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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日本古典文学史上，《方丈记》、《徒然草》与《枕草子》因题材相近，内容幽玄静美、笔致清雅
简洁，故合称日本古典随笔三璧，代表了日本近古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不过，虽然三部作品在声名、评价、艺术美等方面并驾齐驱，但细加比较，仍可发现它们之间存在
着大不同。
《枕草子》作为宫廷女性的散文集，诞生于光鲜织锦、华丽灿烂的平安朝最盛期，文风绮丽、明快柔
美，充满着风花雪月。
而《方丈记》与《徒然草》却诞生于干戈战乱、民不聊生的镰仓初期及南北朝时期，礼崩乐坏、事不
稽古，多灾多难、人心惶惶。
作者鸭长明和吉田兼好都有极好的汉学与和歌修养，也都曾奉仕朝廷，其后皆失意出家。
他们有着相近的人生道路和思想感悟，所处的时代背景又一样地充满苦难艰危，对现实的失望不满、
对内心安宁的追求，令他们最终选择了相同的归宿：远离尘嚣、隐遁山野。
而他们的作品，也自然而然地带有隐士气质，烙上了哲思批判、悲观反省的印记，见解精辟、深邃警
世。
所以，《方丈记》与《徒然草》在精神内核上是有别于《枕草子》的。
如果说《枕草子》是贵族文学新形式的延伸，那么《方丈记》与《徒然草》就是隐士文学的滥觞与元
典！
    一、《方丈记卜无常是苦，隐逸最乐    《方丈记》的作者鸭长明，生于平安时代末期的1155年，是
古日本著名的歌人、歌论家、随笔作家，同时也是一位琵琶名手。
他生于神官世家，小时候被寄居在祖母家，由祖母抚养长大。
二十岁左右，父亲与祖母相继去世，了无牵挂的鸭长明弃家游学，开始专心研究和歌及乐曲。
先是拜著名歌僧俊惠为师，钻研歌道；随后又师从大音乐家中原有安，学弹琵琶。
因两艺皆臻妙境，中年时受到后鸟羽上皇赏识，被任命为和歌所的“寄人”(负责选定、创作和歌的官
员)，从此活跃于宫廷及和歌界，作品被选入《千载和歌集》、《新古今和歌集》。
    鸭长明出身平平，以非贵族身份而获上皇提拔，参与敕撰和歌集的编辑，可说是破格的荣耀。
他不仅长于和歌，而且熟稔汉诗汉文，有着厚实的汉文学修养和造诣，深得同时代文人公卿的钦仰。
对他青眼有加的后鸟羽上皇，因他父祖皆是贺茂御祖神社的神官，便又推荐他出任下鸭神社神官，孰
料遭到鸭长明同族的激烈反对，不能如愿。
生逢源平争霸的大乱世时代，又迭遇天灾人祸，再加上家道中落、仕途失意，饱经忧患的鸭长明心灰
意冷，于五十岁时舍弃官禄、遁世出家，入大原山隐居，后迁至日野山，至死不出。
    《方丈记》即是鸭长明隐匿日野山时，回忆生平际遇、叙述天地巨变、感慨人世无常的随笔集。
其成书于1212年，被誉为日本隐士文学之“白眉”(最高峰)！
全书共十三节，以简洁严整的和汉混合文体写成，笔意生动而富有感情，大致可分为两部分。
前半部分从感慨世事多艰、人生虚幻出发，通过作者的耳闻目睹，生动写实地描述了平安末期悲惨的
“五大灾厄”：大火、旋风、地震、迁都、饥荒。
借社会的苦难揭示出人世无常、生存不易的道理。
后半部分笔锋一转，由社会现实转向了隐居生活和内心世界。
先是自叙身世，接着书写隐遁大原山，后又迁移日野山筑庵的经历，以清雅的笔墨，记述了方丈之庵
中闲寂的生活，同时表达自己内心的矛盾与烦恼。
到最后直率地坦露心扉，为能否安于清贫而自我深省。
全书措辞佳美、浑然天成，结构巧妙、格调高逸，奠定了鸭长明“日本中世隐士文学鼻祖”的崇高地
位。
    作为一部流传千古的名作，《方丈记》对日本的文学、历史、思想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
响。
之所以如此，主因在于其贯穿始终的无常思想，与大和民族纤细感性的内心世界高度契合，故而能引
发日本人民长久的共鸣，并视之为万代不易的文化瑰宝。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徒然草·方丈记>>

    无常观在日本人的精神领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成为其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
