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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研究在日本

杉野元子

中国的《叶圣陶研究资料》（刘增人·冯光廉编， 1988年，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书所收的＜叶圣陶研究资料目录索引＞中，共列

举了七篇日本人关于叶圣陶的研究论文。其实， 日本人对叶圣陶的研

究并不仅限于此，未被此目录索引网罗的论文亦不乏其数。此外，此

＜索引＞也只是罗列了论文的题目，而并未言及论文的具体内容。因

此，本文试将日本人的叶圣陶研究从：一、童话家叶圣陶，二、小说

家叶圣陶，三、语文教育家叶圣陶三个角度，分别引述其主要论文来

勾勒出日本的叶圣陶研究轨迹。文未并附上《日本叶圣陶研究论文及

有关文章目录》和《叶圣陶日译作品目录》。

一、童话家叶圣陶

日译叶圣陶童话自 1939年猪侯庄八翻译的《古代英雄的石像》问

世以来，目前已有十七篇。其中《稻草人》一篇，竟有六位译者各自

翻成不同的译文，可见这个作品在日本是被视为叶圣陶的代表作，且

为多数日本人所接受的。

最早且最正式地着手于叶圣陶童话研究的当首推大芝孝。他在

《叶绍钧的童话》（ 1949年）一文中说： “叶圣陶不隐讳、不畏惧地

揭露社会真实面的勇敢意图，固能引人共鸣，然而其表现的手法，却

犹待三思。果真将儿童不易理解的内容，以成人的感受来描述的话，

恐怕就称不上是验明正身的儿童文学。若是其中尚有极其凄惨、黑暗

的阴影，那么即令在与儿童文学相关的范畴中，被讥之偏颇，也只得

默然。”

对于叶圣陶作为初期白话文学作家 尽量使用些还不被惯用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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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以符合童话的“平明性”为原则所做的努力，大芝孝给予了很高

的评价。不过，他还以《小白船》里出现的“善”、 “纯洁”， （（小

黄猫恋爱的故事》中的“恋爱”等词汇为例，指出了叶圣陶使用的这

类词汇恐怕有超越儿童理解能力范围之嫌。总之，大芝从“作为儿童

文学，叶圣陶所选之题材，所用之词汇是否妥当”这样的观点来与予

评价，他以为叶圣陶童话中有成人的感情投影以及令儿童难解的词汇

等问题。新村彻也谈及过叶圣陶童话中的“成人感情投影”问题，不

过就其对以后中国儿童文学的影响来看，新村在（（中国儿童文学小史

( 6 )>( 1983年）中这样写道：

叶圣陶本来打算以小孩子的眼光和心理来看待、表现、描写

故事的世界，但在写作中又不得不将成人的观点、心理投影

在内容上，换而言之，正因为将现实的人生真相赤裸裸地反

映在作品上，才使得他的儿童文学拥有了强烈的社会功能以

及对儿童的教育功能。中国儿童文学在创作之初即具有的这

种社会性、教育性以及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特征，它大大地

影响了此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以至于视之为中国儿童文

学的特质也不为过。

新村的这篇论文，对叶圣陶童话的特征在中国儿童文学的递移上

所起的作用，做了绵密、确切的论述。

此后，又有牧户和宏的《叶绍钧的童话集＜稻草人＞》（ 1977 

年）一篇，对叶圣陶的童话做了细致的分析。牧户指出了童话集《稻

草人》中作品的排列顺序以及其写作手法的变化。排列顺序：一、事

件发生且圆满解决，二、表面上是太平了，但因问题的涉及面太大，

致使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三、根本无法解决。写作手法的变化：由

幻想、架空的故事开始，渐次过渡到真实地描绘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

题的写实主义手法。在此期间，牧户和冈田英树也就《稻草人》的主

题展开了争论。冈田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描写的女性形象》 (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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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文中，认为“‘稻草人’就是作者本身的形象，而且可以广泛

