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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井伏鳟二战争文学的精神世界之隐喻 
——以《花之城》《遥拜队长》和《黑雨》为中心 

仲崇英 

（内蒙古大学） 

摘要：《花之城》是一部描写战时经历的“宣抚文学”，《遥拜队长》是一部描写战后经历的“战败文学”，《黑雨》是一部

描写原始爆炸经历的“原爆文学"。三部小说代表了日本战争小说的三种类型，体现了井伏战争小说中理性精神隐喻的文学精神。目

前，国内对这三部小说中战争的研究比较零散，主要分析日本侵华战争中的行为和责任以及井伏战争小说的非暴力反抗手法。本文

以《花之城》、《遥拜队长》、《黑雨》中的战争叙事内容为基础，研究井伏战争小说主体意识中的精神世界隐喻。 战争小说承载

着民族历史、文化记忆、人文关怀、和平愿望等历史传播的责任，也承载着情感认同、精神见证、价值判断等个人理性诉求。从《花

之城》到《遥拜队长》再到《黑雨》，井伏鳟二经历了破坏与反破坏、撕裂与反撕裂等“大东亚共荣一战争一原爆与家园共建”的

价值判断过程，表达了对日本集体主义民族精神的渴望和诉求。正确理解井伏战争小说中的精神世界隐喻，有助于揭开日本战争小

说中“受害论”的假面，挖掘日本“新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根源，全面理性地理解日本战争小说的特点，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

论意义。 

 

一、井伏鳟二战争文学精神世界之隐喻——“共建”意识 

《花之城》是 1941 年太平洋战争中为促进日本“圣战”思想

而精心创作的战争小说，也是日本为数不多的战争小说之一。日本

一位文学家在二战期间发表了鼓吹和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作

之一《大东亚共同繁荣》。小说没有展现战争所带来的“血腥杀戮

的氛围”，但战争的痕迹无处不在，像影子一样在作品中挥之不去。

与中国战争小说有着鲜明的伦理分析和书写，因为中华民族遭受了

极端的战争形势，中国战争小说在描写战争和战争中的各种人物

时， 围绕着民族生存和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和民族振兴，民族团

结和民族主义的建设，集体主义的建设， 英雄主义的世界和世界

呼吁的和平正义，撕心裂肺地诉说着民族的血泪和仇恨，英雄气概

和伟大，哀悼和悼念逝者的精神。 

二、井伏鳟二战争文学精神世界之隐喻——“毁坏”与“战

败”意识 

1950 年，日本《展望》杂志出版了《遥拜队长》一书。当时，

日本迫切需要反思历史，反思战争。许多作家以各种方式对自己的

战争经历特别是苦难文学经历，几乎所有的战场、溃败、战俘、监

狱和殖民地、废墟、饥饿等极限状态作为创作阶段，开始探索战争

与人性、战败与苦难等问题，而没有去追寻战争的根源，以及日本

军国主义的性质。在分析井伏的战败小说《遥拜队长》时，我们不

仅要看表面描写的战争灾难，还要看作品背后描写日本深层的民族

心理、民族观念和社会状况。不仅要看主人公悲剧的一面，还要看

他发疯前残暴的一面；不仅要看主人公的形象，还要看相关人物的

形象；我们不仅要看文学中描述的战争，还要看文学与战争的关系：

战争是撕裂的、非人道的，有政治要求和历史局限性；文学是对人

性的反思，是对战争的面对和分析，是对政治理性的人文关怀和超

越。与历史作品相比，战争小说具有丰富性、生动性、具体性和情

感倾向性。}至于日本人民遭受“毁灭”的情感倾向远比主人公生动

的个人形象重要，而不是作家杰出的个人形象被毁灭。正如日本的

民族苦难战争摧毁了作家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一样，正是通过主

人公《遥拜队长》表达了一种对读者关怀的愿望， 一天民族受害

的政治理性诉求也体现了民族观念，“战争受害论”所涵盖的日本

战败小说中的民族情感与作者主体意、口在当时日本文坛占据主流

地位。 

三、井伏鳟二战争文学精神世界之隐喻——“毁坏”与“共

建”意识 

1985 年，井伏被日本文学名著《文艺春秋》评为“日本文学原

著爆炸的最高杰作”作者根据自己对原子弹爆炸的亲身经历，以日

记的方式描述了悲剧场景和大量死亡场面。《黑雨》采取了以历史

事件为基础的历史小说记录手法，而当代批评家们则称之为黑古伊

夫，两者都是模糊的， 应该说在原始的以历史事件为基础的文学

记录手法中，表演是反战反核思想的主题。 

作品描述了战败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毁灭性后果，《黑雨》既描

述了炸弹给日本人民的底层生活，也展示了日本人民共同建设新家

园的意识，同时也表现了原子弹落在人身上的残酷性。 作品在表

现人性的同时，也展现了人性的温暖和善良，以及人与人之间互相

帮助的人道主义精神。显然，井伏写《黑雨》是为了拯救日本民族

和国家的毁灭，是为了强调日本民族精神，即群体精神对日本民族

未来的重要性， ，小说前面数不清的“毁灭”描写是为了突出后

面日本民族精神的“共建”意识。这才是井伏《黑雨》真正的政治

理性诉求，也是井伏鳟二战争小说精神世界的隐喻的重点。 

四、井伏鳟二战争小说精神世界隐喻的特点 

井伏鳟二反映二战三部曲《花之城》《遥拜队长》和《黑雨》

采用了旁观者战争故事的叙事模式，通过共同的语言艺术形式和现

实场景，塑造了以主人公为中心的普通大众肖像，象征性地展现了

日本人民，对原子弹和战败的不断反思，树立了民族精神和和平意

识。不同的是，《花之城》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弥补了与战争事实相

悖的和平幻觉，体现了作者在战争中与日本政府“共建大东亚”的

“共建"意识。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该书描述了战败的日本士兵和村

民对战争的狂热、顺从和怀疑，展示了作者对与战败的日本人民“毁

灭”战争的冷静态度。 《黑雨》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讲述了日本普

通民众冷静应对原子弹爆炸悲剧的一系列故事。通过对大量“毁灭”

