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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艺术的心与形》是叶渭渠先生主编的《加藤周一作品》的第二部。
该文集将日本著名作家、评论家、文学史家加藤周一的经典作品以文学、艺术、文化为主题结集翻译
，分三部出版。
《日本艺术的心与形》包括三部分，分别是文化艺术概论、日本艺术的心与形、日本艺术精神的考察
。
首先，加藤先生从艺术家在日本社会中的作用揭示了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认为艺术家的工作是“恢
复艺术与大众联系的生命线”。
其次，加藤先生从绘画、音乐、建筑、雕刻、陶瓷以及茶道等方面阐述了日本艺术独具的美。
最后，他对艺术作品注入了思想性解释，从而揭示了作品的思想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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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加藤周一善于通过作品的形发现它的个性，从而找到日本文化的精髓，被誉为当代日本“百科全书式
”的学者。
他的多部作品都成为日本思想、艺术和文学研究的经典。
本书阐述了日本独特的美学与思想，呈现了日本艺术的全景与内涵。

加藤周一，日本著名作家、评论家、文学史家，被誉为当代日本“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多部著
作都被誉为日本思想和文学研究的经典。

这套三卷本选集，是一个日本知识分子试图尽可能正确地理解日本文化而撰写的著作和论文集。
他于15年战争时期(日本侵略中国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在日本国内；日本战败后的60年间，一半
时间在国内，一半时间在国外。

编选这套选集并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是以叶渭渠、唐月梅为中心的中国日本文化研究者。
我微小的工作能够让更多的中国读者知晓，作为原著的作者，我感到莫大的喜悦，谨向实现这项工作
的编者、译者和出版社表示感谢。

回顾起来，明治维新(1868年)以后的日本历史，有极端成功和极端失败的两面。
成功的，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现代化”(工业化、官僚机构、教育制度、军队等)。
失败的，是对亚洲的近邻各国，尤其是对朝鲜半岛和中国，采取扩张政策和发动战争。
产生这成功与失败两面的日本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呢？
如果未能缜密而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或未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缜密而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恐怕是
无法思考日本国的未来吧。
因此，我阅读日本文学，分析艺术，努力去理解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复杂关系。
我认为，这些情况都充分地反映在这三卷本汇编的论文里。
也就是说，第一卷是日本文学史，第二卷是艺术论，第三卷是文化论。

文学和艺术各自是“文化”的一部分。
文学和艺术，与文化不是并列的。
这里有部分和整体的结构关系问题。
只要关注其结构，就能清楚地看到文学和艺术是何种性质，它保证归属于同时代的同一文化。
反过来说，如果更明确地表述的话，文学和艺术的特质，可以具体地理解为文化整体的一方面的性质
。
这就是文化结构的语言共时性。
但是，一种文化的形成条件，包含诸多因素。
这些因素相互的关系也是复杂的。
例如，15世纪的日本，有“应仁之乱”②和宗教武装起义所象征的社会现实；有一休宗纯的《狂云集
》和世阿弥的“梦幻能”所代表的文学；有雪舟的水墨画和珠光的“空寂”的茶道美学。
支撑这种文学和艺术的同时代性的信仰，恐怕正是“禅”。
换句话说，文学和艺术在思想性的水平上，或只有在这种水平上，才能深深地结合起来，统一成为一
种文化。

这里所说的所谓“思想”，是指思考问题的方法，内含世界观与价值观，它支撑着文化的共时性结构
的基本框架。
如果让这种文化沿着时间的轴心，在变化与不变之间，作历时性的观察，文化的历史性发展，就会作
为思想的历史集中地表现出来，比如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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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是过去事实的单纯罗列，文学史不是按时间顺序来叙述过去的作品和作者。
有关个别事实的文献的积累，是历史资料的集成，或是历史百科辞典，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没有资料，任何历史都无法成立。
但是，把资料等同于历史，把过去的文学作品作并列式叙述，称为文学史，这只不过是概念上单纯的
混乱而已。
我志在要把日本文学史看作是一种历史。
历史是一条长河，长河有流向，有气势。
在这条长河里，不仅是事实的相继出现，后者一方面包含前者，一方面向前发展——正如日本18世纪
的学者富永仲基②把这个过程，试图用“加上”(在旧的东西之上再加上新的东西)这个词加以概括的
那样。

“加上”，在日本文化、文学历史方面的表现很明显，尤其是在文学思想性框架的变迁方面，表现得
更为突出。
总而言之，为了理解日本文化，不论是在共时性的接近方面，还是在历时性的接近方面，“思想”都
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我的《日本文学史序说》之所以往往被评价为兼及思想史，就是这个缘故。
但是，正确地说，不是“文学史兼思想史”，而是“文学史成为思想史”。
为此，不仅需要明确“史”的概念，还需要扩大“文学”的概念。
向来的日本文学的定义，是用日语撰写的文学。
《日本文学史序说》所赋予的定义，是用两个国家的语言，即日语和中国古语撰写的文学，这种情况
类似西方中世纪的文学。

这样，我通过文学，论证了日本文化和心性。
我想通过艺术来观察的事物，也是这样进行的。

但是，我的关心经常不是朝向过去。
历史必然及至现在，因为未来就在历史的延长线上。
反过来说，一切目标都可能期待在未来实现。
目标与价值，通过对未来的希望形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价值观，就无法评价和批判过去的任何事物
。

