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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 日本大众文学

张国祥

提要 本文对 日本大众文学从以下 三方面作 了阐述
:1

.

源于 民间文学和说唱艺

术的 日本大众文学随着 出版业 的迅 速发展 而兴起
,

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 上
,

结合 日

本民众 的审美情趣
,

逐步成为 内容丰富
、

形式多样
、

深受民众 欢迎的艺术形式 ; 2
.

日本

大众文学取材于现实生活
,

反映民众心 态
,

表现时代风貌
,

针贬 时弊
、

批判丑恶
,

逐步

扩大 了在 民众中的影响
.

可以说是作家与民众共同创造并发展 了 日本大众文学
; 3

.

日

本大众文学因扎根于民众这一 丰饶 的土壤之中而拥有无 限的生命力
。

日本大众文学的起源及发展

日本大众文学源于明治年 间的剧作
、

实录 (纪实性历史小说 )
、

讲释 (军事体裁的

说书 )
、

人情话 (以世俗人情为中心的单 口

相声 )等文明开化期的文学艺术及说唱艺

术
。

这些作品从庶民生活的角度出发
,

把文

明开化的实质反映于诙谐之中
,

把 尚未开

化的丑陋揭示在大众眼前
。

在剧作及杂志方面
,

假名垣鲁文的《鲁

文珍报 》
、

高富蓝泉等柳亭 派 的 《芳谭 杂

志 》
、

具有滑稽讽刺性的《团团珍 闻 》
、

以连

载读物为主的《绘入人情杂志 》
、

以及 《月与

整 》
、

《实事谭 》等杂志纷纷创刊
,

加快了剧

作复兴的步伐
。

在说唱艺术方面
,

明治初年可谓全盛

时期
,

名人高手异常活跃
。

他们不仅立志复

苏古典作品
,

并且引进了大量的外国作品
。

值得一提的是说书艺术大师 三进亭 圆朝
,

他以精湛的说唱技巧
、

非凡的创作才能
、

孜

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

运用从英 国传入的速

记法
,

完成了其闻名遐迩的佳作《怪谈牡丹

灯笼 》
,

开创了说唱艺术与文学艺术相结合

的先河
。

除此之外
,

这 一时期翻译小说的兴起

也为小说创作的 飞跃发展起 到了推动作

用
。

如介绍西方社会风俗
、

世态人情的《花

柳春话 》
、

科幻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 》
、

《月

亮世界之旅 》
、

推理小说《杨牙儿奇谈 》等
。

它们一问世便成为翻译小说 中的佼佼者
,

畅销势头前所未有
。

进入明治二十年代
,

以 《邮便报知新

闻 》 和 《万朝报 》 为舞台的大众文学 出现

了两种趋 向
。

其 一是村 上浪六 的 《三 日

月 》
,

这部小说描写了侠肝义胆的江户时代

侠客
,

着眼于批判欧化世态
,

主张恢复传

统的道德观念
。

其二是以黑岩泪香的 《法

庭美人 》 等作品为代表的外国读物的改编

本
。

后者还开拓了审判小说
、

侦探小说的

5 1



新领域
。

而后创作 的 《铁面具 》
、

《岩窟

王 》
、

《呵
,

无情 》 等一批充满悬念的翻译

作品以其独到的匠心
,

为大众文学注入了

新的活力
。

明治三十年代
,

取材于现实生活的通

俗小说间世
。

如尾崎红叶的 《金色夜叉 》
、

德富芦花的 《不如归 》
、

菊池幽芳的 《 己之

罪 》
、

中村吉藏的 《无花果 》
、

田口掬汀的

《伯爵夫人 》 等
。

这些作品大都描写的是金

钱与爱情
、

媳妇与婆母
、

妇女的宿命与爱

等发生在身边的轶闻琐事
,

故又被称为
“

家庭小说
” .