场景的描写，展现了日本人民在死亡和绝望中团结起来，积极建设

新家园的民族精神。 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上看，日本民族精神的

狭隘爱国情感认同是有限的，没有描述撕裂与反撕裂、破坏与反破

坏、非人性与人性的冲突。从战争小说的审美特征来看，其历史内

涵具有时代局限性，人性内涵具有人道主义意识，但并未达到人性

的高度，只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 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看，文学

创作的根本原因是为道德伦理服务，文学伦理批评是对文学伦理道

德的客观考察，是对历史的辩证解读。 

五、结论 

战争小说主要通过叙事文本中传递战情的描写，动态战争画面

的创作，战争人物的创作，人们的生存和攻击本能，来表达战争的

残酷和战争中人物的精神世界。 从而体现创作者的民族情感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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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感的身份。战争小说的主要手法是战争描写。战争描述从个体、

他人、群体、民族、国家和人类的批判状态出发，透视个体的经历

和命运，形成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民族情感认同与人类情感认同、

历史见证与精神见证等各种复杂关系。从而形成了战争小说的历史

和情感内涵。这些小说的井伏鳟二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井伏的

表达反映了政治理性的吸引力。井伏鳟二表达日本民族精神，而且

日本知识分子的表达轻信，盲目的服从和战争责任的丧失。现实战

争小说的历史辩证法、人文关怀和审美升华还有一定的距离。基于

人道主义和日本民族的共同心理，井伏为日本政府和人民呐喊助威

的政治理性诉求是其战争小说的文学精神实质。 由于承载着民族

历史文化记忆的战争小说本应通过立体的视角和对人性的深入刻

画来体现和平的吁求和启示意义，因此有人认为，井伏鳟二的战争

小说所反映的并不是真正的“和平吁求” 而是当时日本政府和日

本人民的政治诉求，也就是民族精神诉求，这也正是井伏鳟二战争

文学的真正的精神世界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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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后移，之后再加其他成分，这种结构较为复杂，且在其他语言

中是很少见的，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很陌生。还有一种特殊的“把”

字句，其中的谓语动词并没有“处置”意，但是有“致使”意，比

如说：期末有那么多作业，把我累坏了。小红收到录取通知书，把

她高兴得眉开眼笑。学生一般在开始的时候学习“处置”性的“把”

字句，在之后才会学习表“致使”义的“把”字句。这些表“致使”

义的“把”字句和之前表“处置”的“把”字句区别比较大，学生

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因此容易出现偏误。 

三、教学策略 

在“把”字句教学过程中，有时教师从“把”字句的具体结构

讲起，之后让学生运用“把”字句进行造句，练习过程中却只关注

于主谓句变换成“把”字句形式上的改变 。比如：小明吃苹果，

其“把”字句格式为：小明把苹果吃了。这种句子不管是变成主谓

句还是“把”字句都是正确的，这时候再要求学生进行练习并不能

达到很好的效果。这种情况下，学生会认为主谓句和“把”字句表

达的效果是相同的，因此可能会疑惑“把”字句和普通的主谓句的

区别是什么，甚至二语学习者可能会在汉语使用过程中放弃使用复

杂的“把”字句或者在不该使用“把”字句的时候使用“把”字句，

这都会导致“把”字句回避或泛化现象的产生。 

此时就要关注“把”字句的语用问题，利用语境进行教学。“任

何语言单位都离不开具体的语境，任何一个语言单位都在其特定的

语境中发挥其特定的功能。‘把’字句也不例外。”2 语言单位的语境

对于语言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一个语境中，语言的作用才得

以体现。而在教授语言的过程中，教师有时会把语言点和具体的语

境相隔离，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让学生进行大量的语言点的练习，

这对于学生学习语言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在进行“把”字句的讲解时，要注意增加上下文的具体

语境，这样，学生就会潜移默化地知道哪些情境下需要使用“把”

字句，哪些情境不能使用“把”字句。  

在注重“把”字句的语境的同时，教师也应该关注学习者在运

用“把”字句时产生的其他错误，比如说宾语的不确定性、遗漏等

问题，设计相关教学步骤，提高学生运用“把”字句进行交际的能

力。 

四、结语 

对学习者学习“把”字句出现的偏误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教学

的提升。本文将二语学习者在学习和使用“把”字句时常常出现的

偏误进行了总结，总共可分为“泛化、宾语的不定指和可能补语的

出现、遗漏或错序”三类。对其出现偏误的原因进行分析，可归纳

为三点，即“把”字句谓语动词规定不明确、教学设计原因、“把”

字句语法项目的独特性。笔者针对学习者使用“把”字句出现错误

的原因提出了注意语境教学的策略。“把”字句的语境问题一直是

我们所忽视的地方，这启示我们要关注“把”字句使用的语境问题，

进行教学方法和教学设计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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