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江健三郎文学的传统与现代

叶渭渠

内容提要 文学上的传统与现代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

接受西方文学的理念和技法
,

非常注意立足于本国文学土壤
。

古老森林村庄

的神话传说的宇宙观
,

成为他的文学思想的原点
,

同时独创了感性与知性结

合的
“

比喻一引用文体
” ,

实现了 日本化
。

关 扭 词 日本文学 大江健三郎 传统 现代

就东方国家而言
,

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学也好
,

研究一个作家也好
,

其中研究其本土与外来
、

东方与西方
、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

是一个

永恒的主题
。

在进人主题之前
,

在这里我首先说明的是
,

大江文学的
“

传统
” ,

不是指大江曾经批评过的日本文学和审美意识中存在的
“

无常感
”

这

一类的传统
,

而是指大江回忆过去
,

面对现实
,

而努力继承和创新的传

统
。

用大江自己的话来说
,

是
“

努力创造出自己 的传统
” 。

东方文学
、

东方作家走向世界之路
,

尽管因作家而异
,

但他们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
,

那就是他们都尊重民族的传统
,

兼备现代的文学理念和

技法
,

并使两者出色地结合
,

从而获得了成功
。

我们从东方作家印度的

泰戈尔
、

日本的川端康成
、

埃及的马哈福兹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来

看
,

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

诺贝尔文学奖对泰戈尔的评价是
“

泰戈尔十

分尊敬祖先的智慧与探索精神
。 ”

对川端康成的评语是
“

以敏锐的感

受
、

高超的小说技巧
,

表现了 日本人的内心精华
” , “

川端康成虽然受

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洗礼
,

但同时立足于 日本古典文学
,

对纯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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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日本传统体裁加以维护和继承
” 。

对马哈福兹的评价是
“

马哈福兹

融会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
、

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的艺术才能
” ,

“

开创了全人类都能欣赏的阿拉伯语言叙述艺术
” 。

他们的经验证明
,

文学的发展
,

首先立足于民族的文学传统
,

这是民族文学美的根源
。

离

开这一点
,

就很难确立其审美价值的取向
。

然而
,

一个民族
、

一个地域

的文学
,

又存在着一个与其他民族
、

其他地域交叉的系统
。

由不同民族

和地域的文学交流汇合而创造出来的优秀文学
,

必然具有超越民族和地

域的生命力
。

也就是说
,

优秀的文学不仅在一个民族
、

一个地域内生成

和发展
,

而且往往还要吸收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域的文学精华
,

在两者的

互相交错中碰撞和融合
,

而呈现出异彩来
。

大江健三郎所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

我们不难发现其理由是 大江

首先是热烈憧憬西方文学
,

其次是又没有离开传统
,

而拥有消化外来文

学的坚实能力和丰富经验
。

我们从大江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后的晚

宴上的致辞中
,

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这一点
。

他说
“

我先前对

《源氏物语》不感兴趣
。

比起紫式部女士
,

我更对拉格勒夫感到亲近
,

怀有敬意
。

但是
,

我必须再次感谢尼尔斯和他的朋友大雁
,

因为这只大

雁使我重新发现了 《源氏物语》
。 ”

大江用这样的形象语言来表述自己创作的规律
。

这段话说明他是从

接触和亲近拉格勒夫开始
,

再重新认识紫式部 ! 通过拉格勒夫笔下的尼

尔斯和大雁
,

使他重新发现了 《源氏物语》
。

事实上
,

在 日本
,

大江像许多文学艺术家一样
,

在文学艺术创作

上
,

都是先从吸收西方文艺的理念
,

运用西方文艺的技法开始
,

从西方

回过头看东方
、

看日本
,

不断地探索 日本本土的东西
,

创作出反映日本

民族特色的作品来
。

我们从大江从事文学的历程也可以看出 大江一开始接触文学
,

就

在拉格勒夫笔下的尼尔斯的引导下追求西方文学
。

从事文学创作伊始
,

就接受法国文学
,

首先是接受了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
,

主要表现在三个

方面 一是人的存在的本质观念 ! 二是发挥文学想象力的表现 ! 三是追

求
“

介入文学
” 。

这三方面表现在创作上
,

是从心理
、

生理和社会三个

方面捕捉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

但是
,

他是具体通过 日本的状况
、

个人

所体脸的现代人面临的核危机
、

残疾危机
、

新兴宗教危机等问题
,

来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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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日本现代社会的定式
,