类似的长篇通俗小说在当时

非常流行
,

并陆续被新派戏剧改编上演
,

或

改编为歌曲
、

电影等
,

颇得好评
,

其中一

些精品后来成为新派戏剧的代表剧 目
。

进入大正时期后
,

中里介 山的未完大

作 《大菩萨岭 》的发表
,

宣告 了大众文学新

时代的到来
。

这一篇以幕府末期为背景的

长篇巨制
,

出场的不同社会阶层人物近百

名
,

通过对主要人物保皇派武士 机龙之助

的理想主 义及放荡不羁的复杂心态
、

行为

的描写
,

以虚无主义的手法揭示了社会制

度的黑暗及人世间的污秽丑陋
.

这是一部

承袭前 人说唱艺术与读本文艺的 传统
,

并

融入作者本人的人生观
、

社会观
、

宗教观的

思想性小说
。

虽因作者的逝世而缺少结尾
,

但仍 以其篇幅之大
、

含义之深而受到 了众

多读者的欢迎
。

大正时期宣传媒介的进步为大众文学

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

因此从狭意上

说
,

日本的大众文学诞生于 1 9 2 4 年前后
。

由于出版业的 日新月异
,

仅一个讲谈社在

当时就创刊了 《少年俱乐部 》
、

《趣味俱乐

部 》
、

《现代 》
、

《妇女俱乐部 》
、

《少女俱乐

部 》
、

《幼儿俱 乐部 》 等多种杂志
,

以满足

不同层次读者的要求
.

同时
,

报刊发行量

的成 倍增 长又为文学的大 众化奠定 了基

础
。

特别是 《帝王 》 杂志的创刊和大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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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家团体
“
二十一 日会

”

