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文学十年回顾

庄 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

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
。

这

对 日本文学或许是一件好事
。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

始
,

日本的文坛便开始进入低潮期
,

文学作品大多

与现实生活脱节
,

乏善可陈
。

直到泡沫经济崩溃之

后
,

人们开始对社会及经济问题进行思考
,

这才使

文学再次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和苦恼紧密相连
。

这种

着眼于现实问题
、

反思社会制度
、

反映人们的心理

状态的创作趋势延续至今
。

新世纪以来
,

日本文坛出现了一些总结反思

上个世纪重大历史事件 (如战争
、

学运
、

恐怖事件 )

的优秀作品
,

尤其引人注 目
。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
,

新世纪 的日本文坛还迎来了在日外国人用 日语写

作的
“

越境文学
”

与女性视角写作愈发蓬勃发展

的新形态
。

这些新 的文学现象
,

不但进一步丰富

了文学的主题与 日语的语汇
,

也给文学领域带来

了新的视角和经验
,

展现了崭新的感受方式和个

体经历
。

新世纪 日本小说
:

反思战争历史
、

反映社会人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

日本文坛是从反

思战争这一主题重新起步的
。

上世纪四十年代到

五十年代中期
,

一大批战后派作家涌现出来
,

写

出了众多诸如女作家壶井荣的名篇 ((二十四只眼

睛》 这种反思战争的优秀作品
。

这些对于战争的

思考
,

帮助 日本人理清了战争真相
,

并找到了自

己的历史责任
。

但是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经济的繁荣发展改

变了人们的关注点
。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至今
,

讨论二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已经完全不

见
。

这种空白以及客观的历史教育长期缺失
,

导致

了近年来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暖昧不清
。

究竟应该

如何对待战争责任
、

如何面对历史
,

是迈向新世纪

的当代日本青年巫待探讨与认识的问题
。

大江健三 郎先生 ( 19 3 5一 ) 的作品一贯以反

思人生的悖谬
、

无可逃脱的责任和人类的尊严这些

萨特式的哲学思想为主题
,

也将日本人对待侵略战

争的态度这一 问题纳入这些哲学主题的框架加 以审

视
。

新世纪 以来
,

大江致力于探究上世纪七十年代

以后便荒废了的反思战争的主题
,

在近十年中创作

了 《被偷换的孩子 》 《愁容童子 》 《两百年的孩子 》

《别 了
,

我的书》 《水死 》 等多部长篇小说
。

《两百

年的孩子 》 就是一部通过梳理历史反思过去以展望

未来的作品
。

智障的大哥与健康的弟弟妹妹借助时

间旅行器的帮助
,

亲眼 目睹了 日本近一百五十年来

的各种历史场面
,

又前往未来看到了将来的场景
。

作品以时空交叉的叙事结构表现了 日本二百多年的

样貌
,

反思了日本民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灵魂与肉

体
、

物质和精神的特殊状态
。

除大江先 生 以外
,

新世纪 也涌 现 出一批对

侵略战争问题特别关注的作家
。

他们延续了战后

派作家们 的创作传统
,

在新的时间维度上对战争

问题进行了再度的反思和回顾
。

女作家村 Lll 由佳

( 1 9 6 4一 ) 的 《星星舟 》 以一家三代六 口人的视角
,

呈现了一个看似普通的 日本家庭的生活面貌
。

曾

经参加过侵略战争的爷爷重之的故事是其中的重

点
,

提升了整部作品的厚重感
。

爷爷回忆了
“
入

伍还不到半年
,

从人变鬼 的过程
” 、

韩国慰安妇

的哭诉与仇恨以及侵略者的种种罪行
。

为了能在

活着的时候将历史告诉年轻人
,

他终于答应外孙

女的请求
,

受邀 向外孙女的同学们讲述了战争真

相
。

该作品反复追问了 国家和普通人之于战争的

责任
,

获得了 2 0 0 3 年第一百二十九届直木奖
。

之

后
,

2 01 0 年又有一部探讨侵略战争主题的作品获

得了直木奖
,

即中岛京子 ( 1 964 一 ) 的 《小小的

家 》
。

小说借由一位当年在东京帮佣的老女仆的回

忆
,

描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帝国主义 日本发动战

争前后的东京生活和时代氛围
。

老女仆回忆 了野

蛮的侵略时代东京狂欢般的振奋
,

而阅读了她写

旦旦些到 9旦丫坐四旦咚夔



的回忆录 的外甥孙则谴责了当时 日本民众随波逐

流
、

姑息战争升级
、

甚至狂欢庆祝南京大屠杀的

愚昧和疯狂
。

上述祖孙二位的两种视角在小说中

交错呈现
,

对战争的历史观问题进行 了严肃的探

讨和思辨
。

反 思上世纪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在新世

纪并非个别现象
。

除了对战争的反思
,

被称为
“
八十

年代文学旗手
”

