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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代译序) 林少华 村上春树(1949一)，这位居住在我们东方邻国的作家，不动
声色之间，已经使自己成了同时下任何一位世界级作家相比都不逊色的十分了得的人物。
在他的母国日本，其作品的发行量早已超过了1 500万册这个可谓出版界的天文数字。
在我国大陆，其中译本也在没有炒作的情况下执着地向40万册逼近。
仅《挪威的森林》，不到半年便重印四次，但仍不时脱销。
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因素使这位日本作家如此占尽风光，甚至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
和大江健三郎也相形见绌呢?回答自然多种多样。
从我们中国读者角度来说，同是日本作家，川端也好，大江也罢，读之总觉得是在读别人，中间好像
横着一道足够高的门坎，把我们客气而又坚决地挡在门外；而读村上，我们则觉得是在读自己，是在
叩问自己的心灵，倾听自己心灵的回声，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游历，看到的是我们自己。
简而言之，也就是村上引起了我们的共鸣：心的共鸣。
那么，引起我们心的共鸣的又是什么呢?下面就让我就此(也可能不完全就此)谈三点感想或看法。
实质上涉及的也就是村上作品的独特魅力问题— —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舂树? 虽说村上的小说译了几
本，评论性文章也写了几篇，但我心里总好像还塞着一个谜团，或者说总在琢磨这样一个问题：村上
作品中最能打动我个人、作为四十几岁中年人的我个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不错——如同以前我在《
村上春树精品集》新版总序中所说——小说中现实与非现实的错位，别具一格的行文，时代氛围和个
人感性，田园情结和青春之梦，都足以令人沉潜其中。
不过老实说，那类文章，我大多是从一个译介者和一名大学教员的角度来写的，很大程度上带有“公
”的色彩，而多少压抑了纯属个人的、即村上所说的“私人性质”的东西。
我认为那也是对的。
在译介初期，有必要循规蹈矩地归纳村上作品的一般特点，有必要把日本以至国际上有关评论转达过
来，否则对读者是不公正的。
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的“私人性质”的感受还处于混沌状态。
近来，感受逐渐趋于清晰一一其实村上作品中最能让我动心或引起自己共鸣的，乃是其提供的一种生
活模式，一种人生态度：把玩孤独，把玩无奈。
大凡读者都读得出，村上文学的基调就是孤独与无奈。
但较之孤独与无奈本身，作者着重诉求的似乎更是对待孤独与无奈的态度。
我仿佛听到村上在这样向我倾诉： 人，人生，在本质上是孤独的，无奈的。
所以需要与人交往，以求相互理解。
然而相互理解果真是可能的吗?不，不可能，宿命式的不可能，寻求理解的努力是徒劳的。
那么，何苦非努力不可呢?为什么就不能转变一下态度呢一一既然怎么努力争取理解都枉费心机，那么
不再努力就是，这样也可以活得蛮好嘛!换言之，与其勉强通过与人交往来消灭孤独，化解无奈，莫如
退回来把玩孤独，把玩无奈。
于是，孤独和无奈在村上这里获得了安置。
就是说，这种在一般世人眼里无价值的、负面的、因而需要摈除的东西，在村上笔下成了有价值的、
正面的、因而不妨赏玩的对象。
实质上这也是一种自我认同或日对同一性(identity)的确认，一种自我保全、自我经营、自我完善，一
种孤独自守、自娱、自得、自乐的情怀。
作者藉此在熙来攘往灯红酒绿瞬息万变的世界上建造了一座独门独院的“小木屋”，一个人躲在里面
一边听着爵士乐，啜着易拉罐啤酒，一边慢慢地细细地品味孤独与无奈。
电视则绝对不买，报纸绝对不订，电话也只是在响了六七遍之后才老大不情愿地拿起听筒。
“小木屋”的主人自然是“我”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年龄大多在二十九至三十四岁之间，基本
是刚刚离婚或老婆跟人跑了。
这里，主人公本身就是孤独的象征。
他已被彻底“简化”，无妻(有也必定离异)、无子、无父母(有也不出场)、无兄弟(绝对独生子女)、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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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只在《奇鸟行状录》中有过一个舅舅)，甚至无工作(好端端的工作一辞了之)，远远不止是我国
城镇里的“三无人员”。
也正由于“我”敢于简化，敢于放弃，“我”也才潇洒得起来。
然而并不能因此断定“我”得了自我封闭症。
