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后日本文学的一 朵奇葩
’

—
战后派文学剖析

叶 琳

1 94 5 年 8 月 巧 日
,

日本军国主义继纳

粹德国之后
,

被迫无条件投降
。

至此
,

一场给

亚洲和世界人 民
,

也给 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

难的法西斯侵略战争宣告结束
。

战败是 日本

自明治以来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重大事件
。

它

不仅改变了 日本社会的政 治经济格局
,

而且

还使长期受禁于军国主义统治的广大人民的

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

这一切都为文学

家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各种可能与选择的适宜

环境
。

二战后
,

首先打破战争时期的沉闷
、

充分

享受言论 自由
、

抒发 内心怀情的是许多战前

已负盛名的老作家
。

他们为
“

填补战争 中的

文学空白
” , “

解救文学的饥渴
” ,

纷纷拿起被

迫搁置多年的笔
,

给 日本战后初期有待振兴

的文坛上留下了许多杰出的文学作品
。

如永

井荷风的《舞女)
、

《勋章)
、

<沉浮》
; 志贺直哉

的《灰色的月亮》
;里 见弹的 (弃母》

、

《绝妙的

丑闻) ;正宗白鸟的 (战争受难者的悲哀》;林

芙美子的《漩涡》等
。

尽管这些作品的实际内

容与战后的现实无关
,

从艺术风格来说保持

了战前名作家原有的特 色
,

继 承了战前 日本

文学的传统
,

但毕竞给战后初期刚刚打破 沉

闷凝重气氛的 日本文坛吹来了一缕凉爽的清

风
。

与此同时
,

在战争期问深受军 国主义政

府迫害
、

镇压
、

屈 辱的老一辈无产 阶级作家
,

在战后初期重新获得了新生
。

他们继承了大

正
、

昭和初期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传统
,

新组成

了一支民主主义文学的队伍
,

创办了(新 日本

文学)
,

发表 了一系列反映战时
、

战后 民主革

命运 动的作 品
。

如宫 本百 合子的 <播 州 平

野》
; 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 ; 中野重治的

《五勺酒》
、

《甲乙 丙丁 ) ;佐多稻子的《我的东

京地图》等
。

尽管这些作品从内容上反映了

战时与军国主义斗争的艰难和战后民主改革

的兴起
,

带有强烈的纪实性
,

但是从创作风格

上讲
,

民主主义文学与战前文学并不存在本

质上的差别
。

如果说复活的老作家
、

新组建的民主主

义文学作家的创作继承了各种艺术流派的传

统
,

远离战后的现实主 体
,

是战前文学的延

伸
,

那么
,

在战争废墟上产生的无赖派颓废文

学的作家所面临的则是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的

动荡不安
、

权威的丧失
、

价值的颠倒
。

他们的

作品再现了战后 日本百废待兴的一片荒凉景

象
。

他们一边对清除 旧秩序
、

旧价值后获得

的自由生活感到愉悦
,

一边又 对突变 的世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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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所措
,

因茫然找不到出路而苦闷
,

最终在

否定既成秩序与价值观中走向了幻灭与绝望

之中
。

如太宰治的 《斜阳》
、

坂 口 安吾的 ( 白

痴)
,

石川淳的《黄金 传说》
,

田中光英的 《野

孤》等
。

尽管如此
,

无赖派颓废文学仍给了战

后初期的文坛以强烈的冲击
。

但是无论在艺

术创作风格方面还是在 内容形式
、

思想性 方

面
,

真正与战前文学有着本质区别的要首推

日本战后派文学
。

二战结束后
,

自昭和二十一年 ( 1 9 4 6 年 )

到 1 9 5 0 年朝鲜战争爆发的前后
,

战后派是 日

本文坛上占主要地位的文学流派
。

战后派文

学是在 日本社会主休发生变革
,

美军 占领下

日本失去真正 自由
,

清算军国主义余毒
,

对滋

生军国主义的战前 日本传统文学产生动摇这

一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

它 以其较深刻的思想

内容
,

全新的艺术手法脱颖而出
。

战后派文

学的作家和评论家包括三部分人
:

