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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从葡萄牙人迪亚士绕过好望角（1487年）并到达印度（达·伽马，1498年）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首次1492年）算起，人类跨入近代社会已经500余年，但中国和日本被拖入近代的历史还都不到两个
世纪。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依次经历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的阶
段划分，“近代”（Modem times）属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此可以把“近代化”（The
modernization）视为资本主义化的过程。
然而，当1917年人类历史上出现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便翻开了“现代史”
的第一页，这是以往的教科书普遍采用的标准历史分期法。
但是，时代在变，世界在变，人们的认识也在“与时俱进”。
今天，我们所有为现代化建设奋斗的人们，应该怎样理解“现代化”的含义和性质呢？
对“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课题组的全体成员来说，这的确是个无法绕过的理论难题，因为展现在我
们眼前的客观世界里，社会主义转过头来“补课”并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也在调整并继续发
展，“市场经济”不再是区分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准，20世纪以来处于并行和对立状态的两大社会制度
，正呈现交叉、互补、趋同发展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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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近现代文化史》将以史实为依据，对日本近现代的思想言论、教育道德、价值观念、人文学术
、宗教信仰、文艺美术、报刊媒体、社会生活等做一次全景式的扫描，以勾勒出日本近现代文化史的
整体发展脉络和演化逻辑。
在此基础上，作者还时而穿越扑朔迷离的诸多文化表象，对其深层作一番探测，力求对诸多文化现象
做出客观公允的重新解读和定位，以反省迄今为止将日本视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样板的固化思维模式
。
面对国际日本学研究中目不暇接的日本文化论，《日本近现代文化史》的总体路径是：通过“文化叙
事”破解“文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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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战争结束后，那些在战时因为不配合国策而被迫或自动放弃写作的名家又重登文坛。
谷崎润一郎出版了战时被迫停止连载的小说《细雪》，川端康成也开始创作《千羽鹤》。
左翼作家们继承战前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传统，在“民主主义文学”的旗帜下，大胆揭露时弊，以文学
反映占领时期日本底层人民的困苦与抗争。
不过，战后文学最突出的倾向还是通俗文学的盛行，战争剥夺了人们享受生活和憧憬未来的权利，在
不断有轰炸机轰鸣而过的东京谁又有闲情逸致看一本恋爱小说呢。
而战后的和平使人们被长期压抑的追求享受的自然需求骤然爆发，报社、杂志社、出版社为了吸引更
多读者而大量刊登通俗文学，文学迎来了自己的复兴。
1920年《每日新闻》就曾连载菊池宽的《珍珠夫人》并获得巨大成功，战后作家们又开始转向通俗文
学的创作。
虽说通俗小说与纯文学的区别很多，但其中最核心的区别还是作家的写作初衷。
通俗小说首先是要引起读者的兴趣，让读者获得精神享受，其次才是作家意图的表露，而纯文学则相
反。
战后经济经过复苏期进入高速发展期，文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倾向越发明显，甚至连与通俗文学一直
泾渭分明的纯文学内部也发生了变质，即不同于纯文学私小说的传统，而是取材于社会时事的“中间
小说”诞生了。
石坂洋次郎的《石中先生行状记》、舟桥圣一的《雪夫人绘图》就是这类战后中间小说的典型。
此外，还有水上勉的推理小说，山崎丰子、有吉佐和子、三浦绫子的社会小说、濑户内晴美的情色小
说，井上靖充满异国情调的历史小说也有这种中间小说的色彩。
中间小说介于纯文学与通俗大众文学之间，作者在探索自身的主题外，披上了更能为大众喜闻乐见的
巧妙情节的外衣，兼顾纯文学的思想性、艺术性与通俗文学的娱乐性，至今仍是文坛的一股重要潮流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近现代文化史>>

编辑推荐

《日本近现代文化史》：国际学界首次系统探讨明治以来日本现代化历程的专史系列研究丛书整体性
、系统性，学术性特色鲜明展示了我国学界的最新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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