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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本文学大约经历了一千三百年的历史，在明治维新前，日本文学主要是受到了中国文学的影响。
不仅文学，而且构成日本传统文化精髓的佛教和儒教思想也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或通过中国才传入到
日本。
明治维新后，日本明治政府积极引进西方技术，日本一些启蒙思想家也提出“实学”（实用科学）的
重要性，主张人人平等，反对旧的封建文化体制。
日本近现代文学也积极吸取西方人文思想和创作手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然而，日本近现代文学并非是全盘接受西方的文学理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近现代文学一直
在日本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学思想这一矛盾体中艰难地发展。
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的一些日本近现代文学流派的产生和消亡一般仅十年左右或不到十年，正如日本
文学评论家中村光夫在文艺评论《移动的时代》中所述：“与欧洲的一些文学流派不同（欧洲的文艺
思潮产生与消亡一般约为三十年，相当于一代人），日本的文学流派本应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却过早地
凋零，即。
这些归咎于曰本文学的‘外发性’。
”日本近现代文学对我国有过很大促进作用。
二十世纪初，我国在学习和积极吸收西方文明之时，就受到了日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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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日本战后文学发展的特点，把日本战后文学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45年至1954年，是日本战后文学初期阶段；第二时期1955年至1975年，是日本战后文学发展
的中期阶段；第三时期1976年至1995年，是日本战后文学发展的后期阶段。
本书以日本战后文学发展为主要脉络，书中以时期和文学流派的划分为主轴，材料尽量做到翔实可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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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志明，1983年黑龙江大学日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8年黑龙江大学日语系硕士毕业后留校至今。
先后多次赴日学习、研究。
1999年以中国访问学者身份与日本东京大学人文学部安藤宏教授合作进行日本近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
。
先后发表专著6部，学术论文30余篇。
 
    现任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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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本大正时期，白桦派的武者小路实笃创作了剧本《其妹》、长与善郎创作了剧本《项羽与刘邦》；
新思潮派的菊池宽发表了剧本《父亲归家》、山本有三发表了《生命之冠》和《杀婴》等。
这些作品极大地促进了戏剧的发展，使近代戏剧得以确立。
在日本文学发展史上，日本战后文学是一段十分重要的时期。
虽然这一时期至今不过60多年，但是它对日本的政治、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
1945年，随着日本的战败、美军的占领，日本的资产阶级势力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与明治维新的自
上而下的改革不同，日本战后的政治改革是较为彻底的一场政治革命，它摧毁了军国主义的专制统治
，使封建专制制度受到了致命的冲击。
在废墟上、在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为满足广大日本人民的精神需求，以人为本的各种文学流派相继
产生，发表了很多著名的文学作品，对日本战后文学的近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些文学流派的创作宗旨、文学主张在日本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之时，日本各主要大城市已被炸成废墟，各种文学杂志、出版物几乎全部停刊。
但此后不久，这些刊物和出版社很快陆续复刊和恢复出版，其中包括在战争中被军国主义统治者叫停
的《改造》、《新潮》等刊物。
这一时期，由于食物匮乏，人们饥肠辘辘，生活极其艰难，但是似乎更加需要精神食粮。
在一些大杂志社及报纸发行处时常可以看到人们排队购买刊物和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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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战后文学史》：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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