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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主编者的话　　叶渭渠　　多年前，承蒙大江健三郎先生的热情支持，我主编了两套共十卷大江
健三郎作品集和编选了两卷大江健三郎小说选，受到我国读者的青睐，也与大江先生结下了翰墨之缘
。
今次大江先生自选作品集全三卷四册，收入了长篇新作《燃烧的绿树》和尚未在我国译介过的长篇代
表作之一的《迟到的青年》和文论集《小说的方法》等，为我国读者提供更多优秀之作。
我又一次有机会主编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也许是命运邂逅的必然吧。
　　大江健三郎在学生时代就接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创作了《饲育》，获芥川奖而登上文坛。
从此，他确立人的存在的本质观念，充分发挥文学的想像力和追求“介入文学”，继续创作出许多杰
作。
具体地说，大江通过长期居住在森林山谷的大自然生活体验所培育出来的丰富想像力，通过调查日本
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所获得的悲惨体验，以及身历儿子天生残疾所承受的痛苦体验而产生的对生
与死的关注和对生命的关爱，树立起一种“战斗的人道主义精神”。
这种三重生活的体验，这种对残疾和核武器的悲惨后果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的双重思考，
便成为大江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和永恒的主题，也从此确立大江创作的基本态度。
　　首先，大江对社会的参与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他积极把握战后日本史的重大事件，并在创作中发
挥自己的文学想像力。
比如战后的反对战争、反对绝对主义天皇制、反对核武器、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等政治问题都在他
的文学想像力的世界里表现出来。
为此他常常通过文学作品来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但他又不是图解式地直接表达，而是与作为人的生
存基本条件联系在一起，并通过象征的手法加以发挥出来。
《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同时代的游戏》等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展现一个扭曲、异化
的社会世相，深入探索人在社会政治重压下如何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
用一位日本评论家的话来说，那就是“在无限大空间充满谐谑和暗喻，明显地划出了时代黑暗的轮廓
”。
　　其次，对人文理想主义的积极探索，致力于尊重人性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在文学上凸现生存的
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比如从环境污染，具体到残疾人问题和性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作为人的存在和
状态的重要表征而加以文学化。
从《个人的体验》到《性的人》、《我们的时代》、《迟到的青年》、《洪水淹没我的灵魂》等，或
将焦点对准与脑功能障碍的儿子之间共生的感情，或以反社会的性行为来探寻人的性的真实存在，或
寻找日本现代社会的定势。
特别是他成功地将“性”作为政治的暗喻，展现现代人的性世界，以达到打破这个窒息的社会现状，
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窥视日本社会的角度。
正如作家本人所说的：“性的形象就是一种能够位移的、使多样的侧面统一起来的形象。
”这样，作家的文学就更具象征的意味。
　　第三，大江少年时代长期生活在四国森林山谷里，对日本人的神道信仰自然神的象征树木、森林
和传统的村落共同体情有独钟，常常将它们作为跃入文学传统的想像力的媒介，以一种亲和的感情去
捕捉它们。
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M、T与森林里奇异的故事》、《燃烧的绿树》等作品里的森林或山谷
村落始终都是作为日本的心像风景而在作家的感觉世界中展现，以此拓展为更具传统文化内涵的社会
空间，并不时加入民族的神话和东方神秘的哲理，以获得更为丰富的想像力。
　　大江健三郎于一九九四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曾一度封笔，表示要彻底解决迄今他一直探求而未
能完全解决的社会和人生的疑问，埋头于学习哲学，进行理性的思考。
此后发表的《燃烧的绿树》和《空翻》，就是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进行思索的结晶。
他不仅将他迄今的三重体验作为文化整体问题来思考、概括、把握和升华。
比如《燃烧的绿树》，写了他回到四国森林山谷村落，获得了“燃烧的绿树洋溢着灵魂的力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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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探索迄今他所面临和关注的种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中有关灵魂的问题，试图在自己的乡土上
寻回“灵魂的根本所在”。
在写《燃烧的绿树》的时候，东京发生了奥姆真理教施放沙林毒气的事件，他已经开始写到新兴宗教
的淡化宗教意识所带来的问题，而在《空翻》中，他更是叙述一个更明确的主题：通过奥姆真理教的
毁灭，揭示这一邪教产生的精神背景就是“宗教的空白”，进行对日本人的信仰、灵魂和精神的拷问
，以奋力追求文明的延续。
正如大江本人所说的：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这五年间，相继发表的《燃烧的绿树》、《空翻》等长篇
小说，其实都是我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等问题进行思索的产物。
比如，日本出现奥姆真理教这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邪教，就说明我们必须重视和研究有关灵魂和精神
的问题。
我只不过是在文学上将其反映出来罢了。
”　　总括来说，大江健三郎的创作基本态度、理念和表述方法是一以贯之，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其
