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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洋文学的研究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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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洋文学作为反映出海洋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在近几年来的研究热度逐步上升，伴随海洋文学的逐步兴起，对于

海燕文学的研究成果也在逐步性增加。日本作为我国的邻邦国家，其四面环海的地理条件让日本人从古至今都对于海洋有着
都特性的认知，甚至在深化传说当中均可以看到海洋因素的存在。本文先对于日本海洋文学研究的相关内容进行阐述，并对
日本海洋文学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为日本海洋文学研究理论内容的丰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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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明确指出，控制海洋便是控制了
整个世界，海洋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 日本的
海洋文学曾受到中华文明的极大影响，甚至在隋唐时期日本
官方派处遣隋使和遣唐使来学习中华文明，在日本海洋文学
中也充分体现出对于中国神话的吸收与再造，对于我国道家
思想的融合与创新。在迈入现代化社会发展进程中，海洋被
污染问题以逐步进入学者的视野，对于海洋生态问题的研究
成为日本国家的发展目标。

一、海洋文学

在人类认知能力水平逐步提升的背景下，对于海洋的
认知也由以往的凝视海洋逐步转变成为积极探索海洋。人类
与海洋之间的关系也历经了系列转变，从以往单纯性开发对
象转变成为工具性利用对象，二者之间在对话交互环节中关
系日益密切，海洋对于推动人类发展所能起到的价值作用也
不能忽视。[2] 我国的学者李松岳提出在世界各国文学史中，
于海洋相关的文学作品大多数并未有完整性的概念论述，也
并未将其作为特定的概念整体进行考量与审视。[3]龙夫在《回
归大海的倾诉：日本学者论海洋文学发展》对于海洋文学的
概念进行基本性的既定，提出海洋文学是指主题是与海洋密
切关联，并与其特性作为整体支撑的文学作品。[4] 从理性、
感觉以及意象等多方面对于海洋的特性进行界定，但也割裂
了海洋文学的整体性。倪浓水在《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发展
轨迹及其审美特征》研究中，更加追求奇异幻想，受到海洋
小说自身特殊性的影响，导致其存在局限性。[5] 段汉武教授
在《< 暴风雨 > 后的沉思 : 海洋文学概念探究》中提出海洋
文学不仅可选择海洋微舞台或是以海洋为客观叙述对象，也
可是描述人物航海行为的文学作品。[6]

二、日本海洋文学内容构成

（一）记纪神话研究
记纪神话所指的是《古事记》以及《日本书纪》中所

收录的神话故事，两部著作均是由天皇下令编纂形成。其中
《古事记》是由太安万侣编纂而成，成书于公元 8 世纪，主
要是由上、中、下三卷构成，《古事记》上卷所记载的是日
本的国生神话以及日本的传说，因此上卷也被称之为“神代
卷”，而《古事记》的中卷与下卷则是详细化记载了从神武
天皇至三十三代天皇的历史事迹，在该著作中历史史实与虚
构情节相混合。《日本书纪》则是由 30 卷的记载，其中只
有“神代上下”两卷记载了神话传说。记纪神话中蕴含了日
本人对于民族起源的认知，也对于之后日本民族的文化发展
以及文学发展带来极大性影响。关于创世神话的内容中，《古
事记》以及《日本书纪》记载内容大致相同，最初的三位柱
神皆是独神更是众神之首，分别是天之御中主神、高御产巢

日神以及神产巢日神，在日后又陆陆续续诞生别天神以及神
世七代。

记纪神话可细化分为四种，其一是南九州地区的日向
神话，其二是以山幸以及海幸的故事作为代表，以海洋作为
舞台的创城神话，其三是以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故事为代表
的神话，其四是大和神话以及出云神话。伊邪那岐和伊邪
那美便是神世七代中广为人知的神，也是日本的父母神。在
《日本书纪》中记载，在最初日本的国土漂浮与海洋之上，
众神便命令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兄妹前往日本修筑。伊邪那
岐和伊邪那美在空中的浮桥上将主神赐予的天之琼矛插入海
洋中并进行搅动，而天之琼矛尖上的盐不断滴落凝结成为最
初岛——淤能棋吕岛，两兄妹降临该岛屿合力生成日本国土
以及日本诸神。神明从从海洋的诞生也充分体现出海洋为万
物之源的意识。[7]

