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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女性文学史》

内容概要

本书将日本女性文学的总体发展历程放在广义的“文化语境”内进行解读，既对从古至今日本女性文
学的成长脉络做了梳理，同时又对日本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的主要成就进行了论述。本书获
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代表这一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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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女性文学史》

作者简介

刘春英
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1 9 82年自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迄今一直从事日本文学及中国东北沦陷时
期异文化侵略的研究及教学工作。曾先后在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日本御茶之水女子大学、北海道大学
、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等处做过客座研究员。曾撰写论文数十篇，并与他人合作，于中日两国
出版著述近1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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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女性文学史》

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章大和、奈良时代日本女性的创作 第一节大和、奈良时代日本女性生存的时代土壤 第二节
上古及万叶时代的女歌人 第三节日本文化转折的奠基者——稗田阿礼 第二章平安朝时代女性作家的
创作 第一节平安朝女性文学源头探微 第二节平安朝女性文学的成型模式 第三节平安朝女性文学的成
型轨迹 第四节平安朝女性文学的艺术成就 第三章镰仓、室町、江户时代日本女性的创作 第一节武家
政治的确立与女性地位的衰微 第二节镰仓、室町、江户时代女性作家的创作 第三节出云的阿国 第四
节弱化的女性和角色心理与审美意识 第四章日本近代女性作家的创作 第一节启蒙主义思潮与近代女
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第二节樋口一叶的创作 第三节与谢野晶子的创作 第五章现代日本左翼女作家的创
作 第一节日本左翼文艺运动述略 第二节宫本百合子与野上弥生子的创作 第三节林芙美子与佐多稻子
的创作 第四节壶井荣的创作 第六章日本侵华时期来华的日本女作家 第一节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 第
二节反战同盟战士池田幸子 第三节近代女性文学的拓荒者——田村俊子 第四节牛岛春子与“满洲” 
第七章战后女性作家的创作 第一节战后日本女性文学繁荣的时代土壤 第二节战后女作家创作概观 第
三节有吉佐和子与山崎丰子的创作 第四节大庭美奈子与津岛佑子的创作 第五节林真理子的创作 第六
节吉本芭娜娜的创作 附录日本女性作家年表 参考书目举要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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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女性文学史》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紫式部基于自己亲身的经历，对平安王朝的女性投之以巨大的关爱之情。该部作品出场
的400多位人物形象中，女性就占据80％，足见“作者为人物设定的这一特殊比例的目的，以及作者通
过这一切所要倾述的情感”。作品成型于摄关政治体制高峰时期，但是作者又游离于摄关政治的干扰
，展述了一个以宫廷文化为中心，以女性形象为主体的美的宇宙空间。作者以光源氏为男性主人公，
通过他与众多的女性（以及男性）感情上的纠葛描写了两性情感上的多面性，在春夏秋冬景物的变换
中，拉开了平安王朝末日生活的舞台。 恩格斯指出：“最初的阶级压迫是与男性对女性奴役同时发生
的。”平安时期的一夫多妻制本身就建立在对妇女的压迫、凌辱之上，是束缚妇女的精神枷锁，《源
氏物语》的主人公光源氏正是利用这一制度频繁娶妻纳妾，先后与12位女性有染。而从女性角度来说
，她们一方面受侮辱，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又构成了她们幻想的依据。《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是作家
着笔用色最多、感情倾注最浓烈的中心人物。他相貌出众，聪慧过人，似乎是集众美于一身的人物。
源氏本为皇子却被上天作弄，酷爱紫姬却不断拈花惹草，最后落得个面壁向佛的人世两茫茫的下场。
他一生追求“欲”，却又被“欲”所累，灵魂与肉欲始终在苦苦挣斗，最后还是不得超脱。 我们在前
面谈到了平安朝贵族社会问流行的好色风习，因此，作为权势化身的皇子光源氏，其好色行为也就令
人不难理解了。但是这里却不能不提及光源氏因追逐母亲的容颜所派生出来的爱恋行为。源氏公子追
蜂引蝶，一生浮华，未得善终。作者在展示其悲剧命运之时，还无意识地将其好色性格与社会成因重
叠在一起，加深了小说针砭社会的含量。后宫女性的激烈争宠，是男性社会权势争斗使然。光源氏3
岁时，备受女御欺侮的生母桐壶更衣便含恨病故。光源氏12岁时及冠，未久，便与仰慕已久、酷似生
母的藤壶女御互生恋情，生下皇子冷泉。光源氏18岁时，不经意间与相貌酷似藤壶女御的紫姬邂逅，
他便“不由自主地激动得浑身颤抖、热泪盈眶”，自此与紫姬度过了大半人生。光源氏四旬时，嫡子
冷泉继承皇位，封生身父亲为准太上天皇。偏偏此时，比其年少二十余岁的二夫人，先皇的三公主与
贵族子弟柏木私通，生子“薰”后，不堪丑闻重压，落发为尼。光源氏认为这是对他乱伦背德的报应
，遂进嵯峨山不知所终。光源氏以母亲为偶像，终生追逐“永恒的女性”，这或许是一种病态，抑或
是一种恋母情结的显现。倘若他出身寒微的母亲不是被等级森严的贵族社会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倘若
他靓丽的母后能助他登上皇位，他也未必能与藤壶女御生下假皇子“冷泉”，那么他辉煌的一生肯定
不会背负那么多的烦恼和忧愁，小说后半部分也就不会再讲他名义上的儿子“薰”的故事了。平安朝
时期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以及自身视野所限，都只能令作者将这一促使光源氏悲剧性格形成的社会外
在诱因归结为佛教的因果报应，从而淡化了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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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女性文学史》