这与日本人所处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日本列岛四面临海，远离大陆，从远古开始就不断受到海啸、地震、台风等天灾的侵袭。
在此恶劣条件下，日本人自然产生了“生命无常”的思想。
而古日本不但灾害频仍，兼且战祸不断，特别是在鸭长明所处的平安末期，矛盾尖锐、冲突频繁，源
平相争导致的连场兵戈，令人民饱受苦难。
战士血流尽、百姓泪流干，人们命如微露、祸福难料，内心挣扎苦闷，却又无可奈何，唯有将希望寄
托在佛教的“空观”与因果宿命论中，寻求解脱。
    鸭长明半生颠沛，虽为著名歌人，又有上皇知遇之恩，但身处贵族社会向武士社会过渡的激荡时代
，天皇制衰落，武士阶层暴起，社会动荡不安，亲身所经历的种种巨灾大变及人祸纷争，令他对人生
苦短、诸行无常的认识尤其深刻。
油然而生的幻灭感，促使他在作品中处处流露出无常思想和强烈的悲哀情绪。
《方丈记》的开篇，他就以流水、泡沫来比拟世间万象，指出一切事物的生成灭亡，都在瞬息变幻问
。
流水不归、世无常态，世事的不变只是暂时与相对的，变化无常才是永恒与绝对的。
接着他又将人与宅邸，比作牵牛花上的露珠，叹息人生短暂、生命虚幻。
这脆弱易变的无常之苦，是他时时都希望摆脱的梦魇。
    然而看似平常的无常，却蕴藏着无穷的力量。
人人皆在无常中，谁又能轻易摆脱？
于是鸭长明一面悲叹自己生于末世，发出近乎绝望的呼号，一面又不停地在无常中寻出路、在变化中
求新生。
为此，他离开旧宅，遁入深山，匿居于山麓方丈小庵中，渴求在隐逸中找到幽静之乐。
这里有自然的山野风光、有静僻的修行环境，更不乏真率的质朴人情，鸭长明在此发思古之幽情、抒
怀旧之蓄念，细细咀嚼着人生的况味。
他以天地万物为邻、与琴书佛典为伴，怡然忘我，领悟到了生命的真谛。
世俗的一切经营和纷争都已不在乎，一应物质上的享受也都已不在意。
自我放逐所得到的报酬，是蓑衣、拐杖、闲趣、佳景，以及“知己知世、无欲无往，但求宁静，无愁
最乐”的状态和心境。
终于，红尘中的种种羁绊远去了，精神上的真正自由来临了。
清亮的月色，照进了闲寂的方丈之庵，也照进了所有淡泊名利、笑任晴雨的心。
    二、《徒然草卜意境优美、精辟警世的古典微博    《徒然草》的作者吉田兼好(1283～1350)，是日本
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歌人、隐士、随笔作家。
他出身于作为神祗官世家的卜部氏一族，俗名卜郎兼好，因居于京都吉田感神院，故被称为吉田兼好
。
    兼好的家族世代掌管朝廷祭祀，是有名的望族。
在此家庭背景下，他从小就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儒、佛、老庄之学。
青年时期，他又师从和歌大师二条为世，以歌人的身份活跃于文学领域，与净弁、顿阿、庆运并称为
“和歌四天王”。
1301年，他出仕朝廷，历任六位藏人、左兵卫尉，但限于神官家庭出身，很难位列公卿。
当提拔赏识他的后宇多上皇驾崩后，他旋即决定遁世出家，修持于比睿山横川。
彼时大概三十岁左右。
    兼好出家后，过着四处化缘、清贫简朴的生活，有时甚至要靠织席维持生计。
他云游了全国诸多地方，大长见识，晚年在仁和寺附近的双冈居住，1350年卒于伊贺。
其作品除了《徒然草》外，尚有个人和歌集《兼好法师集》。
另有不少和歌作品收录于《续千栽集》、《续后拾遗集》、《风雅集》中。
    兼好所生活的镰仓末期至南北朝初期，是古日本历史上最动荡、最黑暗的时代之一，旧制度崩溃，
平安朝以来的价值观和贵族文化也从根本上开始动摇，新兴的武士阶级彼此间争权夺利，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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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使得本已混乱的状况更雪上加霜。
兼好作为一个下层贵族，既目睹了平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又了解上层统治集团的黑暗，他想
改变这一切，却又无能为力，只好选择了遁世。
因为遁入空门，使他与现实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可以从自由的立场凝视世间，深刻地思考一切，同时