（二）真实经历下的海洋文学
日本四面临海而其重视海洋的根本是日本被打开国门

后，日本完全重视海洋的重要因素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
尤其是在甲午海战与日俄海战之后，并提出“海国日本”的
想法。如在甲午海战之中，日本海军以弱胜强击败清军后，
让那个社会背景下的日本人充分认识到海上力量的重要性，
也在这一环节出现大量以海洋为背景的文学作品。押川春浪
所著的《秘密电光艇》中是樱木大佐带领众人所开发的秘密
潜水艇来抗击俄军，整部文学作品充斥了强烈的爱国之心。
这一文学作品是对与当时军事行动的充分鼓吹，向日本民众
充分展现出日本海上强国的形象，大大激励当时年轻人的民
族主义激情，也激发了日本人的扩张野心。

平安中期纪贯之所撰写的《土佐日记》是日本当地最
早的日记文学，而日记这一体裁形式也最早体现在东汉王充
的《论衡》，将收集整理存留后世的学者成果被统称为日记。
《土佐日记》内容是纪贯之携妻子等人坐船出发前往京都，
一般情况下航程仅需要花费两周的时间，但是在航行期间遭
遇极大的巨浪与海盗，导致这段旅程所花费的时间大大延长。
这一文学作品中彰显出大海凶狠残忍的一面，也与他的目的
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继而也能彰显出古人对于大海的畏惧。

（三）吸收外来文化的海洋文学
日本海洋文学在不断发展进程中，源源不断的吸取外来

文学，日本广泛吸收与融合外国文化，继而形成相对独特的
文化。如《万叶集》记载的浦岛太郎的传说，是浦岛太郎在
出海捕鱼时邂逅了“海神姬”，所住的区域是不老不亡的区域，
浦岛太郎将自身想要归乡告知父母的想法告诉海神姬，在浦
岛太郎回乡时海神姬给予浦岛太郎一个箱箧并对其叮嘱，告
知浦岛太郎要想与自身重逢不要打开它，但由于自身不能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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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从前的家乡不顾海神姬的劝说仍旧打开箱箧，白云飞在飞
出后迅速变老。《桃太郎》的故事伴随时代发展其内容有较
大的改编，环境的制约让日本潜意识暗含海外扩张心态，充
分贴合当时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心态，在《桃太郎》故事逐步
改编进程中，其野心与狂妄也完全凸显出来。[8]

（四）蕴含生态意识中的海洋文学
工业文明让近代文明掀起全新的一幕，工业发展不仅

会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工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气废水
也会给生态环境带来的隐患与灾难。在二战后，日本的本土
遭受极大的打击，并未作为战败国后日本经济也遭受全面
的重创，而在美国攻打朝鲜时也给日本带来一波军需热，促
使日本经济迅速恢复，也甚至远远超过世上资本主义国家。
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前提下，其背后也形成了巨大的隐患。在
1970 年日本政府起草“公害对策基本法”，由于公害诉讼
相对艰难，在此环节作家拿起笔墨奋起反击。《大海獠牙》、
《奇病》以及《苦海净土：我们的水俣病》，是作者将自身
眼中真实的世界呈现给读者，充分展现出为了经济复兴不顾
民生疾苦的日本政府。如《大海獠牙》这一部文学作品是披
着推理小说的生态文学，巧妙性设置明暗两条线索，在充分
彰显作品趣味性的同时，全面深入生态意识。

