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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若干个案为例，将汉译日本近现代文学和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形成问题置于东亚文化场域之
中进行讨论，既关注中国的主体文化对翻译行为的操控性，也注重汉译日本近现代文学对中国现代文
化的影响，并剖析了日本近现代文学形成过程中汉文学要素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突破了比较文学研究
中单向度的影响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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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前本》虽然尽可能保留了原著的故事情节，但在细节的安排上还是进行了一些剪裁，在这些细
节的剪裁中自然包含了改编者的政治倾向以及审美意识。
　　小说《经国美谈》的故事框架由两组并行且交织在一起的矛盾构成。
一组是民主政治与独裁统治的矛盾，另一组是国家独立与卖国求荣的矛盾。
巴比陀所代表的正党主张民主政治和国家独立，奸党则不惜卖国来推行独裁统治。
这两组矛盾的激化形成了故事的冲突，相互问力量对比的消长则演化成故事的曲折变化。
小说一开始就冲突迭起。
正党坚持人民参政实行民主政治，而奸党则坚决反对，暗地勾结独裁政体国家斯巴达，借斯巴达的军
队夺取了政权。
同时，在政变中斯巴达也凭借武力趁机控制了齐武的主权。
在这里国家主权与民主政治的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
因此，最后消灭奸党与赶跑斯巴达军队也是同时进行的。
小说的这种结构同作者的政治主张密不可分。
作者矢野龙溪是明治时期的政治家，亲自组织改进党积极推进立宪政治。
在依傍正史进行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他宣扬了改进党的这种政治观点。
但是，李伯元在改编时把《经国美谈》主要当成一个恢复国家主权的故事来理解的，民主政治的部分
则被淡化了。
在交代故事起因时，省略了正党与奸党之间的政治分歧，将主要矛盾放在国家独立与否这一点上。
在国会辩论的一节里，围绕民主政治的激烈争论，在戏剧里也被减弱了。
　　与此同时，恢复国家主权这一主题却被扩大，具体表现在强化了反斯巴达的色彩。
比如，在原著里，齐武的总统以斯明在由斯巴达操纵的多国法官联合组成的法庭上受审时是坐着的，
而在戏剧里则让他站着怒斥法官。
对这一更改，中文译本也从中起了作用。
原著中以斯明是走进法庭&ldquo;落座后&rdquo;法官才大声念起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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