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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我最近三年（2010-2012）间的作品自选集。
按“新人文丛书”编委会的要求，各书编选的时间范围是最近十年的“代表作”。
我统计了一下，最近十年（从2002年算起），我发表了约一百多篇论文，字数有一百多万，研究领域
和话题也较为广泛。
若要围绕一个中心主题，编选出25万至30万字来，取舍之间，似易实难。
至于是不是“代表作”，则主要取决于论题，因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有所不同，只要是用心写出来
的文章，总能“代表”自己。
鉴于此，我决定在“新人文丛书”规定的范围内，进一步缩小编选的时间范围，以“日本之文与日本
之美”为中心主题，从2010年至今（2012年）的三年间的作品中编选成书，请读者检验和批评。
最近几年来，我的研究重心是日本古代文论和古典美学，翻译了200万字的日本原典文献，出版了《日
本古典文论选译》全四卷和《审美日本系列》全四卷（包括《日本物哀》、《日本幽玄》、《日本风
雅》、《日本意气》）。
翻译的过程本身是对原典的最为有效的阅读、体味和理解，对于古典文献而言，甚至翻译本身就是研
究的一个环节。
我将翻译作为研究的基础，把翻译与研究结合起来，把文献学方法与理论建构法结合起来。
在此翻译基础上，运用我撰文提倡的“比较语义学”方法，从关键词（重要概念、范畴）入手，站在
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的立场上，对日本古典文论与美学做了初步的、尝试性的探讨、辨析和阐发。
为此后研究和撰写《中日古典文论范畴渊源考论》、《中日比较诗学》和《日本四大美学范畴研究》
打下基础。
本书所选的作品，就是我在这一领域的初步思考及其主要成果。
这些成果虽然还不很成熟，但它们也能够显示出我在学术理念与学术方法上的某些阶段性的变化。
回顾起来，简单地说，从以文学史体系建构、作家作品论为主的“文学史”、“翻译史”、“学术研
究史”及“中日比较论”，发展到以学科理论建构为主的“学科论”，再发展到现在的文论与美学的
纯理论研究。
换言之，是由早先的偏重于史或史论结合的研究，到学科原理为中心的学科论研究，再到美学与文论
的纯理论研究。
这样的发展变化是自觉为之，顺理成章的。
谁都知道，凡是做研究的人，从微观的、个案的、具体的问题开始，才能落到实处。
但另一方面，凡做研究的人，都能做具体的、个案的、资料性的、史的研究，却不一定都有思想性的
“论”和体系性的建构，不一定能提出新概念、新观念、新观点。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只要努力，后者是可以做到的。
应该把资料性的考据性、实证性的研究与理论概括、思想阐发这两方面结合起来。
当实证性的个案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可以更多地从微观提升为宏观、从实证研究走向理论概括和
思想阐发，这应该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也是学术研究的最高指向。
在二十多年的研究与写作中，我做过不少的“史”的研究，在数字化时代到来之前，用最原始的方法
、费尽体力东跑西颠查找资料。
但在今天，这样的研究方式和方法要不要有所改变呢？
做学问总是应该有所进步，我也应该有所进步，究竟往哪方面进步呢？
在跑腿查找资料方面，还能跟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相比吗？
即便能比，也没有什么优势了吧。
随着年龄增大，在跑腿耗体力方面势必会不断退步。
然而，另一方面，在思想、思辨能力、理论概括和阐发方面，却似乎又在不断地进步着。
如果说青年时代所做的更多的是“行而寻道”，今后要做的更多的恐怕应该是“坐而论道”了。
我想，这就是自己应该扬长避短的地方，也就是我今后努力进步的方向。
“坐而论道”就是思想建构和理论研究，是在实证研究、资料积累达到一定阶段的自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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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有意识的作为，也依赖于信息化时代的赐予。
如今信息科技的长足进步，给“行而寻道”提供了前人所无法想象的方便。
在计算机及数字化到来之前，收集材料全靠手工，要研究一个较复杂的问题往往需要皓首穷经，对资
料信息要一页页地翻，一行一行地找。
找到了，梳理、解释出来，就是学问。
而在今天，通过网络就可以查到至少六七成的所需材料。
再过若干年，当图书馆的藏书全都被数字化之后，大多数类型的资料查找恐怕就成了足不出户的举手
之劳。
过去“行而寻道”时非“行”不可的，现在大部分能够以“坐”代之了，这就使“坐而论道”成为可
能，并显得更为重要了。
钱钟书的“掉书袋”式的《管锥编》曾因巨大的劳动含量和知识含量而令人赞叹，在他那个时代写出
来很不容易，但在如今的数字化时代，那样的书撰写起来就容易多了。
假如今天仍有人要写这类书，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若只靠罗列、排比书刊资料，而没有理论概括的高度和思想分析的深度，那么纵使篇幅部头再大，也
