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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是近数十年来以北京大学学者为主体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集成
，它是这个学术群体数十年来在“比较文学”这一学科中所积累的对于这一学术的理解和从事的学术
实践，现在以“系列书系”的形式公刊于世。
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复兴以来，已经走过了30年的路程。
如果从学术层面上考察，可以说出现了三代主峰。
以朱光潜、黄药眠、杨周翰、李健吾、钱钟书、季羡林、金克木、李赋宁、周珏良、陈嘉、范存仲诸
先生为代表，他们是“文革”之后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第一代学者。
以乐黛云、饶芄子、陈悖、钱中文诸先生为代表，他们是推进中国比较文学繁荣和发展的第二代学者
。
目前，在跨入21世纪之后，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已经形成了第三代学者。
他们中间已经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学人。
在几代主峰中间，也都存在着许多过渡性的学术桥梁。
前一代主峰学者的学术与精神正是经由这些“学术桥梁”传达到了后一代的主峰层面上，承前启后，
把学术推向新的境界。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建立与发展，与中国比较文学事业发展的轨迹相一致。
它的前身“北大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创建于1981年，由杨周翰教授领衔主其事。
这正是第一代学者们致力于复兴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的产物。
它被定位于北京大学，或许这正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新文化与新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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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著作对于川端康成文学在哲学层面和思想史层面上这一综合性的又是极为深刻地具有理论逻辑的阐
释，是国内研究界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研究界所未曾有过的。
它以相当深刻的艺术洞察力、相当丰厚的中华文化修养，和对于“川端文学”极为细腻和到位的感知
能力，第一次深刻地阐明了作为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文学中包含着如此丰厚的中华文化因素。
　　作为对一个特定定国家的特定作家的联合行动是行的发生研究，本书则是以一个重大的文学创作
作为“个案解析”，显示了比较文学的发生学观念包括“多元文化语境”、“变异体文学概念”等等
透入国别文学领域进行“文学文本”研究的可能性，本书已经得到相关领域内我国和日本的一些学者
的积极肯定和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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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阅，1967年生于北京。
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日本川端文学研究会海外特别会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文学与文化关系、日本中国学。
主要专著有：《川端康成是怎样读书写作的》（原题《川端康成的人生历程与创作历程》）、《人与
自然的交融——》、《吉本芭娜娜的文学世界》等。
在《外国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汉学研究》、《国外文学》、《中国图书评论》以及日
本「川端文学视界」等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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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节　日本的川端文学研究　第二节　中国的川端文学研究　第三节　本书关注的问题及研
究方法第一章　佛学的感悟　第一节　禅宗的“以心传心”与川端文学的艺术美　　一、禅宗在日本
的兴起　　二、“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与朦胧、纤细之美　　　三、“以心传心”与川端文学的神
秘性、抒情性、幻想性　第二节　“色空”观念与川端康成的自然观　　一、人与自然的融合　　二
、“观其形貌、取其神韵”　　三、“空净”观与自然对心灵的净化　第三节　“无常”和“万物一
如”与文学的抚慰疗救功能　　一、人生的死亡与无常　　二、“万物一如”对生死无常的解决　　
三、文学的抚慰疗救功能　　四、《睡美人》的救济主题　　五、《抒情歌》的救赎意义　　第四节
　轮回转生与艺术的永恒　　一、对苦海无边和因果报应的排斥　　二、灵魂的永生与艺术的永恒　
　三、“童心”与纯粹的艺术精神第二章　丹青的晕染　第一节　文学与美术的互动　　一、文学创
作与美术欣赏　　二、文思与画意　　三、川端文学中的美术作品　第二节　川端文学中的色彩表现
　　一、独特而丰富的色彩表现　　二、白色　　三、红色　　四、红与白的对比　第三节　川端文
字与中国美术　　一、美术收藏与文字创作　　二、川端文学与宋元美术　　三、川端康成与牧溪第
