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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特别是在文学上有着广泛而历史悠久的交流活

动。20世纪的一百年，中国对日本现代文坛表现出格外的关注，对20世纪初的中国而言，

日本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媒介和桥梁，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形成、

发展起着影响和启示的作用。这100年来中国在译介日本文学上有过两次高潮，一次是五四

新文化运动时期，另一次就是80年代至今的这20年的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日两

国的交流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几乎陷于停滞状态，中国对日本文学的译介也经历了漫长的

低谷。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带来了中日两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上越来越广

泛的交流。中国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以来，中日两国在文学上的交流越来越活跃。大量

日本作家、作品被译介到中国，两国文学界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和密切。这20年来中日文

学的交流称得上是两国文学交流史上最生动的一页。本文是对80年代以来日本文学在中国

的译介的简单归纳和总结，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日文学交流成果的回顾。 

  80年代以来中国发表日本文学的阵地主要有全国各家出版社以及《世界文学》、《译

林》、《外国文学》等纯文学杂志以及综合性杂志、报纸的文学版面。研究日本文学的阵地

主要是各个大学从事日本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各出版社从事日文翻译工作的人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地方社会科学院系统日本文学的研究人员是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译者

的队伍老、中、青三代都十分活跃，老一代翻译家、研究者有李芒、叶渭渠、唐月梅、李得

纯、文洁若、楼适夷、林林等。以林少华为带的中年一代翻译家是现今活跃的一支翻译队伍。

另外还有一大批青年译者，其中有不少是曾留学日本的，有着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在日本生活

的经历，能敏感捕捉日本文坛的新创作趋向，及时地将当代的作家、作品介绍翻译到中国。 

  80年代以来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比较新中国成立以来到80年代以前，呈现出以下四

个特征。一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人的思想由过去的保守和僵化转向开放。表现在日

本文学的译介上呈多元化趋势，不简单以作家的意识形态作为译介和评价的标准，而是多角

度、多侧面、多流派地尽可能全面地介绍日本文坛各类作家群体。90年代以来表现出对当

代日本文坛活跃的作家群体的关注，特别是对日本战后现代主义各流派作家的介绍和翻译达

到前所未有的高潮。二是对一些日本文学大家作品的翻译越来越全面，也各具风格。有的名

作译本有数种之多，有的作家还出了系列丛书。例如，对川端康成的译介已经远不是止停留

在他的《雪国》、《古都》等名著的翻译，还出版了他的散文、创作随笔以及关于日本学者

研究川端的专著。这对于中国读者准确把握作家的整体风貌和深入了解作家的创作有着相当

大的意义。三是90年代以来对日本大众文学越来越关注。这与日本文坛六、七十年代大众

文学兴盛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日本文坛有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分，但60年代开始

出现相互靠近和相互渗透的现象。70年代这一现象逐渐变得明显。大众文学在题材上的多

样性和灵活性以及较强的时代感、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使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另外，中

国国内图书市场活跃，读者的需求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因素。大众

文学拥有广阔的读者市场，是90年代以来日本大众文学在中国畅销的原因之一。四是对日

本文学当代作家作品的译介越来越迅速，特别是对一些大众文学作品的译介几乎达到了与日

本同步的程度。 

  为了便于分析，本文从纯文学和大众文学两个方面来反映80年代以来日本文学在中国

的译介。 



 

一、纯文学的译介 

 

一）80年代以来对日本文坛几位大家的译介 

 

  川端康成：川端康成是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他在将东方

文学推向世界上起了重大作用。80年代以来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界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川端

康成作品的译介工作。日本学者和刊物称赞中国译介和研究川端的成果“居于外国、包括欧

美的川端文学的第一位。”11981年中国第一次出版了川端康成的《雪国》和《古都》。1985

年出版了《川端康成小说选》。1993年日本著名学者川端康成研究权威长谷川泉的《川端

康成论考》翻译出版，对中国的川端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198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川端康成散文选》，选译了川端的３２篇散文作品，让中国读者领略了这位优秀作家在散

文上清淡与朦胧之美。同年《睡美人旅馆》也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川端康成

集》出版，同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10卷本的川端康成文集。这10卷本的《川端康

