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13位ISBN编号：9787301148693

10位ISBN编号：7301148690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怡

页数：22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内容概要

《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从晚清到五四，一般被视做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期”，在这一
过程当中，日本成为了激活中国作家生存感受、传输异域文化的“中介”。黄遵宪、梁启超到创造社
的几代中国作家通过留日体验完成了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激活，在一个全新的意义上反观自己的世界，
表达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悟，这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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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怡，1966年生于重庆，文学博士，先后担任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9月起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985基地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歌、鲁迅及
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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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
导论 “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第一章 “新语句”遭遇中的新观念的滥觞——留日中国知识界的关键词语与关键思想
一、“民族”的主义与“革命”的排满
二、“世界”体验与“进化”学说
三、“新民”理想与“心力”追求
四、“个人”的理念与“自我”的意识
五、菊花与刀：词语与文化遭遇的个体差异
第二章 初识日本与中国文学的“新路”
一、生存实感的引入与中国“新”诗
二、生存实感的规避与“小说界革命”的曲折
三、日本艺术资源与中国戏剧改革
四、中国散文新貌：本土需要与日本经验的契合
第三章 1907：鲁迅兄弟的深度体验与中国文学的“别立新宗”
一、1907年前后
二、鲁迅：从体验日本到“入于自识”
三、周作人：体验与日本的“协和”
四、《新生》：孤独的“深度”
第四章 立场与格局的嬗变：从《甲寅杂志》到《新青年》的思想经验
一、《甲寅》月刊与现代民族国家体验的嬗变
二、《新青年》的思想立场与中国新文学的开端
三、新的“格局”与新的体验
第五章 挣扎中的“创造”与新文学复杂格局的形成
一、现代社会漩流中的个人
二、从挣扎到创造
三、“文学革命第二期”与新文学复杂格局的形成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涉及重要人物、著作及事件索引
后记

Page 4



《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新语句”遭遇中的新观念的滥觞——留日中国知识界的关键词语与关键思想　　语言是
我们的存在之本，人的存在首先就是一种语言中的存在，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一切文化形式都是某种
语言的存在。在个人那里，对文化的感知与体验首先就是从我们赖以生存的语言开始的，没有对于“
词语”的掌握，我们其实也无法“确定”我们的感知与体验。思想家舍勒说得好：“词语意义还有一
种力量——确定我们在自身体验和他人体验上所感知事物的力量。若没有什么专门的词可描述一种体
验，也就不能被经历该体验的个人所感知；或者，若只有一种极为一般的、毫无差别的词汇意义可用
于一种体验，则该体验的特殊品质则大都只在与该词义相应的程度上被经历，被该体验的个人所感知
。”　　当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踏上日本的国土，异域给予他们的第一感受便是陌生的语言，这里
既有因陌生而产生的不适与距离，也有因新奇而产生的向往与追求。当然，作为与汉文有着明显亲缘
关系却又在近代大量汇入西洋新词的日文，它带给中国人的感受还相当的复杂：某种似曾相识的亲切
，某种自我语言更新的启迪，某种自我发展的信心，还有，某种文化发展的便捷。　　随着近代以来
中日关系的发展，对日语（文）的这种感受似乎早早就浮现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脑海中了，后来更
以留日学生与学者的出现而大为加强，并且上升为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变迁的一种自觉的助力。
　　日语在近代的一大特点便是大量从西方文化中引入新词，新词的引入是日本思想文化近代化的重
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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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研究方法和角度很有借鉴价值
2、借用的概念化的东西还是多了些。
3、比较严谨、丰富的学术著作，相关研究者可以一读。
4、李怡的博士论文，其实没什么意思
5、文笔流畅，是学术著作中较好读的那种。在晦涩文风大行其道的当下学界，非常难得！
6、还没看 正品
7、这本书很特别，它的作者先当博导，再读的博士。
读博士之前，他的职称是教授，学历是本科。
而这本书，正是他的博士论文。
作为博士论文，答辩的当年就评为“百优博士论文”之一。
每年的百优，人文社科的很少，而文学类的，就那么一两篇。
书先是在台湾出版的。
李怡先生果是王富仁先生的高足！
8、好题目，可惜做得不好
9、李怡的书，值得一读
10、能人沉静下来。
11、李怡老师我很尊敬，但这本论文成为百篇优博还是拔得太高了点。没有任何日文文献，就有点成
了一个自我想象的所谓“日本”世界。对鲁迅的解读深得我心，这个章节是写得最好的。
12、非常出色！论述理路值得借鉴。
13、这书获奖无数，也是咄咄怪事
14、李怡老师的著作向来是，观点明晰，分析透彻，视野开阔，思想深刻的。这本书从一个新的视角
即“日本体验”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从全新的异域社会的生存、具体的人际交往、适应与反
抗族群与人生经验等角度来诠释日本生存体验对于个体生命的影响，以异域/本土的交互视点来审视中
国现代文学的发生，颇为有趣。非常棒。史料翔实，值得细读。
15、　　最近看了一些李怡先生的论文与著作，发现他很有思想，见解，随处可以读到一些闪光的论
点，在现在学术浮躁、注水的时候，确实很难得，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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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最近看了一些李怡先生的论文与著作，发现他很有思想，见解，随处可以读到一些闪光的论点，
在现在学术浮躁、注水的时候，确实很难得，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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