三章　纹枰的启示　第一节　《名人》与吴清源　　一、川端康成与围棋　　二、《名人》的诞生　
　三、吴清源与《名人》的创作　第二节　吴清源与“中和”思想　　一、川端康成与吴清源　　二
、棋道、艺道与“中和”　第三节　“中和”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　　一、“中和”与阴阳思想
　　二、“中和”与儒家哲学　　三、“中和”与道家思想　第四节　川端康成与“中和”思想　　
一、从胜负之争到“中和”之道　　⋯⋯第四章　中国哲学的浸润第五章　中国文学的滋养结语主要
参考文献附录一　各章日本出版物主要引文原文附录二　新潮社35卷本（补卷2）《川端康成全集》目
录附录三　中国大陆川端康成文学研究主要论著目录附录四　中国大陆川端康成作品主要译本目录附
录五　日本川端康成文学研究主要论著目录附录六　川端康成年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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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红色具有复杂、多重的象征意义和情感内涵，使之能够满足各种心理表达的需要，因此成为川端
文学中引人注目的色彩，极为活跃地发挥着各种各样的艺术表现功能。
四、红与白的对比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川端文学清晰地显示出了对红、自两种颜色的格外关注。
这种红与白的鲜明对比，是深深植根于大和民族的色彩意识之中的。
如果追溯日本文化发展史不难发现，红与白，作为一组对立却又共存的色彩，在日本的历史变迁中留
下了深深的印记。
相传平安王朝的平氏与源氏征战时，平氏就挂白旗，而源氏则挂红旗。
时至今日，日本除夕之夜最为盛大的庆祝活动“红白歌会”，就是以红白二队进行演艺比赛的形式年
复一年地举行着。
此外，神社的工作人员在祝祭仪式中也都以红和白配色着装。
日本的国旗就是在纯白的底色中央配以鲜明的红色，象征着太阳神——天照大神以及她所创造的日本
的国土风物。
这种传统色彩观念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川端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如前所述，《雪国》中的两位女性——驹子和叶子被分别纳入了红与白两个迥然相异的色彩板块之中
。
作品的主题在这一色彩组合中得到了艺术性的深化，象征着生命的红色使驹子实化为肉体的存在，而
至纯无彩的白色则使叶子升华为精神的存在。
这样，川端通过不同的色彩成功地塑造了共同生活在雪国的两个女性形象，细腻而感性地展现了她们
的性格特征。
红色的驹子与白色的叶子在互相映衬和对比中达到一种别致的平衡，成为《雪国》中一实一虚、一明
一暗、一热一冷的两条重要筋络。
红与白的对比并不仅仅存在于两个主人公之间，有时也共存于同一人物形象之中。
如驹子就并非一成不变地浸染于红色，川端偶尔也为通体透红的驹子点染些许白色。
同样是身着和服，从敞开的后领显露出来的脊背有时是“红殷殷的”，有时却“从脊背到肩头仿佛张
开了一把白色的扇子”（p．93）。
这零星的白色揭示了驹子虽身为艺妓却向往纯洁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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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从酝酿到动笔直至最终完成，已有五、六年的时间。
五、六年的时间听起来感觉很长，但是对于写作一本学术著作来说却实在是太短了。
当我终于把书稿交给出版社时，对此有了比从前更深切的体会。
本书的研究课题可以说非常具体，因为我选取的研究对象是一个个体作家的创作，而不是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文学，更不是整个东方或西方的文学；亦未采取历史性的宏大叙述，所以，我本以为这个
题目是比较容易驾驭的。
然而，随着写作的深入，我日益感到了自己知识的贫乏，感到了学问的深奥无边。
越是接近尾声，就越发现还有太多尚待进一步开拓和思考的问题。
回顾本书的写作过程，就像是满怀兴奋和期待地进入到一个空间，想要细细地探个究竟，却未料发现
了许多通向未知世界的大门，每打开其中的一扇，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天地，而每个新的天地中，又会
有许多的门等待开启⋯⋯如今，书稿虽然算是完结了，但我心里却留下了许多挥之不去的门，意犹未
尽之中夹杂着遗憾，而遗憾之中又蕴藏着继续追寻的诱惑。
川端康成是一个以醇厚浓郁的抒情风格和哀婉纤细的审美韵味而著称的作家，我对他的喜爱最初也缘
于此。
当我深入他的文学世界，想要仔细探究其文学文本的生成过程时，发现了佛教的门、美术的门、围棋
的门、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学的门，而隐藏在每一扇门背后的世界，又都奇妙地相互连通着。
在结束本书的写作时，我深刻地感到，仍然有很多问题值得今后继续深入地进行探讨。
比如，同样来自中国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以不同的路径和形态渗透于日本本土文化之中，也以不同
的方式、从不同的层面作用于川端文学。
川端作为一个有着自觉意识和特定价值观念的接受主体，怎样对作为传播对象的儒家和道家文化进行
了不同的取舍和发挥？
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需求和目的？
在接受的差异之中又蕴涵着怎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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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以东方文化为中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