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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永井荷风是日本惟美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笔调轻柔流转，缠绵悱恻，本书收集他的《小品
集》、《茶余集》、《矮木屐》、《麻布杂记》、《断肠亭杂稿》、《断肠亭日记》等随笔、散文集
，充分展现荷风特有的东方之美及文明批判精神，读之令人心醉。
　　本丛书选材精美，装帧别致，集中体现了日本散文的优美、清丽的风格，极具阅读、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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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永井荷风(1879～1959)，日本小说家，生于东京。
1952年曾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1954年被推选为艺术院会员，他的创作开创了日本的唯美派文
学。
主要著作有《美国故事》(1908)、《法国故事》(1909)、短篇小说《监狱的背后》、《狐》(1909)和中
篇小说《冷笑》(1910)、《焰火》(1919)、《掰腕子》(1917) 、《五叶箬》(1918)、《梅雨前后》
（1931）等。
此外还有《大洼通迅》（1913）、《荷风随笔》(1927)等随笔集。
永井荷风文笔圆熟，作品流露着缠绵悱恻的情调和色情趣味，在社会上引起一股享乐主义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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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祖母将挂于门口横木上的长刀夹在腋下，在曾经喧嚣尘上的幕府末朝的某一瞬间，直至她的生命
香消玉殒的关头。
如今只能在歌舞伎戏剧的舞台上方可见到位居三品的名门闺秀，是出于怎样的动机，竟至相信了从遥
远的大海彼岸飘洋渡海而来的新教呢？
我是无法推测她的心理的深层变化的。
哈，这是何等不可思议。
当时文明开化风气在抛弃历史的权威上可谓雷厉风行，在这一时代里，对不学无术、据傲无礼的明治
之子的我而言，将祖先遗馈的封建时代的宝物，如此不加修饰地予以展示的所在，难道不正是那栋古
老的下谷宅第呢？
同时，引人误解国人的迷梦尚且未曾明确醒来的时代里，对居安于偏狭岛国之子的我而言，展示异彩
纷呈的新型宗教的所在，的确就是那栋古老的下谷宅第呀！
哈，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就发行文学杂志的书店或是文学家而言，他们总是把经营困难挂在嘴上。
我对他们总是这样回答的。
每天都翻阅报纸对了解社会状况敏感有嘉的人，如今老是议论这种老掉牙的问题，未免有点不得要领
吧。
　　我以为世人的想法往往是轻率冒失的，再也没有比希望毫无损失地发行文学杂志更愚不可及的事
儿了。
大家不妨观察一下社会大众的趋势。
现代日本有哪一点对文学恩宠有嘉呢？
文部省让学生参与类似演戏的游戏，而禁止阅读小说。
内务省防止进口新的社会思想。
中层乃至上流社会家庭，仅为了品味文学，竟从未感觉到知识的需求。
其自然的结果是，文学杂志的需求就只不过沦为不良怠惰的少年与青年们的玩具。
在这种情形下发行文学杂志，不言而喻就成为有一定的理想，与时势唱反调，预期到会有诸多不便且
置之度外视若草芥的最有意义、伟大高尚、认真不苟的事业。
如果没有任何理想，只是一味顺着社会趋势而行的话，眼看着不景气的文学杂志的经营，即使停顿不
干，维持天日的谋生安命之路大概也不至于断绝。
在我国，文学自古以来称之为“道乐”。
道乐则意味着并非隶属于正常职业的性质。
只要日本的社会民众尚未真正进入视文学为文明必要的组成部分的时代，文学杂志就不会是正规的商
业。