在生态公害问题下越来越多的学者、作家开始关注海
洋生态，如彰显海洋污染冲击影响下的《大龟高德的海》，
对于错误钓鱼潮批判的《波太郎流浪记》	等文学作品，包
含文学作者对于海洋生态环境的担忧，对于造成的污染以及
危害生态破坏行为进行批判。

三、日本海洋文学现状

现如今海洋文学的研究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多重视，与
之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发表，这与国家对于海洋的高度
重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日本对于海洋文学的研究工作
要远远要早于中国，这是由于当时社会环境下的日本给予向
西方国家靠拢，也与当时日本的军国主义扩张心态以及甲午
战争取得的胜利有极大的关联性。

在 1900 年日本的作家幸田露伴所发表的《海与日本文
学》是开展日本海洋文学研究的重要起源，而海洋文学也逐
步开始以文学概念形式出现。在 1902 年木村鹰太郎所发表
的《海的日本文学史》中明确表露出了其民族主义思想，而
文章的研究内容也是选择从《古事记》作为基础继而提出“海
的日本文路史”。在 1903 年“海洋文学”这一词首次在高
桥铁太郎的《海洋审美论》中被提及，而该著作中充斥了海
洋扩张的思想理念。在 1983 年笠间书院出版了日本文艺评
论家佐藤泰所著的《文学中的海》，这篇文章中一共收录有
10 篇论文，其中前 2 篇论文是对西方海洋文学研究，后 8
篇是对于日本海洋文学相关内容的研究，可彰显出佐藤泰对
于其中海洋文学中海的意象极为关注。1992 年白水社所出
版的尾崎秀树所著的《海的文学志》，尾崎秀树对于司马辽
太郎一代的小说家至远藤周作一代小说家所出版文学作品当
中与“海”相关的主题，也至此开启了全新的日本海洋文学
研究篇章。在 1988 年樋口觉的著作《日本海洋文学论序说：
川舟考》中深入探讨河流对人精神与文化的影响，积极探究
海洋文学的可能性。

2004 年龙夫在《回归大海的倾诉：日本学者论海洋文
学发展》对于日本海洋文学的研究是相对较早的研究内容，
也对于日本海洋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情况进行概括性介绍。在
2009 年由段汉武以及范谊两人主编编撰的《海洋文学研究
文集》收集众多学者对于海洋文学研究的三十多篇论文，其
中与日本海洋文学研究的论文内容便收录了四篇。郭勇在《日

本海洋意识与中国江南地区的关系——以“浦岛子传说”的
演变为中心》研究中将江南地区的海洋文化与日本相关联。[9]

庄焰在《近代日本的海洋想象》中，全面树立海洋文学中关
于海洋形象变迁的相关内容，并对于海洋形象变迁后所体现
出的帝国主义倾向进行深入性剖析。邱雅芬在《日本海洋文
学研究现状及展望》研究中具体化介绍海洋文学的研究现状，
简单性介绍日本海洋文学研究作品，明确指出现阶段缺乏对
于日本海洋文学的中译本，影响中国学者对于日本海洋文学
的研究进程。[10]

结语

伴随国家对于海洋重视程度逐步提升的背景下，海洋
文学以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关于海洋文学的文学论文
与著作的数量逐年增加，受到语言、文化以及社会环境的制
约，对于日本海洋文学掌握研究水平不盖，给日本海洋文学
研究带来极大的困难。持续开展日本海洋文学研究可引导人
民重新认识自身与海洋之间的关系，维护人与自然之间的和
谐关系。日本学习西方文化一直走在东亚发展前方，海洋文
学发展与社会发展进程密不可分，人迹未至的大海寄托日本
国民的种种情感，海洋文学作品也展现出先人瑰丽的想象。
现如今海洋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海洋文学著作已成为西方霸
权文化推广的重要路径，日本作家在海洋文学创作研究中也
逐步开始融入生态关怀。日本海洋文学研究从虚幻到真实。
海洋污染问题以逐步进入人民的事业，在未来生态问题是海
洋文学研究的新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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