的成立
,

标志

着大众文学真正走 上了历史舞台
。

当时
,

《帝王 》 杂志上佳作层出不穷
,

创刊一年后

发行量便超过了一百万份
,

深受广大读者

喜 爱
。

由 白并乔二等 创建 的
“

二十一 日

会 ”
的机关刊物 《大众文艺 》 更是为文学

进 一步走 向大众化起 到了推波 助澜的作

用
。

在这种情况下
,

一些纯文学作家也纷

纷创作了不少通俗小说
。

如久米正雄的《萤

草 》
、

菊池宽的《珍珠夫人 》等均在这一时期

相继问世
。

这些作品尽管仍带有明治三十

年代家庭小说 的印迹
,

但已摆脱了陈规陋

习的束缚
,

塑造了一批冲破家庭羁绊
、

按 自

己意愿选择人 生的新一代妇女形象
,

同时

抨击了不合理的旧家族制度
。

当时加 入到

这支队伍 中来的还有中村武罗夫
、

加藤武

雄
、

以及从一开始就专门从事通俗小说创

作并荣获报刊小说奖的吉屋信子等人
。

大正九年 ( 1 9 2 0) 一月
,

专以翻译
、

介绍

海外侦探小说为主的杂志《新青年 》创刊发

行
。

江户川乱步在此杂志上发表了《二枚铜

钱 》
、

《心理测试 》
、

《阁楼上的散步者 》等作

品
,

成 为 日本推理小说的先导
,

开辟 了怪

诞
、

幻想
、

唯美的独特世界
。

在这新颖
、

时髦

的领域里
,

角田喜久雄
、

横沟正史
、

甲贺三

郎
、

大下宇陀儿
、

国技史郎
、

梦野久作等人

不断地得到了锻炼和发展
。

可以说 《新青

年 》是推理
、

怪诞
、

幻想小说的摇篮
。

进入昭和时期
,

大众文学发展势头有

增无减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谷川梅太郎

分别以林不忘
、

牧逸马
、

谷让次的笔名创作

了 《新版大冈政谈 》
、

《这个太阳 》
、

《德克萨

斯 的流浪者 》等作品
,

并汇集成《一人三名

全集 》出版
。

此外
,

大佛次郎在
“

鞍马天 狗系

列 作品
” ,

以 及 《赤穗浪士 》等时代小说
、

史

记
、

启蒙读物的创作中又采用了新的手法
。

吉川英治也一反其 《鸣门秘贴 》等传奇读物



的旧貌
,

完成了探索人生之路的小说 《宫本

武藏 》
。

日本大众文学的 内容极为广泛
,

它包

括时代小说
、

推理小说
、

科幻 小说
、

幽默小

说
、

通俗小说等等
。

在现代通俗小说方面
,

出现了吉屋信子的 《丈夫的贞操 》
、

小岛政

二 郎的 《开花的树 》
、

无产阶级文学作家片

冈铁兵的《朱与绿 》
、

风俗小说作家石坂洋

次郎的《年轻人 》
、

尾崎士郎的《人生剧场 》
、

洪本浩的《浅草的灯 》
,

岸田国士的《暖流 》
、

富 田常雄的《姿三四郎 》等作品
;
在幽默小

说方面
,

有佐佐木邦的《愚弟贤兄 》
、

狮子文

六的《阿悦 》等
。

昭和九年 ( 1 9 3 4 年 )
,

为了纪念著名的

大众文学作家直木三十五设立了
“
直木文

学奖
” ,

以表彰优秀的大众文学作品
。

它的

设立对进一步促进大众文学的发展
,

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
。

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
,

由于《 自由》
、

《小

说新潮 》等杂志的陆续创刊
,

大众文学呈现

出一派 日益繁荣的景象
。

当时最盛行的是

描写被长期禁锢的性解放和战后社会价值

转变的风俗小说
、

中间小说
。

在风俗小说方

面
,

首先冲破禁律的是田村泰次郎的《肉体

之 门》
。

他主张只有肉体的解放才是人的真

正解放
。

另外
,

石坂洋次郎发表 了《石中先

生的一生 》
、

舟桥圣 一创作了饶有趣 味的

《雪夫人的画 》
。

除此之外
,

丹羽文雄的《哭

壁 》
、

井上友一郎的《绝壁 》等作品在当时亦

颇具影响
。

特别是一些描写战时与战后社

会状况的作品
,

如石 川达三的《随风摇 曳的

芦 苇 》
、

大佛次郎的《归乡 》等
,

堪称当时的

名著
。

另外
,

如狮子文六的《 自由学校 》
、

石

坂洋次郎的《青青的 山脉 》等作品也都寓意

深刻
、

耐人回味
。

深受广大读者青睐的作家

还有反映时代风俗的 《悖德剖析 》的作者黑

岩 重吾
、

描写太平洋战争的《悲哀战记 》的

作者伊藤一等
。

在中间小说方面
,

井上靖的 《明夭来

的人 》
、

远藤周作的 《大傻瓜 》
、

吉行淳之

介的 《逼近 》 可称为代表作品
。

源氏鸡太

在他的 《三等要职 》 中
,

以战后财界丑闻

为背景
,

用幽默
、

诙谐的笔触描绘了公司

内部互相倾轧
、

明争暗斗
、

错综复杂的人

际关系
,

一时成 为议论的中心
。

其他一些

直木奖的获奖作家也非常活跃
,

如动物文

学作家户川幸夫
、

山岳文学作家新田次郎

以及在医学题材方面开拓了新领域的渡边

淳一等
.

继懒户内晴美
、

田边圣子等女作家的

风俗小说之后
,

又有不少出 自女作家之手

的同类作品问世
。

如原田康子的《挽歌 》
、

山

崎丰子的《花门帘》
、

三浦绩子的《冰点 》
、

佐

藤 爱子的《战争结束是黄昏》
、

宫尾登志子

的《一根弦的琴 》等作品也十分引人注 目
。

为了进一步推动现代小说朝着更为广

阔的领域发展
,

有些作家作 出了卓越的贡

献
。

其中有以探索 日本人心态见长的水上

勉 ; 注重描写现代社会颓废与荒芜的立原

正秋
; 深刻剖析人生的山 口瞳 ;

善长描写离

群索居者的孤独与青春的五木 宽之
;
语言

生动诙谐
、

着眼于恢复剧作精神的井上厦

等等
。

由于一些著名作家的努力
,

战后的时

代小说也出现了复兴的势头
。

吉川英治坚

持 其
“
历史是 白骨 的堆砌

”

