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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文字记载的真正意义上的海外华文文学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而从1982年开始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研究，到今天也已经历了30多年的风风雨雨。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散论》首次选择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研究的“学科论”和“
方法论”作为专门的论述对象，虽题为“散论”，实际上是以学科论的架构和精神统领全篇，同时兼
顾同样是当前该学科研究领域中鲜有人涉及的研究方法论的探讨。
作者以十余年研究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的经验积累，力求建构一个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
文学学科的学科论和方法论的理论系统。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论著在该学科的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奠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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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诠林，1975年生。
山东东阿人，文学博士，曾赴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
现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兼任国
际比较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员、福建省海峡文学艺术发
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闽台文化创意产业。
著有《台湾现代文学史稿》，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诗探索》《台湾研究集刊》《福建论坛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华文文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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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尽管旅居日本，但毛丹青一直保持着与国内文化圈密切的呼吸关系，母语文化始终给予他写作的
给养。
毛丹青的散文文字优美、构思精巧，是较典型的“美文”，有中国小品文的遗风，而不是枯燥的说教
。
其散文有深度，有广度，同时也不乏文采。
读毛丹青《日本虫子·日本人》，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的文章中所流露出的明末小品文的遗风：充满
灵气，不生硬，不枯涩，令人读后有空灵剔透的清新感，使人于不知不觉中受到性情陶冶。
　　毛丹青在观察、体验日本文化的同时，还以旅居日本的华人的身份反观中国国内的各种新旧文化
现象，书写出自己当下的审美感受，叙写身在异域的乡愁与反思。
他将中日文化有益地加以对照比较，从而给读者以跨越时空的距离美感，满足不同国度、不同文化阶
层的读者的阅读期待。
　　毛丹青曾经觉得自己永远都看不懂日本人的面孔，不知道对方是在笑还是在哭。
“在酒店里你会听到日本女人说话时的嗓音是浮在上空盘旋的，等客人一走又一下子降落下来。
我曾经倾听一个艺妓谈论我衣服上的一个亮片、一座木桥上一颗钉子发出的亮点，还有她一分为二的
生活，但我从没有看到过她真正的面孔”。
但他所写的有关日本文化的散文成功之处恰恰体现在这些书写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共鸣，得到了日本民
众及知识文化界的肯认。
这说明他对日本国民性格与日本民族文化的理解是极为到位的，是切中肯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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