被视为第

一战后派的野问宏
、

梅崎春生
、

椎 名麟三
、

中

村真一郎等 ;被称为第二战后派的武田泰淳
、

大冈升平
、

掘田善卫
、

三岛由纪夫
、

福永武彦
、

安部公房等 ;被称为《近代文学 ) 派的平野谦
、

荒正 人
、

山室静
、

本多秋五
、

佐佐木 基一等
。

第一战后派和第二战后派划分的重要依据是

作家登上文坛时间的早晚
。

如果从个人经历

上来看
,

第一战后派的作家中早期参加过革

命活动
、

逊 i全逮捕入狱
、

被迫转变思想而得以

出狱者居众
。

像野问宏
、

椎名麟三
、

坡谷雄高

等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

而第二战后派则很少

有相似经历的作家
。

然而
,

在那个战争年代
,

个人的非常经历都直接影响着战后派文学的

创作
,

并由此构成了他们的共同点
。

(近代文

学》派是以于 19 4 6 年 1 月创刊的《近代文学》

杂志为阵地
,

并以评论家为主体的同人团休
。

他们在思想情感和个人经历上都与战后派作

家有着一脉相通之处
。

他们多是在黑暗的战

争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

既接受了马克

思主义思想的洗礼
,

又受到过军国主义的压

制
,

对战后时期的沉重压迫抱有复杂的抵抗

1 6 0
·

心理
。

他们同情
、

接近革命
,

并又 目睹了革命

的失败
。

这一切使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世

界观
、

文学观
。

他们对自然主义文学
、

传统的

私小说持否定的态度
,

对无产阶级
、

民主主义

文学运动的弱点
、

不足也予以抨击
,

他们期待
“

政治与文学
”

的关系产生新的变化
,

强烈要

求实现文学的主体性
,

确立现代的 自我
,

不断

地为战后派作家的文学创作摇旗呐喊
,

提供

理论上的根据
。

因此
,

聚集在 (近代文学 ) 评

论家周围的战后派作家是在新观念的影响下

从事着异常活跃的文学创作的
。

战后派文学的题 材特征是以作家个人在

战争中的深刻体验为主轴的
。

他们有着极其

类似的个人经历
,

都曾不同程度地
“

接受了昭

和初年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礼
,

生活在对战

争加以批判的 战争年代
” ¹

,

在军 国主 义嚣

张
、

弥漫
、

高压时期大多数都被征兵入伍或被

征为预备兵员
,

强迫接受下士官教育
,

奔赴前

线
,

饱尝战争状态下非人生活的煎熬和磨砺
。

他们在腥风血雨的战场上深切地体验到失去

人的 自由与幸福的痛苦
,

意识到战争的残酷

性
,

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
,

对生和死产生了独

特的感受
。

因此
,

随着 日本军 国主义政府的

彻底失败
;

战后日本社会思想的解放
,

以战争

创伤
、

战争体验为题材的文学作 品如春笋般

出现在文坛上
。

可以说
,

战争体验是战后派

作家创作的原始动机
,

是形成战后派文学的

主要因素之一
。

如果没有作家本人的亲身体

验
,

绝不可能给战后有待复兴的 日本文坛留

下不朽的杰作
。

如野问宏的 ( 阴暗的图画》

( 1946 )
、

( {险上的红月亮) ( 194 7 )
、

(崩溃的感

觉》( 19 48 )
,

梅崎春生的 (樱岛) ( 1946 )
、

(太阳

深处》( 1947 )
,

大 冈升平的 (俘虏记 ) ( 19 48 )
、

仍 火 ) ( 19 51 )
,

井 伏 缚 二 的 ( 遥 拜 队长 )

( 19 50 )
,

才住名麟三的(深夜的酒宴) ( 194 7 )
,

原

喜民的 (夏之花 ) ( 19 4 7 )
,

武 田泰淳的 (审判)

( 194 7 )
、

(蝮蛇的后裔》( 19 47 )
,

中村真一郎的

(死亡的阴影下》( 19 4 6 )
,

等等
。

战后派文学最独特
、

最新颖之处莫过于

.