地微验在一般知识分子身上。身为知识分子的自己，即使能认识到黑

暗的现实，为之心痛，却只能处于手脚受缚的无力状态。这就是作者

的自我写照。”对于冈田的这种看法，牧户却不以为然，他在《叶绍

钧的童话集＜稻草人＞》中指出，在作品《稻草人》一文中，作者真

正想描述的与其说是稻草人式的无力，毋宁说是面对悲惨现实之余，

心痛、同情等人性的自然流露。其后 冈田和牧户两人仍不断相互反

驳，各抒己见。不过这样的论争，在究明叶圣陶童话的特质这一点

上，无疑是意味深长的。

二、小说家叶圣陶

1922年，叶圣陶的小说《一生》首次被译成日文出版，翻译此作

的是周作人。此后又有《金耳环》、 《饭》、 《孤独》、 《潘先生在

难中》、 《演讲》、 《一包东西》、 《春联儿》等七个短篇，以及长

篇小说《倪焕之》 相继被翻译成日文。

叶圣陶的小说中以教育问题为题材的很多，这一点，日本方面早

就有所注目。 1946年千田九一以《叶绍钧的教育小说》为题，翻译了

钱杏郁专论《叶绍钩的创作的考察》（《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二

卷、 1930年、泰东图书馆）的第二章。以后大芝孝在《教员作家叶绍

钧论》（ 1947年）中 将以教育界为题材的叶圣陶小说分成两大类型

加以论述，即：①“自属于教育的族群一一教师、学生的心理解剖开

始，至教育的目的乃至本质的把握”，②“从围绕着教育者的社会、

经济环境方面，来把握‘教育’这一现象”。大芝还认为活跃于民国

初期文坛的叶圣陶“对于束缚中国教育界的封建思想，予以迎头棒

喝，是反封建运动的启蒙者”，当予以高度评价。大芝在战后不久的

1947年与1949年，即分别从小说家与童话家两个侧面来研究叶圣陶，

他的论文《教员作家叶绍钧论》、 《叶绍钧的童话》不但分量大，而

且质量高，可说是为以后的日本叶圣陶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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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叶圣陶短篇小说有着极为详细论述的论文有须藤洋一的《叶

绍钧试论（之一）》（ 1974年）、 《叶绍钧试论（之二）》（ 1975 

年）。须藤在这些论文中，对叶圣陶初期的短篇小说《一生》、 《伊

和他》、 《母》、 《苦菜》、 《隔膜》作了详细论述。例如《一生》

中所描写的：一个少女从逃离了黑暗，又宿命地回到黑暗，及至沉

没。须藤认为，这种描写反映了叶圣陶对世界的基本认识：黑暗世界

的本质是父性统治；光明世界的本质则是母性统治。在《伊和他》中

则描述了由于父亲不在而有了光明乐园的产生；然而在《母》中却因

父性的侵食使得母性的乐园崩溃。须藤的论文，对至此为止不太受到

日本学者注目的叶圣陶的初期短篇小说，一一给予仔细的分析，并对

其内容的变迁给予关注这就是须藤论文的意义所在。

其次再谈《倪焕之》的研究状况。 《倪焕之》最早的日译本出现

在1943年，即由竹内好翻译 大阪屋号书店出版的《小学教师倪焕

之》。此后1952年筑摩书房也以同样的书名出版， 1963年与1972年平

凡社改以〈（小学教师》的书名出版 以上译者同为一人。这四种译本

全都到十九章为止。竹内好在平凡社版的“解说”中，对只翻译到第

十九章的原因说明如下：

以第二十章的论文为界，不免教人觉得应将前后两部分别视

为毫不相关的作品才是。至于后半部作品，完成度极低，几

乎只能以素材相看而已。强把这一部分和第一部分连接起

来，反倒会使原本完整的作品性丧失殆尽。而就在第十九章

展开的暗示中打住的话 其艺术性远为完美！

另外，竹内对二十章以后的完成度较低的说法做了三点说明：第

一、 “作者的写法固然足以捕捉故事中主人公的精神世界，然而用来

尝试陈述社会结构则显得力不从心。”第二、 “以到十九章为止的细

致写法为标准，要写到‘五卅’，起码也要有现在的三倍才够，”为

期一年的连载是不可能的。第三、 “作者千方百计想把五卅运动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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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上海的记录加进作品，这种动机多半是在执笔期间萌生的，可能是

因此而营造出了与前半不同的结构的吧。”

关于《倪焕之》前半、后半大相径庭的问题冈田英树在《囚一二

反革命政变与作家们（之一）》（ 1975年）中这样写道： “后半部背

离了作者的经验，仅凭作者的观念来描写。前半部的世界完全在作者

的把握之中，是在游刃有余、意在笔先的情况下写成的。但到了后半

部，作品在超越作者所熟悉的范围中展开于是写实便不能自如。”

新村彻也在《一九三0年代的叶绍钧》（ 1985年）中指出，叶绍钩曾

对国民革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不过他的期待随着囚一二反革命政变

的发生而幻灭了。尽管如此，他仍在挫折感中期待，那种期待又被寄

托在了《倪焕之》的后半部。因此而造成了前半“客观”后半“主

观”的结果。叶绍钩“凭着他作家的秉赋，对此不可能没有察觉，或

许他是在嫌恶自己。然而当他想再一次作“客观”的尝试时，时代已

开始提倡革命文学了。只能写“光明”不得写“灰色”，这种进退两

难的状态，使叶圣陶的笔锋迟钝了。”

