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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何谓他者，这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绝非三言两语就能回答清楚。
最简单地说，他者就是站在自我的对立面上一切非我的人或事物。
正因为自我与他者的如此关系，他者通常是在与自我的关系中被提及和理解，自我正是通过他者来完
成其自身意义的界定的。
也就是说，在将自我作为自我来认同的时候，必须要有他者的介入，反之亦然。
比如说，一个婴儿从出生后八个月左右的时间开始形成自我意识；其自我的形成主要是借助对于他者
——母亲形象的把握来进行。
上述说法是关于他者的最基本的界定。
哲学界关于他者的探究可以上溯到笛卡儿关于“我思”的思考那里。
在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胡塞尔的《笛卡儿式的省察》等哲学著作中，都有关于他者的深刻表述。
在日本，现代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和当代文艺批评家柄谷行人等也都对他者做了精到的分析。
　　从与自我的关联方式这一角度来思考他者时，可以区分出人格性的他者和非人格性的他者两种类
别。
所谓的非人格性他者就是指被自我对象化了的他者，是被自我认知、打量的事物。
当然，这种类型的他者，并非一定只局限于物体或动植物，也可以是指被“物化”后的个人或群体。
在这里，自己与他者的关系就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也即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关系。
与此相对的是人格性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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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这几个时期日本文学的发展为主线，从“恋爱·
家庭·他者”、“作为恶意超越者的他者”、“通往自我救赎的道路”等视角抽象出“他者”的表象
。
全书视野独特、分析到位，可供日本文学爱好者、日本文化研究者等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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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勇，男，1967年生于重庆市万州区。
文学博士，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国际芥川龙之介学会中国支部理事。
1991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日语系，获日话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获日
话语言文学硕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获日本文学硕士学位，2 009年月毕业于北京
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
曾于1991年7月至1996年1月在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外语系任教，于1996年2月调入宁波大学工
作至今。
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
截止目前，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日语学习与研究》等国内外
重要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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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恋爱·家庭·他者　1 “恋爱”的成立及其挫折——以《浮云》为视角　2 “恋爱”、“国家
”、“他者”——《不如归》论　3 夭折的自我——《三四郎》论　4 恋爱的“罪”与“罚”——《门
》的启示录　5 “爱”的错位——论《道草》中的他者意识　6 传统与现代的他者性—__《半日》论第
二篇 作为恶意超越者的他者——以中岛敦文学为中心　7 自我解体的悲歌——《山月记》论　8 自我
受难的真相——《李陵》论　9 行动主义者的末路——《弟子》论　10 血脉的他者性与命运的反转—
—《盈虚》论　11 他者的眼睛与倒错的自我——《幸福》论　12 无边的虚无——《名人传》论第三篇
通往自我救赎的道路　13 “东方主义”视野中的中国像——《南京的基督》论　14 被虚化的自我——
以《河童》中的“疯狂”为视点　15 自我的焦虑——《金阁寺》的再解读　16 “寻找”的宿命——《
寻羊冒险记》论　17 生与死的界线——《挪威的森林》论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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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么，《不如归》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为何会成为“与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一道并
