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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南地区日本学的构筑:以日本学研究的方法论与实践为中心》内容简介：日本，一个我们既熟悉又
陌生的他者。作为异文化的日本文化，它的地域性和独特性必然也包蕴了通向世界的普遍性。日本学
，一个公认既热闹又清寂的学科。作为一门整体性研究，它涵盖了日本文化、社会、历史、政治、军
事、文学、语言等众多领域。
中国的日本学，正通过导入比较文化的视点，凭借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中日文化间的差异为出发点
，在对日本尽量达成客观理解的同时，也让这一他者文化成为映照我们自身的一面镜子。
而西南地区的日本学，正从崇山峻岭的条条小径出发，加入到打磨镜子的队伍中来。
《西南地区日本学的构筑:以日本学研究的方法论与实践为中心》以日本学研究的方法论与实践为中心
，探讨了当前日本研究的一系列前沿问题。作为四川外语学院日本学研究所丛书第3辑，收文34篇，
乃38位中日作者的共同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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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伟，四川外语学院日本学研究所所长，日语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出版有《少女漫画?女作家?日本
人》《日本文化论》等专著，并翻译出版有《人间失格》（太宰治）、《空翻》（大江健三郎）、《
夕子的近道》（长屿有）、《乳与卵》（川上未映子）、《镜子之家》（三岛由纪夫）等数十部文学
作品及日本学研究著作。现在日本访学。
王宗瑜，政治学博士（日本中央大学），四川外语学院日本学研究所副所长，日语系副教授，硕士生
导师，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日本中央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公开发表论
文《1950年代における有田八郎の軌跡――拒否された訪中から有田?周恩来会談の実現へ》《村田省
蔵に関する一考察――その中国認識を中心に》等4篇，翻译论文10余篇，主持各级科研项目5项。
赵戈非，四川外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日本学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日本文化教学和研究。编著有
《日语阅读》（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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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閉じた国際化」と「開いた国際化」——‘ 国際日本学’ の試み
　安孫子信
日中における日本学研究の発展の経験を生かして
　王敏
国際日本学としての江戸学
　田中優子
「日本を方法とする」日本学の新展開
　杨伟
平民語で複雑な事を言う技術——文字の揺らぎを手がかりとして
　濱森太郎
日本汉文学与东传汉语词汇的多源性——《日本灵异记》双音节词探源
　王晓平
接受美学视域下俳句翻译的可能性
　李旭
俳句的季语和汉诗的季节性词语之比较
　黄芳范惠芬
山上憶良の『貧窮問答歌』における六朝思想の投影
　蔡春晓
论《千字文》在日本的流布与衍变
　谭建川
もう一つの「実学」―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実学研究の現状と問題点―
　陈毅立
中国近代軍制の発祥地と民主主義の中継所―雲南陸軍講武堂創設発展をめぐる日本との繋がりを手
がかりに―
　赵毅达
入阁前的风见章与中国
　王宗瑜
アジアのなかの私小説
　勝又浩
視点の移動から読む『暗夜行路』
　孙苗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简论谷崎润一郎《人鱼之叹》的艺术内质
　钱晓波
论海外知己——丰子恺与谷崎润一郎的比较研究
　林茜茜
漱石作品における待遇表現の談話分析―「翻訳」授業の視野もいれて―
　吴少华
从复调小说理论看梅崎春生的《轮唱》
　丁照卿
『夏姫春秋』における「風」
　段云兰
无限的孤独——解析樋口一叶的《浊流》
　胡媛媛
日本語と集団志向文化——日本人の言語意識について
　徐曙
改革开放后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与变化——基于日本内阁府《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的研究
　张厚泉李薇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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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眼中日本“自杀大国”印象之成因分析——以信息传递及理解为中心
　杨中
中国における日本アニメ? マンガ文化の受容——日本アニメ? マンガ文化の影響を中心に
　田莎莎
天照大神——日本神话中的“理想女性”
　葛慧玲
浅谈日语拒绝策略的文化价值观
　李翔华
大学の日本語教師の「研究認識」に関する一考察―中堅教師のPAC分析を通して―
　尹松
日本語学習者の「話す力」をつける学習ストラテジーに関する実証的研究
　徐琦
日语学习动机与学习效果关系的调查研究——以重庆市部分高校日语专业本科学生为例
　冯莹孙炜
現代日本語の助詞と格助詞間の相互承接に関する一考察
　刘少东
言語学系日本語学術論文の「冒頭文」に対する一考察——文末表現と文型を中心に
　王蜀豫
出来事生起のありかたを表す副詞と文末表現との共起について
　彭玉全
关于日语间接回指的类型
　马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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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南地区日本学的构筑:以日本学研究的方法论与实践为中心》体现了日本学研究的新的热情和努力
，具备三大优点：一、站在学术前沿，研究视野开阔。《西南地区日本学的构筑:以日本学研究的方法
论与实践为中心》收录的是四川外语学院2009年和2010年两次重要国际研讨会的主要论文，站在当今
日本学研究的前沿，涵盖文学、文化、语言、政治等众多领域。二、写作队伍精良，编校一丝不苟。
作者中包括王敏、王晓平、杨伟、王宗瑜、胜又浩、田中优子等优秀学者，论文的写作十分严谨，本
着对读者和学术同仁的尊重，历经了反复推敲和不厌其烦的修改。三、内容丰富实在，体例层次清晰
。分为日本古典文学、近代文学、日本文化和日本语言及教学四大板块。由于日本学是个宽泛的概念
，而《西南地区日本学的构筑:以日本学研究的方法论与实践为中心》中每个从事研究的主体具备不同
的情感、意志、动机和知识背景，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以自己所长而“发言”，形成了一个交互、立
体、多元的知识场。《西南地区日本学的构筑:以日本学研究的方法论与实践为中心》适合想要了解和
深入理解日本的读者，以及对日中文化对比感兴趣的读者观览，更是日本学研究者不可不关注的案头
书。值得一提的是，《西南地区日本学的构筑:以日本学研究的方法论与实践为中心》的设计朴素，空
灵，淡雅，亦值得识得者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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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内容不错，就是折扣少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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