最后笔者想简单介绍一下三年前发表的拙论《论叶圣陶的＜倪焕

之＞》。在《倪焕之》之中，作者藉倪焕之的行径来描写知识分子的

认识变迁：倪焕之在五卅运动时期先是赞赏劳动者的革命性，否定作

为教育者的自己存在的意义，进而放弃自主性而志愿加入革命队伍，

一直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才又恢复了理性的批判精神。除了

对随着革命的进展呈现出的群众运动的无计划性产生怀疑外，同时他

还深深地感到乡村师范学校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拙论中提出，对第三

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像倪焕之这样在教育与革命运动之间摇摆的知

识分子，不应与以批判。从描述知识分子内心的动荡这一点上来看，

《倪焕之》应该更受到重视 应该获取更高的评价。

三、语文教育家叶圣陶

自从中国出版了《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研究》 ( 1990年、江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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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出版社）以后，近年来，对于叶圣陶作为语文教育家这一侧面的研

究开展得很活跃。但日本对这方面的研究几乎还没有着手进行e 仅有

新村彻在 1985年的《一九三0年代的叶绍钧》一文中提到，叶圣陶三

十年代倾注了最大热情的是语文教学。叶圣陶的语文教学的特征是在

着力于儿童、学生的作文功力培养上 连带地对好文章的鉴赏、及其

内在感受上也下了工夫。

以上是日本叶圣陶研究的面面观。在日本尽管有不少叶圣陶童

话、小说的日译本 而研究者的层面却显得非常薄弱，研究状况也说

不上活跃。今后我们将一边大量地吸收中国方面的研究成果，来充实

叶圣陶的童话、小说的研究，同时也还有必要对迄今为止不太为日本

研究者所重视的，叶圣陶作为语文教育家、小学国语教科书编辑者等

侧面进行新的研究。另外 商金林在《新文学先驱者的足迹》（《叶

圣陶研究论文集》， 1991年，开明出版社）一文中，提到了日本文学

对叶圣陶的影响。对这类问题，日本研究者也有必要好好运用自己的

有利之条件，加以深入研究。

附录

一、日本叶圣陶研究论文及有关文章目录

叶绍钧与其作品 池田孝
载1934年1月《同仁》第8卷第1号

小学教师倪焕之 吉川幸次郎
载1943年11月《学艺》第1卷第6号

叶绍钩的教育小说 钱杏那 千田九一译
载1946年6月 《中国文学》第96号

叶圣陶初考（讲演要旨） 大芝孝
载1947年6月《中国语学》第4期

教员作家叶绍钧论 大芝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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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1947年12月《外事论丛》第1卷第1号

关于叶绍钧 出泽万纪人
载1949年2月《中国语学》第24期

叶绍钩的童话 大芝孝
载1949年3月《外事论丛》第3卷第1号

对教育小说的期待一一（（小学教师》（叶绍钧作，竹内好译）读后
佐川道雄

载1953年4月《新日本文学》第8卷第4号

稻草人 横昌英雄
载1972年8月 《野草》第6号

《稻草人》里徽显的知识分子形象 井口孝
载1972年8月 《野草》第6号

（（小学教师）〉读后感 中野慎治
载1972年8月 《野草》第6号

叶绍钧试论（之一）一一为“同时代的文学”而作一一 须藤洋一
载1974年5月 《热风》第3号

囚一二反革命政变与作家们（之一） 冈田英树
载1975年1月 《大阪外国语大学学报》第33号

叶绍钧试论（之二）一一为“同时代的文学”而作一一 须藤洋一
载1975年9月 《热风》第4号

中国现代文学中描写的女性形象 冈田英树
载1976年3 月 （（大阪外国语大学学报》第36号

叶绍钧的童话集《稻草人》 牧户和宏
载1977年8月 《野草》第20号

叶绍钩童话世界一瞥一一有感于＜叶绍钩的童话集《稻草人》＞
（牧户和宏民作）一一 冈田英树
载1978年2月 《野草》第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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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牧户和宏氏的＜叶绍钩的童话集《稻草人》＞ 新村彻
载1978年2月 《野草》第21号