的村上春树 ( 1 9 4 9一 ) 在新世纪

也 以其大部头小说 《 IQ 8 4 》 总结性地反思 了上世

纪中期以来 日本的社会结构
、

生存环境和人群心

理
,

特别 是对 1 9 9 5 年策划沙林毒气事件
,

并给

人们心灵造成 巨大伤害的奥姆真理教所代表的黑

暗的宗教模式进行了梳理与探讨
。

在小说中
,

宗

教团体的运作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核心部分
。

《 I Q 84 》 从六十年代末学运时期的社会事件出发
,

讲述了一个 由学运师生成立的公社性质的封闭团

体最终演变为新兴宗教团体的故事
。

在这类新兴

教团盲 目狂热的教徒们身上不难看出奥姆真理教

及其教众的影子 (奥姆真理教也正是在 19 84 年成

形并开始活动 )
。

作品还触及到少女作家获奖和文

学推手现象
、

家庭暴力以及年轻作家面对的理想

与现实的矛盾等等社会课题
。

年轻一代作家中虽还未见有人写 出上述作家

那种具有历史视野和文学功力的作品
,

不过很多

新生代作家也开始关注 当前的社会生活及生存状

态
,

并显示 出不凡的创作实力
。

其中
,

中村文则

( 19 7 7一 ) 特别 引人注 目
。

在 2 0 0 5 年凭借 《泥土

中的孩子 》 获得芥川奖之后
,

他又于 2 0 10 年凭 《扒

手 》 获得第四届大江健三郎文学奖
。

中村描写的

大多是社会阴暗角落里的人物以及他们的生存与

心理状态
,

有人称他为关注黑暗面的小说家
。

评

论家称
,

以暴力和性为主题的小说正在增加
,

描

写和语言也趋于过激和刺激
,

这种描写对于在信

息
、

影像中长大的一代并不困难
,

真正困难的是
,

以暴力和 阴暗题材为主题但紧紧抓住伦理的问题

不放手
。

除了纯文学作品之外
,

日本的大众文学领域

也十分关注社会制度的缺陷并勇于揭露社会问题
。

比如在颇受读者欢迎的推理小说①中
,

代表性的作

品均旨在揭露导致犯罪 的社会结构失衡 以及制度

翻 外国文学动态

的不完善
,

并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揭露与反思
。

2 0 0 5 年获得第一 百三十四届直木奖的东野圭吾

( 19 5 8一 ) 的作品 《嫌疑人 X 的献身》 就揭露了

触 目惊心的社会制度缺失和法律不完善等问题
,

发人深省
。

作品将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弱势女性单

亲家庭的生存问题设置成为案件发生的前提
,

还

涉及到流浪汉人群的生存状态等法律难 以触及的

边缘地带
。

第一百四十二届 ( 2 0 0 9 年下半年 ) 直

木奖获奖作品
、

佐佐木让 ( 19 50 一 ) 的警察小说

集 《绝望的废墟 》也是如此
,

小说集收入六个短篇
,

每一篇都揭示了作者家乡北海道不 同地区近年来

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
,

通过警察仙道孝司的眼睛
,

反映出诸如煤矿的兴衰与人们的心灵创伤
、

渔业

协会的组织模式问题
、

外国人大规模融入当地人

群的问题以及阿伊努人的生存状态等北海道特有

的社会现象
。

越境文学
:

在日外国人用 日语写作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
,

日本文坛开始出

现旅居 日本的外国人从各自的民族视角和在 日体

验出发
、

以非母语的 日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尝试
,

这类非母语的写作在 日语中被称为
“

越境文学
” 。

日本的
“
越境文学

”
与西方的

“
离散文学

”

略有

不 同
。

首先
,

由于最早的全球化移民浪潮在十九

世纪后半叶
,

因此西方
“
离散文学

”