它的文学创作 手法
。

众所周知
,

艺术赖以存

在的真正的生命价值在于创新
。

反映主体本

质的文学对于生活的表现不能固定在被动的

位置上
。

如果竺没有对传统的发展和突破
,

就

没有真正的艺术创作
”。 。

、

战后
,

随着欧美文

化潮水般地涌 入 日本
,

战后派作家受到了西

方文学的熏陶
,

在文学创作上大量移植
、

吸

收
、

融合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刻作手法
,

并对此

进行了革新
。

因此
,

战后派文学无论在选材
,

还是艺术创作方面都与战前文学有着本质的

差异性
。

这最突出的表现在于超越旧的写实

主义手法
,

重视创作的主体意识
,

.

从生理
、

心

理
、

社会等角度多层次地把握
、

表现
、

挖掘事

件中人物的内心活动世界
。

.

这一特点在野间

宏的代表作品 (阴暗的图画》
、

(崩溃的感觉)
、

(真空地带》
、

(脸上的红月亮》
.

大冈升平的名

作(俘虏记》
,

武田泰淳的成名作《审判)中
,

都

可看得出来
。

战后派作家带有浓重的人道主义
、

心理

主义倾向
。

他们扬弃了传统的私小说中只注

重自然主义的外界描写的倾向
,

从个 人的战

争体验出发
,

紧紧抓住事件中人物 的意识
卜

活

动中心
,

通过对人物心理多视角
、

深层次的剖

析
,

以求达到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

使读者强

烈感受到作者笔下 人物的被军 国主 义所扭

曲
、

所摧残的灵魂和军国主义者的反 人类的

暴行
。

这对人们提高反战认识具有一定的推

动作用
。

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拓展是传统的 日本文

学所欠缺的
, 、

超现实主义风格和存在主义倾

向也是传统的 日本文学所不具备的
,

但战后

派作家却改变了这种局面
。

‘

这主要体现在安

部公房和椎名麟三的文学创作上
。 ,

.

战后
,

安部公房结识了极力推崇先锋派

艺术的日本评论家花田清辉
,

受其超现实主

义文艺理论熏陶
,

走上了一条超现实主义的

先锋派艺术道路
,

为战后日本文坛 留下了(为

了无名之夜》(1 94 7 )
、

(道
_

路终点处的路 标)

(1 9 4 8 )
、

(红蚕茧)(19 5 0 )
、

<墙
—

5
.

卡尔马

氏的犯罪)等里程碑作品
。

作者通过荒诞不

经的情节和细致入微的局部描写向读者展现

人的存在本质的异化
。

同时还用象征
、

隐喻
、

哲理等现代派惯用的艺术创作手法把作品世

界推向高度抽象 的领域
,

以唤醒人的自我
_

意

识
,

去认清自己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是充满矛

盾危 机 的
。

椎 名麟 三以 (深 夜的酒 宴》
(19 4 7 )

