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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日本文坛体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多元文化
融合的创作趋势。作家们关注工作与旅行、人际交往快餐
化、城市化矛盾等现实挑战，展现出对时代脉搏的敏锐把
握，同时向内深挖“自我”的意义，深入探寻自我与他者的
联系，在融合与异化之间寻找自我接纳的平衡点。本文将
聚焦近两年芥川奖获奖作品，以及日本主流文学杂志中呈
现的文学界热点问题，试论当下日本文学的新面貌。

思考、感受与成长

2024年颁发的第171届、2025年揭晓的第172届芥
川奖均有两位得主。

第171届芥川奖评选会议于2024年7月17日在东京
举行，入围作品为朝比奈秋（1981-）的《山椒鱼的四十九
天》，松永K三藏（1980-）的《别道山行》，尾崎世界观
（1984-）的《回转之声》，坂崎薰（1984-）的《穿过海岸》，向
坂鲸（1994-）的《不要不要不要死》。最终获得第171届芥
川奖的是朝比奈秋的《山椒鱼的四十九天》和松永K三藏
的《别道山行》。

朝比奈秋的《山椒鱼的四十九天》以连体姐妹“瞬”与
“杏”的视角展开，探寻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文中的姐
姐“杏”控制左半边身体，“瞬”控制右半边。即使她们共有
同一个身体，彼此是对方在世界上最亲密无间的存在，也
无法共享意识。在思想层面上，彼此必须作为“他者”存
在。但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以及视角的切换，姐妹二人在
思维和情感层面上细密的连接逐渐深化，二人将自身他者
化的孤独感也逐渐增强。

山椒鱼即为娃娃鱼，即使身体分成两半也能生存。杏
认为自己是黑山椒鱼，瞬是白山椒鱼，二者合一后如同一
枚太极图案。姐妹二人黏着而又分裂的关系恰如两只合
在一起的山椒鱼。这一意象也容易使人联想到井伏鳟二
的作品《山椒鱼》。井伏鳟二笔下的山椒鱼也被禁锢在隔
绝于世的岩洞中，在孤独和迷惘中不断思考自身的价值。
而“四十九天”指的是杏和瞬的祖父去世后的四十九天。
以祖父的死为契机，两姐妹开始思考“自我”“意识”与“死
亡”等问题。

朝比奈秋的另一身份是消化内科医生，因此他能够在
符合生物学理论的基础上构建文学想象的巨塔，将哲学理
论和医学伦理浓缩至一篇故事中。芥川奖评委川上弘美对
《山椒鱼的四十九天》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这部作品让读者
深入考虑‘自我究竟是什么’，不过作者最后应该也并不清
楚‘自我究竟是什么’，而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的优秀之处。”

松永K三藏的《别道山行》中，职员波多受同事邀请后
不情愿地参加公司的春季六甲山登山活动，在登山过程中
遇到了前辈妻鹿，与其相约一起从未经开发的小道登山，并
开始思考“什么是工作和人生中真正的危机”，在艰难的旅
途中实现了自我的成长。选择与妻鹿一起从小道登山，代
表了波多人生的转机，他认识到了人生在既定道路之外的
可能性。深入思考工作与人生的关系，本身就需要勇气，
对于过着一成不变生活的波多来说，也意味着一种挑战。

小说节奏的处理十分巧妙，交错安排登山和工作的
场景，在平淡但富有亲近感的叙事中穿插紧张惊险的旅
行体验。评委平野启一郎认为作品的巧妙之处在于“将
非日常的‘现实’的舞台设定在与日常相邻的六甲山”，

“虽然文学的实验性略有不足，但完成度很高，许多读者都
非常喜欢”。

第172届芥川奖评选会议于2025年1月在东京举行，
入围作品为安堂侯赛的《DTOPIA》，铃木结生的《歌德说
过一切》，竹中优子的《舞》，永方佑树的《文字滑坡》，乘代
雄介的《二十四五》。最终获得第172届芥川奖的是安堂
侯赛的《DTOPIA》和铃木结生的《歌德说过一切》。评委
岛田雅彦表示：“在这五部作品中，这两部是最具极致色彩
的。虽然两部作品的特质有所不同，但最终决定是这两位
充满活力的作家获奖。”