编辑推荐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丛书:日本女性文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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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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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女性文学史》

精彩书评

1、看了一下，感觉很失望。全书毫无新意，不过是将一些散见于他书的女性文学资料，汇聚起来，
拉杂成书。作者似乎不通日语原文，竟将额田王的《春秋竞怜判歌》之中文翻译，误以为是额田王创
作的汉诗，实在令人笑掉大牙。《源家长日记》误以为是女流歌人宜秋门院丹后所作，张冠李戴，不
一而足。
2、作为日本女性文学历史而言，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尤其是介绍了从古至今的女性作家，特别是
从群体关注上来看，左翼女性作家和侵华时期来华的女性作家是比较突出的，其他女性文学史所没有
的的过人之处。但是作为一本论著，区别于教材，我觉得书中内容还是创新性不足，我一直存在一个
疑问就是有关日本女性文学最耀眼的《源氏物语》，成为日本文学的代名词，众所周知，由于父权文
化的侵蚀下，许多优秀的女性作家被埋没在历史长河中，但惟独日本这一国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
》成为日本文学中经典的经典，无论是本居宣长还是川端康成都赞不绝口的《源氏物语》竟然处于女
性之手，还有日本文学以“物哀”见长，以“私小说”为特色的文学形式，其实都是带有女性色彩的
文学。本书作者对于这一问题的解读并不是很能服众，相反，我更喜欢叶舒宪的关于文学原型的解读
。书中对于女性文学史的把握完全没有参照西方的“女权运动”思潮，反母性的激进主义思潮，还有
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本书中完全没有体现，这样对比之下《全球语境中的日本女性文学》还更好一些
，贴近社会，又以全球为语境。最后，书中对于每个作者的解读也颇为简单，与其谈方法论，不如说
作者在论述每一个作家时都能使用一句“反映了女性对封建桎梏的反叛”或者是“女性的自我意识”
等等。最后的最后，我还是想说，作为文学史来讲，本书还是属于中国目前学界比较好的了，与叶舒
宪不同，这本关注的是女性为主体的作家，不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照一下他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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