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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行研究 1

笔者整理了国内外研究田中英光的《醉汉船》的可

读论文后，发现在国内与此有关的研究论文尚处于空白

状态。实际上国内关于田中英光的研究论文非常少，仅

有两篇翻译文献，以及在几篇研究日本无赖派的论文中，

田中英光仅作为无赖派代表人物之一排列在坂口安吾、

太宰治等人的名字之后。唯一一篇涉及到田中英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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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论文为陈爱华在 2016 年发表的《战时日本的西游

记热》，论及田中的《我是西游记》一书。此外，在日本

研究田中英光的学者也不多见，论文和著书主要是涉及

田中英光的生平和评论，在战前和战后的党经历和党生

活，以及其在日本战败后立即失去工作到 1949 年自杀期

间的颓废生活。为数不多几篇涉及到其在朝鲜帮助日本

殖民的经历，以及其在中国山西省战场上的经历。其中

关于研究田中英光在朝鲜帮助日本殖民这一经历的论文

或著书有，川村凑（2000）著述的《< 醉汉船 > 的青春》

一书中主要考究了田中英光的《醉汉船》和朝鲜人金史

良的《天马》之间的关系，从人物关系、情节构造和故

事逻辑分析中认为田中英光在写《醉汉船》时一定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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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金史良所写的《天马》的影响，并未涉及到战后的田