列为明治年问最大的畅销书”呢？
①这也正是本篇想要回答的问题。
　　《不如归》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的：陆军中将片冈子爵的女儿浪子与海军中尉男爵川岛武男是一对
新婚燕尔的夫妇，但婚后不久，浪子就患上了肺结核。
武男的母亲出于对川岛一族命运的担忧，趁武男外出参加军事任务时强迫浪子离婚。
不久后甲午战争爆发，武男随军参战。
战争结束后，武男一直渴望见到浪子，未果。
不久，浪子在病中死去。
最后，武男带着白菊花到浪子的墓前参拜时，碰到了浪子的父亲片冈中将，两人握手言和。
从这样的表述中就不难看出，在《不如归》这部小说中并置了恋爱、疾病、战争、家庭制度这样四个
层面上的内容。
历来关于《不如归》的解读虽然是林林总总，但是，在回答其为何长期走红的原因时，几乎所有的研
究都只停留在表层，有意无意地回避了隐藏其中的帝国主义话语逻辑。
所有这些零星、分散的研究渐渐地汇集成了一种虚幻的假象，认为《不如归》之所以能够长久地流行
，乃是在于其中所描写的凄婉的浪漫爱情以及点缀其问的贵族式的摩登生活，点燃了刚从封建桎梏中
走出来的人们内心的渴望之故。
比如，下面这样的观点就颇有代表性：　　这部小说出现的明治三十年代的初期，正是与谢野铁干所
主宰的《明星》高唱恋爱至上主义，高山樗牛提倡美的生活论、本能满足主义等盛行的时代。
《不如归》也作为这样的明治浪漫主义恩潮之一，展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基于恋爱的婚姻生活。
可以认为，这也是它获取人气的原因所在了。
她远航在外的丈夫，也就是那位让她“恩恋不已的武男君”，给她寄来了充满爱情的信件，她也给他
回写热烈的情书。
而且，像书中所描写的那样，出场人物住在铺有绿地毯，安放有椅子、桌子的屋子里，他们一边喝着
红茶，一边愉快地交谈；丈夫会握住带着宝石戒指的妻子的手，轻轻地亲吻。
像这样，在洋溢着欧式高雅生活氛围的家庭中，男女间相互爱恋、互相慰藉的亲密关系，在男尊女卑
的风气尚根深蒂固的明治社会中，不难想象该是有多么令人炫目的了①。
　　可以说，研究者如是的解读方式一直在主导着读者对于《不如归》的固定化的理解，似乎一代又
一代的读者仅仅是因为小说中所描写的优雅的贵族生活和罗曼蒂克的爱情，才被唤起了阅读热情的。
其实，在《不如归》中充斥着大量的帝国主义的话语隐喻，这些隐喻极大地迎合了日本明治以来日渐
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才是《不如归》在帝国主义语境中被不断复制和圣化的原因所在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绝非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作者德富芦花是有意识地在这部貌似罗曼蒂克的爱情小说
中植入了帝国主义的话语装置的。
　　2.1 被处决了的“爱”　　《不如归》以爱情小说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众所周知，西洋式的恋爱理念是随着明治维新后“文明开化”的大潮涌人日本的。
明治先贤诸如北村透谷、与谢野铁干、岩本善治等人都曾积极地鼓吹过现代恋爱观。
北村透谷在题为《厌世诗人与女性》的文章中提出：“恋爱是人生的秘密钥匙，先有恋爱，然后才有
人世。
倘若抽却了恋爱，那么人生还有何生色？
”②而主宰文艺杂志《明星》的与谢野铁干在其出版的和歌集《乱发》中公然主张灵与肉相结合的恋
观爱，讴歌恋爱的欣喜和肉体的光辉。
他的这一主张被评论家说成是“对于视恋爱为发痴的封建性的叛逆”③。
总之，“随着‘恋爱’压抑了传统的‘色道’而获取了市民权后，日本民众就开始凭借‘爱’的理念
来思考与他者的联系了”④。
尽管恋爱的理念输入到了近代化起步的日本，但这一崭新的价值观要在封建气息甚浓的日本扎下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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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为时尚早。
在新的恋爱理念面前，明治时代的青年男女毋宁说是反讽地体尝到了失落、痛楚。
可以说，日本近代文学就正是以描写时代青年所体认到的爱的伤痕而建立起来的。
以二叶亭四迷的《浮云》为肇始，在这个描写了“爱的伤痕的”文学谱系中就有尾崎红叶的《金色夜
叉》、坪内逍遥的《当世书生气质》、森鸥外的《雁》和《舞姬》，等等。
在德富芦花之后的夏目漱石也通过一系列的所谓的“家庭小说”再现了近代恋爱观在日本本土化过程
中的挫折。
　　但是，在《不如归》中，德富芦花却浓墨重彩地渲染了一首感天动地的恋曲。
《不如归》是以武男和浪子在著名的上州伊香保海滨春游时的恩爱场景揭开序幕的。
男女一起郊游无疑是来自西方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说，小说的情节从一开始就是在一种疑似西方的语境中展开的。
与此前描写恋人问龃龉的文学作品完全不同的是，《不如归》中的武男和浪子自始至终就是以一对恩
爱夫妻的形象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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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恋爱”、“国家”、“他者”、恋爱的“罪”与“罚”、传统与现代的他者性、自我解体的悲
歌、行动主义者的末路、血脉的他者性与命运的反转、他者的眼睛与倒错的自我、无边的虚无、被虚
化的自我、自我的焦虑、“寻找”的宿命、生与死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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