、

(蚀流之中》(194 7 )
、

(深尾正治的手

记袱 19 4 8 )等佳作推动了存在主义在 日本的

广泛传播
。

他并没有原封不动地单纯照搬或

者效仿法国的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创作手

法
,

而是在尼采
、

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下
,

在

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体验过程中
,

结合自己

民族的特点和时代的要求
,

兼收并蓄
,

在创作

自己的作品时融入存在主义倾向
。

从而为战

后派文学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蹊径
。

_

战后派文学是以
“

试
几

图从拒绝旧文学
,

与

旧文学决裂中寻找文学
” . 的崭新姿态而登

上文坛的
。

它的独到之处确实和传统文学无

法相提并论
。

但是它又不能完全游离于传统

文学
,

而与传统文学有 着割舍不断的情 丝
。

所谓 日本传统文学就是以通过描写日常生活

中平淡无奇的琐事和 日常感觉
、

心境
、

情绪来

营造某种艺术氛围和效果的
。

而战后派作家

大量描写的是战争环境中个 人的亲身体验
。

尽管他们的个体体验不是
“

日常生活中平淡

无奇的琐事
’, ,

但是在作家的主体性和审美方

式上
,

仍是受
“

只注重个人生死存亡的传统文

学的影响
” 、

仅仅从个人的角度
,

从人道主义

观点出发来描写人类的相互杀戮
、

相互吞噬

如同恶梦一般的故争
,

而没有上升到对人的

社会性作理性认识的高度
。

一

因此
,

从这一点

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着包孕的关系
,

从而也导

致了战后派文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

故后派文学鲜有给读者展示硝烟弥漫
、

枪林弹雨
、

血肉横飞的战争全景
,

在战后派文

学的作品中
,

甚至连一场完整的战役的描写

也极为罕见
。

而且主人公都是清一色的下级

官兵
。

这种缺少整 体的视野使作品的概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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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形象的典型化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
。

这

都是由作家个人体验的局限性而造成的
。

当

然
,

战后派作家本身狭隘的 民族主义也是造

成他们不能彻底
、

客观
、

正确评价这场战争的

根本原因之一
。

正因为如此
,

战后派作家在谴责灭绝人

性的战争时
,

也仅仅是以个人的悲惨遭遇
、

体

验为出发点
,

而没有从整个民族
、

整个人类的

高度来加以分析
、

思考和认识
。

他们看到了

破坏人类文明的战争的残酷性
,

但却没有意

识到这是本国的法西斯政府发动的这场战争

所引起的 ; 他们只注意到个体的人饱受战争

的创伤
,

却没有觉悟到整个国家
、

整个社会
、

乃至整个 民族受到了战争的重创 ; 他们产生

了对现实的不满
,

憎恨战争对人的心灵扭曲
,

却没有旗帜鲜明地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这

场祸国殃民的战争的性质 ; 虽然他们也在一

定程度上把矛头指向 日本军国主义
,

但却没

有站在客观立场上对 日本军国主义的真面目

进行揭露和批判
。

狭隘的民族主义使他们难

以分清什么是正义战争
,

什么是非正义战争
。

个别作家甚至非但不谴责这场战争
,

反而认

为只有军国主义才能给 日本带来新生
,

因此

竭力为军国主义复活大唱赞歌
。

当他们所崇

拜的天皇极权统治制度崩溃时
,

他们 自己也

陷入了精神破灭的境地
。

三岛由纪夫就是一

例
。

他在后来写出的自认为最出色最满意的

作品(忧国)(1 9 61) 中对 日本战败这一现实表

示了强烈的不满
,

对昔 日军 国主义统治时期

的
“

辉煌年代
”

表示了极度的向往
。

这为人们

全面地
、

清楚地认识 日本战后文学
,

提供了不

可缺少的反面素材
。

其实在 日本文坛上
,

评论家对战后派也

是各抒己见的
。

在六十年代
,

日本文坛上 曾

引发了一场激烈的
“

战后文学论争
” ,

在社会

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

佐佐木基一在 <战后

文学是个幻影)一文中
,

从内部对战后派作了

自我批判
,

认为
“

战后派大部分思想和观念已

经不能完全适应五十年代以后发生巨大变化

1 6 2

的战后社会
” ¼

。

他们之所以
“

不能顺应 时代

的要求
”

是因为他们
“

一味地生活在对战前的

回忆之 中
,

而不是生 活在战后这 一历史 时

期
” 。 “

他们由于战争
,

而养成 了一种把非常

时期看成 日常时期的 目光
,

而没有养成一种

抓住特殊时期中的日常生活
,

或发现 日常时

期中的特殊生 活的革命目光
。 ” ½ 在此之前

,

吉本隆明和武井昭夫在 19 51 年合著的《文学

者对战争的责任)一文中提出了
“

文学者对战

争应负什么样的责任
”

的问题
,

批判了战后派

阵营
“

回避战争责任
”的独善性。

。

吉本隆明

还在《战后文学 向何处去》一文 中大胆地写

道
: “
如果用我 自己的语言来说

,

战后文学就

是战争转向者或战争旁观者的文学
”¿

。

他

们在战争结束以后躲在自己的密室里反反复

复地揉搓战争时代的苦涩记忆
,

并把长期积

蓄起来的郁闷宣泄在纸上
,

他们已不把
“

战败

后的现实
”