从而形成大江式存在主义文学的特色
。

他从残疾儿子诞生那年起
,

多次赴广岛调查遭受原子弹爆炸的惨

状
,

目睹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多年后仍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

经历无休

止的优心忡忡的人生
。

于是
,

他通过
“

广岛
”

这个透视镜
,

把即将宣

告死亡的
“

悲惨与威严
”

的形象一个个地记录了下来
,

并写了随笔集

《广岛札记》
,

向读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人类应如何超越文化的差异

而生存下去
。

在直接接触广岛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以后
,

反过来他又品

尝到自己因为儿子的残疾而深藏在心底里的精神恍惚的种子和颓废之

根
,

被从深处刻了出来的痛楚
。

他把两者作为有机联系的综合体来加以

思考
,

并规划其行动
。

也就是说
,

他同时面对儿子和那些广岛原子弹受

害者频繁的死与生
,

对残疾和核武器的悲惨后果问题进行
“

具有普遍

意义的人性
”

的双重思考
,

以及采取的
“

战斗的人道主义的
”

行动
。

比如
,

他以最大的爱心和耐心将濒临死亡的幼小生命
,

培养成一个很有

造诣的作曲家 ! 他又以最大的热情和毅力
,

投人全人类关注的反对核试

验运动
。

上世纪末至  ∃ 世纪伊始
,

面对邪教的蔓延
,

他对人类的灵魂

进行严肃的拷问
,

向读者提出同样一个问题
,

也就是人类应如何超越文

化的差异而生存下去
,

共生下去
。

大江接受萨特存在主义影响的同时
,

也受到其恩师渡边一夫将人文

主义人际观融人日本传统 自然观和美意识中去的这种观点的影响
,

特别

是受到了渡边的中心思想
“

战斗的人道主义
”

的影响
,

将文学的宇宙

性
、

社会性
、

肉体性三者紧密结合
,

展开创作活动
。

渡边曾对大江说

过
“

你必须走自己的路
。 ”

大江把这句话作为人生的准则
,

以及文学

创作的准则
。

他学习西方文学的同时
,

非常重视挖掘本土原生的东西
。

因此
,

大江吸收萨特存在主义的理念和技巧
,

非常注意立足于本土
,

走

自己的文学之路
。

比如
,

大江文学既贯穿人文理想主义
,

致力于反映努

力改善人类生存环境
,

特别是人类生存的文化环境的题材
,

又扎根于 日

本民族的思想感情
、

思考方式和审美情趣等
,

从而创造出大江式的纯人

文主义的理想形象
。

正如他经常强调的
,

他的写作是源于 日本风土的润

育
,

他的写作是面对 日本读者的
。

举个例子来说
,

大江亲历了  % 世纪中叶以来日本历史的变迁
,

他

的小说创作也好
,

散文随笔也好
,

都是着力于使自己也使 日本人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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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和时代的痛苦中恢复过来
,

