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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语古语是指日本从奈良时代（公元7世纪）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跨越几个世纪的语言，
现代日语也是由古日语发展演进而成，所以在现代日语中还保留有古日语的残留影响。
当今的日本文学作品、政论文献中，依然时常引用日本古典名著的段落、章节、典故等，日语古语仍
然影响着现代日本的语言和文学。
所以学习和了解日本古代语言对于学习日本语言、文学、文化或其他有关日本方面学科的人来说是十
分重要的。
　　现在我们所说的日语古语语法又称日语文语语法。
我国教育部所制定的日语专业高年级教学大纲要求开设日语古语语法课程，扼要介绍日语古语语法知
识，使学生能借助工具书读懂一般性古文。
在我国日语专业本科高年级教材中，选有古代和歌、俳句、物语、随笔等古文作品。
可见开设日语古语语法（文语语法）和古文阅读课程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大多数日语专业本科和研究生都开设了日语古文（语法和阅读）课程，但是这方面专门的教材
尚不多见。
我们学校从1978年以来为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开设了日语古语语法和古文阅读与鉴赏课程，多年
来积累了大量相关资料和经验。
我们以这些资料和经验为基础编写了本书。
　　本书较系统地介绍了日语古语语法，重点讲述了用言（动词、形容词、形容动词）、助动词和助
词，为了便于掌握，又尽量与现代日语的助动词、助词进行对比。
所选例句，从时代上，上至奈良时代、平安时代、镰仓时代直到江户时代都顾及到；从文体角度，有
选自物语、随笔和日记的，也有选自和歌、俳句的。
书中对于日语古语中的敬语用法和日本和歌、俳句的修辞手段，也作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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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语文语语法》自2007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
本书对于那些学习日语古文，参加研究生考试或等级考试的读者有较大帮助。
部分读者对本书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特别是日本友人井上桂枝先生仔细审阅了全书并提出了许多宝
贵建议。
为了给读者提供一本更好的学习日语古文的教材，根据井上桂枝先生的意见和读者的要求，我们对本
书进行了修订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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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日语文语语法一、日语的口语与书面语　　语言一般分为用声音表示的口头语言和用文字
表示的书面语言。
日本人民最初只有口头语言，自从创造“假名”以后，日语也就开始产生了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区别。
有资料表明，日本在平安时代（八世纪末——十二世纪末）中期以前时，书面语和口头语是一致的，
从那时起书面语比较固定，变化不大。
但随着时代发展，口头语表达也随之不断发生变化，逐渐形成了与书面语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越来
越大。
到了镰仓、室町时代（十二世纪末——十六世纪）两者差别就十分明显了。
二、日语的文言文与口语文　　在日本江户时代，书面语中存在两种文体形式，一种是官府和学术界
所使用的“文语体”，另一种则是在町人文学方面所使用的“口语体”。
用文语体写的文章叫“文言文”，这种文言文体主要用于公文、法令、语敕、和歌等。
用口语体写成的文章叫“口语文”，多用于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口语，每个时代都不相同，可以说古代的口语对于现代来说都是文言文。
　　明治维新曾一度提倡“言文一致”，虽然也曾出现过像二叶亭四迷的文言一致的小说《浮云》，
但并不彻底，仍然是文言文与口语文并存，如近代文学史中有拟古文，即以尾崎红叶为代表的砚友社
的作品（如《金色夜叉》、《多情多恨》）等是模仿古文，用文言文语体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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