中英光是否对战时支持和帮助“内鲜一体”等朝鲜殖民

政策行为存在反省意识等问题。而渡边澄子在 2017 年发

表的《战时下殖民地日语杂志—田中英光的定位》这一

论文中认为，田中英光在战后从未表现出一丝对于帮助

日本殖民朝鲜的忏悔之心、自我批评或者反省之意。此

观点与笔者在本篇论文中所要得到的结论相反，笔者认

为战后的田中英光对于战时自己支持、帮助和鼓吹朝鲜

殖民政策的行为存在着反省意识和忏悔之意。

2　《醉汉船》内容概述

本文讲述了从战场上回归朝鲜分部橡胶公司日常的

主人公坂本亨吉被卷入一场间谍活动的故事。刚从中国

战场归还日常的主人公坂本亨吉继续在殖民地朝鲜橡胶

分公司工作，又因其文人身份，同时被招纳去接待来日

参加第一次大东亚文人协会后返程途径朝鲜的中国等代

表们。在为这些代表们举办的欢送会上身为日本人的坂

本亨吉与朝鲜女诗人卢天心相识，并产生了似有若无的

纯真爱情。但这场欢送会交织着日本大帝国的势力、支

持“内鲜一体”的势力，以及支持朝鲜摆脱日本殖民，

重新独立的势力，而卢天心则被认为是朝独势力的间谍，

因此情不自禁间被卢天心吸引的坂本亨吉也被卷入了这

一系列的风波之中。最终以卢天心被杀害，坂本亨吉被

捕入狱为结尾。以这一条主线为脉络，在这一过程中，

主人公坂本亨吉的友人则竹虽然饰演一个小小的，看似

无关紧要的角色，但作为此篇小说第一个出场的人物，

仍然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这样简洁的内容概要只能让读

者们大概知晓故事的脉络，并不能全面掌握作品的全部

内容，但《醉汉船》是一篇比较复杂的长篇小说，因此

读者们不必介怀。另外坂本亨吉虽是虚构的人物，但从

其与作者田中英光同有从战场返回后继续在朝鲜分部橡

胶公司工作，同为文人身份，同参加了欢送会等经历，

以及欢送会上出现的人物等来看，已经有研究说明这篇

小说是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主人公

坂本亨吉的一些思想感受确实是作者田中英光的映射。

3　《醉汉船》战争认知分析

3.1 从坂本亨吉的视点分析

《醉汉船》的主人公坂本亨吉是以田中英光为原型，

交织着自己的经历和感想而创作出来的人物。当时作为

日本人的主人公从东京本部被派遣到殖民地朝鲜的分部，

生活在被自己的国家征服的土地之上，但这也意味着离

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和国家。而且，当时正值第二次世

界大战快要结束的前夕，日本一直笼罩着一种恐惧战败

的大氛围。另一方面，《醉汉船》这一部作品为田中英

光从 1947 年开始着笔，直到他自杀前的两个月左右，即

1949 年才著完，这是一部交织着对殖民地朝鲜工薪生活

的追忆而创作出的长篇伪虚构小说。但是，可能是受到

对战败后的混沌的社会的幻灭感和虚无主义的影响，与

战时对在殖民地朝鲜施行“内鲜一体”等的政策持支持

和鼓吹态度的田中英光不同，此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坂本

亨吉的言行和感想与战时田中英光的言行和感想出现了

偏差，而笔者认为这是田中英光在战败后对战时自己支

持赞美以及鼓吹了战争的一种忏悔和反省。具体的例子

如下：

“因此亨吉用轻蔑的口吻对则竹道：“喂，像你这样

没有骨气的人，敢在这个广场正中拉屎吗？！”于是，在

那个夜晚，醉得脸色铁青的则竹不经大脑思考就开始逞

威风，叫嚣着“那好！就让你爷爷我做给你看！”遂登

上了二战以来已经干涸了的广场中央的喷水台，跨站在

一端，开始脱裤子。”（笔者根据『田中英光全集 2 ＜酔

いどれ船＞』译）

“那个鲜银前广场坐落于被称为京城银座的购物街的

入口处，是京城中人流最多的地方。那里也是亨吉嘲讽

侮辱的对象，但则竹是总督府警务局保安科防共联盟这

一奇妙团体的特约人员。”（同上）

“那是二十世纪的日本青年，就这样吊着大便，我想

这是多么地悲哀凄惨啊！在喷水台上，办完事儿的则竹

将屁股半扬起，一边啪啪地拍得响，一边用他那小小的

身体所具备的所有力量尖声大叫着‘喂！日本人在这里

哦，来咬我的屁股啊！’”（同上）

这是田中英光笔下，从主人公坂本亨吉的视角看到

的友人则竹的样子。则竹作为日本人，而且就职于朝鲜

殖民地的总督府警务局保安科，这一职务是为了统治朝

鲜半岛而在朝鲜京城景福宫内设立的殖民统治机构，直

接担负着镇压朝鲜独立武装势力的责任，按理说在自己

国家殖民地上身处此机构的保安科，做出如此行为举止，

看似是挑衅朝鲜独立势力，但是则竹的此种挑衅行为，

实则是在同为日本人的主人公坂本亨吉的鼓吹之下进行

的，而且是煽动在警务局工作的友人在和东京银座同名

的朝鲜繁华街上做出如此粗鲁的行为，总觉得有一种违

和感。这不妨可以看作是田中英光在书中通过主人公坂

本亨吉辛辣的语言，如“没有骨气的人”等，怂恿代表

着日本的青年则竹做出“逞威风”似的行径，并大声感

叹着“这是多么地悲哀凄惨啊！”等等，来对日本殖民

朝鲜，并在朝鲜犯下的种种罪行进行的一种另类的反抗。

通过书写这样的主人公，不是不能看出田中英光对战时

的自己在朝鲜支持赞美以及鼓吹“内鲜一体”等政策的

行为的一种反省和忏悔的可能性。

3.2 从说明与叙述部分分析

《醉汉船》作为长篇小说，除了会话部分以外，说明

与叙述部分也有大量的篇幅。因此，在这之中也充分体

现出了作者田中英光的感想。以下是具体的例子。

“喝醉后变得特别大胆的亨吉进入了鹤卷街坡道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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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之中，朝向桌子边铺着坐垫的椅子，放心大胆地

