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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小资教父”林少华的精锐美文集。

　　这—次，林少华摆脱了他的“老伙计”村上春树，开始独自引吭高歌。
那声线除了唯美之外，却出人意料地犀利、高亢、深沉，带着他沉甸甸的对现实、文化、生命的思考
和焦虑。

　　他愿意做一位以良知为标枪的勇士，去射穿限制人们自由的那无形的高墙，去歌颂一切精神存在
的可能性和丰富性，去卫护自由。

　　从大而化之的命题，到细部入手的感性风景，少华君仍然用他那迷倒千万读者的文笔，通过《高
墙与鸡蛋》，述说着自己的故事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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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少华，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
祖籍山东蓬莱，生于吉林九台。
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
曾在暨南大学、日本长崎县立大学任教，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兼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青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外国文艺》编委等职。
居青岛。
著有《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落花之美》、《为了灵魂的自由》。
译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以及《心》、《罗生门》、《金阁
寺》等日本名家之作凡五十余种，广为流布，影响深远。
无论翻译或创作，文字之美、意境之美、情思之美始终是其明确的指向和追求，笃信美的不二与永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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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Chapter 1　镜中文胆
　为了破碎的鸡蛋
　谁是知识分子
　钱学森世纪之叹
　何必拔自己的根
　假如我的研究生当保姆
　大学：警惕“自我官场化”
　为何我们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
　NBA、GDP与农民的知情权
　油菜花与商品楼
　鸡蛋、牛奶与道德感
　院士：纸巾的1／2～1／4
　1.7个亿：最贵的荷花
　所幸。
村上只有一个
　乳汁与甘蔗汁
Chapter 2　梦回桑梓
　书籍与牵牛花，我的精神家园
　曾经的怕?永远的爱
　父亲的遗物
　人生意义于三姑
　“副省长谁知道！
”
　三十五年的梦
　清晨的蛙鸣
　关东的雪
　四合院里石榴红
　邂逅冻梨
　卖杏的幸福
　假如院里有两棵柿树
　除草机和野菊花
　混凝土不是土
　“伊甸园”的果
　数学秀才的叫卖声
　寂寥之美
　杏花与乡愁
Chapter 3　夜雨书灯
　之于我的书，之于书的命运
　《挪威的森林》“生日”纪事
　村上春树：虚无中独舞
　爱——人的α和ω
　重返修养
　唯美关照下的欧美风情
　捡拾细小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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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子恺与竹久梦二之间
　风流何以绝代
　“南京”：我们永远的痛
　诺贝尔文学奖和《山楂树之恋》
　南子有水平
　新《三国》：价值观的错位
　片山恭一：村上春树没意思
　三岛由纪夫为什么自杀
　《非诚勿扰》在日本
　日本：圆周率是3
　写得有趣的日本
　鲍鱼和“鲍鱼师傅”
　绵软中的尊严
　文体中的黛玉
　炸香的太阳
　诗意与激情中盘升的灵魂
　远去的身影，民族的灵魂
　一片冰心在玉壶
Chapter 4　浮世彼岸
　假如有一间教授室
　珍稀之男生
　南开有个张伯苓
　之于我的高中和高中校服
　那一刻让我内疚
　餐桌对面的易中天
　电脑与人脑
　世博：看与不看之间
　热情的极致是随意
　这就是河南人
　自驾游“经典”镜头
　细节决定感觉
　3000万新娘何处寻
　NHK骨骼透视图
　代不成沟
　性饥渴与书饥渴
　逆其不自然
　美景与美感
　高考季节的大学问答
　大学老师的修养
　我的文学翻译之路
编后记：两个林少华＆“锐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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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何必拔自己的根事情本来过去有些时日了，但至今仍不时有人来信或在网上问我《挪威没有
森林》是怎么回事。
之所以问我，自然因为我是《挪威的森林》的译者，我自然尽可能回答。
毕竟不是什么叫人愉怏的好事，老实说，答得很累。
事情并不复杂。
2003年夏天我在东京时，上海译文出版社沈维藩先生（拙译村上作品的责任编辑）用E-mail发来一部
长篇小说的若干章节，说有人模仿村上或“林先生译笔”续写《挪威的森林》，嘱我“奇文共赏析”
。
我粗粗看了一遍，回复说品位不高。
不料，翌年5月赫然冒出一本《挪威没有森林》。
于是“奇迹”和魔术一同发生了：未出国门的这部中文小说成了“总印量高达600，000册感动日本的
十大好书”之一，原来的男作者成了日本女作家福原爱姬兼译者“若彤”，并宣称村上春树“是她梦
中的神秘情人”及“灵魂导师”，“此书被日本传媒称为‘一封公开出版的情书”云云。
显然，这是一次典型的文化恶搞。
光搞外国的大概还不过瘾，近来又开始有人恶搞本国的《西游记》了，硬给石头块里蹦出来的孙猴子
找了漂亮的女朋友，给“五世元阳未泄”的唐三藏来了个“一夜情”，使得本来就够热闹的西天取经
路上搅成了一锅粥。
对此，做梦都想拍电影版《西游记》的六小龄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明确批驳其纯属胡编乱造，“
有的人还觉得好笑，但我的心在流血。
我觉得搞笑可以，但绝不可以拿这种文化遗产来搞笑。
年龄大的观众可能知道这是瞎编的，但不懂事的小孩就把这些恶搞当作吴承恩的原著了。
这对我们的文化遗产来说，是最大的悲哀。
”其实，更可悲哀的是这种恶搞现象已不是个别现象，而在整个文化界“流窜”开来。
忽而“大话”，忽而“戏说”，忽而“水煮”，忽而“揭秘”，闹得乌烟瘴气，甚至成了时尚。
无论庄严凝重的二十四史，还是举世公认的古典名著，无论字字珠玑的唐诗宋词还是约定俗成的四字