的观点
,

花费七

年时间完成了大作 《新
·

平家物语 》
。

此后
,

又有 山手树一郎
、

田 冈典夫等人的作品相

继问世
。

可是由于战后被占领时期的一系

列政策
,

使一些宣传复仇的作品行销困难
。

因此
,

确切地说
,

时代小说的复苏是从村上

元三的 《佐佐木小次郎 》和 山本周五 郎的

《极树还存在 》开始的
。

他们以巧妙的构思
、

娴熟的手法不断推出新的佳作
,

成为大众

文学的重要作家
。

在他们之后
,

五味康佑和

柴田炼三郎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快节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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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浪漫色彩并存的特色开创了战后派时

代小说的新纪元
。

现在仍笔耕不止的大部分作家均为昭

和三十至四十年代的直木奖获奖者
。

如女

作家平岩 弓枝
、

杉本苑子
、

永井路子等
。

还

有南条范夫
、

司马辽太郎
、

池波正太郎
、

早

乙女贡
、

纲渊谦锭
、

藤泽周平
、

有明夏夫
、

津

本阳等等
。

其中
,

司马辽太郎的《龙马行 》
、

《坡上的云彩 》具有独特的魅力
。

作者在创

作 中选用了大量的史料
,

较深刻地揭示 了

日本 民族孜孜以求的理想与现实
,

生动地

描绘了龙马
、

儿玉源太郎
、

秋山真之等人超

凡的才能
。

战后
,

推理小说与科幻小说也有了很

大的发展
。

在推理小说方面
,

以横沟正史为

首的一批老作家们宝刀不老
,

新 秀作家人

材辈出
,

使推理小说的创作呈现 出生机勃

勃的局面
.

其中以高木彬光的《纹身杀人案

件 》
、

站川哲也的《黑色皮箱 》
、

仁木悦子的

《小猫知道 》
、

有马赖义的 《四万个 目击者 》
、

多岐川恭的《坠落 》
、

桩泽左保的《吃人 》
、

户

川昌子的《猎人 日记 》
、

佐野洋的《华丽的丑

闻 》
、

西村京太郎的《天使的伤痕 》
、

陈舜臣

的《青玉狮子香炉 》
、

森村诚一的《腐蚀的结

构 》等作品的影响较大
。

另外
,

以《点与线 》

跻身于推理小说阵营的松本清张则另辟蹊

径
,

他反对单纯追求悬念的非现实主义作

品
,

而主张从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中挖掘

题材
,

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
,

创作出一系列

新的社会派推理小说
,

在社会上 引起了强

烈反响
.

从此
,

推理小说走上了多样化的发

展道路
,

形成了诸如社会推理小说
、

产业推

理小说
、

间谍推理小说
、

神秘推理小说
、

青

春推理小说等众多分支
.

其中有较大影响

的是水上勉
、

黑岩重吾
、

《黑色试验车 》的作

者棍 山季之
、

《风尘地带 》的作者三好彻
,

以

及阿刀田高
、

赤川次郎
、

栗木薰等
。

在创作

技巧上
,

一些作家采用了欧美推理 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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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
,