还能保持旁观者应有的清醒。
    兼好前半生在朝，主管宫中总务与膳事，官职虽不高，却能够结识到不少公卿大臣，有机会了解诸
多宫廷掌故，可谓交游广阔、人情练达；后半生出家，闲云野鹤、妙悟佛谛，看透世事空幻无常。
丰富的人生阅历，再加上其本身性情中和、博通诸学，故而笔下文章趣味渊雅、见识明达，言简而又
能尽兴。
《徒然草》就是这样一部佳作。
    “徒然”一词，在日语中意为无聊、寂寞；“草”指草子，指用假名写就、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随
笔、日记或民间故事等。
《徒然草》的书名便是仿古书体例，摘取首句的头两字而得。
全书由序段与243段互不相连、长短不一的随性文字组成，与《方丈记》相比，内容更为驳杂深广。
包括了自然观、艺术观、人生观、无常观、处世警语、经验感悟、掌故考据、奇闻逸事等等，全都是
兼好兴之所至、有感即发而写下的随想、批判、评论，颇似今时流行之微博。
所不同的是，兼好的微博不是写在网络上，而是记于墙壁、纸片或经卷背面。
当其辞世后，著名武将、歌人今川了俊命人搜其遗稿，于伊贺得歌稿五十页，又于吉田感神院墙壁及
经卷抄本背面，得随笔若干，遂结集成此书。
    由于吉田兼好写作这些文字的目的，只是为了排遣长日无聊，生前从未想过要传诸后世，因此其一
直处于灵光乍现、漫然书之的创作状态中。
虽说是即兴创作、信手拈来，但精练坦荡，字字都凝结了作者的智慧结晶和深刻见解，短则三言两语
、长则细描详绘，将儒、道、佛理寓于简单通俗中，而行文又能将汉文日语融冶一炉，真实、风趣、
质朴，汰尽浮夸虚妄，闪烁着古老辩证法思想的光芒，将他人生的经验、体会、彻悟尽都囊括其中。
虽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是以沧桑之心发禅悟之语，静谧而超脱，于不拘一格间尽显灵韵，使人读
后留下无穷的怀想和思索。
    吉田兼好曾为官、又为僧，繁华看尽、行脚四方，其社会视野自然比较开阔。
与这样的人生相对应，《徒然草》的着墨重点，也不外两类：一类载宫廷见闻、禁中逸事、规章典仪
，满溢贵族趣味与怀古幽情；另一类记寺庙人事，并以佛教之世界观，注视自然变化与事物变迁，对
人生百态发表了坦率的批评和议论。
这两类文字在内容上包罗万象，自然、爱情、事业、忧患、求道、居家、历史、怪谈⋯⋯举凡当时世
俗与空门所涉之人事，应有尽有。
公卿贵族、武士、僧侣、艺人、工匠等各阶层人物纷纷登场，实录世间万态、感悟伦理情爱、抒写四
时风物、品评衣食住行，宛如一幅描摹镰仓末期社会的长绘卷，将彼时的朝野面貌栩栩如生地展现在
读者面前。
    当然，如果仅有内容上的丰富，尚不足以使《徒然草》傲立日本文学史数百年而不衰。
其思想层面的深邃广阔、文笔的生动超妙、意境的悠然闲雅，不但予人以优美的艺术享受，更发人深
省、启迪智慧。
这才是它光芒四射，倾倒整个大和民族，并潜移默化地影响日本人的审美倾向与生活态度直到如今的
主因所在。
    《徒然草》的魅力，首先来自它的文字美。
全书以纤丽绵密的古日文结合洗练简洁的古汉文写成，字里行间细腻蕴藉、雍容灵动。
由于作者有着深厚的汉学修养，因此立意布局多仿中国古典笔记，遣词造句讲究典雅，同时频繁借鉴
化用古中国的诗词歌赋，引经据典、墨艳笔健，令作品散发出古色古香的动人韵味。
那既朴素又辛辣、既风趣又不油滑、超脱而不空疏的文字，将吉田兼好的个性情趣与中世的审美意识
完整地投射其上，观之赏心悦目、读来唇齿留香，对后世文学作品的行文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次拙译在文风上，特意采用文言的方式，就是为了保持原书中这种古典的文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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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文字美属于外在的表现，那么《徒然草》所具备的智慧美与意境美，则展现了其内在的高品
质。
    兼好以大杂学家的身份，跨越了千百年的时间之河，将先贤古圣、文章大儒都视为良友，汲取中日
思想家、宗教家、哲学家的学问精华融会贯通，化为已用。