“我”有时也从“小木屋 ”中探出头来，而这时他的目光却是健康的、充满温情的，如对《挪威的森
林》(以下简称《挪》)中的直子，对《舞!舞!舞!》(以下简称《舞》)中的雪。
当然，如果有人扰乱他自得其乐的“小木屋，，生活，死活把他从中拖出，他也绝不临阵退缩(小说情
节大多由此展开)，如对《寻羊冒险记》(以下简称《羊》)中的黑西服秘书和“先生”，对《奇鸟行状
录》中的绵谷升。
这种时候的“我”绝对不是好忍的，一定老练地、机智地、执拗地奉陪到底。
主人公身上，恐怕有这样几点需加以注意：对冠冕堂皇的所谓有值存在的否定和戏弄，有一种风雨飘
摇中御舟独行的自尊与傲骨；对伪善、狡诈行径的揭露和憎恶，有一种英雄末路的不屈与悲凉；对“
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现代都市、对重大事件的无视和揶揄，有一种应付纷繁世界的淡定与从容；对大
约来自宇宙的神秘信息、默契(寓言色彩、潜意识)的希冀和信赖，有一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梦想；
对某种稍纵即逝的心理机微(偶然因素)的关注和引申，有一种流转不居的豁达与洒脱；以及对物质利
益的淡漠，对世俗、庸众的拒斥，对往日故乡的张望等等。
可以说，这同主人公把玩孤独把玩无奈是相辅相成的，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惟其如此，也才不至于沦为一般所说的“拿无聊当有趣”。
总之，村上的小说为我们在繁杂多变的世界上提供了一种富有智性和诗意的活法，为小人物的灵魂提
供了一方安然憩息的草坪。
读之，我们心中最原始的部分得到疏导和释放，最软弱的部分得到鼓励和抚慰，最孤寂的部分得到舒
缓和安顿，最隐秘的部分得到确认和支持。
那是茫茫荒原上迎着夕晖升起一股袅袅炊烟的小木屋，是冷雨飘零的午夜街头永远温馨的小酒吧。
我甚至突发奇想地觉得，村上春树的作品尽管形式上明显受到美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但骨子里却透出
东方古老的禅意。
在某种意义上，乃是禅的现代诠释。
读过村上一篇名叫《电车和电车票》的短文吗?“我”最后采取的态度是以“无心无我”的境界乘车：
既然怎么努力车票都要丢，那么，不再努力就是，让它丢好了。
引申言之，既然孤独和无奈怎么都排遣不掉，那么不再排遣就是，把玩之可也! ⋯⋯ 一般说来，相似
的东西才能用于类比，也就是说相似性是可比性的前提。
而村上的比喻则一反常规，完全不循规出牌。
如盘子和行星、衣服和彗星、宾馆和狗、鸵鸟蛋和电话机、耳轮和钞票，这一对对之间几乎找不出任
何相似性，莫如说其差异性、异质性倒是巨大的。
而村上妙就妙在利用差异性和异质性做文章，经过他一番巧妙的整合和点化，我们非但感觉不到牵强
附会，甚至会漾出一丝会意的微笑。
一般比喻是“似是而非”，而村上的比喻则“似非而是”。
其实这类比喻也是一种夸张，一种大跨度想象力的演示。
而这又是文学创作中较难把握的一种修辞，它既要在常理之外，又须在常理之中。
大致说来，日本搞文学的人算是比较老实的，不那么想入非非，自古以来就不甚中意李太白的“燕山
雪花大如席”。
如今这位村上春树却是远远走在了他的祖辈的前面。
你能找出第二个手法相仿的日本作家吗?当然，西方作家中是找得出的。
如昆德拉就说某人眼睛的忽闪像车窗外一上一下的雨刷一一村上受的不是他的母国日本而是西方同行
的启示。
不管怎样，村上弄出了一种一看就知是村上春树的“村上文体”。
港台地区甚至由此产生一个词叫“很村上喔”，用来形容如此风格的文章、如此风格的言谈、如此风
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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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搞到这般水准，成了“这一个”而不是“ 那一个”，应该算成功的了。
这绝非易事。
顺便说几句题外话。
其实不光是文章风格，村上本人也颇为“别具一格 ”。
他虽是作家，却很少与文坛打交道，不属于任何作协组织，不喜欢出头露面～不上电视，不大让人拍
照，不出席报告会，接受采访也极有限。
个人生活方面也大不同于他笔下的主人公，极为中规中矩，有板有眼。
早上六点起床，晚间十点就寝，和夫人两人平静地生活，对夫人特别关爱(这点也是他深受女性读者欢
迎的一个原因)。
作为作家，村上交稿特别守时，绝无迟交记录。
记得几年前交涉版权谈到版税的时候，我曾透露过出版社想代之以招待旅游的意思。
他让秘书转告说钱多少都可以，但不喜欢什么招待旅游。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可以说是另一侧面的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吧。
最后还是留下我的地址：青岛市香港东路23号，青岛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邮政编码266071)，以便请