即不屏杂任何感情色彩
,

客观地平辅

直叙冷漠
、

残酷的故事情节
。

从大蔽春彦的

《野兽应该死去 》
、

河野典生的《年轻人死于

阳光下 》
、

生岛治郎的《穷追不舍 》等作品中

可见一斑
。

在科幻 小说方面
, 《宇宙尘 》

、

《 S F 杂

志 》等刊物的创刊
,

为科幻小说提供了进一

步展示的舞台
。

以微型小说闻名遐迩的星

新一可说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
。

他的超短

篇小说《人造人 》
,

以其丰富的想象力
、

首尾

呼应的严紧结构
、

生动流畅的文笔吸引了

众多的读者
。

除此之外
,

较为有名的作家还

有小松左京
、

筒井康隆
、

光獭龙
、

眉村卓
、

半

村 良
、

都筑道夫
、

平井和正
、

丰田有恒
、

田中

光二
、

栗木薰等
。

在纪实小说方面
,

由于在创作过程中

注重调查研究与资料的积累
,

为非虚构文

学
、

传记文学增添了新的光彩
。

在这一领域

中
,

吉村昭
、

佐木隆三
、

泽木耕太可谓新秀

轴心人物
。

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

将传统的

报刊
、

杂志
、

出版物等铅字文化与电影
、

电

视等音像文化的有机结合是近年来逐步形

成的大众文学新型创作途径
。

它使得原来

单 一的模式变得丰富多彩
,

更为直观
、

更具

有可欣赏性
,

而且也更为广大民众所喜闻

乐见
,

因而更显示出通俗化这一大众文学

的特征
。

在创作方面
,

作家们充分发挥新技

术
、

高技术的特点
,

将现代小说
、

时代小说
、

推 理小说
、

科幻小说有 机地融 合
,

推陈 出

新
,

创作出体裁更为广泛
、

内容更为丰富的

作品
,

使大众文学越发多姿多彩
。

随着文学

的 日益普及和传播媒介的进步
,

纯文学 与

大众文学之间的藩篱正在逐步消除
。

另外
,

由于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
,

原来意义上

的
“

大众文学
”

本身也在逐步变化
,

有的评

论认为大众文学最终将融合到一般大众传

播文学中去
。



日本大众文学的主要 作家及其作品

日本的大众文学作家很 多
,

下边只将

各时期较有影响的代表作家作一简要的介

绍
。

中里介山 ( 1 8 8 5一 1 9 4 4 )
,

原名弥之助
。

曾就职于《都新闻 》报社
,

其间发表了连载

小说《冰花 》
、

《净琉璃坡上的复仇 》 ,

成名作

是 《高野义士 》
。

《大菩萨岭 》为其代表作
,

虽

因作者病故 而未最终完成
,

但评论家 们认

为
,

以其洋洋二
一

l
一

四五卷的长篇巨制和作

者的创作气魄便可留芳文坛
。

作品描写的

是德川术期武士机龙之助在比武中杀死了

对手子 津太文之巫 后
`

携文之巫之妻逃往

江户
,

因而激怒了文之巫的胞弟
,

誓与龙之

助不共鼓火
。

后龙之助入新征邦在从京都

返困江 ,’- 之巾攻打十津川失利
,

被火药烧

瞎双眼
.

。

关明后常出没于街头巷尾无恶不

作
,

策终廷
. 一

力无赖之徒
。

作品通过对机龙之

助
、

主道旅的描写
,

抨击了社会的腐朽黑

e吝
。

白井乔二 ( 1 8 8 9一 1 9 8 0 )
,

原 名井上义

道
。

1 9 2 0 年在 《讲谈杂志 》上开始以 白井乔
一

二的笔名发表作品
。

1 9 2 5 年组建了大众文

学 作家团体
“
二十一 日会

” ,

翌年出版 了机

关刊物《大众文艺 》
,

并任主编
,

成为当时众

望 听归的大众文学运动领袖
。

代表作是《泞

又 六士之巅的身影 》
。

作品围绕在富士山麓

竣造城池一事
,

描写了熊木家族与佐藤家

认之问长达七十余年的纷争
。

奸诈的熊木

伯典陷害佐藤菊太郎
,

而伯典之子公太郎

天真单纯
,

在建造日光灵城 堡垒时负于菊

太郎之子兵之助
.

公大郎之 子城太郎为报

父仇在汤岛境 内杀死 了兵之助
。

不久
,

明治

维新来临
,

城太郎与兵之助 之子光之助屏

弃前嫌
,

共同赴美
。

这是时代小说的长篇代

表作品
。

吉川英治 ( 1 8 8 2一 1 9 6 2 )
,

原名英次
。

幼

年 因家境中落而缀学就业
,

曾从事多种杂

务
,

饱尝生活的艰辛
。

进京后当过画师
、

记

者等
,

后入《东京每夕新闻 》报社
。

处女作为

长篇小说《亲鸯记 》
。

在杂志上还发表过《江

之岛物 语 》
、

《坂东侠客阵 》等连 载小说
。

1 9 2 5 年因在《帝王 》创刊号上发表了《剑难

女难 》而名声大噪
。

1 9 2 7年完成的《鸣门秘

帖 》
、

1 9 3 5 年完成的《宫本武藏 》
、

以及战后

1 9 5 7 年完成的《新
·

平家物语 》与 《私本太

平记 》被称为三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作
。

对于

《新
·

平家物语 》虽有不同议论
,

但作者将

目身对 日本战败的体会融入 作品之中
,

认

为 是 由
“
希望文学

”

朝 着
“

反省文学
”

的转

变
。

其作品富有大众性
,

前期多为传奇性
、

娱乐性作品
,

后期则转变为对于人生之路

的探索
.