2006年10月18日
唐月梅译
后记
《日本艺术的心与形》是叶渭渠先生主编的《加藤周一作品》的第二部。
加藤周一先生在书中将日本文化、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有机联系在一起，从绘画、音乐、建筑、雕刻、
陶瓷以及茶道等方面阐述了日本独特的美学与思想，呈现了日本艺术的全景与内涵。

本书为文章结集，为尊重原文原貌和文本具体语境，在编辑过程中，人物生卒年、个别作品名等未按
规范体例统一。
加藤周一被誉为当代日本“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著作涉及文化、艺术、历史等诸多领域，编者
受学识所限，编辑上的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许秋寒女士对本书的编辑给予了大力支持，清华大学中文系王中忱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
院李亚兰女士对相关专业问题给予了热情指导，在此特表诚挚谢意！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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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艺术家个性的表现，这是不可否认的，控制个人主义的因素越多，艺术家越会被那个社会排斥
。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比平等化社会中的部落意识对艺术家更不利的了。
当然，这不单是艺术家周围的社会的问题，也是艺术家本身的问题。
现在有很多画家去巴黎，不一定是他们向往巴黎，而是因为他们想逃避东京画坛这个部落。
“巴黎重视实力，再有名不作为也没人理睬，因为不这样做不好工作。
”当然，这种说法是对的。
不仅如此，用电视武装起来的商业主义、学校以及社会教育内容的平等主义等被称为“大众现象”的
力量是很强大的，它不仅超越地域差别，也超越个性差异，希望把文化统一。
当这种力量强大到可以压倒传统的个人主义价值的时候，非传统的个人主义被打倒也许就是理所当然
的了。
换个说法，从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出发的工业社会的“大众社会”的统一化现象，在以部落意识和平
等主义的组合为基础的今天的日本，无限制地扩大起来了。
艺术家需要个人主义，但绝非只有艺术家需要。
个人主义对日本社会整体来说是个很大的课题，只有你面对这个课题的时候，才能感到艺术家所起的
作用。
排斥艺术家的条件，同时也是社会为了前进需要艺术家的条件。
艺术是在发展，但从技术发展的意义（接近于目的的意义）来说艺术并没有什么进步。
日本的佛教雕刻样式从飞鸟发展到镰仓，希腊雕刻的样式从6 世纪经过菲狄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发
展到希腊文化时代，都没有进步。
镰仓时代的雕刻不比飞鸟时代的雕刻好，希腊文化时代的雕刻也不比前古时代的雕刻好。
在一个样式的发展过程中，要谈艺术的进步都是很困难的，在不同的样式层出不穷的情况下，谈论艺
术进步与否更是没有意义的。
谈论艺术的历史，意义不在于进步，而在于样式的发展。
谈论每一件艺术作品的时候，根本的意义不在于样式，而在于“质”。
质是不好衡量的。
艺术文化不是量的文化，而是质的文化。
另外，艺术能在享乐主义的基础上成立，这种享乐主义绝不是方便安逸。
如果可以说是享乐，它对艺术家来说如果感觉不到是挑战，那就不会产生艺术。
现在，如果整个社会都以方便安逸为目的，把达到目的的过程合理化、计量化，认可这种手段的进步
价值的话，在这样的社会中，艺术家的被排斥感会很强烈，而且往往会向反社会的方向发展，这是很
自然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排斥艺术家的条件，同时也是社会需要艺术家的条件。
说得详细一点，社会不需要重新接纳被排斥的艺术家，被排斥的艺术家，正因为被排斥，才有可能成
为批评家，即把现在的某种东西放在将来可能成立的对立的位置上考虑，或者成为价值的创造者，即
创造出相对现在价值的可能的价值。
现在的价值体系，不仅排斥艺术家，而且正在出现排斥所有人的倾向，这种排斥和被排斥的现象必须
改变。
如果以方便安逸为目的，那么达到目的之后会感到无聊，寻求快乐与寻求刺激一样，拼命寻求强烈的
刺激会感到疲倦不堪，失去人的平衡而去看精神科医生。
要拯救这样的人，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如果可以做到的话，那么方便安逸的目的、手段的进
步，其本身就是价值的实现，就是对技术文化给予当今社会的价值体系的彻底的挑战。
然而这种挑战，是对技术文化给予当今社会的价值的挑战，绝不是对技术进步本身的挑战。
就“技术的进步”而言，第一，挑战是毫无意义的，技术是要进步的。
第二，技术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它只不过是能力的增大，能力不选择目的。
现在社会的最大的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目的。
正因为要选择目的，艺术家才能发挥作用。
当然，艺术家可以在与技术进步无关的地方工作，但是也可以通过运用技术进步的成果来追求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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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后者对社会来说，艺术家的作用更大。
在日本，建筑家现在站在艺术家的前列就正是如此。
比如，我现在正在思考丹下健三最近的工作。
艺术家现在仍然处于被排斥的状态。
我认为排斥得越彻底越好，如果不这样，在这个量的世界里，最终也不能拯救“质”的观念。
在日本，排斥的根本原因，不是特殊的日本式的东西，而是普遍现象被特殊的日本条件所强调的结果
。
我们的问题，现在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
我认为问题已经“展开”，我们的艺术家，已经不是江户时代的，也不是西方的，他们已经可以向往
真正的艺术。
创造的时代，应该从现在开始。
如果创造的时代真正开始了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被排斥的艺术家要扮演拯救被排斥的人的角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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