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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度 

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課程前期２年の課程入学試験 

（春期・一般選抜）問題 

外国語（    中国語     ） 

問：次の文章を読み、全文を日本語訳せよ。問題文は全部で4ページある。解答は問題文の下に記入する 

こと。過度な意訳は避け、できるだけ原文の文法構造に沿った訳文にすること。 

 

    日本汉诗在目前国内学术界似乎有身价看涨的趋势。“大文化”的理论建构，亚洲乃至世界的价值坐标，  

使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更为开放、更为宏阔的阶段，这无疑是件大好事。但在具体操作中，却似乎 

存在着种种困惑。 

    首先是研究对象的困惑。日本汉诗，以及日本汉文学，究竟是哪一国的文学？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 

包含着深刻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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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文学在日本历史上曾享有过今人难以想象的殊荣。从平安时代，直至明治前期，汉文学作为日本的 

正统文学，壮夫文学，“硬文学”，始终保持着至尊的地位。而与之相对的日语文学，如和歌、物语①等，则被 

视为民间文学，妇女文学，“软文学”。平安朝弘仁时代②，是汉文学的全盛时代，却被称为“国风暗黑时代”。 

“国风”者，纯日语文学也。“国风”而至“暗黑”，就是说外来文化喧宾夺主，使本国固有的文学黯然失色。 

汉文学，显然被排斥在“国风”之外。但这种看法，实始于近代。明治维新③以后，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日本，  

传统的汉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而接受了西方文学观点的日本学者，为了弘扬国粹，大力提倡研究纯粹 

的日语文学，汉文学研究也渐受冷落，非但在学界越来越乏人问津，有时连归属也成了问题。 

①物语：物語
ものがたり

。日本の文学形態の一つ。作者の見聞や想像をもとに、人物・事件について叙述した散文の文学作品。 

②平安朝弘仁时代：平安時代初期の弘仁年間。810-824年。弘仁は日本の元号。 

③明治维新：江戸時代徳川幕藩体制の崩壊から明治新政府による中央集権的統一国家成立までの一連の政治的・社会的変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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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日本文学史甚至不列汉文学一章，似乎觉得这是个“野合”的私生子，不能代表真正的日本文化。另一 

方面，一些传统的汉学研究者----这里指的是正宗的中国文化研究，则从自己的研究立场出发，把日本汉文 

学纳入中国文学范畴。已故日本著名汉学家神田喜一郎先生，曾特意把他的《日本填词史话》的正标题叫作 

《在日本的中国文学》。他在该书序言中说，自己不喜欢 provincialism（地方主义），本书所写的，是“在 

日本的中国文学，换言之，是作为中国文学一条支流的日本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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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学界，日本汉文学研究队伍，也通常由“国文学”（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两方面学者构成。“国文学”  

本责无旁贷，中国学研究界最权威的《日本中国学会报》，也同样发表日本汉文学的研究论文，并编制论著索 

引。但正因为日本汉文学具有这种“双重性格”，反而在夹缝中被长期闲置。日本文学研究者以其不属“国粹” 

而缺乏热情，中国文学研究者则以其成就逊于“本场”而无意置喙。“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日本汉文 

学以其非本国语言的属性，与这一命题正好相反，似乎难逃“模拟文学”的恶谥。 

（蔡毅「日本漢詩研究斷想」による。原文は繁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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