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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几千年的交往，几千年的文

化交流，更是源远流长，这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也是十分罕见

的。几千年的沟通交流促进了两国文学的发展，也为比较文学领

域提供了丰富的宝藏。

近代以前，我国古典文学深深地影响了日本文学。日本曾派

遣大量学者来到中国学习汉学，其中的大部分都成了杰出的汉学

家，他们为后人留下了汗牛充栋的研究著作，为两国的文化与文

学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１８５３年，美国的舰队叩开了日本的

门户，日本开始了与西方的接触和融合，并成功地学习西方而快

速跻身于近代世界强国之列。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先

进知识分子意识到应该向日本学习，同时也可以以日本作为与西

方沟通交流的桥梁。从主张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到民主革命领

袖孙中山、陈天华等都十分重视向日本学习，并通过日本与西方

沟通交流。我国近现代文学开拓者们更是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

缘。大家所熟悉的鲁迅、周作人、张资平、郁达夫、郭沫若等的

辉煌成就都离不开在日本的求学经历和所从事的文学活动。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就不能忽略中国近现代

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关系。对于这一领域，从事中日比较文学研究

的前辈们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并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了避免重复，在文学交流的部分，本书仅

仅以郁达夫为个案，从影响研究的角度分析日本文学对郁达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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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文学的交流是双向的，要全面考察近现代中国文学和日本文

学的关系，仅仅从影响学的角度出发，研究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

的影响是不够的。本书又以比较文学形象学为基础，揭示日本作

家笔下的中国形象，这也是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

域。

总的来说，本书是在吸收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扩大视

野，深入挖掘，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资料丰富，论说纵横开

阔，论述相当深入。尽管如此，本书有些地方的论述还不够深

入，分析还欠充分，但总体上扎实，具有一定的学术分量和价

值，希望能给对此领域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带来一点点帮助。

２０１５年３月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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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衣带水关系的中国和日本在文学上的交流渊源已久，自近

代以来，随着两国的交流和相互认知的不断增多，日本作家对中

国的了解也更加多元化，许多日本作家也可以更加容易地来到中

国，当他们来到中国时便是一番想象与现实的碰撞。

日本著名文学大师芥川龙之介热爱中国文学，从小就熟读
《西游记》《聊斋志异》《水浒传》《剪灯新话》《新齐谐》《三国

志》《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名著。因此，芥川龙之介对中国有

一种特殊的热爱之情，他根据中国古典文学，建构了一系列乌托

邦化的中国人物形象，从而颠覆了当时大部分日本作家和学者作

品中的不好的中国人形象。比如芥川龙之介前期创作的文学作品

里，就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中国人形象。涉及中国人形象的主

要有 《女体》《英雄之器》《黄粱梦》《奇遇》《酒虫》《南京的基

督》《杜子春》《秋山图》《奇异的重逢》《尾生之信》《仙人》《舞

会》等，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典籍。在芥川

龙之介的这些作品中没有广阔的社会历史内容，他以历史为题材

进行写作，而不是就历史写历史，不是以再现历史为目的，并且

其表现了自身设定的主题，使之作为艺术的手段。他把现实中自

己要表达的思想深邃地嵌入历史题材中，使历史作品升华到现实

的高度。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是芥川龙之介通过书本中获得

的人物形象加上自身的想象构建的，寄托了他对中国的理想与情

感。然而１９２１年的中国之游，芥川并没有见到古典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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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看见 《水浒传》《三国志》等古典中的景象，映入眼帘的