《徒然草》中多处援引《道德经》、《论语》、《庄子》、《尚书》、《昭明文选》、《白乐天诗集
》、《古今和歌集》等古书的辞句与观点，结合自身睿智、幽默、带有寓言性质的小故事，采用碎片
式、积木式、插花式等叙述方式，安排于匠心独具的话题排列中，纵谈妙论、至理迭出，尽显机智与
渊识，耐人寻味。
    此外，在肯定贵族式的教养、学识的同时，面向庶民阶层，兼好也充分肯定了专家、专业技能的重
要性，强调个人修养的不断提升与技艺的日益精进密切相关。
风度姿容、谈吐礼仪也是他评价人的又一个重要标准。
    《徒然草》的智慧不仅表现在学问、才艺方面，更有诸多生活的智慧、为人处世的智慧。
兼好以一个出家人的平和冲淡，将他对生活的见解和琢磨缓缓述来。
虽然避世隐居，然而他对生活的态度是积极、乐观的，并不回避自己对世俗种种欲望的欣赏与理解。
从庭院中的花木该如何选择，到居室里的器物该如何措置，再到待人接物如何才是得体，他都不惜笔
墨；世俗生活的诸多趣味，例如赏花、饮酒、观月、男女幽会等，他都津津乐道。
禁欲者与享乐派的思想同时并存，不虚饰、不做作，尽情地敞开胸怀，去品味生活的真情趣。
他就站在生活里，看人来人往、看万物纷繁；生活之理，就像他笔下的文字一般，虽淡然素朴，却暗
藏玄机，意蕴深厚。
    对于生的热爱，让兼好倾向于自我保全的智慧，其为人处世也大有心得。
他格外强调人生应进退有度，言行得体而不遭人厌弃。
在名利观上，他认为人世沉浮、红尘打滚，不免要追逐于名利之间。
求财慕荣，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但必须取之有道，诚信为本。
为此，他一次次提出忠告、一次次给出建议，妙语警句在书中俯拾皆是。
但他并不摆出一副教训人的面孔，也不进行晦涩枯燥的说教。
这些率真的劝诫，都来自于他对现实人生深入细致的观察、理解，根底里含有一种温润，因而没有道
学语，令人在莞尔颔首中，咀嚼出一位老法师在历尽沧桑后，浓缩五味而得的处世智慧。
    总之，《徒然草》是聪明人写的慧世语录、是滋补的心灵鸡汤。
它所蕴涵的东方哲理、人生智慧对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人格修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被奉为日本的
《论语》，跨越时空隧道，世代传承。
    飘然出世、简单生存的兼好法师对生活上的享受并不提倡，而是追求适意自在和内心『的安宁平静
，所以在赋予《徒然草》高深智慧的同时，也在书中融入了脱离尘嚣、超然物外的意境美。
与青灯古佛相伴，人情冷暖了然于心，悠然禅意和对世事的冷眼旁观，结合以平安时代旧贵族的优雅
，造就了兼好古典式的关学情趣和独特的审美观。
他立身世俗却超越世俗、厌离红尘却不忘人间，用清新晓畅的文笔、精准唯美的语句，热烈而又冷静
地描绘着自己生活的世界，将人生短促、烦恼所在、静思所得，以及自囿之可笑、寄情山水之闲趣娓
娓道来，句句清凉，宛如指出一条深幽的小径，令人行走其间，只感清醒与宁静。
    有些文章好，是自自然然地好，不是用力地好。
若心底不曾历波澜，定写不出如此率性纯真的文字。
如前所述，兼好撰本作时，并未考虑到发表，也无所谓有无读者，因此绝不挂怀于受众口味，下笔自
由随意，全无避忌阻碍，是内心思想的真实流露。
这样淡然的心态，最适合散漫抒怀的随笔，有时灵感一闪而过，记下来寥寥数句；有时却行云流水连
绵不绝，洋洋千百言，数纸而不能尽。
读者品来，犹如与知心朋友漫谈聊天，时而忧伤，时而欢乐；时而家长里短，时而风花雪月。
可以谈得很透彻，也可以轻飘飘地不着痕迹。
待到话音落处，言语蒸发，真意也已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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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细细回味，好似品过一杯荡涤心尘的清茶，甘香无穷，心境登时明澈起来。
    一人一悟一世界，一言一叹一微尘。
在雨声沥沥、竹簟生凉的月夜，玩味兼好法师悉心存录的乐趣与境界，也许初时未必会意，熟读深思
，方知其妙。
透过别致的情趣与物哀的幽思，触到的是一颗脱尘绝想的心，清洌如泉水，又氤氲着一泓暖意。