没有多大意义。
诚然，即便到了今天，许多稀见的原始资料仍然没有被数字化，收集入手往往是费时费钱费力，能够
将那些被尘封、被淹没的事实发掘、呈现出来，本身就很重要。
这个工作、这个过程不能省略，以这类资料为基础写成的著作论文仍很是有价值的。
但无论如何，资料收集只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而不是学术研究的最高指归。
在现代科技为资料收集提供了便捷的手段和途径之后，做学问对思想的呼唤、对理论建构的要求就更
为殷切了。
这是因为，在今天，不含有思想的纯知识太多了，而寄寓着思想的知识建构又太少了。
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做学问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虽然做学问条件方便了，查找资料容易了，大多数知识和材料已经进入了公共领域，不再是奇货可居
的了；另一方面，要对材料加以利用和阐发，不仅要说明“是什么”，还要追问和解答“为什么”，
要追求思想理论上有所建树，从而将“搞学术”提高为“做学问”。
学问之道，重在学而有“问”—探问、疑问、发问、质问、诘问、追问、推问，考问，也就是提出问
题、回答问题，解释问题、解决问题，问而有道、问而得道，如此一来，学问就表现为理论的形态，
思想便含在学问之中。
说起来，思想本来是人的高贵本性，但我们的思想受着多重的束缚。
假如没有成见、没有压迫、没有禁锢、没有畏惧、没有功利考量，靠着我们与生俱来的高贵本性，我
们就可能思想。
换言之，要有思想，首先就有要解放思想，就要发挥思想的自由。
然而实际上我们的思想又处在内在和外在的、自觉和不自觉的多重束缚和限制中。
在束缚和禁锢中时间太长，就与能够思想的外国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差距甚至隔绝。
而一旦能够睁眼看世界，发现了这种差距，就有了学习、输入、研究外国新思想的渴求，甚至为了实
际的需要，而把某些外国人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外来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以填补长
期形成的思想真空。
在这种总体的大背景下，反映在学术研究方面，只要把外国人的材料和观点加以编译、记述、评述，
就算是学问了。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还有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许多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实际上是
从外国学者的书上编译（甚至可以说是“抄”）来的，那样做也是学术研究从荒废已久到初步复苏的
必经阶段，对学术文化的复兴是有益的。
而且那时我们也没有今天这样的学术规范，故而很难把那种“抄”与今天的学术道德中所禁忌的“抄
袭”混为一谈。
然而，今天不同了，我们固然必须了解外国材料，固然可以参考外国人的观点，但不能没有我们自己
的立场，不能没有我们自己的视角，不能没有我们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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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问题是如此，研究外国问题更是如此。
一般人可能认为，中国人研究外国问题，其水平难以与对象国的研究相比，因为人家具有天时地利，
而我们则没有。
但是，这种看法只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研究外国问题当然比研究本国问题有着更多、更大的困难，不仅收集资料存在很多不便和麻烦，而且
还有着地理、语言、文化上的种种阻隔。
但是，也恰恰因为是这样的阻隔，外国问题研究者才有更多的跨文化优势。
例如，因为跨了两种语言，你必须强化语言能力，你通晓了外语，就有了理解外国的能力与便利；你
可以做翻译，甚至你应该成为翻译家，或者起码应具有翻译家那样的阅读理解的素质；因为跨了两种
文化，你就有了与外国文化对话的必要和可能，就有了跨文化解读、跨文化阐释的广阔空间；因为你
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瞭望外国的，你就有了独特的立场、独特的视角，就能看出外国人自己看不出来
、或者习焉不察的东西；因为你立足于中国，涉足于外国，你就有了更为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并且
就有可能发展提升为世界意识世界眼光，能够大大拓展思想空间，大大有利于学术理论的建构。
这样看来，要提高研究能力、活跃思维、开阔视野，就必须有跨文化的研究体验，就必须通过研究外
国问题而获得。
正因为如此，从中外学术史上看，第一流的学者几乎没有一个不关注外国问题的。
不管懂不懂外语，懂多少外语，都不减他们对外国问题的研究热情。
不管是近代的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鲁迅、周作人、胡适，还是当代的钱钟书、季羡林、朱光潜