读者诸君指出我的误译之处。
2000年6月18日 修改于窥海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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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动人心弦的、平缓舒雅的、略带感伤的、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
小说主人公渡边以第一人称展开他同两个女孩间的爱情纠葛。
渡边的第一个恋人直子原是他高中要好同学木月的女友，后来木月自杀了。
一年后渡边同直子不期而遇并开始交往。
此时的直子已变得娴静腼腆，美丽晶莹的眸子里不时掠过一丝难以捕捉的阴翳。
两人只是日复一日地在落叶飘零的东京街头漫无目标地或前或后或并肩行走不止。
直子20岁生日的晚上两人发生了性关系，不料第二天直子便不知去向。
几个月后直子来信说她住进一家远在深山里的精神疗养院。
渡边前去探望时发现直子开始带有成熟女性的丰腴与娇美。
晚间两人虽同处一室，但渡边约束了自己，分手前表示永远等待直子。

返校不久，由于一次偶然相遇，渡边开始与低年级的绿子交往。
绿子同内向的直子截然相反，“简直就像迎着春天的晨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头小鹿”
。
这期间，渡边内心十分苦闷彷徨。
一方面念念不忘直子缠绵的病情与柔情，一方面又难以抗拒绿子大胆的表白和迷人的活力。
不久传来直子自杀的噩耗，渡边失魂魄地四处徒步旅行。
最后，在直子同房病友玲子的鼓励下，开始摸索此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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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村上春树（1949－　），日本小说家。
曾在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戏剧科就读。
1979年，他的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问世后，即被搬上了银幕。
随后，他的优秀作品《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挪威的森林》等相继发表。
他的创作不受传统拘束，构思新奇，行文潇洒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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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永远记得我（1）又来到德国了：　 我今年三十七岁。
现在，我正坐在波音七四七的机舱里。
这架硕大无比的飞机正穿过厚厚的乌云层往下俯冲，准备降落在汉堡机场。
十一月冷冽的雨湮得大地一片雾蒙蒙的。
穿着雨衣的整修工、整齐划一的机场大厦上竖着的旗、BMW的大型广告牌，这一切的一切看来都像
是法兰德斯派画里阴郁的背景。
唉！
又来到德国了。
　　这时，飞机顺利着地，禁烟灯号也跟着熄灭，天花板上的扩音器中轻轻地流出BGM音乐来。
正是披头四的“挪威的森林”，倒不知是由哪个乐团演奏的。
一如往昔，这旋律仍旧撩动着我的情绪。
不！
远比过去更激烈地撩动着我、摇撼着我。
　　为了不叫头脑为之迸裂，我弓着身子，两手掩面，就这么一动不动。
不久，一位德籍的空中小姐走了过来，用英文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答说不打紧，只是有点头晕而已
。
　　“真的不要紧吗？
”　　“不要紧，谢谢你！
”我说道。
于是她带着微笑离开，这时，扩音器又放出比利乔的曲子。
抬起头，我仰望飘浮在北海上空的乌云，一边思索着过去的大半辈子里，自己曾经失落了的。
思索那些失落了的岁月，死去或离开了的人们，以及烟消云散了的思念。
　　在飞机完全静止下来，人们纷纷解开安全带，开始从柜子里取出手提包、外套时，我始终是待在
那片草原上的。
我嗅着草香、聆听鸟鸣，用肌肤感受着风。
那是在一九六九年秋天，我就要满二十岁的时候。
　　刚刚那位空中小姐又走了过来，在我身旁坐了下来，开口问我要不要紧。
　　“不要紧！
谢谢。
我只是觉得有些感伤而已。
（lt's all right now，thank you.I only fell lonely，you know.）”我笑着答道。
　　“Well，I fell same way，same things，once in a while.I know what you mean.（我也常常这样子哩！
我能理解！
）”说罢，她摇摇头，从座位上站起来，对着我展开一副美丽的笑容。