却是中国的破败肮脏，中国社会的混乱秩序，还有一些中国人的

野蛮与粗鲁，乌托邦化的中国人形象成了海市蜃楼。而他又被中

国到处充斥着的抗日情绪所感染，对中国人的感情可谓爱恨交

织，这对他后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芥川的作品中不

再有像 《黄粱梦》《杜子春》等这样以中国典籍为材料，以山水

田园式的古代 “中国味”为背景的 “中国物”了。他在小说 《将

军》《湖南的扇子》《来自第四丈夫的信》《马腿》等，散文、小

品 《线香》《鹭鸶与鸳鸯》《结婚难与恋爱难》《仙女》《春夜》等文

学作品中建构了一系列爱恨交织中的意识形态化的中国人形象。

另一位对中国有特殊情愫的日本作家是横光利一。横光利一

曾两度来到中国上海。第一次是１９２８年４月，一个月后回到日

本，他创作了 《上海》；第二次是１９３６年，他以 《东京日日新

闻》《大阪每日新闻》特派员身份赴欧洲采访时，坐船途经上海，

有过短暂的停留。当时的上海就像世界的象征，是一个令人流连

忘返的大都市。各党派的暗中政治活动、财阀的自我本位思想、

亚洲主义者的理想等掺杂，阴谋、暴动、暗杀都司空见惯，市民

也对尸体与枪声习以为常。劳资冲突最为尖锐，店铺里摆满了奢

侈品，人们沉迷于赌博与花花世界，一切恶之花竞相开放。而另

一方面，大街上到处是饥饿与贫穷的身影。这一切都强烈地刺激

着横光，他的作品 《上海》就是以 “五卅惨案”时期的上海为舞

台创作的。日本资本家、土耳其浴室的侍女、买卖尸体的东洋主

义者、中国富商和情妇、国会议员派的印度人、俄罗斯女人、德

国和美国的大公司职员以及与他们纠缠不休的日本舞女、中国共

产党党员等各种人物在这个舞台上一一登场。舞厅的纺织工厂大

暴动等场景规模宏大，被刻画得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通过

对人物和事件的描写，也间接地体现出了其思想的局限性和对战

争的偏颇认识，而作品更多的还是对他自己当时体会的一种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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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描写。

本书所选的另一位作家石川达三在其作品 《活着的士兵》中

详细地描绘了日本士兵在战场上的生活，其中包含了士兵们的大

量内心感受，也夹杂了作者对侵华战争的看法和议论。《活着的

士兵》中通过石川达三对侵华战场的描述，大胆地披露了日军在

战争中的暴行。在石川达三笔下日本士兵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烧、

杀、抢、掠，连老人、小孩和女人也不放过。另一方面作品也冷

静、客观地描述了战场的气氛和环境，同时表现出了对战争的否

定和哀伤的感情。虽然 《活着的士兵》大多是对战争的客观描

述，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还借着日本士兵的视角来看中国，透露

出战时日本士兵们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态度，这也有助于我们

借助小说来了理解日本人的行为和战争观。小说里的士兵们对中

国普通百姓既蔑视又同情，对中国的物资充满着贪婪的占有欲，

但对中华文明却又充满着憧憬之情。他的另一部小说 《风中芦

苇》主要是叙述他对战争的反思。在 《风中芦苇》中，作者石川

达三确实通过主人公的遭遇和言行提出了对战争的控诉和对天皇

等战争发动者的质问和责难，但其局限性就是自始至终都以受害

者的角度在思考和叙述。

本书的最后一章是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维度出发，研究日

本文学对中国近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的影响。郁达夫是中国新文

学中卓有建树的开拓者与践行者，其创作内容和创作风格丰富多

彩，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郁达夫有着十

年的留日经历，无论是日本文学的直接影响，或是以日本文学为

中介的西洋文学的间接影响，还是日本的炼狱般的经历，都培养

了郁达夫敏感、忧郁且多愁善感的气质，同时也激发了他的爱国

主义热情，更重要的是对郁达夫的创作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

响。因此，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创作明显地受到了日本人

的生死观、日本私小说和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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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海市蜃楼的轰然崩塌
———论芥川龙之介文学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

　　芥川龙之介从小就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这对他的世界

观、人生观的形成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在中国文学的影响下，他

塑造了一系列取材于中国古籍的乌托邦化的、诗化的中国人形

象。中国之游使芥川心中构筑的文本幻想被现实的丑陋所取代，

诗化的中国人形象犹如海市蜃楼般崩塌。面对现实，他以一种文

化回归的心态，塑造了另一群意识形态化的中国人形象。

第一节　研究意义及理论基础

一、研究意义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睦邻友好，从古代开始，中日文化和文

学就开始了相互的交流与影响。古代，日本文化和文学就从中国

文化和文学中吸取养料，日本文人作家更是读着汉诗、汉文典籍

长大，因此古代的日本文人作家就对中国文化怀有敬仰之情，对

他们来说中国就代表着文明与强盛。近代以来，中日两国既有政

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也有对立与战争。由于中国的闭关

锁国导致的文化落后和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文明强盛的中国形象在

日本人心中轰然崩塌，而经过 “西化”洗礼的日本逐渐在政治、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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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走向了全盛，在 “大日本帝国”充斥着居高临下、蔑视和

