二刷
13、柄谷真的非常厉害，但论述中也确实有很多夹缠不清之处。总体来说是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尤其
是病的发现一章，明显的福柯色彩。柄谷好谈颠倒，也是一个特色，他大概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
，读来读去颠倒了太多次吧。。当然日本的情形也不能完全移用于中国。但对思路确实启发很大
14、把国民国家想象为装置，并且把文学作为共同体情感来分析，令人印象深刻。此外，他对欧洲理
论家的解读和化用，也让读者大开眼界。
15、关键词是“倒置”、“发现”和“历史性”吗？《风景的发现》一章写得无法忍受，每次都停在
那里继续不下去，但是《儿童的发现》却意外的顺畅，建议读不下去的同志可以改变一下阅读顺
序~~~喏，历史建构的观点现在看来不新鲜，但是关于学制、学校于儿童建构的关系的角度倒是很值
得探究。
16、翻译真有问题，比竹内好还难懂，只能说一时消化不了
17、经常被引用的一本书，也说明了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道理。讨论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背景下
的日本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着重讨论的是日本私小说的某种反现代性，比如夏目漱石的小说。
18、刚开始的时候读不太懂这些 风景 内面 的说法 不过因为有教授带着读 所以非常有趣 坚持看完了 尤
其对 病 那章印象深刻 配合着福柯一起适用 绝佳
以上。
19、考研必看
20、第一遍过。还好有老倪的导读，算是一知半解了：关于“内面”的中文翻译（晚清心理小说），
明治维新的可塑性，漱石与“文学”⋯给了进一步的语境。然而依旧读下一句时难保上一句真的弄懂
了，缺乏清晰的哲学史脉络真是太要命。另外这版到底怎么搞的啊，错字连篇，好多英文人名各种译
法夹杂，句子缺头少尾，编辑眼瞎了啊？
21、是不是翻译的问题？看得非常纠结。 
22、作者以"风景之发现"为角度，侧写重评明治20年代文学之”内面""，即作为“意识的风景”。并通
过对自白制度的阐释，意图批判日本现代以来作为不证自明而存在的书写语言。期间穿插了对于以“
结核病”为核心的一系列文学现象之考察，以及两种结构力的论争，最后以“”文类之死灭”作为收
场而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作者观点直率且态度鲜明，行文婉转晦涩一如日本文学之模糊的审美语
态。曲折之读，不甚了了。加之我对于日本历史、文学史、理论史的了解一定程度上匮乏，故而尚且
无法明晰其挣扎之具体意义，然而三十多年后仍旧被称为文论经典想必仍有其反思价值。此外，他对
于“文学”与"政治"的思考提醒我开始注意它们之间精密的关联性，以及文学的社会性作用。
23、后现代理论之一种，看看人家是怎么读德里达读福柯的。不过，这个书里的有些译名还是有点让
人摸不着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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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24、柄谷行人在此书中的思考方式，一曰倒错，二曰比附，二者不易用好，然皆用得甚好。
25、当“现代性”与“普遍性”变成一种统摄话语时，如何继续探索“起源”？的确，尽管柄谷不愿
承认，“颠倒”-inversion的方法其实就是现象学的还原（不过，当他说这一方法的提出是由于“作为
所谓异邦人而生存这一事实”，我倒是想起周蕾对针对海外汉学研究提出的指控的回应Woman:28-29
）重返现场的方法与可能因而转变为如何更好地走向自我。但这一行走的困难偏偏又在于如何与自我
保持适当的距离。如果说“二重身”（Doppelganger）被视为一种可怕的心理疾病——自己看见自己
，那么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它可以“颠倒”过来，使用一种“二重身”式的办法审视自己。“颠倒”因
而确实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批评方式。
26、这版本有些外国译名没有统一，校正得不好，但是！柄谷行人又一脑残粉诞生了，我真是太喜欢
他讨论言文一致的那部分了！
27、典型的解構，可以拿來試劍......
28、对除日本人名以外的人名和书名翻译极其混乱，前后不一致和与通行译法不一致俯拾皆是，译名
后括号中英文也是错误百出，不知是原书如此还是校对不精，看到哈罗德布鲁姆的后面括号中
是broom，不行，我得先笑会儿，这让我又想起了那个“surprise”的笑话了。以及翻译语体也磕磕绊
绊。可惜不懂日语，要不然直接看原版去了，后面的译者希望该译本能成为经典，呵呵，麻烦先好好
校对一遍好吗？
29、主体性的出现
30、新版封面板式真丑！
31、对背景知识要求太高了，虽然小秋好心给我讲解但还是没有全懂。所以其实不是那么一个big deal?
感觉应该是很颠覆性的东西，“颠倒的认知装置”之类⋯⋯但其实好像只是普通的内面的解放。翻译
太可怕，第二版了为什么不改呢？人名不用通用译法，半文不白、狗屁不通的文言文翻译，疯了。
32、说实话很多地方我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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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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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章节试读