浮世蒸腾中，熙熙攘攘者尽多浅陋无文、利欲熏心，倘内心最柔软处尚不曾失守，实应让这些短章，
拂去盘踞心头的积埃，令人心之花开得更加芬芳绚丽。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徒然草》所体现的无常美。
全书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对无常的透彻认识，以及由此所衍生的对无常美的欣赏。
虽同为出家法师，但与鸭长明万念俱灰的悲观相比，兼好所持的无常观，既有来自佛教的影响，又有
来自儒家的“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的思想，甚至还导入了老庄“无欲无为”的哲学观念。
杂糅各家精髓的结果，令《徒然草》中的无常观，予人乐观豁达、劝导向上的感觉。
这种合而不同，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实属难能可贵。
    明了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的“流转之相”才是世相本质的兼好，抱持着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姿态
，讲求放下诸缘与身心俱闲。
放下诸缘是方法，身心俱闲是他所追求的最佳人生境界，这两者都建立在他对无常美的认知上。
    参透生死之道，是发现无常之美的首要条件。
死，不可预测，也不可抗拒。
生命消失令人无限慨叹，生死之间，翻涌着不尽的情感波澜。
倘若生命永存、无死无终，也就没有了对生之美好的认识。
《徒然草》中有多处提及生死，深刻表达了兼好对于死亡的冷静观察与思考。
他以一种审美的心理去认识生与死，消解死亡的哀恸，将生命无常的悲剧情结升华成了美感。
正因有了这种“死生同状，万物一府”的体认，所以他的思想近于虚无，达到了“安时处顺，哀乐不
入”的高度。
反映在言行上，便是重视现世、珍惜生命，以积极的心态及时去品味生之乐趣，进而从无常的变化和
迁移中，发现美的存在。
    他心正气平、静观万物，在含苞待放的枝头探寻欠缺之美、在风吹花落后发现凋灭之美、在残月中
欣赏不完满之美。
在他眼中，落花缺月仍有风情；人世爱而不得，思慕之时更有意趣。
面对再好的美景，都能泰然处之，绝不喜形于色，因为其深知好景不常在之理，任何事物都无法逃脱
无常的制约。
这种建立在无常上的美学观，虽然带有东方的悲剧色彩，却是日本精神的静水深流。
    兼好的无常审美观，运用在人与事方面，演化为尽量避免追求完美无缺，对万事万物都不苛求极致
、圆满，因为圆满过后必是不圆满。
他努力使人们明白“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正”的道理，圆某一事物美好而试图使之永恒的做法是
徒劳的，只能自寻烦恼。
唯有任其自然才是聪明的做法。
    可以说，无常美像一束煌煌之光，照耀着兼好的内心世界，令他破除了一切执着，进入到“堕肢体
，黜聪明，离形去智”的境界。
他自在无拘、物我两忘地感怀着天地流转的空寂，而后透过《徒然草》澄明着数百年来亿万读者的思
绪，于细微处温婉地灌溉着世人的心智。
在经历了无数次物换星移后，依然沉静伫立，令今时身处熙攘的我们见到，顿然有种猛回头的棒喝感
。
如果你正被炎世灼烤，心浮气躁；如果你正迷惘困惑，踯躅于人生的未明；如果你有各种各样的烦恼
忧愁，需要指引，那么，请翻开这本惬意舒泰的小书，送一个清凉平和的心境给自己。
留温暖美好的期待予世界！
    王新禧    2011年7月译序于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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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徒然草》是一部内容广博的散文随笔。
作者吉田兼好将一生的丰富阅历和明达见识融入到简短随性的文字中，既有处事警语、经验感悟，又
不乏奇闻逸事、四时风物。
当这幅由243段短文构成的长卷缓缓展开时，日本镰仓末期的社会风貌以及吉田兼好汰尽浮华的禅悟之
心跃然纸上。

　　《方丈记》成书于1212年，被誉为日本隐士文学的巅峰之作。