丑化中国形象的民族浪潮。因此在从古至今的中日文化的交往

中，日本文人作家对中国人无论是实际的接触或是缺席的想象，

都有通过文学作品描写出或美化或丑化的中国人形象。近代以

来，日本的一些文人作家，如国木田独步、樱井中温、德富苏

峰、夏目漱石、木下杢太郎、谷崎润一郎等为了衬托日本民族自

身的强大而竭力贬损和丑化中国人形象，芥川龙之介则为了颠覆

他们笔下的中国人形象，重新构建他心中的中国人形象，表达出

了爱恨交织的感情。

芥川龙之介 （１８９２—１９２７），是日本大正时代新思想派的主

要作家，具有日本文学 “鬼才”之称，其代表作品如 《罗生门》

《竹林中》等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经典之作。汉学对芥川的影响至

为深刻，他自幼喜欢读中国的作品 《西游记》《水浒传》《聊斋志

异》等，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他精通汉文，能赋汉诗；芥

川的中国情愫使他的大量作品涉及中国人形象。早期创作中芥川

心中有一个由汉文典籍构筑的如诗如画的古代中国及中国人形

象。１９２１年芥川曾游历中国，之后他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发生了

很大变化，复杂而矛盾。

在全球化文化交流与合作中，对异国形象的研究已成为热

潮，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方兴未艾。本书试图从比较文学形象学

入手，以芥川的所有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探讨研究芥川龙之介

文学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分析芥川龙之介是如何颠覆近代以来

一些日本文人作家笔下的中国人形象，重新构建中国人形象的；

并以他的中国游为界，探讨分析芥川作品中中国人形象在不同阶

段的变化和特点，深入挖掘 “自我”—芥川与 “他者”—中国，

其中的文化关系和中国人形象塑造的成因。通过对芥川作品中中

国人形象的研究和对芥川作品中的思想进行更加深入的解读和挖

掘，并管窥一豹，对日本的作家乃至整个日本民族的中国视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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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更深入的了解。

二、比较文学形象学相关理论

（一）形象学的界定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属于国际文学关系研究

的范畴。巴柔 （Ｄａｎｉｅｌ－Ｈｅｎｒｉ　Ｐａｇｅａｕｘ）说过：对异国形象或描

述的研究，即形象学。“比较文学形象学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意

义上的形象研究，它是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

究”①，主要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以其他文学研究资料为辅

助，对其中所出现的异国形象进行研究。这种形象 “是异国形

象，是出自一个民族 （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

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②。

“形象一词首先指称的是对缺席的，然而在异地确存的事物

的任意展现，但这种展现并不引起缺席事物与此时此地在场事物

的混淆。”“‘形象’一词被用在幻觉领域，即再现领域。对一个

外部观察者或对事后反思而言，再现的对象是缺席的或不存在的

事物；而对主体而言，且在主体沉湎于再现之时，再现使人相信

他们描写的客体是真实的。”③

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包含着文本内部研究和文本外部研究。

“文本内部研究是形象研究的基础，它要回答的是形象研究中最

基本的问题之一，即一部作品中的 ‘文学形象是怎样的’。”④

“与文本内部研究相连的另一个问题是形象的多样性。既然 ‘形

象是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而情感和思想是世间最复杂、最变

６

①

②

③

④

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２１页。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５页。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３页。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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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多端的东西，因此就难以用固定的模式来套用。”① 对文学形

象的研究还得从文本中走出来，“一个作家 （读者）对异国现实

的感知与其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集体想象密不可分”②。作家

（读者）也是社会中的人，即使他们有机会亲赴异国，但他们也

是社会之中的人，与其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等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多多少少自觉不自觉地都会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中来解读异

国。

（二）异国形象与他者

巴柔认为文学形象就是 “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

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这种研究要求比较学者重视文学作

品，重视其生产、传播、接受的条件……”③ 异国形象是形象学

研究的基本对象。所谓异国形象 “是出自一个民族 （社会、文

化）的形象，最后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的形象。从这个简

单的定义可以看出，一个具体的异国形象在文本中的形成经历了

并不简单的过程，首先它有一个原型，即现实存在的异国；其次

这个异国和本国有了接触并在本国民众中形成了一定印象；然后

本国中有人以这种印象为基础塑造出一个形象”④。这种形象并

非异国现实的复呈，而是形象塑造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欲求创造

出来的。“异国形象应被作为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总体———想象物

的一部分来研究。更确切地说，它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种特殊

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⑤ “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

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任何一个外国人对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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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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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０页。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页。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５４页。

引自 ［法］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载孟
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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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永远也看不到像当地人希望他看到的那样。这就是说情

感因素胜过客观因素。”①

（三）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保罗·利科 （Ｐａｕｌ　Ｒｉｃｏｅｕｒ）首先论证了社会想象实践的多
样性可在两极间来理解：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意识形态与任何自