当作文学创作的主体 内容
,

这样必

然就会失去它的有效性
。

而深受战后文学影

响的大江健三郎在 (如何认识理解战后文学 )

( 19 6 3) 一文中则对战后派文学持肯定态度
。

他认为
, “

战后文学大多是以明快
、

燎亮的歌

喉唱出健康的歌 曲的
。

如果重温 一下 19 46

一 19 52 年这一时期的战后文学作品
,

从中听

不到战后文学是幻影这 一声音来
” À

, “

战后

文学或者战后文学家这一词对我而言
,

常常

是深奥
、

激 昂
、

敏锐 的 并十分饶 有兴 趣的
。

· ·

⋯旧 本战后文学者及其战后文学在我的
‘

内部
’

毫不存在什么幻影
” Á

。

值得一提的是
,

战后派文学达到顶峰的

时期是在 194 6 年至 19 4 8 年间
。

在这段时期

内
,

他们确实提出了不少相同的文学主张
,

在

文学创作手法上也有不少共同之处
,

文学派

别的特点十分明显
。

自 1949 年以后
,

战后派

作家的创作 日臻成熟
,

文学创作个性特点愈

加清晰
,

同时也流露出作家们按照各自的创

作风格走 自己文学 发展道 路的某些迹 象
。

19 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
,

在战后派评论家中

出现了分歧
,

日本经济日益复苏
,

政治生活也



因美国占领军逐步将权力转交给 日本政府而

发生了新的变化
,

这一切都成了战后派文学

创作的重大转折点
。

从此
,

他们不再作为某

一文学派别的一员
,

而是作为独立 的作家开

始了各 自富于个性的文学创作活动
。

有的从

战争题材转向日常生活题材
,

如椎名麟三 ;有

的则运用隐喻
、

暗示
、

象征
、

意识流等多种艺

术手法
,

全方位描写社会
,

如野 间宏 ; 还有的

则钟情于中国历史风物
、

文化传统
,

取材于中

国历史
、

传奇小说从事创作活动
,

如武 田泰淳

等
。

随着时问的推移
,

把战后派作家联合为

一个流派的共同氛围和条件消失了
,

战后派

文学也就因此分化消解了
。

从时问上来看
,

战后派文学的存在是相

当短暂的
。

这一文学流 派尽管有其 不足之

处
,

但是在试 图努 力变革文学上确实做了很

多的尝试
,

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

这对以后的

日本文学产生 了积极影响
,

并为五十年代中

后期涌现 出的
“

第三新 人
”

提供 了丰富 的养

料
,

因此后来才出现了以大江健三郎为代表

由关心人的存在转向关心社会本身
、

反 映人

与社会
、

人与自然
、

反核武器等主题的新一代

作家
。

注 :

¹ ¼ ½ ¿ À Á 臼井靓主编
,

《战后文学论争 ) (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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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名格雷斯
—

一个女谋杀犯的故事》

〔加拿大〕玛格丽特
·

艾特 伍德著 梅江海译

十六 岁的女仆格雷斯
,

参与谋杀 了雇 主全尼尔及他 的 管家兼情妇南希
,

被判

终身监禁
。

乔丹 医生 受人之托
,

对格雷斯进行精神鉴定
,

旨在写 出一份报告
,

使

她获得赦免
。

随着调查的深入
,

乔丹 医生逐渐对格雷斯产生 了难以 言表的倾慕

之情
,

同时又被她的经历与性格所 困惑
,

陷入 困境⋯ ⋯格雷斯究竟是个以 色相拉

男人下水的女魔鬼
,

还是个软弱无 力
、

来手待先的受害者 ?

这是一个发 生在土个世纪 的令人迷惑的真 实案件
,

作者巧 妙地把历史小 说

化
,

将暴力犯 罪
、

神秘催 眠术
、

男女性爱
、

嫉妒与仇恨
、

心理分析等等有机地结合

在一起
,

人物 塑造得栩栩如生
,

情 节跌宕起伏
,

异峰突起
,

扣人心弦
。

本书英文版 19 9 6 年 出版
,

同年获得加拿大吉勒文 学奖
。

(定价 : 19
.

0 0 元 )

、

库协,廖拼」

16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