、王元化、饶宗颐、徐复观等等，他们其实都不仅仅是所谓的“国学家”，而且是“外国学家”，甚
至主要是一个“外国学家”。
事实是，一个好的“国学家”绝大多数是一个“外国学家”，他们对外国问题的研究，绝不是对外国
人鹦鹉学舌，而是用自己的思想、用中国人的思想去烛照外国，由此而理解外国，也由此返观本国，
并更好地了解本国。
所谓的“国学家”中的“国学”，通常是指狭义上的“中国之学”，实际上，“国学”应该理解为“
中国人之学”，因为凡是中国人做的学问，不论是研究中国还是研究外国问题的，都属于中国之学即
“国学”。
在这个意义上，本国优秀的“外国学家”，就是优秀的“国学家”，因为这样的“外国学家”归根到
底是属于中国的，属于中国学术史的。
今天，我们研究外国问题，要保持好中国人的姿态，中国人的文化立场，就要继承和借鉴前辈学者的
经验。
首先必须尊重、必须弄懂外国的原典，了解外国的历史文化背景，然后做出我们的解读和我们的判断
，为此就不能以外国学者的观点为圭臬，不能以获得某些外国人一时的认同夸赞便沾沾自喜、忘乎所
以；不能以“国际化”、“国际交流”等交际性的理由，对外国人随声附和；否则，就会将学术文化
的交流等同于急功近利的政治交易或商业交换。
倘若我们有了足够的自信、足够的独立精神，就不必急于求得外国人的“承认”。
事实已经证明，那种依靠政治与金钱的手段，罔顾外国人的感受与接受条件，性急地将自己的东西“
推广”出去的做法，是不奏效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
在学术上，我们对外国学者应该不苟同、而存异。
只有这样，我们的思想与学术才能独立，才能在世界思想和学术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占有自己的地位
。
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国外的汉学家与我们中国人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一样的，我们会真正尊重、真
正重视国外的汉学吗？
我们有必要像今天这样兴师动众地来研究“国外汉学”吗？
同样地，假若我们研究外国学问而与外国人趋同，例如研究美国问题便附和美国人，研究日本问题便
以日本学者的观点为规矩绳墨，研究德国问题就不敢越德国学者雷池之一步，那情形将会怎么样呢？
那样做，可能会很快就会得到一些外国人廉价的赞赏，因为一些外国人也会因为我们乐于模仿他而感
到洋洋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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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低首下眉的模仿者可以取悦于人，但绝不会真正受到重视和尊敬。
相反，我们提出了自己的合于事实、又合于逻辑的看法和观点，可能会使一些有民族尊大感的外国人
感到不适和不爽，但是最终他们可以不“心悦”，却不能不“诚服”。
一句话：今天我们研究学问，特别是研究外国问题，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能满足于跟在外国人
后面亦步亦趋。
我们要向19世纪西方国家的那些东方学家们学习，又要向现代的那些外国汉学家们学习，要努力放出
自己的眼光、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们自身的要求。
从中外思想史上看，思想与学术从来都应该是相伴相生、互为依存的。
必须将研究者的“思想”寄寓于学术研究中，没有思想的学术是干枯的，没有学术的思想则是架空的
。
而独立的思想，在某些时候，可能会产生危险，对极少数人可能会有害处；在更多的时候，对很多人
而言，思想也是无关紧要的，是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无用的东西。
然而正因为如此，独立的、新颖的思想成果是有审美价值的，或者可以它本身就是“美”的，特别是
像哲学、美学、宗教学、文艺理论这样的学科领域，高高地悬浮在社会基层之上，脱去了群众性，其
理论很超俗、很超越、很精致，也很漂亮、很美。
越是精致和纯粹，也越是利于人的抽象思辨力的发挥，也越能体现人的思维与思想的美与魅力。
这样的纯理论，其本身是一种作品，是科学与艺术统一的“美”的作品。
从事这样的理论思维、言说与写作，其过程常常会伴随着充分的美感运动。
也就是说，思想与思辨，本身也是一种审美创造。
因为崭新的思想论点、精确的语言表述、严谨的逻辑构造，既有着科学的精确，又有着艺术品那样的
完美。
当一个读者不仅读懂了理论著作，而且从中读出美感享受的时候，这个读者才算真正达到了审美修养
的最高境界。
在声色之乐中感受美，在一般自然美和艺术美中感受美，其实常常只是对美的简单的“反映”或“反
应”，只有在貌似不美的对象中见出美来，才是真正的“审美”。
审美活动的最终指向就是用人的情感和智慧去美化这个世界，就是实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真正有见地的、有价值的理论作品不只是为启迪思想而生产，也是为了审美而生产，不只是为了求知
益智而阅读，也可以为了审美而阅读。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村上春树在早期小说中，常写道主人公在优哉游哉的寂寞中，捧读康德的
《判断力批判》，其实那不是在用功学习，而是在审美享受。