1、《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笔记-第42页

        保罗·瓦勒伊（Paul Valery）抓住风景画对绘画的渗透和支配过程来观察西洋绘画史，他指出：

风景给画家提供的兴趣正是这样逐渐变迁的。最初是作为绘画主题的补助物而从属于主题的，后来变
成了用以表现仿佛妖精也住在里边的幻想新天地的手段，——最后迎来的是印象的胜利，素材或光线
支配了一切。

后来数年之中，绘画在无人存在的世界诸像里终至泛滥的程度。这意味着这样一种倾向：大海、森林
、原野等仅仅作为大海、森林、原野使多数人得到观赏的满足。而这一倾向成为多种重要变化的原因
。第一，因为我们的眼睛对树木、原野等不像对生物那么敏感，所以画家通过专心致志描摹这些景物
可以做到比较随便地任意模仿，其结果是在绘画上这种狂乱独断的画法成为理所当然。比如，画家若
是以画一根树枝同样粗暴的画法来画人类的手脚，那么我们一定会惊讶的。但是，我们的眼睛不容易
分辨那些属于植物界和矿物界的事物的实际形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风景描写得到了更多的方便
。这样，就变得谁都可以作画了。（《Degas.Danse.Dessin》）

2、《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笔记-第45页

        风景一旦成为可视的，便仿佛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外部似的。人们由此开始摹写风景。如果将此称
为写实主义，这写实主义实在是产生于浪漫派式的颠倒之中。

现代文学中的写实主义很明显是在风景中确立起来的。因为写实主义所描写的虽然是风景以及作为风
景的平凡的人，但这样的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于外部的，而须通过对“作为与人类疏远化了的风
景之风景”的发现才得以存在。

3、《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笔记-第1页

        个人的出现，self-awareness现代文学和现代国家形成的共谋关系*inner man：人之主体性（内面、
小孩等）开始成为风景描写/文学表现的核心。“⋯⋯不是固有的自然风景被人们发现了，而是个性觉
醒和内在主体性的确立使人们以全新的认识范式将自我投影到客观‘风景’中”。(p.216-217)中国的
情况呢？唐诗宋词不都是个人自白、体现内在主体性的么？——风景的发现跟现代性、明治维新、帝
国主义以及整个年代扩张联系起来我在本书中，试图要于“明治20年代”所发生的某种认识论“颠倒
”中，来考察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p.1)“风景，自古以来就存在。特别是在中国和日本，于文学和
美术领域曾有对自然风景的描写，可是，这并非作为风景而被描写的。例如，在西方风景只是作为基
督诞生等的背景而被描写的，知道近代才有了把风景作为纯粹风景来描写花鸟器物等静止物的做法。
实际上，东方也是一样。中国自古以来有自然风景的描写，但那是山水画中的山水，并单纯存在于此
的自然对象不同。这是一种宗教对象。画家们描写的并非实际自然，而是作为意识的山水。因此，正
如欧洲的美术馆充斥着以耶稣或天使为主题的绘画一样，在东亚描写山水的画作不计其数”。(p.2)⋯
⋯风景的被发现并非源自对外在对象的关心，反而是通过无视外在对象之内面的人而发现的⋯⋯那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内面的人呢？ 简言之，这种内在的人是经过政治上的挫折之后而产生的(p.3)。诞生
于“明治20年代”的日本现代文学并非通过否定前近代的东西，而主要是通过否定透谷那样的现代性
、内面性才得以确立起来的。(p.3)*文学作为一种认识性的装置“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这个任务对无所谓的他人感到了‘无我无他’的一体感，但也可以说他对眼前的他这表示的
是冷淡”。换言之，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
到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p,13)正冈子规和高滨虚子的写生因政治的挫折而
逃回到内面=文学，这一行动模式在后来亦被不断地反复着。*可以说日本的“现代文学”是与自白形
式一起诞生的。这是一个和单纯的所谓自白根本不同的形式，正是这个形式创造了必须自白的“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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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普鲁斯特和蒙田“谁都觉得儿童作为客观的纯在是不证自明的，然而，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
‘儿童’不过是晚近才被发现而逐渐形成的东西”。(p.93)儿童文学家不但不怀疑“孩子”这一观念
，反而试图追求“真的孩子”，这是因为儿童作为事实就存在于我们眼前。与风景一样，儿童也是作
为客观性的存在而存在着，并且被用于观察与研究。深度的问题“物语”既不是故事(story)，也不是
小说(fiction)。写作物语与“结构意识”无关。物语仅仅是类型而已。(p.139)安德森：小说、出版在现
代国家想象产生的过程中起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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