并使他们各 自的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

治
” 。

他曾表示
,

作为渡边一夫的弟子
, “

在文学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

力图医治和恢复这些痛苦和创伤
。

这种工作
,

也是对共同拥有日语的同

胞和朋友们确定的相同方向而做的祈祷
” 。

大江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授

奖词中
,

向世人宣示了这一点
,

并在许多作品中以及在社会活动中
,

实

践了这一点
。

大江出生在四国岛上一个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谷的村落里
。

童年和

少年时代
,

他就是在那片大森林里度过的
。

林中自然的绿韵
,

成为哺育

他的摇篮
。

他与森林
、

村落有着浓密的血缘关系
,

对日本人作为自然神

信仰的树木与森林
,

以及日本传统文化结构的家与村落共同体
,

情有独

钟
,

抱有一种密切的亲情
。

大江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到
,

他的祖母和母亲

常常给他讲述 日本古老的神话和传说故事
。

当时大江最爱读马克
·

吐温

的 《哈克贝里
·

芬历险记》和拉格勒夫的 《尼尔斯历险记》
,

他说
,

“

这两部书占据了我的内心世界
” ,

他从中发现住在森林恐怖笼罩的世

界里
,

在林木的悠悠的绿韵簇拥下
,

容易进人梦乡
,

获得一种安逸和解

放
。

这种从小的双重感受性
,

培育着他的文学想象力
。

于是
,

大江从树木与森林中寻找大自然的生命
,

仿佛切身感受到它

们的气息和搏动
。

他在作品中
,

常常将象征神的树木与森林
,

看作是
“

接近圣洁的地理学上的故乡的媒介
” ,

并且将它们视为跃人文学传统

的想象力的媒介
,

以一种亲和的感情去捕捉它们
。

大江在 《小说的方

法》一书曾说过
“

我自己出生和成长在四国丛林中
,

我一直想把那儿

的村庄里的神话和传说中独特的宇宙观
、

生死观
,

写到小说里去
。 ”

而且
,

他在写作时为了重新明确和认识从祖母
、

母亲那里听来的
、

记忆

深刻的神话和传说
,

有时候还又参阅许多本国的比如冲绳的民俗书
,

从

中寻找神话和传说的细节
,

来补充祖母
、

母亲叙述的传说中没有讲清楚

的部分
,

同时把回荡在灵魂深处的祖母
、

母亲的叙述语气
,

作为新小说

中 小税内方法  、

岩波誉店
、

!∀∀ # 年
、

∃# ∃ 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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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叙述方法再现了出来
。

可以说
,

森林村庄里的神话和传说中独特的宇

宙观
、

生死观
,

成为大江健三郎文学思想原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

大江从事文学创作
、

写小说的时候
,

仿佛又听到祖母和母亲讲的故

事
,

仿佛回到祖祖辈辈生活过的森林山谷的土地
,

回到遥远的古老神话

和传说的世界
。

而且
,

有时阅读小说
,

故事情节和人物会使他产生想

象
,

书中的一句话
,

也可以成为一条线索
,

让他仿佛听到祖母和母亲讲

的故事
,

让他回到故土的世界里去
。

有时为了证明故事的背景
,

他还到

四国的森林山谷里去调查
。

因此
,

在 《我的小说家历程》一书中
,

他

还说过
“

语言把我从现实中抛开
,

将我驱逐到想象的世界中去
。 ”