成文集》收录了川端的《雪国》、《古都》、《伊豆的舞女》、《千只鹤》、《名人》、《舞

姬》、《日兮月兮》、《浅草红团》、《山音》等小说，还选编了掌小说、散文和创作随笔。

较系统和全面地反映了川端康成在各个时期的创作倾向。1998年漓江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

以《生为女人》、《东京人》、《少女开眼》、《河边小镇故事》、《再婚女人》、《雪国 

古都》为题的川端康成作品集。 

 

  三岛由纪夫：三岛由纪夫是国际知名作家，他的作品在西方的翻译率超过了芥川龙之介

和川端康成。中国在1971年和90年代后半曾出现过两次“三岛热”。第一次“三岛热”是

将三岛文学作为政治载体对他的作品进行批判一种思潮。70年代三岛由纪夫自杀后，他的

一些文学作品如《忧国》、《奔马》被作为政治载体介绍到中国，供批判日本“复活”军国

主义，《金阁寺》、《春雪》也被认为是“鼓吹军国主义复活”。 80年代他的一些作品如

《爱的饥渴》（1987）、《金阁寺》（1988）、《深闺风流》（1989）等书被翻译出版。90

年代初期，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从历史的批评，美学批评出发来审视三岛文学，注重把握

三岛文学的深层意识和美学主体，翻译出版了《爱的潮骚》（1992）、《弓月奇谈 近代能

乐?歌舞伎集》（1994）、《春雪》（1995）等。1994年由唐月梅著《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

传》是中国学者对三岛由纪夫这一复杂人物的研究和思考，对于读者正确把握三岛由纪夫这

个作家及作品起了很大作用。199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这一系列文

集收录了他的《晓寺》、《奔马》、《假面自白》、《潮骚》、《爱的饥渴》、《午后曳航》、

《忧国》、《仲夏之死》等小说。由于有了上述对三岛文学的翻译和出版作为铺垫，中国迎

来了90年代后半，特别是1999年的“三岛热”。1999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心灵

的饥渴》、《禁色》、《镜子之家》为题的三卷本三岛由纪夫小说集。同年翻译出版的三岛

由纪夫的作品集还有《春雪》、《纯白之夜》、《恋都》、《走尽的桥》、《沉潜的瀑布》

等。另外还翻译出版了《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集》。1999年可谓中国翻译三岛

由纪夫作品大爆炸的一年。 

 

  夏目漱石：夏目漱石是中国读者较为熟知的日本作家。1958年就已出版了《夏目漱石

选集》。80年代初夏目漱石的译介开始大量涌现：《从此以后》（1982）、《心》（1983）、

《门》（1985）、《三四郎》（1983）、《名与暗》（1984）（1987年另一译本为《明暗》）、

《夏目漱石小说选》（1984）、《路边草》（1985）、《爱情三部曲》（1988）等。90年



代夏目漱石的译作相比80年代有很大减少，基本上是他的名作的重译和再版。《我是猫》

和《心》两部代表作在中国多家出版社出有不同的译本。 

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是日本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他主张抓住现实的片段来解释生活的

真实，从生活表面的伟大和美中发现平凡与丑恶。他的作品多选取平凡的琐细生活小事，心

理和感情描写细腻。80年代以来，芥川龙之介的小说集在中国相继出版，如：《芥川龙之

介小说十一篇》（1980）、《疑惑》（1991）、《罗生门：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1998）、

《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1998）等。《罗生门》在中国拥有多种译本。1998年世界语出

版社出版了《芥川龙之介作品集》，分小说和散文两本翻译介绍了芥川的创作。1999年《地

狱之变》又被翻译出版。  

井上靖：《夜声》（1980）、《敦煌》（1982/198 6）《北方的海》（1983）、《井上靖西

域小说选》（1984）、《杨贵妃传》（1984）、《冰壁》（1984）、《一代天骄》（1985）、

《海魂》（1985）《苍狼》（1986）、《爱的奏鸣曲》（1986）、《暗潮 射程》（1987）、

《战国城》（1985）、《战国情侠》（1992）、《情系明天》（1988） ，1998年安徽文艺

出版社出版了《井上靖文集》，分三册，分别收录了《楼兰》、《敦煌》、《 孔子》、《天

平之薨》、《苍狼》、《异域之人》、《斗牛》等小说。 

 

  大江健三郎：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日本即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位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获奖在中国掀起了“大江健三郎热”。大江健三郎受萨特存在主