开始小便。”（同上）

这是身为日本人的亨吉喝醉酒后来到驻守殖民地朝

鲜的日本宪兵所在的派出所，做出小便等挑衅行为的场

景之一。从此处可以看出主人公坂本亨吉的内心对朝鲜

的日本宪兵所在的派出所是心存不满的。

“那么俄罗斯人卡门经营的‘卡门’在这一带的坡道

之上，被夹在日本青楼之间，稍微有一点咖啡店‘山中

小屋’这样的感觉。这条新街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人

们自发的，当然也是为了巴结谄媚警察机关等，大家争相

在各自的门口，贴上‘英美人绝对谢绝登楼’这样字眼的

愚蠢的告示，彷佛是正气凛然的爱国的魔窟一般，因此

‘卡门’这家店就犹如被孤立、迫害了一般。”（同上）

坡道之上是日本青楼，而且门上争相贴着“英美人

绝对谢绝登楼”等这样字眼的“愚蠢的告示”，虽然作者

田中英光说这是“爱国”，但又称其为“魔窟”，这或多

或少都充满了嘲讽的意味。让读者不禁觉得真正爱国的

话，理应赶赴前线，站在与英美人对决的战场之上，而

不是在殖民地的土地上，架起青楼，挂上标语似的空喊

口号。

“亨吉联想到他的战场经历认为，不论是怎样喜爱白

嫖行为的虚无主义者，都不可能有和这样年龄大的人一

起睡觉的勇气。能和这般年龄大的人睡觉的人，简直就

是将食欲和性欲混为一谈的人，仅仅只可能是我们忠厚

勇敢的日本军人。”（同上）

被作者嘲讽为“将食欲和性欲混为一谈”的日本的

军人难道是真正地“忠厚勇敢”吗？这恐怕也是作者田

中英光在间接地讽刺日本发起的侵略战争吧。

“多亏了在东洋的君子之国出生成长，现如今的我才

仅仅是只恐惧日本宪兵巡逻队而已。再没有比日本的巡

逻队更能够拈酸吃醋的了。一旦被他们发现的话，会被

马上带到警察那里去，被辱骂，被殴打，被一个个地询

问，如果犹豫不决的话，甚至连私密之处都必须坦露出

来给他们看。”（同上）

读者们看到第一句，可能会认为和主人公同样出生

于“东洋的君子之国”的日本宪兵恐怕也是知道君子之

礼仪的吧。但同样身为日本人的主人公坂本亨吉却如此

地惧怕他们。这也被笔者认为是在讽刺日本人在朝鲜的

土地上作威作福的手法之一。

类似于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难在这里一一列示。

但是无论是哪一个例子都能够窥探出作者田中英光的嘲

讽的口吻。不论是“爱国”和“魔窟”的对比也好，还

是“忠厚勇敢”和“东洋的君子之国”的讽刺也好，笔

者认为都能够表现出作者田中英光在战后对战时自己帮

助支持赞美以及鼓吹“内鲜一体”的行为的反省意识和

忏悔之心。

4　结论

从以作者田中英光为原型创作出的《醉汉船》的主

人公坂本亨吉这一人物的视点来看，在朝鲜殖民地的总

督府警务局保安科工作的友人则竹于派出所、京城银座

的繁华街等地方小便，大便等，如此与自身身份有很大

违和感的行为确实是能够感受到对驻守朝鲜的日本宪兵

的讽刺之感。笔者认为这是作者田中英光对日本在朝鲜

进行殖民支配等的种种罪恶的行为的另类抵抗。另外，

从这一长篇小说的许多说明与叙述部分也能够感受到作

者田中英光浓浓的讽刺意味。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隐

约能够窥探到作者田中英光对自己战时帮助支持“内鲜

一体”等政策的讽刺和反省之意。总而言之，本论文主

要是从《醉汉船》的主人公坂本亨吉的视点以及说明与

叙述部分进行分析，从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作者田中英

光对战时日本宪兵和军人的嘲讽之意，从而可以推测出

作者对于战时日本在朝鲜实施的“内鲜一体”等政策以

及自己的支持鼓吹行为的反省意识和忏悔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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