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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
益于西学东渐大潮。
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
国入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
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20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
。
　　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
因而得到迅速发展。
在此过程中，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还只是首开记录，接踵而
来者更见精彩，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
》、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为《曲学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
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
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
这些著作，思路不一，体式各异，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
　　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惟我独尊”的妄想，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
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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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收内容，第一部分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表的系列论文，第二部分为1997年出版的《(野
草)研究》，第三部分为近年的学术报告。
在翻译中，我对丸尾先生的研究特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他的方法或许可以称之为“历史还原法”，就是把鲁迅放回到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放回到鲁迅
自身的精神发展脉络与作品生态群落中去。
正是顺着这一思路，我加深了对鲁迅的理解，在方法论上亦有收获。
我想，丸尾先生之所以一再自谦，也是因为他的学术方法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日本鲁迅研究学术传统
的发扬光大，其中融会了增田涉对研究对象及其历史背景的深人体察，竹内好的思想史视角和以鲁迅
自身作品来解释鲁迅的方法，丸山昇严谨的实证，伊藤虎丸绵密的思辨，木山英雄富于穿透力的哲学
与诗性的交织⋯⋯当然，丸尾先生在汲取传统的同时有着个人聪慧的感悟与灵性的发挥，至于扎扎实
实的文本细读与历史追溯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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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丸尾常喜(1937年3月-2008年5月)，生于日本熊本县人吉市，文学博士。
196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曾在大阪市立大学师从增田涉教授攻读中国文学专业硕士课程。
历任北海道大学副教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与文学部教授、大东文化大学教授、日本中国学会
理事长、东洋文库研究员，主要著作有《鲁迅——为了花而甘当腐草》、《鲁迅：“人”与“鬼”的
纠葛》、《鲁迅(野草)研究》等，译著有《鲁迅全集》第2卷《彷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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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第一部分 从耻辱感启程一 从“耻辱”（“羞耻”）启程的契机——作为民
族自我批评的鲁迅文学之一二 “耻辱”的形象——作为民族自我批评的鲁迅文学之二三 从“呐喊”
到“彷徨”——作为民族自我批评的鲁迅文学之三第二部分 《野草》研究《（野草）研究》序一 《
野草》与其背景（一）彷徨（二）“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三）苦闷的象征二 《野草》注解凡
例（一）秋夜（二）影的告别（三）求乞者（四）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五）复仇（六）复
仇（其二）（七）希望（八）雪（九）风筝（十）好的故事（十一）过客（十二）死火（十三）狗的
驳诘（十四）失掉的好地狱（十五）墓碣文（十六）颓败线的颤动（十七）立论（十八）死后（十九
）这样的战士（二十）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二十一）腊叶（二十二）淡淡的血痕中——记念几个死
者和生者和未生者（二十三）一觉（二十四）题辞《（野草）研究》跋1924-l927年鲁迅作品一览《（
野草）研究》中文要旨《野草》相关日本语文献目录（一）翻译（二）论文及其他其他参考文献（一
）日语文献（以作者姓名日文五十音图为序）（二）中文文献第三部分 恢复的希望一 鲁迅：关于“
人”与“鬼”二 关于《药》的读解——乌鸦象征什么三 《阿Q正传》再考——关于“类型”编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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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鲁迅在赴日留学不久的1903年，22岁时，发表了《斯巴达之魂》。
那篇充满朝气的“激昂慷慨、顿挫抑扬”的文章，让晚年的鲁迅“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序言》
，1934年）。
文中毫无迂曲地直接刻画出“不胜则死”的斯巴达武士的“名誉”和“耻辱”。
德尔摩比勒战役的逃归者亚里士多德，为妻子涘烈娜的死谏所警醒，悄然投身于接下来的浦累皆之战
，战死沙场。
涘烈娜的谏言说：　　设其人知耻，奚不解剑？
⋯⋯奚不以其剑断敌人头？
噫，斯巴达之武德其式微哉！
妾辱夫矣，请伏剑于君侧。
鲁迅给这篇耻辱感恢复的故事所写的小序，以这样的话语结尾：　　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
呜呼！
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
必有掷笔而起者矣。
译者无文，不足模拟其万一。
噫，吾辱读者，吾辱斯巴达之魂！
　　由此可见，在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整体性批判或者将其客观化之前的鲁迅，基于森三树三郎氏所
说“名与耻的文化”养成的耻意识，与斯巴达城邦国家式的耻感文化发生了直接的共鸣。
　　《摩罗诗力说》（1907年），是显示出生于东方文明古国的青年鲁迅同欧罗巴精神搏斗轨迹之最
具力度的评论。
正如此篇所显示的那样，鲁迅同欧洲文明的接触，是通过逼近“神”、“魔”对立这种欧罗巴精神的
核心而实现的，这对于其自身思想的形成具有何等重要的意味不得而知。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耻辱与恢复>>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