从早期的 《感化院的少年》起
,

经过 《同时代的游戏》
、

《& ∋ 与

森林里奇异的故事》
,

直至获奖后创作的 《燃烧的绿树》
、

《空翻》
、

《愁

容童子》等一系列作品
,

那里面的森林或山谷村落
,

始终都是作为日

本的心像风景而在作家的感觉世界中展现
。

他在这些小说中
,

常常是从

森林或山谷村落出发
,

最终又回到森林或山谷村落里
,

永远周而复始地

以这些传统的东西
,

扩展为文学的空间
,

从实质上说
,

拓展为更具文化

内涵的社会空间乃至时代空间
,

并且加人 日本神话和东方的神秘哲理
(

再生与救赎
,

从而使创作既获得独 自的
、

更为丰富的想象力
,

又紧密地

贴近本土
、

时代和社会
。

换言之
,

大江经历过生活于森林小村庄的自然环境
、

日本遭受原子

弹轰炸以及家有残疾儿的三重生活体验
,

并把这些生活体验作为文化问

题一起来思考
。

大江文学的题材
,

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

他的三重体

验
,

也许可以扩大为四重体验
、

五重体验
,

但他探讨人类追求生存愿望

的根本是不变的
,

这成为大江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和永恒主题
。

在这样的文化大环境下培育的作家
,

既是 日本式的
、

东方式的
,

同

时也是世界的
、

现代的
。

这样的作家获得世界的承认
,

不会是偶然的
。

比如
,

大江获诺贝尔奖的作品 《个人的体验》
、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

就运用了 日本传统文学的想象力
,

以及日本神话中的象征性
。

它们立足

于现实
,

又超越现实
,

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一体
,

创造出大江文学的

独特性
。

他吸收西方存在主义的想象力的表现
,

以及传承日本式的想象

《大江健三郎自选集
—

小说的方法》
,

河北教育出版社
, ∃加 ) 年

,

第 巧∗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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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传统的象征性表现
,

并使两者达到完美的统一
,

这是大江的存在主

义文学日本化的另一个特征
。

大江先生发挥想象力作用的时候
,

总是把

想象力与记忆联系在一起
,

想象未来
,

回忆过去
。

他在 《记忆与想象

力》一文中认为
“

思考过去和未来
,

保持总体的记忆和想象力是切实必

要的
。

为了获得这种记忆和想象力
,

必须抑制所有面的一方的力量
。

必

须通过拒斥被抑制的心
,

在 自由地解放的精神上
,

回忆过去
,

想象未

来
。 ”

大江最后强调这种想象力是抵抗
“

邪恶势力
”

的手段
,

正是一般

民众和艺术家的最低限度的共同义务
,

因而他提倡的想象力是
“

政治的

想象力
” ,

这是他思考想象力的出发点
,

也是发挥想象力的立足点
。

然而
,

文学与政治既有联系
,

又是不同质的两个世界
,

所以大江主

张运用想象力的语言在两个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
,

而这座桥是把桥墩深

埋在人的本质性的实存之中
,

使小说世界走向政治世界
。

比如
,

他创作

的 《我们的时代》
、

《性的人》
、

《个人的体验》
,

就是通过性的形象或

想象力的语言对现实的再创造
,

显示了作家对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的

思考
,

表达了对战争问题
,

以及天皇制
、

日美安全条约等体制问题的见

解
。

再如
,

反核问题
,

是一个世界性的政治问题
,

但大江没有使用政治

概念的语言
,

而是将这个问题植人人性的深层
,

并使用想象力的语言表

现出来
。

《摆脱危机的调查书》
、

《青年的污名》就是通过作家的想象世

界
,

展现现代人在政治争斗
、

右翼噪动和核劫持的面前对人性的呼唤
。

他在 《状况与文学的想象力》一文中说明
,

这是他
“

对周围现状的认

识
,

并反复发挥自己文学创作的想象力
” + 。

也就是说
,

大江在想象力

的世界里
,

表述了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和实现了他的文学主张
。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

大江文学的文体和语言
,

都是纯粹 日本式

的
。

在这一文学领域实现 日本化的成功
,

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于他采用独

特的文体来建构其作品
。

他既反对规范主义的古典文体
,

也反对个性主

口 大江健三郎工 , 七一全集 ,第 ∃卷 −
、

文葵春秋社
、 !∀∗ . 年

、 !∀一∃. 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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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特异文体
,

而主张
“

存在论
”

的文体
,

即感觉与知性结合的
“

比

喻一引用文体
” 。

也就是说
,

比喻是感觉性的
,

引用是知性的
,

两者邂

逅而形成大江文体的特质
。

在大江文学中
,

比喻文体的表现
,

扮演着重要的暗喻
、

讽刺和批判

角色
,

同时成为发挥文学想象力的一羽重要的翅膀
。

但是
,

比喻文体的

表现
,

只能在容许的限制范围之内
,

并不能无限制地扩张
。

相反
,

它是

受到引用文体的知性的制约
,

使比喻文体的感觉性纯粹化和洗练化
,

以

保持想象力的导向性作用
。

举例来说
,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开卷首句

这样写着
“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
,

寻求着一种热切的
‘

期待
’

