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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耄耋之年，有机会将刚完成的一部新作和选出两部主要的旧作整理或修改，出版三卷本的作者著作集
，作为个人大半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回顾和总结自己求学求知的历程，感慨万千。
作者于1956年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毕业以后，进入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从事对日文化交流工
作，主要担任译员。
1958年，这个机构升格为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
是年，随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同志率领的中国艺术团访问日本，第一次接触到日本的人文景观，
置身于日本文化氛围中，心中不由地涌起一种新鲜感。
回国后，由于工作的需要，当过领导的机要秘书，然后长期从事职能部门的日本文化调研工作。
在时任领导、著名诗人、日本俳句研究家和翻译家林林同志的亲切鼓励和指导下，开始从事业余写作
和翻译。
但是，在那个年代，尽管你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尽管你很好地完成本职工作，并受到领导的表扬
，有时还是会被某些人指责为“搞自留地”，“走白专道路”。
尤其是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更会被作为“追求成名成家”而加以批评。
林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对我的支持，让我迈出了求学求知的第一步，为其后从事日本文学、文化研究
打下初步的也是重要一步的基础。
在那个空前大劫难的年代，我正处于青壮年时期，1969年全家四口人被一锅端，下放河南农村体力劳
动改造三年，失去了很多，却寻回了最重要的失去——自我，逐步恢复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心弃政从
文，弃仕从学。
回到北京以后，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文学编辑工作，学做选题，做编书，与译者交流，开始
学习翻译一些中长篇小说，为我其后翻译日本文学铺垫了一条新路。
历史性的灾难刚结束，编辑之余，我首先选择了川端康成这个在当时来说难度较大的作家，作为翻译
和研究日本文学的切入点，试图打破迄今只翻译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既成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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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小说史》对日本小说的产生、发展做了系统的探讨。
在日本上古神话传说、原始歌谣和原初散文·韵文文学的土壤滋润和中国文学的影响下，产生了最早
包含日中神话传说故事和神仙谭因素的短篇物语、以上古和歌为母胎的“歌物语”、古代长篇的王朝
物语、近古战记小说，以及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形成了古代和近古日本小说的民族特色。
近代以来，日本在与西方文学的交流中，弓l进西方文学的理念和方法，从翻译小说到吸收西方各种主
义形态的小说，经过百余年从模仿到融合、创新，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
合。
作者最后总结了日本小说走向世界的历史经验，展现了当代小说发展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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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渭渠，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
曾任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院大学、京都立命馆大学客座研究员及横滨市立大学客座教授。
著有《日本文学思潮史》、《日本文化史》（图文本）、《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与唐月梅合著有
《日本文学史》（6卷本）、《日本文学简史》、《20世纪日本文学》、《日本人的意识》等，以及散
文集《周游织梦》等4卷。
译有川端康成的《雪国》等系列小说、散文约200万字，与唐月梅合译有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史序说
》、山崎丰子的《浮华世家》等。
主编名家著作集20套，共约150卷。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小说史>>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古代小说的诞生　第一节 日本小说的起源　第二节 传奇小说《竹取物语》　第三节 韵散
文结合的小说《伊势物语》　第四节 古代中长篇小说的滥觞——《宇津保物语》、《落洼物语》第二
