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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夏目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位置是毋庸置疑的，他相当于鲁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
所以夏目漱石研究在日本文学研究界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十分重要并被深入探讨的课题。
在各种日本近代文学研究事典及丛书中，有关夏目漱石的部分都是占据篇幅最长的。
而在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夏目漱石也是被最早和最广泛研究的作家之一。
①不过，在近年，夏目漱石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如何对这位经典作家作出新的阐释成为了每
一个研究者必须面临的问题。
本书选择的主题是夏目漱石与近代日本的文化身份建构（cultural identity），也就是说笔者选择的切入
角度属于文学家夏目漱石的文化意义这一大的范畴。
确立这个角度的原因如下。
　　首先，在文化研究理论日益成熟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从文学的角度对日本的现代性问题重新作出
反思。
对于每一个日本近代文学研究者来说，这种反思甚至应该成为一种社会责任。
在先行研究中，关于夏目漱石与明治社会文化以及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论著和论文是相当多的。
不过，论者往往都是从他的文明批判人手，讨论他对东西方文化的见解，即只注重文学者夏目漱石的
文化言论。
而本书的着眼点在于重新定位夏目漱石作为文学家的整体的文化价值。
在明治初年日本刚刚踏入近代化道路的时候，面对文化母国即中国的衰败和强大西方的入侵，当时的
思想界对日本的文化身份做出了形形色色的设定，比如脱亚论、东西文化融合论、大东亚合邦论、大
亚细亚主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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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以具体细致的文本分析为依托展开论述，通过对夏目漱石整个文学探索生
涯的梳理，认为其从早期《文学论》开始的对文学共性的追求，到其后“写生文”文体的创新、对前
近代式“叙述者”的坚持，以至晚年提出“则天去私”，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文”的轨迹。
并进一步通过“文”及“文化身份”等关键词的链接深入揭示了文学者夏目漱石的文化意义，即对于
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学近现代化之路的意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夏目漱石与近代日本的文化身份建>>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关于文化身份的若干问题  第一节　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身份观  第二节　民族国家、知
识分子与文化身份  第三节　  日本近代文化身份的探索与近代文学的成立第二章　“文”对二元对立
的超越  第一节　汉文学和英文学的对立  第二节　从“场”到语言的主体性  第三节　“文”与“道德
”第三章　文体学意义上的“文”　第一节　夏目漱石的“写生文”　第二节　“美”与“真”的结
合——兼谈“美文”与“写生文”的关联　第三节　从《草枕》看夏目漱石“写生文”观的特质——
兼对清水孝纯论文提出质疑第四章　“文”与“叙述”  第一节　在“前近代”和“近代”之间——
试论夏目漱石前期作品中的叙述者地位　第二节　“叙述”与“近代的自我” ——从《道草》的叙述
者谈起　附何为“近代的自我”第五章　生存论意义上的“文”　第一节　夏目漱石基本精神结构的
形成　第二节　“则天去私”的内涵——夏目漱石晚年精神世界解析  第三节　投向“满洲”的视线
——夏目漱石对近代中国的认识第六章　“文”的内涵与轨迹  第一节　“文”与隐喻  第二节　主体
·文·现代性附录一  日语的起源附录二　世纪国学者的“声音中心主义”附录三　“文”的谱系—
—从江户到近代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夏目漱石与近代日本的文化身份建>>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关于文化身份的若干问题　　文化身份是本书一个重要的关键词，笔者拟从近代日本文
化身份的角度重新审视夏目漱石的文化价值，将他放在明治民族一国家形成的大背景中，通过考察以
汉文学和英文学为代表的中西文化对其文明观的影响，探询夏目漱石是如何通过文学实践形成自己关
于近代日本文化身份的构想，探究在文学与制度相互纠缠的明治时代，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与民族国
家之间的矛盾与共存关系。
为了后文论述的需要，在进入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对文化身份这一概念的某些方面作一澄清。
本章在第一节中，将重点论述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化身份观所呈现的新面貌：它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本质
性存在，而是具有建构含义的概念；第二节将结合日本近代的具体情况，阐释文化身份与民族国家和
知识分子的关联；第三节将分析日本近代思想界对文化身份的探索轨迹和近代文学的成立背景。
　　第一节　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身份观　　Cultural Identity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与全球化过程的不断
深入紧密相连的。
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A93全球化，它使得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
渗透到其他国家，在文化上出现趋同的现象；它模糊了原有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使其受到了严
峻的挑战。
CulturalIdentity这个词有两种中文译法——文化身份或是文化认同，“文化身份又可译作文化认同，主
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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