创作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一体。
再加上大江的文学使用的是“物质化的语言”和“比喻·引用文体”，以适应现实状况的复杂性，扩
大其想像活动的范围。
这种语言和文体，不仅保证了大江在文学上的想像的生命力，而且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大江的存在主义
文学日本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从而创造出大江文学的独特性。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理念和小说创作方法论，已尽现在其自选的文论集《小说的方法》中。
因此这套作家自选集中译本的出版，不仅是迄今两套十卷的重要补遗，而且是展示了作为诺贝尔文学
奖得主的最新的创作成果，读者从中可以更全面了解这位从日本走向世界的优秀作家的整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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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燃烧的生命燃烧的灵魂 --读《大江健三郎自选集》　　多年前，我曾主编过十余卷大江健三郎的
作品集，这次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大江健三郎自选最新作品集，又让我担任主编，我们结下
的翰墨之缘就更加深厚了。
　　如果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大江健三郎文学的话，大江大半生的创作主要运用存在主义的人的生存
本质观念、文学的想象力和"介入文学"，来表现他的三重生活体验，即童年少年时代居住在四国森林
山谷享受自然乡土的体验、经历日本人民遭受原子弹轰炸悲痛的体验和承受儿子残疾的痛苦体验，这
三种体验构建了大江文学及其文学的特质。
　　《燃烧的绿树》是大江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我读到了日友寄赠的原著，开卷
就把我带入了一个覆盖着悠悠绿韵的四国森林山谷中，静听着主人公"我"讲述一个在迷人古老的土地
上发生的最新故事：一个所谓新兴的宗教"森林之会""救世主"，追求所谓"灵魂"的力量，欺骗信众，有
病不治疗、不吃药，由救世主用手掌和手指发出一种力量，给信徒患者治疗癌症、心脏病，甚至让狂
热的信徒阉割自己，体验"变性"，或者与家庭决裂，对子女的教育要多坏有多坏，如此等等，可是当
他们的邪教行为败露，受到社会批判，有的信徒也成为幡然悔悟的批判者，主人公"我"也在思考生存
状态下关于自己灵魂课题，呼唤自己心灵的觉醒，最后获得了自由。
小说表现了被邪教破坏了的灵魂下，信徒们"承担、背负和拯救"的心态。
　　"燃烧的绿树"是一种暗喻，作品中出现这样一幅图像：一半是青翠的绿树，一半是燃烧的绿树。
它是这个邪教的标志，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作家最后通过主人公"我"道出："在四国山谷的森林里，出生在这个山谷里的人们临死的时候，灵魂将
从森林树木的根部升上天空⋯⋯森林具有使人归来的力量。
这就是场地的力量⋯⋯K构想出外流--生、归来--死的生死场的假设地形⋯⋯"　　在写《燃烧的绿树
》的时候，东京发生了邪教奥姆真理教施放沙林毒气的杀人事件，大江已经敏锐地意识到邪教对社会
、文化和人的精神带来的种种危害。
事实上也是如此，不仅日本有奥姆真理教、中国有"法轮功"，在美国、在欧洲、在亚洲、在非洲都有
这类邪教组织，危害社会、危害大众。
　　面对这一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文化现象，作家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潜心学习哲学，对这个问题进
行理性的思考，最后在文学上加以表现，完成了新作《燃烧的绿树》和《空翻》。
他在《燃烧的绿树》这部小说里不仅写到新兴宗教淡化宗教意识问题，而且揭示了"宗教空白"的文化
生态环境下人所面临的种种社会文化问题，思索日本人的信仰危机意识，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进行
拷问，探求在自己的乡土中寻回灵魂的所在，以及日本文明的延续。
　　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说："这五年间，相继发表的《燃烧的绿树》、《空翻》等长篇小说，其实都是
我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等问题进行思索的产物。
比如，日本出现奥姆真理教这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邪教，就说明我们必须重视和研究有关灵魂和精神
的问题。
我只不过是在文学上将其反映出来罢了。
"　　河北教育出版社这套《大江健三郎自选集》还收入自传体小说《迟到的青年》和《小说的方法》
。
《迟到的青年》艺术地记录了他的成长经历、战后的日本社会世相，反映了他的政治观、历史观乃至
文学观的形成。
作家在小说里用第一人称的主人公"我"表示："我在战争中迟到了，无可挽回地迟到了。
这便是我的史观。
我想给我的手记定名为--迟到者的自我辩护。
"他面对战后的社会和人生，严肃而负责地回答了一系列战后转型期的问题。
它不仅描述了作为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出发点，也划出了作家及其文学的发展轨迹。
随笔集《小说的方法》含《小说的方法》、《我的小说家的经历》，以及致君特·格拉斯、马里奥·
巴尔加斯·略萨、苏珊·桑塔格的书简等，将作家的文学理念和小说创作方法论尽收其中。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江健三郎自选集:迟到的青年 (平>>

可以说，两卷自选集从形象艺术和理论构建两方面反映了大江健三郎的燃烧的生命和燃烧的灵魂。
　　《光明日报》2000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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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理念和小说创作方法论，已尽现在其自选的文论集《小说的方法》中。
因此这套作家自选集中译本的出版，不仅是迄今两套十卷的重要补遗，而且是展示了作为诺贝尔文学
奖得主的最新的创作成果，读者从中可以更全面了解这位从日本走向世界的优秀作家的整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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