章 古代小说高峰之作《源氏物语》　第一节 《源氏物语》成书的背景　第二节 《源氏物语》的主题
与艺术成就　第三节 《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化　第四节 紫式部确立“物哀”审美学第三章 历史小说
与佛教说话类型的小说　第一节 历史小说的诞生　第二节 说话类型的小说　第三节 《今昔物语》及
其他第四章 近古战记小说的新兴与《平家物语》　第一节 战记小说的兴起　第二节 战记小说的高峰
之作《平家物语》　第三节 《平家物语》与中国文化　第四节 战记小说代表作《太平记》第五章 通
俗小说及其类型化　第一节 通俗小说的普及和类型化　第二节 井原西鹤与浮世草子　第三节 上田秋
成与《雨月物语》　第四节 式亭三马与《浮世澡堂》　第五节 曲亭马琴的《八犬传》及文学观第六
章 近代小说的萌芽　第一节 近代文学的启蒙　第二节 翻译小说的意义　第三节 政治小说的角色　第
四节 改良小说的历史位置第七章 近代小说的创始　第一节 坪内逍遥与近代早期写实主义小说　第二
节 二叶亭四迷的小说论与《浮云》　第三节 森鸥外与近代早期浪漫主义小说　第四节 森鸥外的《舞
姬》三部曲及其他第八章 砚友社与近代小说世界　第一节 砚友社与近代小说新发展　第二节 尾崎红
叶与幸田露伴　第三节 从观念小说、悲惨小说到社会小说　第四节 德富芦花与木下尚江第九章 近代
浪漫主义小说的演进　第一节 《文学界》创刊与近代浪漫主义　第二节 近代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与
历史意义　第三节 槌口一叶·泉镜花的小说创作第十章 近代自然主义小说的大发展　第一节 近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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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小说史最黑暗的时代　第二节 传统小说的大作家重登文坛　第三节 民主主义文学派的继承与创
新　第四节 战后派及　第二、三代新人第十六章 现当代小说的发展道路（二）　第一节 反秩序派小
说与战后大众小说　第二节 当代小说不同风格的三大家——川端康成、井上靖、三岛由纪夫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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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仍能清晰地看出上层贵族之间的互相倾轧，以排斥异己、政治联姻等手段进行的权力之争贯穿了全书
的主线，主人公源氏的贬谪晋升、荣辱浮沉都与之密不可分。
在《源氏物语》中，作者以源氏为代表的皇室一派和以弘徽殿女御为代表的外戚一派之间的矛盾和斗
争作为背景，描写源氏的爱情生活，但却不是单纯描写爱情，而是通过描写源氏的爱恋、婚姻，来反
映一夫多妻制下妇女的欢乐、愉悦、哀愁与悲惨的命运。
在贵族社会里，男女婚嫁往往是同政治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政治联姻是权力之争的一种手段，妇女成
为政治交易的工具。
在这方面，紫式部作了这样的描写：左大臣把自己的女儿葵姬许配给源氏，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声势。
朱雀天皇在源氏四十岁得势之时，将年方十六岁的女儿三公主嫁给源氏，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
就连政敌右大臣发现源氏和自己的女儿胧月夜偷情，也拟将她许配给源氏，以图分化源氏一派。
地方贵族明石道人和常陆介，一个为了求得富贵，强迫自己的女儿嫁给源氏；一个为了混上高官，将
自己的女儿许给了左近少将，而左近少将娶他的女儿，则是为了利用常陆介的财力。
作者笔下的众多妇女形象，有身份高贵的，也有身世低微的，但她们的处境都是一样，不仅成了贵族
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成了贵族男人手中的玩物。
小说着墨最多的是源氏及其上下三代人对妇女命运的任意拿捏。
源氏的父皇玩弄了更衣，由于她出身寒微，在宫中备受冷落，最后屈死于权力斗争之中。
源氏依仗自己的权势，糟蹋了不少妇女：半夜闯进地方官夫人空蝉的居室玷污了这个有夫之妇；践踏
了出身卑贱的夕颜的爱情，使她郁郁而死；看见继母藤壶肖似自己的母亲，由思慕进而与她发生乱伦
关系；闯入家道中落的末摘花的内室调戏她，发现她长相丑陋，又加以奚落。
此外，源氏对紫姬、明石姬等许多不同身份的女子，也都大体如此。
在后十回里出现的源氏继承人薰君（他名义上是源氏与其妾三公主之子，实际上是三公主与源氏的妻
舅之子柏木私通所生）继承了祖、父两辈人荒淫的传统，玩弄了孤苦伶仃的弱女浮舟，又怕事情败露
，把她弃置在荒凉的宇治山庄。
在这些故事里，不难看出这些乱伦关系和堕落生活是政治腐败的一种反映，和他们在政治上的没落与
衰亡有着因果的关系。
尤其是作者描写了源氏营造的六条院原被世人誉为琼楼玉宇，源氏逝后“必然被人抛舍，荒废殆尽”
，并慨叹“此种人世无常之相，实在伤心惨目”，更证明作者对贵族社会走向崩溃的趋势是有强烈的
预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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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小说史》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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