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国家 应 该 提 供 更 加 有 利 的 制 度 环 境，鼓 励 企 业 创

新。对简单模仿型的企业鼓励其退出 或 者 进 行 创 新，避

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的产能过剩、资 源 浪 费。充 分 发

挥企业家精神，实现技术进步推动的 经 济 发 展，实 现 经

济增长方式的良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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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历史的叙述与文学的想象
———论 《麒麟》对中国题材的取舍

张能泉

湖南科技学院外语系讲师张能泉认为：在日 本 文 学 发 展 历 程 中，利 用 中 国 题 材 进 行 文 学 创 作 的 作 家 随 处 可 见。

在古代，从上山忆良的和歌到紫式部的物语、从松 尾 芭 蕉 的 俳 句 到 观 阿 弥 父 子 的 能 乐 剧 本 都 留 有 明 显 的 中 国 题 材 的

印迹。明治维新以来，虽然日本社会进入了以学 习 和 摄 取 西 方 文 化 为 主 流 的 时 代，但 是 近 现 代 作 家 不 仅 继 承 了 古 代

利用中国题材创作文学的方法，而且还拓展了中 国 题 材 在 文 学 创 作 中 的 新 领 域。他 们 利 用 新 的 文 体 样 式 使 中 国 题 材

在近现代文学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力量。如森鸥外、中岛敦、井上靖、司马 辽 太 郎 等 人 的 小 说，长 与 善 郎、菊 池 宽、

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新剧，土井晚翠、田冈 岭 云 等 人 的 新 诗 都 充 分 借 用 了 中 国 的 相 关 题 材。可 以 说，近 现 代 日 本 文

学对中国题材的摄取，比古典时代更全面、更 广 泛、也 更 有 新 意。以 中 国 为 题 材 的 文 学 创 作 成 为 日 本 近 现 代 文 学 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作为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 陶 的 现 代 著 名 作 家 谷 崎 润 一 郎 来 说，摄 取 中 国 题 材 从 事 其 文 学 创 作

也如同其他日本作家一样，成为其创作的一个亮点。其短 篇 小 说 《麒 麟》就 是 典 型。然 而，国 内 有 关 谷 崎 润 一 郎 的

研究大都集中于 《细雪》、《春琴抄》等知名作品上，而对 《麒麟》的研究至今无人问津。

日本作家佐藤春夫在评论谷崎润一郎作品时曾经说过，谷崎的作品在整体上写的不是事实，而在细节上是严格按

照事实原原本本写出来的。对此，学者王晓平也持相同的意见，并认为这一论断也完全适用于谷崎那些描写中国古代故

事的作品。小说 《麒麟》这个标题似乎是一开始就决定的这一特点。麒麟这个词虽然本身在 《史记》和 《左 传》中 找

不到出处，但据最新版 《辞海》一 书 中 所 收 录 的 “麒 麟”一 词，其 意 思 是 指 古 代 传 说 中 的 一 种 动 物，其 状 如 鹿，有

独角，全身生鳞甲，尾像牛，多 为 吉 祥 的 象 征。由 此 可 见，麒 麟 虽 然 细 节 上 具 有 如 鹿、如 牛 等 实 物 的 真 实 性 特 征，

但整体上却是一种想象的动物，虚构性才是其最 根 本 的 属 性。谷 崎 润 一 郎 在 这 里 借 用 这 个 词 显 然 包 含 了 作 者 一 个 强

烈的意图：小说在整体上不描述事实，但在 细 节 上 却 要 严 格 按 照 事 实 原 原 本 本 将 之 描 述 出 来。如 此 一 来，虽 然 小 说

的题材取之于中国古典文献，但是并没有过分 地 依 赖 原 典 素 材，而 是 采 用 舍 九 保 一 的 题 材 取 舍 方 法，一 方 面 通 过 细

节的真实性确保作品的历史性，一方面借用丰富的想象和虚构，在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中，立足作品的文学性。

（马光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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