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 学 家 ： 松枝茂夫 ( 松枝茂夫，日本，1905-1995 )

研究领域 ： 中国文学研究、《红楼梦》研究、中国文学翻译

人物介绍 ：   松枝茂夫是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东方学会会员，中国文学研究家。 
  松枝茂夫出生于九州佐贺县。读中学时，他萌发了对文学的兴趣。1924年,他进入福冈高等学校,一位同学
的父亲是汉学家,松枝茂夫从他那里读到了京都大学出版的《中国学》杂志合订本,其中青木正儿写的一篇《以
胡适为中心的翻涌的文学革命》,使他视野为之一开,渐渐地将目光移向了中国文学。他与上海的一家书店的老
板陈兆瑛通信,收到了陈寄给他的《小说月报》、《新女性》等杂志和《儒林外史》、《现代小说集》等书籍,
并且还收到了不知何人寄给他的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他还在学校的图书馆中读到了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
论讲话》,从中第一次知道了《红楼梦》,他对这一富有浪漫色彩的书名十分神往,于是决定以后将投身于中国文
学。在报考大学时,他第一志愿选择了东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科。由于报考中文科的人太少,松枝未经考试就进入
了东京大学。松枝茂夫是由于迷恋《红楼梦》而进入中国文学科的,他一开始的愿望就是想要钻研《红楼梦》。
他在东大读书时,一位台湾来的留学生杨云萍向他推荐了沈复的《浮生六记》。他捧读之后,大为倾倒。他觉得
沈复与一般文学家不同,“他只是将自己半生的喜怒哀乐原本原色地吐露出来。毫无装腔作势,毫无虚饰雕琢,只
是一味地将人生的真实本色地写出来,然却反而产生了以往传统的文学中所没有的生动鲜活的作品。这种透发自
内心的哀情自然会打动读者的心。”(松枝《浮生六记的魅力》,1981年)。读大学期间,他在还在基督教青年会
馆开的中文书铺里买到很多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书刊,通过阅读，对中国新文学的概貌有了些了解,,写了一篇《中
国文坛管窥》,刊在1929年3月号的东大的《中国哲文杂志》上。一年以后又写了一篇长达2万多字的续篇刊登在
同一杂志上。这两篇长文虽然写得有点粗浅,却是日本对中国20年代的新文学进行全景式描述的最初的文字。在
此之前,青木正儿、清水安三等已对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有过专文介绍,《改造》杂志也在1926年7月出过现代中国
专号,但松枝的这两篇文章从自己的阅读心得出发,以原文原著为记述的依据,对创造社、太阳社、鲁迅、郭沫
若、郁达夫、普罗文学都有较全面的论述,在日本的中国新文学研究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1928年,松枝茂夫以《红楼梦与曹雪芹》为题完成了毕业论文,翌年3月自东大毕业。但毕业后一时却无法谋
到职业,于是于4月7日经水陆两路来到了北京。当时吉川幸次郎恰也在北京,两人时有过从,松枝此时深感自己中
国文学知识的匮乏,于是他将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埋首于中国的古书之中。1931年10月,他从北京回到了日本。
归国时他曾购买了《四部丛刊》和《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运回了日本。以后迫于生计,陆续变卖了这些图书。
回国后,他在东京的上智大学和明治大学等学校中担任兼职的中文讲师,勉强维持生计。为补贴家用,他还与人合
作编了《现代中国趣味文选》等几种教科书式的读物,由文求堂出版。文求堂是位于东京神田的一家有名的中文
书店,人们常将它比作上海的内山书店。店主田中庆太郎读了松枝的《中国文坛管窥》而颇赏识他,常给予他一
些关照。也是经田中的介绍,松枝在文求堂内认识了当时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松枝早年对郭就颇有好感,这一
时期在书店内与郭时常见面,后来也曾访问过在市川的郭沫若寓所。松枝后来翻译了郭沫若的自传《北伐》和
《创造十年》、《续创造十年》,分别出版于1938年和1954年。 
  1935年前后,有两件事对松枝的一生都十分有意义。一是与增田涉成了知交,另一是参加了由竹内好等发起
成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1934年竹内好等决定发起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时,阵容还相当薄弱,于是想到了在此领
域已稍有建树的增田涉和松枝。松枝当时正处于苦闷穷困之中,于是欣然应允了竹内好等的请求。加入了研究会