现象大规模

显现时
,

离散文学作家大多 出生在移住国并以该

国语言进行创作
;
而 日本并不大规模接受移民永

久居住
,

因此在本世纪八十年代末产生外来人 口

写作的现象时
,

所有
“
越境文学

”

作家的 日语写

作都是非母语写作
;
其次

,

西方
“

离散文学
”

作

家们大都出生在所在国并具有该国国籍
,

而 日本

的
“

越境文学
”

作家大多是在成年后 去往日本
,

几乎没有具备日本国籍的
“

越境文学
”

作家
。

新世纪以来
,

用日语写作的外国人越来越多② ,

① 日本的推理小说十分发达
,

分为专注于案情逻辑推

理的
“

本格派
”

和关注导致案件发生原 由的
“

社会

派
”

这两种类型
。

②
“

越境文学
”

不 同于殖民时代的台湾作家和在 日朝

鲜作家的写作
,

并非是强制之下学习 日语并用之写

作
,

而是一种 自觉
、

自愿的非母语写作
。



颇多的
“
越境写作

”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

引起

了文化界和 出版商的重视
。

读者和 文化界人士认

为
, “

越境文学
”

不但刺激并丰富了日语的表达方

式
,

还将作者原来民族性的思维方式带入日本人的

视野
,

丰富了日本文化
,

拓展了日本人体验世界的

维度
,

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理解
,

算得上是一种十分

有益的
`

旧本语文学
” 。

新世纪 以来
,

在
“

越境写作
”

的作家
、

诗人中
,

已有多位获得了日本读者甚至重要文学奖项 的认

可
。

旅 日中国人毛丹青 ( 19 62 一 ) 的随笔集 《虫

眼看日本— 中国青年所见 的日本之心 》 一问世

就引起 了广泛关注
。

此著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描

写 了作者亲身体验的 日本和在日生活
,

全书收录

了 《神户
,

我的城 》
、

《竹内实先 生 》
、

《坐禅与风

铃 》
、

《夜山樱 》 等二十五篇随笔
,

语言优美
,

视

角独特
,

有些片段甚至被纳入日本高考国语一科

的试卷
。

在书末代跋 《令人怀念的 日语之美》 中
,

非小说作家柳 田邦男表达了对外国人能使用如此

优美的日语而感到震惊的心情
,

并表示
“

近来
,

越来越多出生并成长于国外的人
,

开始用 出色的

日语写作小说和评论
,

成为作家 … …期待着他们

刺激日本的语言活动
” 。 ①此外

,

在日美国人阿瑟
·

比纳德 ( A r t h u r B i n a r d
,

1 9 6 7一 ) 在随笔方面也

表现卓著
。

他的随笔集《并不输给美利坚 》从语言
、

文学
、

风俗
、

社会到国民性
,

以轻快的笔调集中

比较了 日美文化
,

广受好评
。

他在诗歌
、

徘句以

及文学批评方面也频有佳作问世
,

被认为是
“

越

境文学
”

的干将之一
。

在小说方面
,

自上世纪后半期开始便有一些

在 日外国人尝试用日语创作小说
,

取得了一定成

就
。

比如意大利裔瑞 士人大卫
·

佐 比提 ( D va id

z o p p e t t i
,

19 6 2一 ) 早 在 19 9 6 年 便 入 围 过 第

一百一十六届芥川奖
;
在日美国人

、

日本文学学者
、

小说家李维英雄 ( Ian H i d e o L e

竹
,

19 5 0一 ) 19 8 7

年凭借 《听不见星条旗的屋子 》 出道
,

成为最早

的一批
“

越境文学
”

作家之一
。

他 1 9 9 6 年入围第

一百一十五届芥川奖
,

近来又凭借其作品 《我是 》

在 2 00 9 年入围了第三十五届川端奖 ( 最终惜败给

青山七惠 )
。

近年来
,

随着
“
越境写作

”
日益成熟

,

一批优秀的外籍小说家引起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关

注
。

其中
,

旅日华人女作家杨逸和在日伊朗人女作

家西琳
·

内扎姆马菲最为引人注 目
。

杨逸 ( 本名刘筱
,

1 9 6 4一 ) 在 2 0 0 7 年凭借

小说 《小王 》 获得文学界新人奖
,

2 0 0 8 年 7 月又

凭借 ((时光浸染的早晨 》 摘取芥川奖桂冠
,

成为

芥川奖历史上首位非母语写作的外籍获奖者
。

杨

逸在 1 9 8 7 年二 十三岁时来到 日本
,

在 日语学校

学习 日语后
,

进入御茶水女子大学本科主修地理

专业
。

旅 日二十年后 的 2 0 0 7 年
,

她凭借第一部

作品
、

四万字的短篇小说 《小王 》 获得了第一 百

零五届文学界新人奖
,

同时获得第一百三十八届

芥川奖的提名
。

《小王 》 讲述的是在中国婚姻失败

后嫁到日本的农村女子王爱勤的在 日经历
,

以及

后来她带着一队
“

结婚难
”

