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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日本文学批评史》作者以日本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时期划分为主轴，承前启后，以点带面
，点面结合，对各个不同时期的主要文学理论、文学理念和文学主张，以及在其理论指导下的文学创
作实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和阐释，并对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建树
的作家，做了个案分析和批评。
在这一过程中，尤其注重了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从而客观地论述了日本现代文学各个发展时期的主要特征，勾勒出日本现代文学理论或文学理念批评
的整体概貌，进一步揭示了日本现代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日本文学批评史>>

作者简介

　　叶琳，女，1963年10月生。
1986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外文系日本语言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同年，转入南京大学外文系工作。
200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主攻方向为日本文学和文学理论。
现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此外，还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分委会委员、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
事、中国日本文学研究学会理事、江苏省日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外国文学研究会理事等职
。
主要学术成果有《现代日本文学作品选读》（主编，1995年，南京大学出版社）、《近现代日本文学
作家作品研究》（主编，2002年，江苏文艺出版社）、《日本经济》（主编，2006年，中国商务出版
社）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译文50余篇，并独立主持国家、省部级及校级研究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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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无产阶级的文学批评第一节 从《播种人》到《文艺战线》第二节 三派鼎立期的文学第三节 两
派并立期的文学第四节 无产阶级文学在理论上的贡献与影响第二章 现代艺术派的文学批评第一节 新
感觉派文学的文艺主张第二节 新兴艺术派的文学流变第三节 新心理主义文学的动态及其主张第四节 
现代艺术派对日本文坛的贡献第三章 战争时期的文学批评第一节 “九·一八”前后的文学界第二节 
“转向文学”第三节 “文艺复兴”期第四节 黑暗时期的文学第四章 战后文学批评第一节 《新日本文
学》与民主主义文学第二节 “无赖派”文学第三节 《近代文学》与战后派文学第四节 战后初期文坛
上的主要论争第五节 存在主义文学在日本的盛传第六节 战后文学对日本以后文学的影响第五章 传统
派文学批评第一节 老一代文学家及成名作家的复活第二节 “私小说”、“心境小说”的重新登场第
六章 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第一节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发展第二节 “社会派”文学家的创作第
七章 经济高度增长时期的文学批评第一节 大众文学的盛行第二节 文学的多元化现象第八章 女性文学
批评第一节 女性文学的风格第二节 女性文学的创作主题第三节 女性文学的贡献第九章 典型作家的文
学批评第一节 川端康成文学的审美取向第二节 三岛由纪夫的美学观第三节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评述第
四节 村上春树的文学创作后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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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无产阶级的文学批评　　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是从1921年2月随着秋田县土崎版杂志《播
种人》的发行而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
它最终是在日本反动当局连续不断大规模地对国内共产党进行血腥镇压、使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遭受重
创的情况下，于1934年3月渐次分化解体的。
　　无产阶级文学的产生是时代的产物，它随着无产阶级队伍的逐渐壮大而成长。
早在19世纪90年代，日本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资本的日益积累使得工人阶级同资本家之
间的矛盾日益深化，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曾一度出现了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像片山潜（1859--1933
）的《我们的社会主义》（1903）、幸德秋水（1871—1911）的《社会主义真髓》（1903）就成了当时
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启蒙读物。
到了大正时代（1912--1925），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民主主义思潮开始风靡一时。
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阶级矛盾尤为突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日本爆发了有史以来声势最
为浩大的“米骚动”。
从此，日本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无论在社会政治方面还是在文
艺运动方面，日本都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在大正中期和末期，日本建立了政党内阁，出台了普通选举法，代表无产者工人阶级，反映受剥削、
受压迫而自发斗争的“劳动文学”也应运而生，一些工人出身的进步知识分子纷纷拿起笔，投身到文
学创作当中，像宫岛资夫（1886—1951）的《矿工》（1916）、平泽计七（1889--1923）的《创作劳动
问题》（1919）、宫地嘉六（1884--1958）的《骚扰之后》（1919）等佳作迭出。
再加之1919年《劳动文学》杂志的创刊，“劳动文学”成了时代的主潮。
在1921年前后，它一直是日本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诞生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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