后,他立即感到有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参加了这个会后,我忘却了此前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生活的重压,觉得
一下子仿佛活了过来”(松枝《中国文学和我》,1969年)。当时研究会建立了一个讲读式的读书会,松枝主讲的
是他极为喜欢的《浮生六记》。在读书会上主讲之后,松枝将其中的第一卷《闺房记乐》译了出来,收录在佐藤
春夫编的《印度中国短篇集》内发表了出来。1938年9月,松枝译出了全书,由岩波书店出版。。松枝读的《浮生
六记》,上有俞平伯的题记,由此他又喜欢上了同样有俞平伯题记的《陶庵梦忆》,在1956年译出了此书。在中国
古典文学方面,他译出的还有附有注释的《左传》、两卷本的《陶渊明全集》、3卷本的《中国名诗选》等许多
种。 
  参加中国文学研究会后,他开始将兴趣重新移到了新文学上。这一时期,他倾注精力最多的是周作人和鲁
迅。可以说松枝是在日本翻译介绍周作人的最重要的人物。1973年,他将周作人给他的116通书函装订成3大册,
在扉页上题了两句诗“半生潦倒红楼梦,一向倾心周作人”(《排字游戏》,1973年),表达了他对周的痴迷和敬
慕。1936—1937年,改造社策划出版了一套6卷本的《大鲁迅全集》,松枝也参与了这套书的翻译,他译过的有
《朝花夕拾》和一些短篇小说,增田涉译出《中国小说史略》初稿后,曾请松枝详加校对并一同附加了很多注
释。1952年,竹内好与岩波书店连手,发起出版了12卷本的《鲁迅选集》,松枝翻译了《两地书》、《坟》、《准
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南腔北调集》、《鲁迅日记书简》等。
可以说松枝是将鲁迅著作译成日文的主要译者之一。鲁迅也是他所敬仰的大家，但是在内心,他更倾心于周作
人。 
  当初将松枝引向中国文学的是《红楼梦》,而他一生中所费心血最多的也是《红楼梦》。1927年在东大中国
文学科学院学习时，他到文求堂去购买了一套上海扫叶书房出的石印本《红楼梦》,后来知道上海亚东图书馆出
过一种有胡适作序的新式标点本,又将其买了来,凭借一本刚出版的《中国语词典》,对照着幸田露伴等译的80回
本的日译本读了起来。在毕业论文《红楼梦与曹雪芹》的前言中,他充满热情地写道:“希望什么时候能将我所
爱的《红楼梦》译成我所爱的日文。这是我热切的愿望。”从此,翻译《红楼梦》成了他一生的梦想。在北京的
时候,他曾试着翻译过八十一、二回,但真正开始动笔,是在1932—33年间,此时他正是经济上颇为潦倒、时间上
富有闲暇的时候。1939年,松枝受聘到位于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担任专职讲师,毕业后将近10年的贫困潦倒的生
活终于告一段落。经人推荐,岩波书店拟将他译的《红楼梦》列入岩波文库出版，1941年出了3册后,日本的对外
侵略战争愈演愈烈,纸张受到了管制,第4册的出版便遭到了搁浅。1948年他辞去教职归返九州故里,每日埋首翻
译《红楼梦》,于1950年5月译完了最后的第十三册。前后共费了约十余年时间。这件译事对松枝来说确实不轻
松,搁笔之后,他顿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放感。1972年,经岩波书店的建议,他又开始对《红楼梦》进行全面的重
译,费时13年,至1985年出齐了《红楼梦》的新版本。 
  在与中国同时代的作家的交往中,除了郭沫若、周作人之外,俞平伯和沈从文是他经常提及的两位。他几乎
没有译过俞平伯的文字,但在译《红楼梦》、《浮生六记》及《陶庵梦忆》时,受到俞的不少影响。1943年2月,
他从长崎坐船到中国去旅行。在北京,与竹内好同去访问了周作人和俞平伯。两人造访俞平伯的住所，会见的话
题主要谈及中国文化。 
  1938年,他翻译沈从文的《边城》。沈从文的作品使松枝有一种心灵受到震颤的感动。他在译完《边城》的
后记中写道:“通过这里所叙述的诗一般的故事,使我们懂得了真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多么纯真可爱的民族,这使
我感到欣悦。”在一般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国人是一个旧文明中毒过深、趋于堕落衰老的民族,“我们的这种观
念性的看法是有错误的,堕落了的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不也还潜藏着真正的中国人么?我坚信这一点,我从事中国文
学的翻译介绍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探寻介绍这样的中国人,因此,这部《边城》使我感到无限的喜悦。”由于当
时正是日本大举侵华的年代,松枝无法将日译本寄送给沈从文。1948年,冰心夫妇来日本时,松枝托冰心将《边
城》转赠给沈从文。这一年6月,他收到了沈从文给他的第一封信。沈始终珍藏着这部日译本,历经了多次的政治



