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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对西方的研究方法持有一种审视的目光，比较全面地对待了西方文化。
《近代文学研究法》初版是在60年代中期，当时曾风行西方于一时的新批评溜须拍马已在西方世界失
去了昔日兴旺的势头，但是在日本作为“舶来品”还处在一种不能超越的阶段。
在这种背景下，长谷川泉先生全面地客观地分析了新批评派的得与失，开始向传统的批评“过分拘泥
”于“文学的使命观、道德观”进行挑战，提出了将文学批评侧重于文学作品本身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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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长谷川泉，日本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
1918年2月25日生于千叶县.1940年毕业于旧制“一高”文科。
194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国语国文学科。
194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研究生院（从师久松潜一教授）。

曾任东京大学新闻社编辑局长、医学书院董事长、学习院大学讲师、东京大学讲师、清束女子大学教
授等职。
现为医学书院顾问、国学院大学研究生院讲师、日本森鸥外纪念会理事长、川端文学研究会会长、日
本翻译家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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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研究的方法
从作品形成的机制出发 样式的变化与流动的机制《诞生的烦恼》的实例 以《段》作为实例
文艺思潮论的方法
问题意识与姿势 对历史哲学的志向 文艺思潮与样式的结合 文学史成立的条件 对文学史独特的方法论
的探索 体裁问题及其论争 史的文艺学 文艺思潮论的展开
样式论的方法
样式论的问题意识 体裁的意味与样式 冈崎、竹内说的不同 样式论方法的依据 个人的历史的样式 类的
体系的样式
时枝学说的鉴赏否定论及其评析
鉴赏否定论产生的经过 否定鉴赏的立场 误解了《美学事典》的时枝理论 什么是鉴赏 与时枝说的鉴赏
的不同点 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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