这或许是今后的学问产品、思想理论成果生产与消费的基本走向。
本书所选的文章，作为纯理论性的文章，虽然读懂不太容易，但我希望读者能以上述的审美阅读的姿
态去读，况且这些文章都是谈“文”论“美”的，说的都是文学艺术与美学方面的东西。
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不仅运用了理论思辨，同时也是带上了自己的审美体验。
如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调动和激发出自己的审美体验，那是最好不过了。
而且，谈日本之“文”的时候，我很注意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谈日本之“美”的时候，除了与中国比
较，我还注意到了日本之美的普遍的美学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文和日本的美也与我们中国之文、中国之美息息相关，与世界文学与人类普遍
的审美诉求息息相关。
因而，关注日本的文，日本的美，归根到底就是借日本之镜反观我们的文、反刍我们的美。
当然，以上所期望的写作与阅读的境界，无论是对作者本人，还是对读者而言，都是理想化的。
对我本人而言，思想、理论、审美，都是追求的目标，然心向往之，却未能及。
对这个目标的接近，也许永远只是一个过程罢了。
不过，我可以向读者保证的是，从状态和过程上说，我的文章都是认真、用心地写出来的。
不是为了应付业绩考核，不是为了评职称、不是为了得到奖赏、不是为了获得虚名实利，而只是为了
想写而写，因为写着愉快，所以写着、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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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几乎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为学问而学问，著书撰文，自得其乐。
写出来，发表出去，公之于众就行了，交给读者，交给时间，慢慢去评判就行了。
只要是严肃的、我认同的学术期刊，谁向我约稿，我就把文章给谁。
至于什么“中央级”、“地方级”或“核心”之类的行政化、商业化的期刊等级规定，实与学问无涉
，更与我的选择不相干。
本书正文有两部分构成，前一部分是我在各家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的十三篇文章，后一部分是我翻译的
两篇译文。
一是日本现代美学家大西克礼（1888-1959）的长文—《“物哀”论》（1940）。
大西克礼从美学的角度，曾对日本的三大审美范畴做了研究，撰写了《“幽玄”论》、《风雅论—“
寂”的研究》和《“物哀”论》三书。
其中前两者已由我翻译出来并已出版发行，这篇《“物哀”论》我刚刚译出，在此第一次公开发表；
另一篇是著名学者、思想家和辻哲郎（1889-1960）的《关于物哀》（1923），这是一篇短文，是现代
“物哀”论史上的名篇，影响很大，在此也是初次翻译发表，以飨读者。
另外，“新人文丛书”本来要求作者选编近十年的代表作，因篇幅和论题所限，我只从近三年的作品
中编选。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在书后附录了一份近十年的作品目录清单，聊供读者查阅和参考。
最后，感谢著名学者史仲文教授的友情约稿，感谢史先生及他所领导的北方工业大学人文研究所的研
究人员张轶、王鸿博两位博士及本书策划统筹陈卓先生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心血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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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近三年间王向远教授以“日本之文与日本之美”为主题的作品自选集，包括十三篇论文和两篇
译文。
作者在系统翻译日文原典的基础上，以日本古典文论与美学的若干关键词入手，运用比较语义学的方
法，对日本古典文论的发生、发展及基本特点做了梳理、总结，对“道”、“文”、“心”、“气”
等基本概念的意义构成及与中国文论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和比较分析；对日本古典美学与文论中的四
大基本范畴——物哀、幽玄、寂、意气——做了审美语义的剖析与概括，作为原创性研究，填补了中
日比较文学、比较诗学和美学研究的空白。
最后的两篇译文也都是日本“物哀”论的名篇，在本书中系初次翻译发表。

作者在谈文论美的同时，注重行文的流畅与严谨，在文字表现上追求美感。
本书对于进一步了解日本传统审美文化、民族心理、文学与美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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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向远，1962年生，文学博士。
1996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作家、翻译家。