特别是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的战败

对作者震动很 大
,

反 省与追求和平之意在

其后期作品中随处可见
。

因其作品表现了

广大 民众的理想和追求
,

被认为是
“
国民文

学
”
的代表

, 1 9 6 。年 曾荣获文化勋章
。

大佛次郎 ( 1 8 9 7一 1 9 7 3 )
,

原名野民清

彦
.

因曾居住于嫌仓长谷大佛背后而得此

笔名
。

他的《梦幻 中的义贼 》
、

《神风剑侠

阵 》
、

特别是《鞍马夭狗 》等连载小说深受读

者喜爱
。

1 9 2 6 年 8 月和 1 9 2 7 年 5 月先后

在 《大阪朝 日新闻 》
、

《东京日日新闻 》上连

载新闻小说 《晴天
、

阴天 》和《赤穗浪士 》 ,

巩

固了他的文坛地位
。

而后又陆续发表了一

些历史小说
,

以其人物塑造的独特手法
,

开

创了大众文学的一代新风
。

他在现代题材

方面也有不少佳作问世
,

如《法兰西娃娃 》
、

《 雾笛 》
、

《雪崩 》
、

《蔷薇骑士 》
,

以及战后发

表 的《仲夏夜之梦 》
、

《幻 灯 》
、

《 归乡 》
、

《旅

途 》
、

《汽球 》
、

《新树 》
,

特别是长篇小说《归

乡 》
,

堪称批判战后 日本社会混乱的代表

作
, 1 9 4 9 年获日本艺术院奖

。

书中描写原

海军军人守屋恭吾 因受诬陷而逃至他 乡
。

5 5



战后返 回 日太
.

下吐此时的故上已面 目全非
,

他所渴望的 日本民族传统己遭破坏
,

理想

终成泡影
。

作品反映了作者对战后日本社

会状况的愤您
。

直木三 十五 t l 8 9 1一 1 9 3 4 ) ,

原名植村

宗一
。

笔名直木是将原名中的
“
植

”

字一分

为二倒置而成
.

3 1 岁时取其年龄为直木三

十一
,

以后 逐年增加
。

19 2 4 年发表于 《苦

乐 》杂 志上 的《复仇十种 》是他的处女作
.

1 9 2 5 年加入大众文学作家团体
“

二十一 日

会
” ,

1, 2 9年以连载小说 《由比根元大杀

记 》而立足干
一

文坛
。

而后又在心大阪每 日新

闻 》和 《东京 日 日新闻 》两报上连载《南国太

平记 》
,

成为流行小 说作家
。

由于与大佛次

郎的共同努 力
,

使时代小说的质量大为提

高
,

并发出了
“

大众文学的理想
,

即将荷马

与近代作家融为一体
”
的豪言壮语

。

1 9 3 4

年因患结核性脑膜炎而英年早逝
。

为表彰

其在文坛上的功绩
,

于 1 9 3 5 年设立 了
“

直

木奖
” .

以奖励大众文学的新秀作家
.

江 户川乱步 ( 2 8 9 4一 1 9 6 5 )
,

原名平井

太郎
。

推理小说家
。

1 9 2 3 年在 《新青年 》
_

七

发表的《两枚铜钱 》采用 了以密码为中心的

独特描写手法
,

十分引人入胜
。

1 9 2 5 年发

表 了《心理测验 》
,

采取了心理分析的破案

手法
,

匠心独具
。

之后 又陆续发表了《阁楼

上 的散步者 》
、

《人椅子 》
、

《红房间 》
、

《火星

的运河乡等优秀短篇推理小说
。

另外
,

《阴

咚 产
、

《与贴画 一 起旅行的男子 》
、

《虫 》
、

《蜘

蛛人 》
、

《黄金而具》等长篇推理小说也写得

惊险
、

充满
.