“I hope you'll have a nice trip. Auf Wiedersehen！
（祝您旅途愉快。
再见！
）”　　“Auf Wiedersehen！
”我也跟着说道。
　　就算在十八年后的今天，那片草原风光也仍旧历历在目。
绵延数日的霏霏细雨冲走了山间光秃秃的地表上堆积的尘土，漾出一股深邃的湛蓝，而十月的风则撩
得芒草左右摇曳，窄窄长长的云又冻僵了似的紧偎着蔚蓝的天空。
天空高踞顶上，只消定睛凝视一会，你便会感到两眼发痛。
风吹过草原，轻拂着她的发，然后往杂树林那头遁去。
树叶沙沙作响，远处几声狗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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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声音听来有些模糊，仿佛你正立在另一个世界的入口一般。
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声响。
不管是什么声响都无法进入我们的耳里。
再没有人会和我们错身而过，只看到两只鲜红的鸟怯生生地从草原上振翅飞起，飞进杂树林里。
一边踱着步，直子便一边跟我聊起那口井来了。
　　记忆这玩意儿真是不可思议。
当我身历其境时，我是一点儿也不去留意那风景。
当时我并不觉得它会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绝没料到在十八年后，我可能将那一草一木记得这么清
楚。
老实说，那时候的我根本不在意什么风景。
我只关心我自己，关心走在我身旁的这个美人，关心我和她之间的关系，然后再回头来关心自己。
不管见到什么、感受到什么、想到什么，结果总会像飞镖一样，又飞到自己这一边来，当时正是这样
一个时代。
再说，我那时又在谈恋爱，那场恋爱谈得也着实辛苦。
我根本就没有气力再去留意周遭的风景。
　　然而，现在率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的，却是那一片草原风光。
草香、挟着些微寒意的风、山的线、狗吠声，率先浮现的正是这些，清清楚楚地。
也因为实在太清楚了，让人觉得仿佛只要一伸手，便能用手指将它们一一描绘出来。
但草原上不见人影。
一个人也没有。
没有直子，也没有我。
我不知道我们究竟上哪儿去了。
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种事呢？
曾经那么在意的，还看她、我、我的世界，究竟都上哪儿去了？
对了，我现在甚至无法立即记忆起直子的脸来，我能想到的，就是一幕不见人影的背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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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原则上我不习惯为小说写后记，但对这部小说我想恐怕有写的必要。
第一，这部小说的主轴是大约五年前我写的短篇小说《萤》（收于短篇集《萤》）。
长期以来，我一直考虑以这一短篇为基础，写一部三百页稿纸左右（每页四百字）的一气呵成的恋爱
小说，于是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完成后而尚未开始写下一部长篇的过渡时间里，我以一种不妨
说是调节精神那样的轻松心情着手这部小说的写作，结果却成了一部将近九百页稿纸的、难以称之为
“轻松”的小说。
或许是这部小说本身要求我写得超出预想所使然，我想。
第二，这部小说具有极重的私人性质。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自传性质的小说，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和《了不起的
盖茨比》对我来说是私人性质的小说——在与此相同的意义上，这部作品也属于私人性质的小说。
这大概是某种感情的问题。
如同我这个人或被喜爱或不被喜爱一样，这部小说我想也可能或受欢迎或不受欢迎。
作为我，只是希望这部作品能够超越我本人的质而存续下去。
第三，这部小说是在南欧写的。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希腊米科诺斯岛的维拉动笔，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罗马郊外的一
家公寓式旅馆完成。
至于远离日本对这部小说有何影响，我无法判断。
既似乎觉得有某种影响，又似乎无任何影响。
但一无电话二无来客而得以潜心创作这点却是十分难得的。
小说的前半部写于希腊，中间夹着西西里岛，后半部在罗马写就。
雅典一家低档旅馆的房间里连个桌子也没有，我每天钻进吵得要死的小酒馆，一边用微型放唱机反复
播放——放了一百二十遍——《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一边不停笔地写这部小说。