发行文学杂志在将来有幸出现这样的时代之前，仍是一种牺牲，若是财力丰厚，也必须有财产会逐渐
减少的清醒认识。
　　文学杂志为不能旺销而叫苦。
我在叹息之余惊诧于它的自然而然与平淡无奇，并对它过于愚鲁感到由衷的不快。
　　文学诗人们常奢言生计困难，而他们本人又窘于解释其中的理由。
　　即使在像欧洲各国般尊重文学家的国度里，打一开始就以文学为养活一家老小的职业而提起创作
大笔的，这样的例子也闻所未闻。
文学诞生于囿于对国家及社会有害之谬见的日本，作为日本的文学家却说要以此为职业。
我首先不得不惊诧于他们的过分轻率。
看透一身之不幸一家之悲惨，乃是起初了然于心的事。
　　在此，我甘受年届三十尚未成家立业的不孝之罪。
除文学之外不再知晓任何奉献身心之法的我，要是万一离开亲人的家庭，不是沦为廉价公寓的流浪客
，如若不然就是在场末街租用房舍中幽居，为此而给家名带点污点，对此我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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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娶妻生子的话，无非是让妻子在我身归黄泉后食不果腹、饥极而泣；如果养下骨肉，不仅全无供
养他完成高等教育的资本与财力，肯定会让他觉得世间虚妄空幻。
夜半独枕醒来时，惟有自杀一念萦绕于心。
　　在现今的日本，文学正好跟近松先生的殉情戏剧所描绘的露水恋情无异。
明知会身败名裂，人天赋的性情还在不知不觉间为艺术美的魅力所吸引所震慑。
　　不过在此还有惟一的聊可慰藉的存在，予人以安然。
　　银杏树树叶金黄时，若与神社佛阁的粉墙朱栏相对而望，便创造了最具日本特色的山水佳景。
在此我不得不首推浅草观音堂的银杏为东京公孙树中的冠首。
有明和朝时期，此树下有家牙签店，绝色佳人阿藤的身姿如今仍永存在铃木春信、一笔斋文调等的锦
帛画里。
　　跟银杏树相比，松树跟神社佛阁相衬更显和谐，创造了数不胜数的日本式的以至中国式的风景。
江户的武士们在他们的邸宅不种植开花之木，而在常绿树科中殊爱松敬松，因此，从前武士世家的屋
宇至今仍有多处摇曳着苍翠的松影，令人吊古思昔。
在市谷的护城河畔，有棵高力松；在高田老松街，有株鹤龟松。
据广重的画本江户名产部分载，江户都市人士遍赏名松，举荐其中之尊，便有八景坡的挂恺松、麻布
的一本松、寺岛村莲华寺的末广松、青山龙岩寺的笠松、龟井普门院的御腰挂松、柳岛妙见堂的劲松
、根岸的御行松、隅田川的首尾松等，其他还列举出不少。
然而到今天侥幸没有枯死的还有几株呢！
　　青山龙岩寺的老松在北斋的锦绘富岳卅六景中有过描绘。
我曾一度注意到并不比大久保的老屋远的青山，以原先的江户地图为蓝本，前去寻访过那座寺院。
寺庙横穿青山练兵场，在兵营里手的千込谷的一隅尚遗有残迹。
楼宇已经改建得不见踪影，修建成了院子狭小的出租房，别说松树，就是近似庭院的空地都找不到一
块。
在此附近，山手的名为新日墓里的所在，堪与日墓里的花见寺齐肩的仙寿院有一座名园，此事亦是从
江户名胜图中得知，由此我踏着矮木屐顺路寻访，慌不择路地穿过古旧的山门，在脚下蹬着的石级两
旁，连茶树都给砍刈殆尽，只能令人扼腕痛惜。
庭院已然无迹，被剖开的正殿一侧的陵墓也不由分说地只留下一小块荒地。
　　今天残存在上野博物馆苑内的松树，真的可称之为宽永寿的旭松还是稚儿松么！
首尾松既已绝迹，根岸尚存御行松的矫健身姿。
在麻布本村街的曹溪寺内，尚有绝江松，在两株朴树的高野山，尚有人称独站松的松树存活。
跟形式古老的绘画相比较来看，几乎近似，可谓古风犹存。
　　柳树与樱花树一道，春风一到就相伴强就都城的锦缎，为此，爱护城中树木的人们万万不能将此
二者等闲视之。
说起樱花树，上野的秋色樱、平川天神殿的郁金樱、麻布笄街长谷寺的石卫门樱、青山梅窗院的拾樱
，还有如今不知在与不在却在名胜图中描绘过的名噪一时的涉谷的金王樱、柏木的石卫门樱，或许仍
如驹込吉祥寺的并木樱一般，若搜寻来历，还可数出很多。
至于柳树，如此名冠都城的好像几乎没有。
　　隋炀帝在长安营建了显仁宫，在河南开凿了济渠，在宫内堤岸栽植柳树，据说长达一千三百余里
。
想像一下金殿玉楼的影子在绿波中摇曳，春风中的柳絮如瑞雪纷飞，黄叶在秋风中飘飘起舞的情形，