灾难后,这本书竟然奇迹般的幸存了下来。松枝后来曾几次写信给沈从文,但迫于政治形势,沈一直未敢复函。
1982年秋,沈从文访问日本,松枝特意去旅馆看望,已互相神交多年的一对老人始得初次相会。松枝热情地延请沈
从文到他曾任教多年的东京都立大学去演讲,盛况空前。后来听人说沈从文喜欢古典音乐,他又托人带去几盘肖
邦等西洋古典音乐的磁带。1988年5月接到沈从文去世的讣闻,松枝深感悲痛,立即发去唁电表示哀悼。 
  战后,松枝茂夫除了乡居的两年多外,曾先后在东京大学、北九州大学、东京都立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处任
教,其中在东京都立大学的时间最长。松枝茂夫是一位非常勤勉的人,他一生中译出的中国文学作品大约有几十
种,近千万字，在传播中国文学上功绩卓越。 

大事年表 
  1929年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赴中国留学。1934年与竹内好等创建中国文学研究会。1936—
1937年参加日本改造社《大鲁迅全集》(7卷本)的编译，翻译《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和《唐宋传奇集序例》等。1939年受聘到九州帝国大学担任专职讲师。1940年参加《现代中国随
笔集》的编译。1941年任九州帝国大学副教授。1942—1944年参加《东洋思想丛书》(83种，日本评论社刊)的
编写，主编第28种《<红楼梦>与<水浒传>》。1943年从长崎坐船到中国旅行。1946年与增田涉合编《鲁迅作品
集》(2卷)。1947年任东京大学副教授。1948年辞去教职归返九州故里。1946—1951年翻译完成一百二十回本
《红楼梦》(前八十回据戚本、后四十回据亚东书局本)，这是国外首次译出的全本《红楼梦》。1952年任东京
都立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兼任北九州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东京大学文学部讲师，讲授“中国文学”，并从事
“红楼梦——作品与作者的研究”，以及“鲁迅研究”。1959—1961年任《中国古典文学全集》(33卷本，平凡
社刊)的总主编之一，并具体编译第18—19卷《今古奇观》、第21—22卷《聊斋志异》及第32卷《历代随笔
集》。1959—1962年参加《亚洲历史事典》(10卷本，平凡社刊)的编写。1965年参加大阪市立大学文学研究室
《中国的八大小说》第2部《近世长篇小说的世界》的编写，撰写《红楼梦的文学》等。1965—1966年参加《世
界文学小辞典》的编写。1968年从东京都立大学定年退职，获名誉教授之称，任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1970—1972年任增订《中国古典文学全集》(60卷本，平凡社刊)的总主编之一，并具体编译第25卷《宋元明通
俗小说选》、第40—41卷《聊斋志异》、第56卷《记录文学集》和第59卷《历代笑话集》。1970—1974年参加
《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中国文学部分的修订。1973年参加《万有百科大事典》(24卷本，小学
馆刊)第1卷《文学》的编写。1976年参加《中国的古典名著总解说》(自由国民社刊)的编写。

主要学术成果 ：   《中国文坛管窥》（《中国哲文杂志》，1929年3月号）  
  《现代中国随笔集》(东成社，1940年)； 
  《红楼梦》1-3册（岩波文库1941年）； 
  《鲁迅作品集》(2卷，东西出版社，1946年)； 
  《中国的小说》(白日书院，1948年)； 
  《红楼梦》(平凡社，1951年)； 
  《聊斋志异》(2卷，平凡社，1963年)； 
  《中国笑话选——与江户笑话的交流》(平凡社，1964年)； 
  《陶渊明》(筑摩书房，1966年)； 
  《红楼梦》（岩波书店，1985年出齐）； 
  《松枝茂夫文集》(研文出版社，1998年-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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