义影响，他创作的一贯主题是描写人在闭塞现实社会中寻找失落的自我状态和寻求生存的状

态。他的作品有着浓重的政治影子，通过文对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发表见解，他对天皇制的

批判、对核武器的反对赢得了中国读者的尊敬。1995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大江健三

郎作品集》，其中包括《个人的体验》、《广岛札记》、《生的定义》、《死者的奢华》《性

的人》、《我们的时代》等作品。199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包括《同时代的游戏》、《摆

脱危机者的调查书》、《青年的污名》、《人的性世界》、《日常生活的冒险》在内的大江

健三郎最新作品集。1997和2000年《个人的体验》和《大江健三郎自选随笔集》分别出版，

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共三卷四册《大江健三郎自选集》。通过对大江健三郎作品

的大量翻译，大江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对世界的思考对中国文学创作和读者将会产生影响。 

 

二）对日本文坛各种流派的译介 

 

  80年代以前中国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偏重在对无产阶级文学的介绍和战后派作家对战争

的反思文学。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广泛反映日本工农大众的革命斗争，通过工人阶级与资

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对立关系，深刻地剖析了这些范畴对立关系的矛盾根源。以

工农大众的生活和斗争作为自己创作的基本题材。代表作家有小林多喜二和德永直。小林多

喜二的《蟹工船》、《为党生活的人》、《不在地主》等作品的介绍和翻译较早。德永直的

一些作品是50年代译介到中国的，如《静静的群山》、《怎样走上战斗道路的》以及《德

永直选集》等作品。80 年代以来他的《最初的记忆》、《没有太阳的街》、《冷漠中的安

息》得到翻译出版。中国在80年代以前对日本战后派作家野间宏比较关注，1956年人民文

学出版社出版了《真空地带》，1958年出版了《我们是日本人》。他的作品重视表现战争

的主题，描写侵略战争在人的肉体和心灵上留下的创伤，从各个角度挖掘青春、爱情、个性

和幸福是怎样被罪恶的战争所扼杀和破坏的，从而探讨人的存在价值。 

  近代以来，日本文学受到各种西方近代文学新思潮的洗礼，以日本传统文化为根基，形

成了自然主义、唯美主义、无产阶级文学、新感觉主义、战后派、存在主义等风格迥异的文



学流派。80年代以来，中国对日本文坛各种流派的译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唯美派是20世纪初兴起的一种文学流派，主张“第一是艺术，第二是生活”，永井荷

风和谷崎润一郎是唯美派的两个代表人物。198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永井荷风的《舞

女》，199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地狱之花》，1997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永井

荷风散文选》。199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陈薇翻译的《永井荷风选集》，里面收录了永

井荷风的四篇小说。该书于2002年被授予讲谈社第14次野间文艺翻译奖。对谷崎润一郎作

品的翻译主要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如《春琴传》（1984）、也有译本为《春琴抄》

（1991/1994）、《细雪》（1985/1989）、《拥抱家族》（1991）、《乱世四姐妹》（1991）、

《阴翳礼赞》（1992），2000年又翻译了他的《恶魔》、《疯癫老人日记》、《饶舌录》、

《痴人之爱》等。 

  白桦派的主要成员有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志贺直哉等作家。白桦派尊重人的个性

和价值，主张“为人生的艺术”，强调“调和”和“协调”。白桦派作家的作品在中国翻译

出版的有武者小路实笃的《友情》（1984）、《母与子》（1989）等。志贺直哉的《志贺直

哉小说集》，《牵牛花》（1981）、《暗夜行路》（1985）等。有岛武郎的《一个女人的面

影》（1991）、《叶子》（1984）等。 

  自然主义流派也是20世纪初形成的一种创作流派，岛崎藤村和田山花袋是两位代表作

家。田山花袋 《棉被》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作。1987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棉

被》，里面还收录了另一篇小说《乡村教师》。岛崎藤村的作品主要是在80年代被翻译的。

1958年《破戒》曾翻译出版，1982年和1997年再度翻译出版。1981年《家》、1984年和

1987年《春》被翻译出版。 

日本文坛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出现了各种名目的现代主义流派，如新感觉派、新兴艺术派、

