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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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西方世界介绍日本的著名作家。
他原是英国人，后加入日本国籍，取日本名为“小泉八云”。
赫恩的作品及其传播与接受涉及多重文化语境，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绝佳素材。
《拉夫卡迪奥·赫恩文学的发生学研究》以“比较文学发生学”为理论基础，对赫恩文学的传播与接
受、赫恩文学发生的多元文化语境及赫恩文学本身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了赫
恩文学的“实像”，探索了赫恩文学的发生轨迹及其背后的文化逻辑，并进而引出对东西方文学、文
化交流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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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牟学苑，1977年生，山东淄博人。
200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比较文学及西方现代派文学。
曾在《外国文学》、《大众电影》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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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节 赫恩其人第二节 赫恩的研究史第三节 本书的思路及研究方法第一章 赫恩的“实像”与“
虚像”第一节 关于赫恩的几个问题一、赫恩的眼睛二、“归化”与赫恩的身份认同三、赫恩对日本文
化的“狂热”第二节 赫恩作品的基本传播状态第三节 赫恩作品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形象塑造一、赫恩
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二、赫恩在日本的形象第四节 赫恩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形象塑造一、赫恩作品的
汉译二、“小泉八云”的虚像第二章 赫恩文学的发生学考察（一）——“学徒期”的文学准备第一节
赫恩的文学观念及文学趣味第二节 戈蒂耶、洛蒂等法国作家的文学影响一、戈蒂耶美学思想的影响二
、赫恩与洛蒂的“异国情调”第三节 赫恩对斯宾塞的崇拜第四节 《奇书拾零》及《中国鬼故事》的
发生一、《奇书拾零》的赫恩式改编二、《中国鬼故事》及其故事来源考证三、《中国鬼故事》文本
分析第三章 赫恩文学的发生学考察（二）——“日本创作”发生的文化语境第一节 “日本创作”的
引路人吉卜林、洛威尔一、吉卜林对赫恩的影响二、赫恩与洛威尔第二节 日本人对赫恩创作的“中介
”作用一、导游真锅晃二、同事西田千太郎三、隐身的“中介”——妻子小泉节四、赫恩的学生们第
三节 赫恩与欧美日本学研究的关系第四节 怪谈类作品的发生一、赫恩对日本民间文学的挖掘二、赫
恩对日本怪谈类作品的改编三、赫恩的怪谈类作品背后的中国渊源第四章 赫恩“日本创作”的发生学
意义上的文本分析第一节 赫恩笔下的日本形象一、东方的第一天二、赫恩笔下日本的“异国情调”第
二节 “爱日本者”的矛盾一、克己与忠义二、克己、忠义与神佛三、赫恩的思想矛盾第三节 赫恩“
日本创作”的学术化转型一、作为“西方哲学家”的赫恩二、赫恩在民俗学和人类学方面的创作第四
节 《日本试解》的分析一、《日本试解》的主要思想二、《日本试解》的发生与矛盾结语参考文献附
录一 赫恩略年谱附录二 赫恩主要著作目录附录三 《拉夫卡迪奥赫恩作品集》分卷目录附录四 日本主
要赫恩（小泉八云）研究资料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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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前面两章中，本书梳理了赫恩“日本创作”发生的主要文化语境，其中既包括赫恩创作时的生
存状态、心理形态、价值观念等“文化氛围”的层面，也包括赫恩在这种复杂的文化场中的“认知型
态”的分析。
但相对来说，像《中国鬼故事》、日本的怪谈故事等改编类作品往往有较明确的原本，在几种文本对
照的情况下其文本发生的脉络较为清晰。
但赫恩“日本创作”中的大部是游记、随笔之类，属于纯粹的原创性作品，解读这样的“日本创作”
单靠考证和比较已不能完全胜任。
所以本章将在比较文学发生学的意义上对赫恩的“日本创作”进行文本分析，结合文本周边的特殊文
化语境，探索赫恩笔下的“日本形象”、日本认识、日本观念的发生轨迹。
　　从广义上说，赫恩的“日本创作”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在建构一种“日本形象”。
他的创作将西方已有的“日本形象”添补、变形、改造后再传送回西方，制造了一种赫恩式的“日本
”。
但赫恩笔下的日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集合体。
在日本定居的14年中，赫恩的思想、观点、心态都在不断变化，创作形式也多种多样，所以赫恩的“
日本”并不是一个完整鲜明的整体，其中也分为多重层面。
　　从创作心态来看，赫恩抵日后，思想上有过几次变化。
刚刚抵达日本的赫恩，其实跟普通的西方旅行者并无二致。
虽然此前从书本上获得了一些关于东方文化的粗浅知识，但真正面对这陌生的日本时，其文化的“震
惊感”依然是非常强烈的。
对赫恩来说，一切都充满了新意，一切都那么迷人。
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即《陌生日本之一瞥》，特别是第一卷。
从这部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赫恩的关注点其实也就是普通西方人对“日本形象”的关注点：佛寺、
神社、工艺品、鬼怪、盆踊、奇异的风俗、淳朴的人民当然赫恩也提供了一些增补和修正，但这都是
在传统的“日本形象”框架内完成的。
赫恩带着西方的“日本形象”所赋予的“期待视野”前去观察，然后又用优美的文笔将这个形象涂抹
得更加光滑。
从这个意义上说，赫恩与他的前辈们——那些写过“日本行记”的旅行家、传教士或是“异国情调”
的作家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由于对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失望，赫恩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精神乌托邦。
随着对日本了解的深入，赫恩开始将日本认定为自己的理想。
这也就是赫恩对日本的狂热期，所以周作人称他为“爱日本者”。
许多日本人或是中国人都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赫恩的。
但赫恩所爱的只是日本的一方面，即他所说的“老日本”（old Japan）。
赫恩并没有因爱失去理智，他无奈地接受着日本的变化，看着日本由老变新，离他的理想越来越远，
加速奔向那个他所厌恶和逃离的方向。
而与此同时，日本的种种负面也在他面前暴露出来，此时的赫恩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一方面对现实的
日本充满了失望，另一方面又不愿放弃自己费尽心力找寻到的理想。
所以这个阶段的赫恩越来越少写那种热情洋溢的游记，开始将创作转向一些无需暴露内心感受的记录
性的文字或是怪谈类作品。
　　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赫恩的“日本创作”，从动笔之初，其“隐含读者”就是西方的读者。
所以无论是游记，还是在狂热期写下的“代日本立言”的阐释性文字，赫恩的角色一直像一个导游。
但随着时间的变化，赫恩的作品开始出现学术化转型，《日本试解》即为这类作品的集大成之作。
出现这种转变大致有几方面的原因：一者赫恩对日本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具备了创作这种作品的自身
条件；二者由于思想上的矛盾，希望借不动声色的学术性作品避免表明情感立场；三者是由于接触的
许多日本学家的影响；四者则是因为在大学任教的现实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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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赫恩依据的材料往往是他人的研究成果，此外又缺乏正规的学术训练，所以他的学术化作品往往不
为日本学研究者接受，相比于《陌生日本之一瞥》、《心》等作品，影响也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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