的感

觉
,

摸索着噩梦残破的意识
。”

这句话被多数评论家认为是大江的文体

的规范句
。

它既表现感觉的观念
,

又表达了知性的思考
,

为现实与虚

构
、

现在与过去的故事交替展开
,

为在语言空间中充分发挥其具有导向

性的想象力做了坚实的铺垫
,

使作者也使读者进人一个确实存在的自己

的世界
。

也就是说
,

确保在想象世界中维持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感
。

因此
,

大江强调文体对于保持文学想象力的生命是非常必要的
。

他

在 《状况与文学的想象力》一文中指出两点

第一点
,

正如从最先作为问题点来思考那样
,

不能将语言作为单纯

的概念来使用
,

而常要通过与现实的事物
、

它们所构成的世界本身相对

应
,

来使用表现物本身的语言
。

也就是说
,

语言必须根源化
、

物质化
。

第二点
,

与作家自己拥有的语言世界
、

自己的意识世界一样
,

要自

觉认识到其片面的性格
,

并且克服它
。

因此
,

也要使自己的语言与现实

的状况相对应
,

同时争取使用适应现实状况的复杂性的多样语言
。

也就

是说
,

必须将语言多样化
。

由此
,

一个作家的语言最好是总体化的
,

即

能够覆盖一个时代总体状况的语言
。

可以说
,

大江发现了想象力与语言的相位
,

让其文学的想象力立足

于语言的总体化的位置上
,

使语言物质化
、

根源化的作用
,

和与状况对

应的语言多样化作用
,

互制互补
,

既扩大其想象的活动范围
,

又保持与

实存世界最直接
、

最具体的联系
。

这就是大江
“

存在论
”

文体的基本

特征
,

也是大江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的根本保证
。

大江健三郎工 , 七一全集  ,第 ∃卷 −
、

文落春秋社
、 !∀∗ . 年

、 !∀一∃. 百
。

一 ∀ . 一



大江健三郎文学的传统与现代 口

大江文学的异彩
,

正是在 日本文学与西方文学的相互交错中碰撞和

融合而呈现出来的
。

正如评论家拓植光彦在 《存在主义》厂文中
,

总

结这一时期的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特点时指出的
“

战后文学的存在主义

倾向
,

首先是自律地产生
,

其次是通过与萨特的邂逅产生巨大的漩涡
。 ”

总之
,

大江文学接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
,

既根植于传统又超越传

统
,

使传统与现代
、

日本与西方的文学理念和方法一体化
,

从而创造

出
,

既具有特殊性
、

民族性
,

又拥有普遍性和世界性意义的大江文学
。

透视大江文学的发展历程
,

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证明
,

日本近现代文

学的发展全过程
,

都受到外来的西方文学的影响
。

外来与本土
、

西方与

东方
、

现代与传统多种文学因素并存
,

为日本文学发展模式的选择
,

提

供了前提条件
。

日本文学民族化
,

是日本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

是

由民族的
、

历史的
、

审美的独特价值所构成的一种主体精神
,

它决定日

本文学的主体性所在
,

其自身有着强烈的传承性和延续性
。

同时
,

日本

文学又受到外来文学的影响
,

置于世界文学潮流之中
,

吸收消化外来的

东西
,

使本土的与外来的
、

传统的与现代的文学经过冲突
、

并存而达到

融合的程度
。

其中外来文学滋养着日本文学的根
,

而促使外来文学及其

思想体系发生变化的力量却是其本土的
、

传统的主体性
,

最后建立了一

个 日本独特的发展模式
—

“

冲突一并存一融合
”