宛如看见青贝屏风、七宝古陶器般，色彩令人炫目。
大概没有什么胜过柳丝飘逸在水上的轻松劲吧。
东都柳原的土堤凭临神田川的清流，从斜对过的瓮城至浅草瓮城柳树依依，相当茂盛。
改建成东京后，不久土堤被铲除，变成了如今所见到的一溜儿的红砖房。
　　柳桥无柳，柳北先生曾在柳桥新志上，以“桥以柳名而不植一株之柳”记之。
从柳北先生同名的书中还可发现，从两国桥始稍稍下游的沟渠上架有一小桥，原先称为柳桥，此处曾
经有一株老柳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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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小林清亲翁曾将此景描绘于东京名胜图中。
翻阅图样，但见笼罩着河面的晨雾中，两国桥如施薄墨，在烟霭迷濛的岸边四处，略微斜立着一株枝
干粗壮的柳树。
在其树阴下，一位身着缟绸便装的男子，把布手巾搭在肩上，脸朝后回望着河水。
闲雅之趣自画间流溢而出，仿佛他听见长艇的桨橹声跟野鸭的鸣叫声似的。
那株柳树是什么时候枯死了呢？
如今河岸的样子发生了巨变，细流已经被埋在地下，因此难以寻觅往日柳桥的踪迹。
　　从半藏御门往外樱田的护城河，到日比谷马场先和田仓御门外的护城河畔，栽着一溜儿柳树，随
处有洒水车停靠。
这些柳树大概是明治之后栽植的吧。
广重画师当然见过东都名胜锦绘中的外樱田的景色，而在护城河畔的人行道上并未画上一株柳树。
只有走下土堤的水泱的柳井旁，有惟一一株柳树。
以余愚见，隔水相望可见对岸的古城石墙与古松，而在堤岸四处植柳，既遮掩了望眼，也限制了视野
，有此一虞倒不如不栽算了，更何况此处要栽种西洋式的枫树呢！
　　东京市老是想模仿西方都市的外观，近来这种枫树还有橡树类移植在各区的路旁，其中最不协调
的，莫过于越过了赤坂纪的国坂处的人行道。
与赤坂离宫的真正宫殿式的、京都式的方墙相对，竟是异国种科的一棵棵枫树，是何等大煞风景。
山手区特别是靠近护城河处的人行道上，林阴树的作用更加微弱。
行道树即使没有绿阴，在山手一带，树木仍抬眼可见。
林阴树在繁华的下街最具效用。
在银座驹形偶人街，柳树的浓阴下，夏夜露天店热闹非凡的场面，相当于在无需风扇，靠自然的凉风
自在吹拂，明灿星空下的一大市场。
　　就都城的树木来讲，除上述之外，有名的还有青山练兵场内的古树，本乡西片街阿部伯爵家的米
槠树，同区弓街的大樟树、芝三四蜂须贺侯爵邸宅中的老柯树。
事涉烦琐，恕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以布伞为杖，拖着矮木屐漫步在城中时，我总是在怀中放着携带方便的嘉永版的江户切面图。
这并非是因为讨厌现如今出版的石版印刷的东京地图，而独爱更古老的木版图。
而是由于穿着矮木屐步行在现代街道上，若是边走边对照过去的地图，可以毫不费劲地将江户的过去
与东京的现在，在眼前进行一番比照。
　　譬如说牛込辨天街边因为拓展道路的缘故，最近已经面目全非，它内街里的小河如今徒存其名，
从根来桥这一名字来看，若是跟江户切面图进行核对，我边走边得知此处曾经有根来组同心先生的宅
邸时，好像历经了一次历史上的考古大发现，无端地兴奋起来。
除了如此这般傻里傻气、毫无助益的兴趣之外，另一桩古代地图所带来的便利，不仅连风花雪月的名
胜以及神社佛阁的位置为了特别醒目着上了颜色，而且有时像导游书一般，有从这里开始到哪儿哪儿
止共有多少条街以木屋居多的说明文字。
举凡东京的地图，精密准确的莫过于陆地测量部的地图了吧。
然而打开它一看干巴巴的引不起人任何兴趣，更无从进一步想像风景如何如何了。
标示土地的海拔高低的蚰蜿脚般的符号，跟几万分之一或是其他尺度的死板教条的准确与精密，反而
失去了当下会意的自由，仅让看图的人留下烦冗芜杂之感。
看吧，不准确的江户绘图，像上野樱花盛开处自由地描绘着樱花，像柳原栽着柳树处还添上了柳丝，
不仅如此，还描绘了可从飞鸟山远眺日光筑波的群山，就像当即把它描画在云端一样，与临机应变完
全相反的制图方式态度并用，便令人津津有味，兴致浓厚，极为平易地领悟其中精要。
从这一点出发，不准确的江户绘图，比起准确的东京新地图来，应该说是采用更加直观、且相当印象