著有《王向远著作集》全10卷（400万字，2007年版）及各种单行本著作21种（含合著5种），发表论
文160余篇；译有《日本古典文论选译》（全四卷）、《审美日本系列》（全四卷）及井原西鹤等日本
古今名家名作，共计26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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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日本古代文论的传统与创造 日本近代文论的系谱、构造与特色 应该在比较文学与比较美学中提
倡“比较语义学”方法 道通为一——日本古典文论与美学中的“道”、“艺道”与中国之“道” 气
之清浊各有体——中日古代文论与美学中的“气” 心照神交——日本古典文论与美学中的“心”范畴
及与中国之关联 中日“文”辨——中日“文”“文论”范畴的成立与构造 入“幽玄”之境——通往
日本文化、文学堂奥的必由之门 感物而哀——从比较诗学的视角看本居宣长的“物哀论” 日本的“
哀·物哀·知物哀”——审美概念的形成流变及语义分析 论“寂”之美——日本古典文艺美学关键词
“寂”的内涵与构造 日本美学基础概念的提炼与阐发——大西克礼《幽玄》《物哀》《寂》三部作及
其前后 日本“意气”论——“色道”美学、身体审美与“通”、“粹”、“意气”诸概念 “物哀”
论 关于“物哀” 附录：王向远近十年作品目录（200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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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一点集中体现于松尾芭蕉的创作里。
在他“寂”的“审美眼”里，世间一切事物都带上了美的色彩。
例如，他的俳句“黄莺啊，飞到屋檐下，朝面饼上拉屎哦”；“鱼铺里，一排死鲷鱼，呲着一口白牙
”，都是将本来令人恶心的事物和景象，写得不乏美感。
19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的审美观与艺术表现与此有一点相似，但波德莱尔是立足于颓
废主义的立场，强调的美与丑、美与道德的对立，而松尾芭蕉并非有意地彰显丑，而是用他的“审美
眼”、用“寂心”来看待万事万物。
有了“寂心”，就不仅会对非审美的东西具有“钝感性”或“不感性”，而且还能够“化腐朽为神奇
”、化丑为美。
一般而言，把原本美的东西写成美的，是写实；将原本不美的东西写成美的，才是审美。
在这方面，不仅芭蕉如此，以“寂”为追求的芭蕉的弟子们也都如此。
据《去来抄》记载，一天傍晚，先师对宗次说：“来，休息一会儿吧！
我也想躺下。
”宗次说：“那就不见外了。
身体好放松啊，像这样舒舒服服躺下来，才觉得有凉风来啊！
”于是，先师说：“你刚才说的，实际上就是俳句呀！
你将这首《身体轻松放》整理一下，编到集子里吧！
”宗次的这首俳句是：“身体轻松放，四仰八叉席上躺，心静自然凉。
”所表现的俳人的苦中求乐的生态。
这种态度，这种表达，就是俳谐精神，就是“寂”的本质。
芭蕉的另一个弟子宝井其角，夜间睡眠中被跳蚤咬醒了，便起身写了一首俳句：“好梦被打断，疑是
跳蚤在捣乱，身上有红斑。
”同样是将烦恼化成快乐。
在这些俳谐中所表现的，就是俳人的甘于清贫、通达、洒脱和本色，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游戏心态和审
美的态度。
显然，在这洒脱的精神态度中，也含有某种程度的“滑稽”、“幽默”、“可笑”的意味。
实际上，“俳谐”这个词的本义就是滑稽、可笑，因而俳谐与滑稽趣味具有天然的联系。
所以大西克礼在《风雅论》中，以西方美学为参照，认为“寂”是属于“幽默”的一个审美范畴。
这是因为‘‘寂’’飘游于虚实之间，同样也飘游于“痛苦”与“快乐”、“严肃”与“游戏”、“
谐谑“与”认真”之间，并使对立的两者相互转换。
于是，“寂”这种原本“寂寞”、”寂寥”、“清苦”就常常与走到其反面，带上了“滑稽”、“有
趣”、“游戏”、”满足”乃至“可笑”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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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之文与日本之美》编辑推荐：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
注。
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
新时期呼唤新人文，也不断催生着新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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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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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