泳念
,

深受读者喜爱
。

战后积极

从事理论研究
,

在此基础上创作 了集东西

方推理小说之精 华的 《幻影城 》
,

并因此于

1 95 2 年获侦探小说作家俱乐部奖
。

代表作

《明兽分
.

敌事以第一人称叙述
.

主人公认识

的一个实业家夫人告诉他受到 了大江春泥

的威胁
,

而被杀害的却是她的丈夫
。

主人公

根据自己的分析
,

认为是她的丈夫假扮春

泥
,

在对她进行威胁时不慎因事故而死
。

正

当主人公进一步调查大江春泥时
.

夫人又

自杀身亡
。

最后真相大白
.

杀人犯正是失人

自己
.

大江春泥只是眯造出的人物
。

通篇悬

念迭起
,

推理严谨
,

引人入胜
。

松本清张 ( 1 9 0 9一 1 9 9 3 )
,

社会派推理

小说作家
.

处女作《西乡纸币》于 1 9 5 0 年问

世
.

19 5 2 年发表的《某
`

小仓日记
’
传 》获得

同年下半年度的芥川奖
,

以此确立了文坛

地位
.

最初从事纯文学的创作
,

后转向大众

文学
。

他认为
“

作家应将自己的内在思想反

映给读者
,

使之有所感受
” .

他的长篇推理

小说《点与线 》被誉为世界十大推理小说之

一 故事围绕在福冈县香樵海滩上的
,

一对

男女尸体展开
,

经警官三原
、

侦探鸟饲等的

多方调查
,

最终破获了国家某机关内部的

一起贪污行贿案
,

揭露了官僚资产阶级内

部的尔皮我诈
、

互相倾轧的社会现实
。

1 9 6。

年发表的《日本的黑雾 》也是部很有影响的

作品
。

小说通过对于
“ 一

厂山总价谋杀案
”

等

十二个发生于美军占领时期历史案件真相

的剖析
,

揭露二次大战后美国占 领军勾结

反动当局对 日本人民犯下的罪行
。

这种敢

于向谎言挑战的大无畏精神
,

正是松不清

张本人充满正义感的具体表现
。

山本周五郎 ( 1 9 0 3一 1 9 6 7 )
,

原名清水

三十六
,

时代小说作家
。

1 9 2 6 年以短篇小

说 《须磨寺附近 》而一 举成名
.

1 9 2 5 年至

1 9 2 9 年间
.

他常在 《中外 商业 》
、

《周侧朝

日 》等杂志上发表短篇
。

1 9 2 6 年因《法林寺

异记 》获新歌舞伎剧本一等奖
。

1 9 2 9 年世

的《春天又来到山岗 》获东京市儿童电影剧

本奖
。

此后不断地在杂志上发表少儿读物

及大众小说
.

1 9 4 3 年因《 日本妇道记 》一书

获直木奖 (作者拒绝接受 )
,

作品以优美的

笔调描写了封建制度下一向逆来顺受的妇

女们内心深处的坚强毅 力和含蓄的美
。

他

的作品大都是描写下层 民众生活及他们的



喜怒哀乐与反抗精神
。

其代表作有《山彦乙

女 》
、

《极树还存在 》
、

《红胡子诊疗谭 》等
。

石坂洋次郎 (1 9 0 0一 1 98 6 )
,

中间小说
、

通俗小说家
。

1 9 2 5 年处女作 《看海去 》与

《炉边夜话 》同时在 《三 田文学 》杂志上发

表
,

受到广泛的好评
。

而后又在商业性杂志

上发表了《推销员 》
、

《金鱼 》等作品
.

1 9 3 3

年被称为青春小说佳作的长篇 《年龄人 》开

始在《三田文学 》上连载
,

并于 19 3 6 年获得

第一届三田文学奖
.