战后派、无赖派太阳族、荒原派、内向派、透明族等。80年代以来，日本各种流派，特别

是现代主义流派被广泛介绍到中国，中国这一时期对战后日本各种流派译介的规模是前所未

有的。 

  新感觉派是20年代中期活跃在日本文坛上的文学流派，他们致力于探求自我，用自我

的信仰代替其他信仰，注重自我感受和主观感情，重视形式和技巧，经常使用象征、暗示、

拟人和夸张手法，追求新奇的文体和华丽辞藻。代表作家是横光利一。横光利一作品的翻译

主要是在90年代。1993翻译出版了《上海故事》，2001年翻译出版的《横光利一文集》，

四册书名分别为《春天的马车曲》、《家徽》、《寝园》、《商界家族》。另外他的《蝇》、

《太阳》、《头与腹》等均被翻译出版。 

  存在主义流派的作家安部公房和大江健三郎较有代表性，他们的作品表现了资本主义社

会危机和核威胁下，人在社会中存在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既相互联系，

又相互疏远的关系。安部公房是战后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大家，被称为是极力要把日本战后

文学和明治维新以前文学切断联系和极力把日本战后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紧密联系起来

的作家。他的作品有不少在日本现代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他用象征和寓意的方法来表现现

代人所处的孤独状态。他认为人一旦有所归属，就会丧失自我的存在。他的作品于1997年

被翻译出版，收录到《砂女》、《箱男》、《他人的脸》三个集子，总称《安部公房文集》。 

  无赖派作家有着反抗权威的意识，对生活采取自嘲和自虐的态度，专写病态和阴郁的东

西，具有颓废倾向。无赖派最有影响的作家是太宰治。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斜

阳》，另外还有一些作品被翻译。 

  透明族是70年代中期一批更加年轻的作家登上文坛，他们不满足现有的社会秩序，也

不服从现有的规章制度，又缺乏明确的理想和目标，行动上具有盲目性、无政府主义、虚无

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与美国的“垮掉的一代”有着相似之处。代表作家是村上龙。他在

24岁时发表处女作《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并连续获得《群像》新作家奖和芥川奖，发



行量超过100万册，成为日本当时轰动一时的畅销书。“透明族”一说便是来自这篇小说。

2000年他的这部小说在中国出现了译本。 

日本是否有后现代主义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有人认为日本存在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作家共同的文学观就是强烈的创新意识，而最能代表后现代主义的作家是村上春树。 

  1987年以来在日本文坛先后出现“村上春树现象”。他自1979年以其处女作《且听风

吟》获得“群像新人奖”以来，陆续发表了《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象

的失踪》、《奇鸟行状录》和《电视人》等以荒诞不经的虚构情节叠加而成的小说，并于

1987年以《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迎来了他创作生涯中的高潮，在日本创下了发行量400

万册的最高纪录。早在1989年《挪威的森林》就被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之后，《舞吧 舞

吧 舞吧》（1991）、《青春的舞步》（1991）、《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1992）、《好

风长吟》（1992）等被陆续介绍到中国。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挪威的森林》在中国被翻译出

版10年以后，突然空前地热了起来。在大学校园和互联网上，村上春树和《挪威的森林》

都是热门话题。世纪之交先后翻译过来的有《奇鸟形状录》（1997）、《寻羊冒险记》（1999）、

《象的失踪》（1999）、《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2001）、《1973年的弹球戏》（2001）、

《再袭面包店》（2001）、《且听风吟》（2001）、《斯普特尼克恋人》（2001）等。2001

年在中国的日本翻译历史上可以称得上是村上春树年了。村上春树的作品为什么能受到中国

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喜欢呢？有评论家指出现今的中国社会同《挪威的森林》中所描绘

的30年前的日本有着极其相似之处，人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人们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

和生存压力。村上春树的作品中的失落、孤独、空虚和怅惘这些情绪使以学生和青年为主体

的读者群的阅读需求得到了满足。 

 

三）对日本女性文学的译介 

 

