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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与文学》

内容概要

本书中日同时出版,日文版题名:十五年战争与文学:本书内容包括6部分:总论编-战争时期的文坛,概论编-
战争文学与沦陷区文学,作家编-日本和中国,中日文学交流编,学术研讨会编,资料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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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与文学》

作者简介

山田敬三，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院博士，日本神户大学文学部名誉教授，北京大学外籍教师。多年来主
要从事中日近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主要著作有《鲁迅的世界》，（日）大修馆书店1977年初版
，1991年改订版；（中译本）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日战争与文学》，（日）东方书店1991
年版；（中译本）东北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异邦人眼中的近代日本》，（日）和泉书院1999年版
；《境外的文化》，（日）汲古书院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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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都是一些材料的收集，文集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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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日战争与文学》的笔记-第218页

        2月初三。昨夜的细雨不知何时转成雪。午后雪停。（中略）去三越百货店买太阳旗。带竹竿的
旗1.60元钱。我自从卖掉大久保的房子以后，至今还没有挂过国旗，也没有装饰过门松。然而，时闻
近年来屡有壮汉闯入未悬太阳旗人家施暴之事。为防万一而购太阳旗。（后略）

2、《中日战争与文学》的笔记-第3页

        战时的小学操场上，频繁举行出征士兵的送行会。高田勳 / 绘今天，在日本国内已经成为固定提法
的所谓“十五年战争”一词，是由鹤见俊辅在1956年首次使用的。鹤见氏在题为《知识分子的战争责
任》一文开头写道：“自昭和6年（1931年）始，至昭和20年（1945年）止，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是错误
的。当然，它是不是错误的，过去有过争论，在现在，在今后，也应该积极争论下去。不过即便认为
这十五年间（1931-1945年）的战争是错误的人们，他们对于自己在这次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应该
承担责任的。”他接着说道：“追究战争的责任的方法，可分为四种。”其第一种方法：“向当权者
告密。”第二种方法：“以自己所遭受的迫害为基点，记下自己的相识者的支持战争的事实，进行发
难。”然而，鹤见氏本人所要使用的则是第三种的“搞清问题的方法“和第四种的”历史的方法”。

所谓”搞清问题的方法“，据鹤见氏解释：”这方法就是确定一个标准，划清支持战争的表现有哪些
，没有能摆脱支持战争的表现又有哪些。“可是，鹤见氏论定说：”这种标准，现在还没有搞出来。
“至于”历史的方法“，那就是：”在确认世界历史的主流朝着什么方向发展的基础上，再判定支持
战争的人们的表现是什么。“

鹤见氏是1956年提出这一问题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算起已经过了10余年。其间在亚洲发生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令人感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在亚洲爆发的所谓”朝鲜动乱“。提出这
一问题的背景，是日本由于”战败“而遭到决定性的破坏的同时，又渐渐地出现了对战后民主主义与
和平主义的否定的言论。当时的社会情况是复杂的。就是说，宁肯在某种程度上牺牲战后日本的民主
主义与和平主义，也要使日本转变成为远东反共基地和核心。美国对日本政策的转变和日本的保守势
力的利害取得了一致。

鹤见氏提出的问题，是切合时宜的，很多知识分子把它视为是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带着心灵的创痛，
参加了这一讨论。谈起战争责任的问题，大部分日本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感到那是一个无法否定
的与其有瓜葛的困难的时代。鹤见氏批评说：”在这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知识分子没有人进行过反
抗“，”关于人民大众受到战争欺骗的问题，知识分子由于其职能的特点，实际上是应该负有责任的
。“面对鹤见氏的批评，当时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反驳余地的。”鹤见氏引用了海军预科生猎狩正男的
文章《充满激烈的愤怒》的一段话：“不论是大内兵卫、宇野弘藏、松井清、还是永井荷风、木下半
治、铃木安藏”，“他们顶多是采取了什么也没有干的那种程度的行动”。鹤见氏赞同猎狩的批评，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警告说：“我希望关于战争责任的相互批评活动，能在宗教、科学、技术、教育、
青年团活动等一切部门开展下去。在没有进行这些批评运动之前，日本的重建最好暂不进行。如果不
这样做，就去重建日本的话，那将会出现严重的情况。如今的重建，正是这样。”

自那时起三十余年，与“战争责任”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的多数已经作古。这问题没有能展开新的讨论
，日本已经“重建了”。针对当时的状况，鹤见氏的倡议虽然被搁置起来，可是鹤见氏所警告的那种
“严重的情况”的事态，在现实中却经常发生。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研讨鹤见氏提出的问题，也可
以采取与他不尽相同的方法。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文学家及其文坛和战争是什么关系，日本文学又
是怎样蜕变的。另一方面，中国又是怎样对应这一切的。我希望通过各个领域的有代表性的典型的作
家与作品，加以对比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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