1 9 3 9 年至 1 9 4 1 年间

先后发表了《拂晓的合唱 》
、

《走向何方 》等

作品
。

战后又表发了《青青的山脉 》
、

《石中

先生的一生 》
、

《 山岗上鲜花盛开 》
、

《有山有

水的小镇 》
、

《阳光下的坡 路 》
、

《八仙 花之

歌 》等作品
。

特别是《石中先生的一生 》深受

好评
,

从而确立了流行作家的地位
。

代表作

是《年轻人 》
。

女主人公江波惠子娇好的容

貌
、

泼辣的性格使新来的国语教师间崎慎

太郎大为惊讶
,

不久两人坠入爱河
。

可是思

想进步的桥本小姐 〔老师 )也爱着间崎
。

某

日惠子听说桥 本被捕
,

误以为因得不到间

崎的爱所致
,

故毅然离开了间崎
,

使间崎与

桥本结为夫妻
,

自己与母亲又回到贫穷的

生活中
.

司马辽太 郎 ( 1 9 2 3

— )
,

原名福

田定一
,

历史小说家
.

19 5 6 年创作的《波斯

幻术师 》获讲谈俱乐部奖
.

1 9 5 7 年 5 月与

朋友共同创办了《近代说话 》杂志
,

并发表

了《戈壁的匈奴 》等作品
。

1 9 5 8 年发表的

《果之城 》获第四十二届直木奖
.

其他如《龙

马行 》
、

《殉死 》
、

《坡上的云彩 》
、

《大阪侍 》等

作品也极有影响
。

司马辽太郎善长历史题

材的创作
,

其气势宏伟
、

情节曲折
、

创作手

法新颖的历史小说为大众文学吹入了新

风
.

有的评论说
,

对于 60 年代以后的日本

人来说
,

司马辽太郎的小说便是历史
。

褒扬

之意
,

滋于言表
。

日本大众文学的影响及前景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

日本大众文学是

随着传播媒介 的扩大而 日益形式多样 ; 是

随着不同阶层要求的增加而丰富了创作内

容
。

因此
,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日本大众文

学是建立在传播媒介高度发展的基础上
,

以丰富的社会生活为源泉
,

由作家与民众

共同创造的艺术形式
。

它有着无限的生命

力和广阔的前景
。

日本大众文学的历史至今虽只有七十

年左右
,

但其庞大 的规模
、

丰富的内容
、

多

样的题材和形式 已远远地超过了 日本纯文

学对社会的影响
。

虽然其 中也有一些庸俗

的
、

颓废的作 品
,

但总体上仍 能从不 同角

度
、

不同层次反映了 日本的社会与民众的

生活
。

特 别是战后
,

出现 了一大批针贬 时

弊
、

揭露社会
、

批判丑恶
、

反映 时代与国民

心态的好作品
.

如石川达三的 《破碎的山

河 》
、

《金环蚀 》 ; 城山三郎的《 日本银行 》 ;
水

上勉 的 《荒野 的墓 标 》
、

《饥 饿 海峡 》
、

《海

牙 》 ; 山崎丰子的《华丽的家族 》 ;
井上夏的

《带铐殉情 》
、

《恶魔 》
、

《人质 》 ;
森村诚一的

“

证明三部曲
”

—
《人性的证明 》

、

《青春的

证明 》
、

《野性的证明》 ;
小松左京的《 日本的

沉没 》 ; 星新一的袖珍小说等等
。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
,

人们

对于大众文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

这无疑

为 日本大众文学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广阔

天地
。

广播
、

电视
、

录音
、

录像等新型传播媒

介一改 日本大众文学以往仅靠铅字印刷的

单一形象
,

它可利用 电波
、

音响
、

图像等技

术手段
,

更迅速
、

更直观地向广大读者 (收

视者 )提供题材丰富
、

形象生动
、

趣味性强
、

影响力大的作 品
,

使读者 (收视者 )在情感

上产生强烈共鸣
。

曾经轰动整个 日本
,

并在

中国也深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阿信 》
、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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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 》
、

《生命 》等都可称得上是 日本大众文学

中的佳作
。

日本大众文学作家大佛次郎曾说
:

大

众文学是作家与民众共同完成的文学
。

这

一名言 已成为广大 日本大众文学作家的共

识
。

它密切了作家与读者的关系
,

同时
,

也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日本大众文学的创

作
,

促进了 日本大众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

可

以预计
,

扎根于广大民众
,

依靠着现代科技

的 日本大众文学将越来越兴旺发达
。

(责任编辑 王湘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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