答冈田英树氏、新村彻氏的＜叶绍钧的童话集《稻草人》＞批判
牧户和宏

载1978年9月 《野草》第22号

叶圣陶年谱 西川久代
载1981年4月 《译林》第2号

中国儿童文学小史（ 6) 新村彻
载1983年12月 《野草》第32号

一九三0年代的叶绍钩 新村彻
载1985年3月 《东洋文化》第65号

论叶绍钩的《倪焕之》 杉野元子
载1994年3月 《艺文研究》第65号

二、叶圣陶的日译作品目录

一生仲密译
载1922年5月 14 日 《北京周报》第16号

安金耳环（摘译） 神谷衡平译
载1929年 《现代支那语讲座》第5卷

＊金耳环 神谷衡平译
载1932年 《模范支那语讲座》第1卷

潘先生在难中 增田涉译
载1936年河出书房《支那印度短篇集》

古代英雄的石像 猪｛吴庄八译
载1939年6月 《中国文学月报》第51号

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 猪侯庄八译
载1939年伊藤书店《支那现代文学丛刊第一辑·春桃》

鲤鱼的遇险 模本楠郎译
载1941年中央公论社《冬天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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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子，祥哥的胡琴，小白船，燕子，新的表，富翁，地球，瞎子和
聋子，芳儿的梦 实藤惠秀译
载1943年钟美堂《芳儿的梦》

小学教师倪焕之 竹内好译
1943年大阪屋号书店

饭，孤独，潘先生在难中，演讲，一包东西 仓石武囚郎译
载1946年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之
上）》

＊新的表 译者不详
载1947年8月 《侨声》第20号

小学教师 竹内好译
1952年筑摩书房

鸟言兽语 岛田政雄译
载1952年4月 《中国事情》第27号

古代英雄的石像 斋藤秋男译
载1952年筑摩书房〈（中国小说选》

古代英雄的石像 斋藤秋男译
载1953年金子书房《中国名作选》

稻草人 桥川润译
载1955年牧书店〈（小燕子万里飞行记）〉

稻草人 冈崎俊夫译
载1955年河出书房《现代中国文学全集》第14卷

潘先生在难中 仓石武囚郎译
载1955年河出书房《现代中国文学全集》第14卷

古代英雄的石像 新岛淳良译
载1956年创元社 《世界少年少女文学全集》第43卷

小白船，傻子，一粒种子，地球，旅行家，鲤鱼的遇险，花园之外，
祥哥的胡琴，稻草人 模本楠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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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1956年创元社《世界少年少女文学全集》第43卷

样哥的胡琴 出泽万纪人译
载1958年实业之日本社《少年世界文学三年生》

傻子 出泽万纪人译
载1957年宝文馆《世界童话宝玉集》下卷

一粒种子 出泽万纪人译
载1959年5月 《日本儿童文学》第5卷

潘先生在难中 增田涉译
载1962年平凡社《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第5卷

稻草人 松枝茂夫译
载1962年讲谈社《少年少女世界文学全集》第44卷

古代英雄的石像 冈崎俊夫译
载1962年筑摩书房《中国小说选》

古代英雄的石像 斋藤秋男译
载1962年实业之日本社《母子的文学之书·小学高年级》

古代英雄的石像 斋藤秋男译
载1963年国土社《正牌文学之作》第3卷

小学教师 竹内好译
载1963年平凡社《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第3卷

春联儿 术山英雄译
载1963年平凡社《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第8卷

稻草人 村山孚译
载1965年讲谈社《少年少女新世界文学全集》第35卷

一粒种子，傻子 后藤有一译
载1967年小学馆 《少年少女世界的名作文学》第43卷

稻草人 笠原良郎译
载1970年金之星社《巨无霸世界里的童话小学四年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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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种子，祥哥的胡琴 出泽万纪人译
载1971年旺文社《小桔灯》

一粒种子 出泽万纪人译
载1971年文研出版《世界名作短篇集·幸福王子》

潘先生在难中 仓石武四郎译
载1971年河出书房新社《现代中国文学》第11卷

小学教师 竹内好译
载1972年平凡社《中国革命与文学》第2卷

潘先生在难中 增田涉译
载1972年平凡社《中国革命与文学》第3卷

春联儿 木山英雄译
载1972年平凡社《中国革命与文学》第6卷

皇帝的新衣 西川久代
载1981年4月 《译林》第2号

以上目录摘选译自下列书目、选编而成。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文

献目录一一增补版一一（ 1908-1945 ）》（饭田吉郎编， 1991年，汲

古书院）、 《中国儿童文学邦译再话年表（ I ）》（石田捻编， 《中

国儿童文学》复刊第1号， 1974年）、 《中国儿童文学邦译再话年表

( II ）》（石田捻编， 《中国儿童文学》第3 . 4合并号， 1976 年）、

《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 （谭汝谦主编， 1981年，中文大学出版

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与现状》（阿部幸夫·松井博光·

佐々木郁子合编， 1988年，东方书店）、 《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儿

童书目录》（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编 1992年）。凡附有“ ρ 记

号的，表示在本目录制作时，尚未完全确定，有待往后进一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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