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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日本古典文学主要由“汉文学”与“和文学”构成，而和文学”又可以分为以物语为代
表的散文(相对于韵文而言)、以和歌为代表的诗歌两种形式。考虑到日本古典文学的这
种具体特点，《日本文学�上编》以体裁为主线，分别勾勒出了“汉诗文”的盛衰过程
，解析了歌谣、和歌、连歌、俳谐、川柳、狂歌等诗歌形式的内在联系及变迁过程，描
绘了从神话(传说)、说话、物语、草子到小说等散文形式的演进、更替的历史，读者可
以通过通读相关章节的阅读方法，形象地把握各文学体裁的变迁历史，并从中领悟到日
本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另外，为了避免作抽象的知识性概述，每章都设有名句名篇的解读，在向读者叙述编
撰者见解的同时，为读者示范了古典解读的方法，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总之，本书是一本内容丰富、资料新颖、叙述深入浅出的优秀著作，对学习、研究日
本文学的读者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来说是一部难得的好教材，对于希望
了解日本文学的一般社会读者来说是一部理想的入门书和参考书。
  明治维新后，西方文化与文艺思想大量涌入日本，在异文化的频繁交流与激烈碰撞中
。日本近现代文学诞生了。它最初以译介西方文学著作、传扬启蒙思想和政治民权观念
为主要内容，大约在明治二十年代左右，在坪内逍遥等人的努力下，借鉴西方写实主义

日本古典文学主要由“汉文学”与“和文学”构成，而和文学”又可以分为以物语为代
表的散文(相对于韵文而言)、以和歌为代表的诗歌两种形式。考虑到日本古典文学的这
种具体特点，《日本文学�上编》以体裁为主线，分别勾勒出了“汉诗文”的盛衰过程
，解析了歌谣、和歌、连歌、俳谐、川柳、狂歌等诗歌形式的内在联系及变迁过程，描
绘了从神话(传说)、说话、物语、草子到小说等散文形式的演进、更替的历史，读者可
以通过通读相关章节的阅读方法，形象地把握各文学体裁的变迁历史，并从中领悟到日
本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另外，为了避免作抽象的知识性概述，每章都设有名句名篇
的解读，在向读者叙述编撰者见解的同时，为读者示范了古典解读的方法，提供了思考
的空间。  总之，本书是一本内容丰富、资料新颖、叙述深入浅出的优秀著作，对学习
、研究日本文学的读者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来说是一部难得的好教材，
对于希望了解日本文学的一般社会读者来说是一部理想的入门书和参考书。  明治维新
后，西方文化与文艺思想大量涌入日本，在异文化的频繁交流与激烈碰撞中。日本近现
代文学诞生了。它最初以译介西方文学著作、传扬启蒙思想和政治民权观念为主要内容
，大约在明治二十年代左右，在坪内逍遥等人的努力下，借鉴西方写实主义文学理念，



对日本传统文学样式进行改良，逐渐完成了从封建文学向近代文学的转型。  此后，日
本近现代文学的发展一直注重对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接受与吸收，在对外来文化进行本
土化建构的基础上，逐步摸索出具有浓厚日本特色的近代叙述样式，文学创作呈现出多
元融合的个性化艺术格局，孕育了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及
诸如村上春树等跨越国界、深受世界各国读者欢迎的现代作家。  《日本文学�下编》
以时间为序，以近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主要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为线索组织章节。依次
重点叙述各家各派文学的发生、演进、更替的过程及其与时代的关联，主要代表作家的
创作活动及其代表作品。在勾勒文学发展史的同时，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作
家形象。  总之，本书是一本内容丰富、资料新颖、叙述深入浅出的优秀著作，对学习
、研究日本文学的读者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来说是一部难得的好教材。
对于希望了解日本文学的一般社会读者来说是一部理想的入门书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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