是作者鸭长明回忆生平际遇、叙述天地巨变、感慨人世无常的随笔集。
这部作品对日本的文学、历史、思想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被日本珍视为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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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徒然草》的作者吉田兼好（1283~1350），是日本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歌人、随笔作家。
他出身望族，精通儒、佛、老庄之学，以歌人身份活跃于文学领域。
赏识他的后宇多上皇驾崩后，年约三十的兼好旋即遁世出家。
兼好出家后，云游四方、大长见识。
其作品除《徒然草》外，尚有和歌集《兼好法师集》。

　　《方丈记》的作者鸭长明生于1155年，是古日本著名的歌人、歌论家、随笔作家。
因和歌和琵琶双艺皆臻，被后鸟羽上皇提拔。
生逢乱世，又迭遇天灾人祸、仕途失意，遁入深山，至死不出。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徒然草·方丈记>>

书籍目录

《徒然草》《方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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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生于此世之人，欲求实多。
御门之位固已尊崇至极，竹园生之末叶，亦非人间凡种，皆高不可攀；摄政、关白者，列位群臣之首
，自是不敢奢求；即便是跻身内廷、称为“舍人”的寻常臣子，也不可小觑。
其子孙纵然没落，而高姿雅韵不减。
与之相较，稍稍逢时得志，便自大骄矜、目中无人者，由旁人冷眼观之，实不值一哂也。
似法师这般不被世人中意的，真是少有。
清少纳言曾言：“出家者受人视若木屑”，此话确实有理。
升座说法，鼓噪喧赫，仿佛炙手可热，然究其本体，又有何可取？
诚如高僧增贺所言，囿于沽名，有违佛祖圣教。
不过虔心舍世、皈依修行者，却颇有可欣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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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此书大抵用和歌词句,而其旨趣则有说儒道者,有说老庄之道者,亦有说神道佛道者。
又或记掌故仪式,正世俗之谬误,说明故实以及事物之缘起,叙四季物色,记世间人事,初无一定,而其文章
优雅,思想高深,熟读深思,自知其妙。
　　——日本俳句大师、学者北村季吟我觉得它(徒然草)的文调谐和有致,还是余事;思路的清明,见地
的周到,也真不愧为一部足以代表东方固有思想的哲学书。
　　—— 郁达夫《徒然草》最大的价值可以说是在于他的趣味性⋯⋯我们读过去,时时觉得六百年前
老法师的话有如昨日朋友的对谈,是很愉快的事。
　　——周作人今夜重读《徒然草》,兼好法师那样淡然而又冷静地描绘着他其实热烈的生活在其中的
世界,美因为无常显得更美,万事因为皆难前定才能显得真实不乱。
　　—— 席慕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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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徒然草·方丈记(插图全译本)》：站在岁月里看人来人往，悲喜无常，两位法师于纷纭乱象中的淡
然与妙悟如清亮月光。
精炼坦荡，风趣质朴，静谧超脱，蝉意悠然，日本文学史上的散文双壁，隐士文学的滥觞与元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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