成语，都有人狗尾续貂偷梁换柱。
或许有人反驳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有何不好？
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有何不好？
可问题是，通俗不等于低俗，启蒙未必要稀释，喜闻乐见亦不能同哗众取宠划等号。
而时代感或现代性也绝不意味着搞笑，动辄同“一夜情”之类新玩艺儿挂起钩来。
毫无疑问，任何形式的传达或表演都是一种信息，都有可能让观众、听众在哄笑声中接受和认同制造
者的观点。
而当其观点是荒唐无稽的东西的时候，对于文化遗产必然是“最大的悲哀”。
之所以产生这种文化恶搞现象，说到底，无非利之所趋。
有些人声称同民众接轨、同现代接轨、同国际接轨，其实不外乎同市场接轨、同收视率接轨、同门票
接轨、同书的销量接轨，即同钱接轨罢了。
说起来，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也真可谓不幸，摆脱思想禁锢没几年就遭遇了市场经济，很快被钱
禁锢了。
或许又有人反驳说，社会如此，世风如此，大潮如此，文化界和知识分子又怎么可能置身其外？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乎？
但问题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要在覆巢之下成为完卵并保护完卵。
否则要知识分子干什么？
要文化干什么？
身为知识分子尤其知识精英，难道就不晓得文化搞笑的结果，只能使几经摧残后已然风雨飘摇的传统
文化在廉价的笑声中彻底沉下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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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晓得这样会拔掉自己的根？
拔掉自我认同的根？
别人想拔掉我们的根倒也罢了，费解的是这回我们竞要自己动手拔掉自己的根！
退一步讲，如果中国知识分子只能以搞笑这一形式取悦于世俗社会，放弃为民众提供更高层次精神食
粮的使命，那么除了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浮躁和堕落到可悲的地步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我们动不动就说同国际接轨，那么国外是怎样的呢？
就西方人来说，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通过阅读原始文本——而非改编文本——如荷马史诗、希腊哲
学以及莎士比亚的文学名著等原著来增长智慧学识。
法国有专门机构管理名著的改编，谁都休想利令智昏地恶搞《悲惨世界》这样的经典之作。
美国甚至把意识形态上本应势不两立的《共产党宣言》同荷马的《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
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  《圣经》、奥古斯丁的《阡悔录》同样列为大学一年级通识课的必读书
目。
其目的当然不是鼓动学生推翻资本主义，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经典来学习，使学生认识思想和社会的多
元性。
斯坦福大学的经典导读课还排出《论语》、《道德经》、《孟子》、《庄子》。
就是说，西方人特别重视以经典阅读这一形式实现文化传承，用以培育国民的伦理素养、精神境界和
文化能力。
也有一大批公共知识分子参与其中，为社会提供价值导向，引领国民走向深刻与崇高。
日本人对自己的经典和传统文化同样怀有尊崇和呵护之情。
众所周知，  《源氏物语》是日本乃至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对于这部文学经典，日本人从未搞过
“大话”、“戏说”之类，更不曾改编得啼笑皆非。
说起来，日本人改编了《三国演义》（日本习称《三国志》），改编了《西游记》——尤其后者近来
几乎改得面目全非，正作为11集电视连续剧在日本热播——偏偏没有改编《源氏物语》，大多时候只
是将其作为以考据为主的学术研究对象，政府也对此予以鼓励和资助。
不但资助本国学者，还资助国外有关学者和学术研讨会。
究其原因，窃以为很大程度上在于日本认为《源氏物语》所表现的所谓“物哀”乃是日本文学的“根
本精神”和传统审美意识“日本美”的内核。
一句话，那里有日本和日本人的根。
而那是不允许随便触动和戏说的，不允许使其变成媚俗的浅薄的东西，更不允许用来搞笑，即不允许
自己拔自己的根。
西方人也好，同为东方人的日本人也好，为什么人家就能对自家古典、对传统文化保持足够的严肃、
恭谨、虔诚和敬畏，而我们偏偏热衷于不伦不类的戏说和搞笑？
赫胥黎曾预言文化迟早消亡，消亡的原因是文化沦为“搞笑”。
另一位名叫尼尔·波兹曼的西方人写了一本书——《娱乐至死》，直译是“把我们自己娱乐死”。
难道我们中国人当真要通过搞笑把自己娱乐死不成？
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近几年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国国民素质一直是“拖后腿”
的指标。
个中原因固然一言难尽，但忽视传统文化涵养国民精神水源的功用而热衷于文化恶搞，至少对提高国
民素质没起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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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林少华是有底气的教授，除了翻译家身份之外还是位作家。
他的散文秀丽好读，文字的音韵节奏非常舒逶。
笔下透出对人生的善意，而又机警、睿智，思想火花四下飞舞。
　　——《文汇读书周报》村上春树的主要译者林少华，是八十年代后我国日本文学界出现的高水平
的中青年翻译家。
⋯⋯林少华的译文，体现了在现代汉语上的良好的修养及译者的文学悟性，准确到位地再现了原文的
独特风格。
可以说，村上春树在我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依赖于林少华译文的精彩。
　　——《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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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墙与鸡蛋:林少华精锐美文集》：流淌《挪威的森林》美文的笔尖，漫卷林氏独立思想风暴，让村
上春树的“味道”来得更猛烈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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