  日本文学史上的女性文学有三个高潮。平安王朝时期、明治初期和当代。平安王朝时期

紫式部《源氏物语》和清少纳言《枕草子》第一次有意识地提出了大和民族的审美特质—物

哀和幽玄，开创出了女性文学的光辉时代。明治时期的桶口一叶，与谢野晶子等女作家和女

诗人活跃的文学创作形成女性文学的又一个高峰。浪漫派诗人与谢野晶子在她的诗中热烈歌

颂青春的热情和奔放纯真的爱恋，讴歌人的本性，带有丰富的感情色彩。第三个高潮期就是

当代日本一大批中青年女作家群体。中国对日本女性文学的译介越来越关注。《源氏物语》

丰子凯早有翻译，80年代、90年代至2002年均有不同的译本问世。周作人等翻译的《枕草

子》被收入《日本古代随笔选》出版。 

  近十多年来，日本女性文学十分活跃。日本青年女作家获得包括芥川奖在内的多种奖项，

文学创作十分活跃。小川洋子以《妊娠日历》（1990）获得第104届芥川奖；多和田叶子以

《狗女婿》（1992）获得第108届芥川奖；笙野赖子以《跨越时空的联合企业》（1994）获

得第111届芥川奖；川上弘美以《踏蛇》（1996）获得第115届芥川奖；柳美里以《家庭电

影》（1996）获得第116届芥川奖。日本女作家们批判性地向沿袭了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发

起了挑战，进而尝试着对形成“神”、“国家”、“天皇制”和“家族制”的封建传统文化

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剖析和反思。中国文坛近两三年对当代日本女作家显示了强烈的关注。

《世界文学》2000年第四期以专集的形式介绍了日本五位中青年女作家的作品，2001年第

四期又刊登了日本7位女作家和一位当代女歌人的作品。 

2001年中国文联出版社一举出版了一套包括10本日本女作家和10本中国女作家文集的丛

书，堪称日本文学翻译中的大手笔。这套丛书介绍了两国女作家的最新成就。日本女作家丛

书分别是津岛佑子的《微笑的狼》、柳美里的《女学生之友》、山田咏美的《床上的眼睛》、



小川洋子《妊娠日记》、高树信子的《透光的树》、多和田叶子的《三人关系》、川上弘美

的《沉溺》、笙野赖子的《无尽的噩梦》、中泽惠《感受大海的时候》、松蒲理英子《本色

女人》。日本女作家的作品体现了日本女作家群对日本封建家族制和男权主义的批判，使中

国的读者通过全新的角度进一步了解当代日本的文化和生活，了解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风貌

和最新水准，同时也为读者全面了解中日女作家之间的差异提供了一个平台。 

 

二、对日本大众文学的译介 

 

  大众文学是以大众读者为对象的文学，是在大正时期随着报纸、杂志和广播事业的飞速

发展而形成的。日本大众文学狭义上是以时代小说为主轴，广义上通俗小说、推理小说、冒

险小说、幽默小说、传奇小说、科幻小说等都包括在内。60年代以后日本大众文学随经济

高速发展而出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企业小说、经济小说、旅行小说等。当今的日本大

众文学同电影、电视、录音等视听文化相结合的趋势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另外一个突出的表

现就是大众文学同纯文学的接近，也就是纯文学走向大众化，大众文学走向艺术化。  

  大众文学作家中，松本清张是推理小说家优秀的代表之一。他与只求逻辑趣味和故事惊

奇的传统推理小说区别开来，使推理小说用日常生活的语言，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

上都达到了前人未达到的水平，开创了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的新局面。早在1979年中国就

翻译出版了他的推理小说《点与线》，而大量的对他小说的翻译则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

初期。松本清张的知名度与他的作品与电影的携手是分不开的。他的作品《砂器》、《雾之

旗》等改编的电影在中国放映，很受中国观众欢迎。电影这一现代传媒对松本清张作品在中

国的翻译出版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推动作用。他的小说被翻译出版的有《真与假》（1984）、

《砂器》（1985）、《单身女子公寓》（1985）、《玫瑰旅游团》（1986）、《湖畔阴影》

（1986）、《丽都孽海》（1986）、《人间水域》（1986）、《复仇女》（1987）、《女人

的代价》（1987）《深层海流》（1987）、《女人的代价》（1987）、《孤狼》（1987）、

《隐秘的黑手》（1988）、《私奔》（1989）、《情错》（1989）、《苍凉夜色》（1989）、

《淡妆的男人》（1991）、《零的焦点》（1991）、等。至今中国读者对他的作品热情仍然

不减，2000年他的作品仍被翻译出版，如《丈夫的怀疑》、《被玷污的书》、《女人阶梯》

等。 

  80年代对水上勉小说的翻译形成一个高潮。《越前竹偶》（1982）、《水上勉选集》

（1982），《饥饿海峡》（1982）、《海的牙齿》（1984）《雁寺》（1985）、《五号街夕

雾楼》（1985）、《红花物语》（1988）、《海峡尸案》（1989）等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