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得到列农和麦卡特尼的alittlehelp。
第四，这部小说可以献给我离开人世的几位朋友和留在人世的几位朋友。
村上春树198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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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　　《挪威的森林》：永远的青春读本： 　　2007年3月，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
了&ldquo;1987～2007《挪威的森林》出版20周年纪念版&rdquo;，再度增加了阅读村上春树的高温。
　　《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最著名的小说之一，1987年在日本出版后，现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
界流行，成了众多村上迷的最爱。
村上春树写《挪威的森林》时将近40岁，他说：&ldquo;想把青春的记忆延长的时候，就想写青春小说
。
&rdquo;村上的目标是&ldquo;很轻松的小说，二三百页纸，漂亮的，留在记忆中那种漂亮的小
说&rdquo;，甚至是&ldquo;一本把全国女孩的眼泪都逼出来的小说&rdquo;。
 　　《挪威的森林》这部被誉为&ldquo;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rdquo;，于1989年引进中国，这也是第
一部在中国出版的村上春树的作品，许多人认识村上春树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该小说由林少华先生翻译、漓江出版社出版。
之后又重印了好几次，一直都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
据有关统计，仅2001年移植上海译文出版社以来即已印行22次，逾百万册，平均每年印行20余万。
　　汉堡机场一曲忧郁的《挪威的森林》，复苏了主人公渡边伤感的二十岁记忆：娴静腼腆、多愁善
感的直子，是他动情倾心的女孩，那缠绵的病况、如水的柔情，甚至在她花蚀香销之后，仍令他无时
忘怀；神采飞扬、野性未脱的绿子，是他邂逅相遇的情人，那迷人的活力、大胆的表白，即使是他山
盟已订时，也觉得她难以抗拒。
悲欢恋情、如激弦，如幽曲，掩卷犹余音颤袅；奇句妙语，如泉涌，如露凝，读来口角噙香。
小说以纪实的手法和诗意的语言，注重表现少男少女在复杂的现代生活中对于纯真爱情和个性的双重
追求，超出了一般爱情描写的俗套，而具有更为深刻的人生意义。
小说情节是平平的，笔调是缓缓的，语气是淡淡的，然而字里行间却鼓涌着一股无可抑制的冲击波，
激起读者强烈的心灵震颤与共鸣。
全书以回忆为线索，表达了青少年面对青春期的孤独困惑以及面对成长的无奈、无聊。
村上春树通过年轻人在社会压力下无法摆脱的生存痛苦，第一次明明白白地强调了他在以后书中不断
反复强调的主题：生命的悲哀与无力感。
 　　美国华人学者李欧梵教授在他的散文集《世纪末的反思》将《挪威的森林》列为20世纪对中国影
响最大的十部文学译著之一。
其根本原因，按译者林少华先生所说的，不妨用评论家白烨先生十多年前的话加以概括最为明白：《
挪威的森林》&ldquo;以纪实手法和诗意语言&rdquo;注重表现&ldquo;少男少女在复杂的现代生活中对
于纯真爱情和个性的双重追求&hellip;&hellip;超出了一般爱情描写的俗套，而具有更为深刻的人生意义
。
&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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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堡机场的一曲忧郁的《挪威的森林》，复苏了主人公渡边感伤的20岁记忆：娴静腼腆、多愁善感的
直子，是他动情倾心的女孩，那缠绵的病况、如水的柔情，甚至在她花蚀香销之后，仍令他无时或忘
；神采飞扬、野性未脱的绿子，是他邂逅相遇的情人，那迷人的活力、大胆的表白，即使是他山盟已
定之时，也觉得她难以抗拒。
悲欢恋情，如激弦，如幽曲，掩卷犹闻余音颤袅，奇句妙语如泉涌，如露凝，读来还觉口角噙香。
纯而又纯的青春情感，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700万的畅销奇观，这是村上春树的毕生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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