塑自我形象、进行喜剧意义上的 “自我表演”、主动参与游戏和

表演的社会群体的需求相连，它具有一种整合功能。意识形态较

少由内容来定义，而主要是由它对一个特定群体所起的整合功能

来定义。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异国描写都可被称为意识形态的。这

是对相异性进行 “整合”后的形象，它使人们从该群体关于自身

起源、身份，并使其确信自我在世界史中地位的观念出发去读解

异国。

乌托邦的定义并不比意识形态更依靠其内容。但是乌托邦是

意识形态形象的必要补充。乌托邦本质上是质疑现实的，而意识

形态恰要维护和保存现实。乌托邦具有 “社会颠覆的功能”。卡

尔·曼海姆 （Ｋａｒｌ　Ｍａｎｎｈｅｉｍ）将乌托邦定义为： “在想象和现

实之间的一道壕沟，它对这个现实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构成了一种

威胁。”“一个异国形象，当它偏向于相异性，并将相异性再现为

一个替换的社会、富含被群体抑制的潜能时，就是乌托邦式的。

从形象为建立一个彻底相异性而背离自身文化观念的意义上说，

这是一个颠覆性形象。”②

因此意识形态形象的特点是对群体 （或社会、文化）起整合

作用。它按照群体对自身起源、特性及其在历史中所占地位的主

导性阐释将异国置于舞台上。这些形象将群体基本的价值观投身

在他者身上，通过调节现实以适应群体中通行的象征性模式的方

８

①

②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１３页。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２～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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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取消或改造他者，从而消解了他者。而乌托邦形象则具有颠

覆群体价值观的功能。这种由于向往一个根本不同的他者社会而

对异国的表现，是对群体的象征性模式所做的离心描写。

第二节　近代日本作家文学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中国的经典文本大量传入日本，日本

的文人大多数都会汉文、能作汉诗，古代中国对他们来说是理想

之邦，代表着高尚的情趣，是他们遥不可及的梦。但随着在甲午

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获胜，日本国内 “大日本帝国”的民族

意识高度膨胀，昔日在他们眼中的天国———古代中国，那种如神

话般的、富有而文明的形象轰然坍塌；为了衬托出日本的强大，

呈现于许多日本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是一个贫穷、脏乱、混乱、

市侩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则显得愚昧、懦弱、贪婪而丑陋。

在甲午、日俄战场上日本各大报社纷纷派遣了记者随同军舰

进行战地报道。这些战地记者看到的尽是中国的贫穷与破败，一

些中国人的懦弱、贪婪与丑陋。到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日本

文学中掀起了 “中国情趣”的热潮。当时许多作家纷纷撰写中国

题材的小说，并且大多以记者的身份到中国旅游，归国后都撰写

了中国游记或以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是

一时兴起，而是与当时的日本国情息息相关的。这一时期的日本

处于明治维新运动后不久，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导致当时先进

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全盘西化和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这样不伦不类的

日本时，感觉到希望破灭之后的惶恐与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深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文人们，都纷纷不自觉

地把目光转向一直以来景仰的中国，希望从中获得解脱。因此在

芥川的中国游之前已经有很多作家学者来到了中国，这些学者作

９



家的中国纪行及中国见闻，对中国的观察和评论的角度有所不

同，都以自己的足之所至、目之所及，一定程度地记录了当时中

国的状况，并表现出鲜明的个人色彩和时代特征。总体上看，他

们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表现了浓厚兴趣，给予了很高评价，却对

现实的中国感到失望，自觉不自觉地更多地注目于中国的丑陋与

黑暗，对现实的中国人表示不屑与蔑视。

一、国木田独步、樱井中温 “从军记”中的中国人形象

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本各大报社纷纷派遣记者

随同军舰到战场上作了战地报道。其中有国木田独步的 《爱弟通

信》、樱井中温的 《肉弹》、平田骨仙的 《黄海大海战》、田岗岭

云的 《战袍余尘》等。在以国木田独步为首的战地记者的笔下，

清朝北洋舰队不堪一击，中国人是愚昧、懦弱而贪婪的。“我军

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大连湾。这过分的轻易，不要说军人，就连我

这样的旁观者，也觉得反而扫兴。”① 在他们的字里行间尽显日

军的威仪和昔日辉煌的古代中国在落日余晖中苟延残喘。这也可

以看出作为日本人心中涌起的骄傲与自信，无疑为在日本国内刚

开始膨胀的民族意识添加了一把柴，在中国的衰败中看到了自己

的强大。

樱井中温的 《肉弹》出版于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虽是

日俄战争，主战场却是在大清国的辽东半岛，是中日甲午战争的

延续。在 《肉弹》中，中国基本上是缺席的，而中国人，则以愚

昧、肮脏、爱财如命的配角形象出现。《肉弹》中樱井写道：“尽

管如此，本来都是些在赚钱方面精明过人的家伙，为钱舍命是祖

传的吝啬根性，节俭无度，怀里塞着一万元也会龟缩在粪坑里。

因为是这种东西，所以常常给我军带来意外之灾，并非敌人，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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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国木田独步：《爱弟通信》，佐久良书房，１９０８年，第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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