的日本男子前往中国

相亲的故事
。

小说描写了中日两国普通百姓的喜

怒哀乐和对幸福的追求
,

语言诙谐幽默
、

清新明

快
。

该作品关注 了之前鲜有人了解的旅 日华人的

生活状态
,

以及跨国婚姻所面临的种种 问题和中

日两国普通人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
。

评审委员池

泽夏树认为
,

这部小说
“
给日本文 学带来了我们

都已经忘却的挚诚和朝气
” 。

仅半年之后
,

杨逸的

新作 《时光浸染的早晨 》 再次入围
,

并最终夺得

第一百三十九届 芥川奖
。

作品讲述了 1 9 8 8 年夏

天进入西安某重点大学的梁浩远和谢志强从中国

到 日本的人生轨迹
。

作者生动地表现了二十年前

中国大学生的学生生活
、

思想心理以及他们到日

本以后 工作结婚
、

适应社会的过程
。

小说的时间

跨度从 1 9 8 8 年到 2 0 0 8 年奥运临近为止
,

在将近

二十年的社会变化背景中叙述了主人公的喜怒哀

乐和精神成长
。

作品在八位评委中获得了五张赞

成票
。

评委之一
、

著名女作家高树伸子表示
: “

杨

逸的作品给我们 呈现出非跨越国境所无法体会的

东西 … …
, ,

西琳
·

内扎姆马菲 ( Sh ir in N e z a n 卫 n iaf
,

197 乡一 )

也是新近备受关注的旅 日外 国人小说家
。

她出生于

伊朗德黑兰
,

母语为波斯语
,

2 000 年来 日
,

正式

① 柳田邦男
: “

令人怀念的 日语之美
” ,

《虫眼看 日

本

— 中国青年所见的 日本之心 》
,

文 艺春秋
,

2 00 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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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是系统工程师
。

0 209年
,

内扎姆马菲凭其描

写两伊战争时期同学之恋的小说 《白纸 》 获得了第

一百零八届 日本文学界新人奖
,

成为第一个获得文

学界新人奖的
“
非汉语文化圈

”

作者
。

该作品同年

还获得了芥川奖提名
。

这部青春小说将伊朗
、

伊斯

兰教等日本人不熟悉的世界带入 日本读者的视野
,

获得了很好的评价
。

Z Oor 年 7 月
,

内扎姆马菲又

凭借新作 《脉搏 》 再次入围芥川奖评选
。

《脉搏 》

讲述了一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极端情况下从无

法互信到最终取得信任与谅解的故事
。

一位在日阿

拉伯教师遭遇车祸被送到医院确诊为脑死亡
,

通晓

两种语言的在日伊朗人充当了 日本校方与家属之间

的翻译
。

这位翻译能够体会双方的情感方式和做事

方式
,

但却无法将这些微妙的文化差异翻译出来
。

作品借由这位两种文化之下的女主人公讲述出鲜明

的文化差异
,

引人深思
。

芥川奖评委石原慎太郎认

为
,

这部作品
“

写出了文化之间的巨大鸿沟
,

是日

本文学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
” 。

诗歌方面
,

在日中国诗人 田原 ( 19 65 一 ) 在

2 0 10 年凭借其第二本 日文诗集 《石的记忆 》 获得

了 日本现代诗人协会主办
、

素有
`

旧 本诗坛的芥

川奖
”

之称的 H 氏诗歌奖大奖
,

成为六十届诗歌

奖历史上首位获得这一奖项的非母语写作的外籍

诗人
。

随着非母语的日语写作日益成熟并获得认可
,

研究界也开始关注这一文学现象
。

日本国际文化

研究中心在 2 0 1 0 年 1 月 29 日召开 了研讨会
,

专

题讨论了
“
越境文学

”