的模式
。

这一模式构成日本文学的基本特征是
( , )− 以本民族为主体

,

以固

有的世界观
、

传统的文学思想为根基
,

以外来文学思想作为两者化合的

催化剂
,

内外动因互相作用 1 ,∃− 接受外来文学的影响
,

同时吸收外

来的文学思想和技巧
,

但吸收技巧多于思想
,

即使吸收外来的文学思

想
,

也在彼此并存
、

融合的过程中促其变形变质
,

即促其
‘

旧本化
” 。

大江文学是如此
,

日本文学整体也是如此
。

这是成功的作家必由之

路
。

所不同的是
,

不同的作家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中
,

各展其能
,

形成自

己不同的个性和自己专属的特色罢 了
。

,责任编辑 (
林 叔 −

拓植光彦 存在主羲 
、

畏谷川泉编 日本文学新史 ,现代 − 所收
、

至文堂
、

!∀ .∗

年
、

.∃ ,
。

一 ∀ ∀ 一



日文内容提要 ∋日本藉湍文要豹) 口

日本内工巢化
、

都市化巴晨地制度

内阴保汇阴寸乙屉史的考察
郝寿羲 王家庭 眼换兆

中国吐现在工案化
、

都市化七晨地制度#二阴寸石裸题忆直面 匕下、
、

乙力‘
、

本稿+立

日本忆打汁乙工案化
、

都市化七震地制度巴内阴保内服史的变化忆。 、、万考察匕
、

圣刃怒股套横时匕万
、

中国澎直面匕下、
、

乙同周题内解决‘二参考含提供匕赴、
、。

日

本亡 #止工案化
、

都市化澎退展寸乙中亡
、

工案化
、

都市化尔艺刃上今忆晨地制度 巴

都市土地制度巴刃整合性
·

临刹含也赴乌匕
、

子扎忆上。 + 怒济刃凳展 含促选匕九

刃力
、

‘二。协下研究寸乙一方
、

晨地制度七都市土地制度七内整合的整有加
、

工巢化

七都市化内推巡忆 艺刃上今含役割含果赴 匕万协赴力
、

#二。协万也考察寸乙
。

大江健三郎文学内亿抗巴现代
菜渭渠

文学‘二牡协万#立
、

坛杭七现代#土永遗含乙于一 , 七含。万协乙
。

大江健三郎氏内

文学以
、

西洋刃突存主羲刃文学理念七圣内技法含受#于人扎乙七七也忆
、

本国文学

内土壤忆立脚寸乙乙 七忆大变仓注意套扒。万、
、
乙

。

古协森内村忆上乙神括冲坛貌

刃宇宙裁#东氏内文学思想内原点七含。下协 乙巴同时仁
、

独刻的忆 「实存抽文体 −

含
、

即岛任统的感性七现代的知性七套拮合寸乙 「比喻一引用文体」 奋造 .上汁

万
、

日本化套实现吞甘九刃亡南乙
。

韶耙神括忆打协万 日本政治意澈含探求寸乙
隙秀武

「古事豁− 七 「日本舍纪」 以 七也忆 「援代刃意套以 。下
、

上代刃事含耙寸」

七‘
、

今日本刃古典的史奢亡南乙
。

丙古典汇打汁乙神代卷#才非常忆颊似七万打 %
、

神括亡以 。 / 屉史含代之石色内 七言为扎乙
。

丙古典内成立力
、

乌
、

神勃
·

勃韶丙政

治的劲力
、

吞乌忆神武天皇内 「建国刃精神」 忆 协赴乙东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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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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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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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刃彤刻
、

雅案
、

大和桧
、

能
、

庭圈
、

茶

道
、

花道
、

歌舞伎
、

浮世桧
、

煎茶道七卜。九日本刃偌毓芸衍套分析 .
、

干扎乌内

一 ∃ 3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