《DTOPIA》的作者安堂侯赛是第三次入围芥川奖，
2022年以《杰克逊一人》提名第168届芥川奖，2023年以
《迷彩色男人》提名第170届芥川奖。《DTOPIA》充分展现
了新人作家的活力和想象力，以法国属地波利尼西亚的度
假胜地波拉波拉岛为背景，围绕一场全球直播的“恋爱真
人秀节目”展开，节目中来自世界各地的10名男性竞相追
求环球小姐中的白人女性。节目在岛上共设置了40台摄
像机，观众可自由追踪登场人物，随时随地沉浸于故事之
中。游戏的推进充满了不可预测的情节转折，参与者以意
想不到的方式成长或遭遇挫折。如此一来，这档节目超越
了单纯恋爱游戏的范畴，使观众身临其境地观察参与者们
的行为举止。

安堂侯赛的作品中经常讨论种族问题和性别问题，以
非裔混血的视角探寻跨文化、跨性别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定
位。作家的文字鲜活且富有冲击力，他大胆触碰人性的恶
意和扭曲，笔触幽默，细节生动。小说在故事中段跳出了

“恋爱真人秀”的舞台，深入探讨人际关系和社会问题。柳
美里评价道：“安堂拥有故事的磁力。他将那些在现实世
界中因不合时宜而被排斥、如同不安且危险沙砾般的言
语，用暴力与伦理的磁铁吸引过来，使其相互排斥、相互交
涉，进而形成漩涡。”

铃木结生《歌德说过一切》的主人公博把统一是研究
德国文学的大学教授，在日本被称为“歌德研究第一人”。
主人公与妻女去意大利料理店用餐，在红茶包上看到了一
句歌德的名言“Love does not confuse everything,
but mixes”，他产生了一种熟悉感，却想不起来这句话的
具体出处。虽说不知道出处，但也不能断言“歌德没有说
过”。为了探寻“歌德是否说过这句话”和“这句话本身是
否是真的”，博把统一开始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搜寻这句
话，踏上了回溯研究生涯的旅途。

年仅23岁的新人作家铃木结生在小说中展现出惊人
的学识和强大的文字掌控力，小说通过生动的描写和丰富
的想象将读者带入了语言的世界，同时利用细腻的文字游
戏促使读者深入思考语言的深意，异国背景又给小说增添
了一抹新奇的趣味。小说中用典丰富，横亘古今东西，作
者以现代人的视角将丰富的材料整合起来，赋予其日本文
学的独特性。

在第172届芥川奖评选会议上，《歌德说过一切》获得
了高度评价，被评委组成员评价为“杂学小说”，其中出现
了许多专有名词和专业概念，但即使是不熟悉歌德的读
者，也能流畅阅读这部作品。

“通过文学作品领略到更广阔的世界”

《别道山行》小说中提到了“户外运动热”这一值得瞩
目的社会现象。旅游业等户外产业一度受到了新冠疫情
的冲击，原本火热的徒步、野营等旅行项目呈现出衰败凋
敝的景象。不过，2023年以来，人们对户外活动的热情再

度被点燃。从 indoor到 outdoor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
变，也是创作素材的选择和转向。长期受困于室内的压抑
促使大众渴望亲近自然、释放压力，“户外运动热”如星火
燎原般迅速复苏。《别道山行》等作品聚焦个体在自然中的
精神探索，呈现出人类在自然力量面前的渺小与坚韧，以
及人与自然相互塑造的过程。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也是2024年日本文坛较为关注的
话题。以《山椒鱼的四十九天》为例，这本书的主题在某种
程度上和2023年的获奖作品《驼子》不谋而合，都描写了
肢体障碍者在社会中将自我异化，体现出一种不断在“接
纳自我”和“自我不被接纳”之间纠结的“异形意识”。同
时，《文艺春秋》8月号在外国文学专栏中重点推出了皮特·
哥德弗里·史密斯的作品《章鱼的心灵》以及《达尔文群体
和自然选择》，小说带领读者去思考动物的意识，从对动物
生活的描写与对“动物是否有心”“动物是否能意识到自身
感觉到的一切”的探讨出发，探寻人的精神与意识的独特
之处，促使人类进一步审视思考何为“自我”，同时也为身
心关系的研究带来了“他者”视角上的全新认识。