对 日本的语言
、

文学
、

文化
、

社会等方面产生 的影响
,

并在 2 0 11 年春季出版了

题为 《用 日语写作
—

文学创作的苦与乐 》 的研

究专刊
,

其中收入李维英雄
、

杨逸的个案研究学

术文章
,

还刊载了在 日中国诗人田原
、

用 日语创

作的中国内蒙古诗人宝音贺希格 ( 1 9 6 2一 )
、

在 日

伊朗人女作家内扎姆马菲等非母语写作的小说家
、

诗人的座谈以及相关学术探讨
。

因为日本属于汉

语文化圈
,

日语中有很多汉字
,

评论家和很多作

家都认为用 日语写作的中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给

日语带来的良性刺激最为巨大
,

汉语的凝练和许

多生动的表述
,

都将丰富 日语以及 日本人的感受

方式
。

蘸外国文学动态

女性文学
:

具备女性自主意识的写作愈发成熟

二十世纪兴起的女性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

改变了传统的男权中心主义思维方式
,

也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了社会面貌
。

社会对于女性自我表现宽容

度的增加
,

令女性文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

上世纪末的最后 十年里
,

日本女作家获得各

大文学奖项 的 比例有了显著的提高① ,

获奖作品

也大多探讨女性价值
、

自我体验和 自我成长
。

本

世纪初
,

大江健三郎曾在 《晶 》 主办的一个文学

座谈会上指 出
: “
不远的将来

,

在 日本
,

能够构

建新小说思想或思想性小说这种文学世界 的
,

唯

有年轻女性们 … …
” ②正如他所言

,

在那 之后的

十年期 间
,

女作家们 的确用她们的创造力写出了

颇具 思想性的小说
,

鲜活地呈现出一个个现代女

性形象
。

其 中特 别值得注意的
,

是女作家角 田 光代

( 1 9 6 7一 )
。

她作品丰富
,

多次入 围芥川奖和直木

奖并获奖无数
,

无论是在大众文学还是纯文学领

域都表现非常突出
。

角田光代关注母亲这一社会

角色的生存状态
,

每部作品几乎都会触及女主人

公与母亲的纠葛
,

进而引发对
“
为人母

、

为人妻
、

为人女
”

这些女性社会角色的深度思考
。

2 0 0 6 年

获得第三十二届 川端康成文学奖的短篇作品 《摇

滚妈妈 》 便以当代母亲的苦闷为主题
。

作品借由

未婚先孕
、

回老家待产的女儿视角
,

描述了妈妈

的状态
:

这位妈妈厌倦了多年来承担的妻子
、

母

亲的单调社会角色
,

变成 了拒绝履行为妻职责
、

终 日聆听摇滚乐的女人
。

在家庭主妇众多的 日本

当代社会
,

很多家庭主妇希望能走出家庭
,

在社

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和认可
,

因此这部小说思考

的问题可谓切 中肯肇
。

2 0 0 5 年获第一 百三十二

届直木奖的作品 《对岸的她 》
,

讲述了一个身为

① 仅芥川 奖就有五位女作家获奖
:

19 90 年小川洋子 的

《妊娘 日历 》 ( 104 届 )
,

19 92 年多和田 叶子 《狗

女婿上门 》 ( 10 8届 )
,

19 94 年笙野赖子 《跨越时
间的联合企业 》 ( 1 11 届 )

,

19 9 6年川 上弘美的

《珠蛇 》 ( 1巧届 ) 以及 19 96 年柳美里的 《家庭电

影 》 ( 1 16届 )
。

② 转引自原善
: “

总序
:

新小说思想或思想性小说的

构建者—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
” 。



人母的郁闷主妇是如何在丈夫的冷嘲热讽中
,

从

毫不起眼的钟点清洁工工作中找到自我价值
,

并

最终走上创业之路的成长故事
。

角 田笔下的主人

公
,

大都是一些不适应传统社会规范
、

不认同现

存社会价值
、

拼命追寻 自己价值所在的棱角鲜明

的灵魂
。

唯川惠 ( 19 55 一 ) 的作 品 (( 间接恋人 》 里的

女主人公也是一个棱角分明的女人
。

这部 2 001 年

第一百二十六届直木奖的获奖作品从女性视角出发

观察世界
,

描述了女主人公由困惑到坚强
,

最终认

清 自己需要的过程
。

书中还探讨了同性恋话题
,

将

这一社会禁忌以接纳认同的形式公开描述
。

新世 纪 以来
,

日本文坛 出现 了大量关注 当

下经济低迷时期女性生活境况 以及内心困惑的作

品
。

2 0 0 7 年
,

第一 百三十八 届 芥川奖的获 奖 作

品
、

川 上未映子 ( 1 9 7 6一 ) 的 《乳与卵 》
,

探讨

的就是女性的困惑
,

作品集中探讨了女人特有的

部位— 胸部与卵子的话题
。

由于生育而胸部走

形的母亲 目前在做朝不保夕的陪酒女郎
,

她想做

隆胸手术使 自己更具吸 引力
。

女儿却无法理解母

亲想借由身体改造而取悦他人的想法
。

作者借由

女儿对乳房和卵子 的苦苦思索
,

对乳房这一女性

自然器官的社会价值进行了严肃而有深度的思考
。

女作家青山七 惠 ( 1 9 8 3一 ) 的作品大都关注年轻

一代的生存状态
,

被认为是继承了夏 目漱石
、

川

端康成等人文字风格的年轻作家
。

她在 2 0 0 7 年凭

借 《一个人 的好天气 》 获得了以新人奖著称的芥

川奖
,

随即又在 2 0 0 9 年以 《碎片 》 获得了专 门

颁给成熟作家的川端奖
,

成为川端奖有史 以来最

年轻的获奖者
。

《一个人的好天气》 描写了当今日

本社会中比较普遍的现象
:

年轻人拒绝就业靠打

短工维持生活
,

缺少理想和激情
。

芥川奖评委会

认 为这部作品 以一种具有都市感的笔触刻画 出主

人公的虚无感和孤独
,

抓住了时代的脉搏
,

一针

见血地点出了年轻女性的内心 困惑和状态
。

大道

珠贵 ( 1% 6一 ) 2 0 0 2 年获得第一百二十八届芥川

奖的短篇小说 《咸味兜风 》 描写 了女主人公在疏

离的社会中空虚
、

郁闷的心理状态
,

探讨了当代

女青年必须面对的生死以及婚姻与性的主题
。

第

一百三十届芥川奖的获奖作品
、

金原瞳 ( 1 9 8 3一 )

的 《裂舌 》 则关注 了都市新新女性的内心 困惑
,

女主人公因为无法认同现有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
,

内心茫然
,

为了追求活着的感觉
,

她迷上身体改造
、

最终把舌头一割为二
,

故事还讲述了她和 两个另

类男青年之 间的痛苦关系
,

被称为
“ 日本的少年

维特之烦恼
” 。

江 国香织 ( 19 64 一 ) 在其 2 0 0 3 年

获得第一百三十届直木奖的短篇小说集 《好想大

哭一场 》 中
,

每一篇都探讨了女性一生中大多会

遇到的某种困惑— 主妇的婚外情
,

情感萌动的

十七岁少女的性体验
,

同性恋的浓稠情感
,

夫妇

间鸡毛蒜皮的争执
,

失去激情的婚姻
,

单亲妈妈

以及害怕衰老的女人等等
。

这些故事带我们走进

女主人公们的内心世界
,

体验她们的喜怒哀乐
、

悲欢恐惧
,

进而 思考女性的人生价值
,

以求能达

成对 自我的接纳和认同
。

新世纪 以来
,

这种致力于呈现女性内心世界
、

探索女性自我价值的女性视角写作
,

己不再是个别

女作家的偶发行为
,

而成为一种写作趋势
。

越来越

多的女作家将女性作为主体而非附属于男主人公的
“

她者
”

来描述
,

在作品中辨析男权社会中很多被

默认的规则和价值观念的真伪
,

并勾勒出现代世界

里女主人公的形象和内心世界
,

为我们展现出更为

合理的男女平权的社会模式的可能性
。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曾经说过
,

“

所谓文学的责任
,

就是对二十世纪所发生过的事

和所做过的事进行总清算… …并由此引导青年走向

二十一世纪
” 。

总体来说
,

新世纪十年的 日本文坛

不负众望
,

努力承担大江先生所说的
“

文学的责任
” ,

众多尝试着总结历史
、

责问社会制度
、

反映时代心

声
、

沟通文化鸿沟
、

增进男女平权的文学作品纷纷

问世
。

这些文学上的努力
,

将会为大江先生所期待

的
“

光明
、

生动
、

确实体现出人类尊严的
”
二十一

世纪打下 良好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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