90年代翻译出版的水上勉作品有《棒棒女郎》（1990）、《阿琴》（1991）、《泡影》（1993）、

《人生架桥》（1991）等，1999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大海獠牙》。 

  森村诚一的作品也很受中国读者欢迎。从70年代他的《人性的证明》（1979）在中国

出版后，中国读者对他的名字就不陌生了。80年代以来对他的作品的翻译和出版更是源源

不断。80年代出版的有《太阳黑点》（1980）、《野性的证明》（1981）、《人的证明》

（1981）、《花骸》（1982）、《大城市》（1983）、《分水岭》（1983）、《魔鬼的乐园》

（1984）、《腐蚀》、《野性的证明》、《情爱的证明》、《人的证明》、《孽缘》（1986）、

《恶梦设计者》（1986）、《迷人的山顶》（1986）、《冷血舞台》（1986）、《谋杀从新

婚之夜开始》（1987）、《虚幻的旅行》（1987）、《疑案追踪》（1987）、《死亡链条》

（1988）、《罪恶的黑手》（1988）、《阴暗复仇记》（1988）等。90年代对他作品的翻

译出版有《神赐的宴会》（1992）、《死亡陷阱》（1993）、《情债血案》（1993）、《新

虹梦》（1995）、《私生子》（1995）、《订婚耳环》（1999）、《东京空港杀人案》（1999）、



《高层的死角》（1999）等。2000年又有《栋居刑警的愤怒》等书出版，2001年《古怪的

脸》在中国出版，2002年云南出版社出版了《情人关系》和《玻璃恋人》，群众出版社再

次出版了《青春的证明》、《野性的证明》、《人性的证明》。他的作品的再译及再版的量

都很大，由此可知森村诚一在中国有相当数量的读者群。 

  渡边淳一是当今日本一位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他曾一度做过医生，后从事专业文学

创作，小说曾获新潮同人杂志奖、直木文学奖和吉川英治文学奖。他的小说介乎纯文学和大

众文学之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失乐园》在中国出版之前，他的作品翻译过来的有《光

和影》（1986）、《外遇》（1989）、《红花》（1990）、《迷失的爱》（1992）等，当时

在中国并无太大的影响。1995年9月1日开始，他在《日本经济新闻》连载长篇小说《失

乐园》，引起巨大凡响，后被拍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在日本掀起了“失乐园”热。1998

年中国翻译出版了这部小说，随即成为当年的畅销书。此后，渡边淳一的作品被源源不断翻

译介绍到中国。1999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爱如是》、《为何不分手》、《夜潜梦》、

《雁来红》、《泡与沫》、《一片红》一套丛书，以及《秋残》。2001年《萍水》翻译出

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泪壶》和《我的伤感的人生旅途》。2002年出版了《遥远的

落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日本风景画大师东山魁夷，他是一位有着极高造诣的

艺术家，而且在探索艺术的道路上写下了大量优美的画论散文。他的散文将自然、人生、艺

术三者巧妙融为一体，包含了对历史的思索、对生命的执着和对美的感慨。东山魁夷的散文

在中国读者心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80年代翻译出版了《东山魁夷散文选》和《与风景的

对话》，深得中国广大读者的喜爱。2001年由唐月梅主编的《东山魁夷诗文全集》有14卷

在河北教育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共同出版，这是对东山魁夷散文、随笔、文论的集大成

作品。优美的散文与作者创作的风景两相呼应，具有独特的艺术品位。 

  80年代以来中国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辉煌的历史时期超

过了历史上任何交流鼎盛的时期。这20年来，日本文学在中国得到最深切的关注和最广泛

的传播。中国的读者通过文学这一桥梁，不但了解了日本古代、近代和当代各个历史时期的

文学状况、作家、作品，也更好地认识了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增进了对日本这个国

家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乃至对日本民族的理解。文学上的交流必将带来包括文学在内的

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