创作者身份的多样化，也是一个显著的变化。2024
年的日本文坛正在接纳更多来自异国、在异文化中长大的
日本作家。这些作家带着独特的文化视角和成长经历，为
日本文学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他们的作品中，既有对异国
文化的深情描绘，也有对日本文化的独特解读，以一种交
融的姿态展现出多元文化的魅力。以《昴》上发表的作品为
例，韩国作家姜尚中在《昴》2024年9月号开启连载《岸信介
的思想和行动》，中国台湾作家李琴峰也在《昴》4月号至8
月号上完成了中篇作品《世界文学交叉点》的连载，美国作
家伊丽莎白·可尔的作品更是贯穿《昴》2024年全年号。

此外，混血作家安堂侯赛的父亲是非裔美国人，母亲
是日本人。安堂侯赛在英语和日语的双语环境下长大，经
常对于言语和文化的壁垒感到困扰。但或许正是这种在
复合文化熏陶下构建的意识，让他的作品充满了鲜活的、富
有冲击力的异文化描写。而这种充满新鲜感的描写恰巧能
够挑动日本读者的神经，不仅丰富了日本文学的题材与风
格，也让读者能够通过文学作品领略到更广阔的世界。

以知名文学杂志《昴》为例，其2024年的书评专栏
收录了樱木美和的《评李琴峰〈脱肉〉》、山崎直子的《评
李琴峰〈在言灵兴盛的国度〉》和丰崎由美的《评韩江〈不
做告别〉》。

与此同时，日本文学市场同样深陷诸多挑战的泥沼。
首先是愈发白热化的市场竞争态势。伴随着电影、电视
剧、动漫等多元文化娱乐形式不断涌现，读者的注意力被
分散开来，纯文学作品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其次，人工智
能成为了悬在日本文学市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近
年涌现出一批人工智能参与创作的文学作品，催促日本文
学界思考人类创作与AI生成之间需要如何找到平衡。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也陷入了众
说纷纭的争议之中。在商业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市场的导
向作用愈发凸显，一些作品凭借其可观的商业价值受到资
本的热捧，在市场上风光无限；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部分具有深厚文学价值、蕴含深刻思想内涵的作品，却因
缺乏商业卖点而被市场冷落，在默默无闻中逐渐被人们遗
忘。这种现象无疑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不利于
优秀文学作品的传播和传承。

（宋刚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副教授，房彦君系
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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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现代诗歌的结构：19世纪中期
至20世纪中期的抒情诗》由译林出版社再
版发行。自2010年中文版首次出版发行
以来，这本集学术洞见与艺术美感于一身
的诗歌理论经典收获了众多读者，它提供
了一种欣赏现代诗的方法，带领读者细致
解读欧洲抒情诗的语言结构，深入挖掘现
代性的独特魅力。

胡戈·弗里德里希（1904-1978），德
国著名罗曼语文学家，弗赖堡大学教授，著

有《法国小说的三位大师：司汤达、巴尔扎
克、福楼拜》《〈神曲〉中的法的形而上学》
《蒙田》《意大利抒情诗诸时代》《论翻译艺
术》等，《现代诗歌的结构》造成了非常大的
影响，堪称现代诗歌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

译者李双志，现任复旦大学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德语系教授。先后就读于北京大
学、柏林自由大学、哥廷根大学。著有《弗
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译有《现代
诗歌的结构》《浪漫派的将来之神》《荒原

狼》《风景中的少年：霍夫曼斯塔尔诗文选》
《比利时的哀愁》等。

诗人凌越读完此书曾写道：“弗里德里
希在《现代诗歌的结构》一书中所使用的分
析工具和所评论的那些杰出诗人的诗作相
得益彰，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诗作所携
带的光芒也映射到弗里德里希的这部著作
中，所以在读这部作品时，我们也会收获通
常只有诗歌带给我们的意外和愉悦。”

（吴 笛）

近期日语文学近期日语文学：：

多元视角下的多元视角下的““自我自我””与与““他者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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