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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开放时期。
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基本国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注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也为外国文学研究事业
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与条件。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教学及研究，同样发
生了空前的变化与发展。
　　1979年.我代表上海外国语大学参加了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的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
届日本文学学术研讨会。
秋高气爽的长春迎来了全国各研究机关、高等学校和·出版文化机构的几十位知名学者，当年二十八
岁的我竟是与会者中最为年轻的代表。
我首次见到了学生时代仅能通过文字仰望的老前辈王长新、雷石榆、谷学谦、李芒、吕元明、文洁若
、金中、李德纯、卞立强、李正伦、吴其尧、孙立善、唐月梅等先生，一张保存至今的合影上留下了
陈涛、周丰一、俞馥英、吕元明等几位前辈和蔼可亲的笑容（1979年9月26日）。
　　当初，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被国家民政部认定为中国的一级学术团体，会员共二百余人。
首任会长是林林先生，名誉会长是夏衍、楼适夷先生。
第二任会长由李芒先生担任，第三任会长由高慧勤先生担任.吕元明、金中等陆续担任副会长。
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前六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每隔三年举行一次。
第二届1982年在山东济南市的山东大学，第三届1985年在河南洛阳市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第四届1988
年在广东省广州市的华南师范大学，第五届1991年在福建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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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成立30周年纪念文集，收有40余篇文章，包括30年来研究会以及国内日本文学研
究历程的回顾和日本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较全面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日本文学研究发展的
历程以及日本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具有丰富的学术和史料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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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主　编：谭晶华
副主编：魏大海　李　征　吕　莉
40多位作者涵盖了国内老中青三代的日本文学研究工作者，能比较全面地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日本
文学研究队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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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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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记得在文革刚结束的第一届研讨会上，研讨内容多围绕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或左翼作家的创作。
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政治氛围使不少老一代日本文学研究者心有余悸，一位研究石川达三创作的前辈
教授口袋里藏着有关石川达三的研究论文，宣读的却是小林多喜二。
笔者带去了关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川端康成的研究论文，竟受到前辈学者的好心告诫——研究、
评价政治上“反动”的作家须慎之又慎，当心别犯错误。
长年受极左思潮冲击和影响的老一代研究者，出现那样的反应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好在这种局面很快有了转变，随着国家全民思想的不断解放，我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也出现了日益活跃
、深入的局面。
在第二届研讨会上，即出现了不少研究川端文学的论文。
1985年前后，川端文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不同观点还在会内会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反映了当时的文坛状况——有关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认识发展颇具意味。
1979年下半年发刊的《译林》杂志第一期刊登了英国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一次印刷了60万册却
仍旧脱销，大受读者的欢迎。
但此举在当时却受到外国文学界权威学者的严厉抨击或指责，甚至惊动了当时的中宣部领导和胡耀邦
同志。
通过争论，《译林》的办刊方针才获得肯定，研究界对纯文学、大众文学中优秀作品的不同价值也才
有了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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