化的方法绘制的。
现代西洋式的制度，悉皆政治法律教育，万般千条，皆同此理。
现代的审判制度，恰似东京地图的烦琐一样，则古人大冈越前守的眼力可谓如同江户绘图。
进而言之，东京地图若比方成几何，江户绘图则像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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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代总序　　一缕缕香语　　叶渭渠　　自古以来，日本有散文之国的美称。
多年来，我主编了不少日本作家文集，其中不乏收入散文随笔卷，但总希望有机会系统地编一套散文
文学集，以飨读者，否则将是我终生的憾事。
　　初秋时分，国岚同志受王亚民同志之托前来寒舍，面约我为河北教育出版社主编一套日本散文随
笔集。
我们不谋而合，终于实现了我多年的愿望。
于是为了主编这套书，促使怠惰的我再一次遨游日本散文随笔的艺术世界，相闻一缕缕从书卷中散发
出来的香语。
这是一般所说命运的邂逅，也就是我的幸福夙愿得尝吧。
　　这时候，我脑海里首先浮现出来的，是可称得上日本随笔鼻祖的《枕草子》的影子。
重读它，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上千年前女作家清少纳言笔下四季自然瞬间微妙变化之美，以及体味那个
斑驳的风俗世相、那个复杂的人情世界、那个春夏秋冬的四时情趣、山川草木的自然风情和花鸟虫鱼
的千姿百态，还有作者开心的事、苦恼的事、喜欢的事、讨厌的事，偶感而发的中日文化异同之事⋯
⋯。
正如作者戏言，凡事必录，“笔也写秃了”。
　　谈到古代散文随笔自然联想到与《枕草子》相隔二三百年后问世的《方丈记》和《徒然草》，两
书是近古文学的双璧。
前书的作者鸭长明和后书的作者吉田兼好曾仕于朝廷，后来失意而出家，在山中闲居草庵或隐于古刹
，在他们的作品里自然不同程度地流露出佛家的厌世、无常和虚空的思想，所以也有“隐者文学”之
称。
他们又都有和歌和汉学的修养，可以自由使用和文与汉文，其文字表现简洁，内涵深邃，颇具东方哲
理性的诗情。
尽管如此，他们俩的人生体验不同，他们写作出发点和构思自然不可能一致，《方丈记》以“露落花
残”展开人生无常的主题，通过当时五大灾难的经历，细细地咀嚼着人生的苦涩，不时或多或少坦露
出激越的情怀。
《徒然草》则涉足广而深的世界，从自然、人事、恋爱、青春、衰老、出世、求道，到对无常的“哀
”和对美与传统的憧憬，可谓如作者所言，“竟日无聊，对砚枯坐，心镜之中，琐事纷现，漫然书之
，有不甚可理解者，亦可怪也”。
　　这三部随笔集堪称日本古代随笔的最高峰，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作者们都是兴之所至，漫然写就，笔致却精确简洁，朦胧、幽玄而闲寂地展现事物的瞬间美，确确实
实是一篇篇异彩纷呈的艺术随笔，将会给人丰富的艺术享受。
这当然是我首选的，我对此没有迟疑过。
　　日本散文形式之丰富，体裁之多样，可以说是世界之最，随笔、杂文、小品、日记，漫记、游记
、随想录、讲演词，凡此种种，尽列其中。
平安时代的女性日记文学，就是古代散文随笔文学的瑰宝，自不容忽视。
其中当然首推最早的藤原道纲母的《蜻蛉日记》，以及《紫式部日记》、《和泉式部日记》，还有稍
后菅原孝标女的《更级日记》等。
这些日记都是笔录了自己的身边小事，但它们纪录的，既有爱也有恨和怨，既有欢乐山有苦恼与悲哀
，既有对现实的抗争也有面向虚幻的现实，寻求灵魂的宁静。
不管怎样，她们流露出来的都是人间的真情，没有半点的虚假与伪善，读来仿佛耳边可闻作者的轻轻
絮语，她们砰然跳动的心也不时地撞击着你的心房。
作者与读者心灵相通，达到灵魂的交流，此乃读这类随笔文学的一大乐趣也。
所以编这套书系时，我必选其代表之作。
古代女性日记文学的传承，加上后世自然主义的影响、产生了纯日本式的“私小说”模式，那是另一
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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