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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谷崎润一郎认为一切有阴翳才好，在随笔集《阴翳礼赞》中他表达了对东西方文化比较中进行的
反思，回归传统的审美理念的愿望，对东方的庭院式的、孤寂的美有着独到鉴赏。
他的文字优裕，从容，风趣，除了承继日本古典散文的传统外，也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
在这本书中，不光可以领略到他优美细腻的文笔，而且里面还有对中国文化，如京剧、饮食及趣味的
细致刻画，于不动声色之中打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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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谷崎润一郎（188－1965），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生于东京一米商家庭。
谷崎的创作倾向颓废，追求强烈的刺激、自我虐待的快感，小说世界充满荒诞与怪异，在丑中寻求美
，在赞美恶中肯定善，在死亡中思考生存的意义。
他的散文世界则洋溢着浓郁的日本风，耽溺于阴翳的神秘、官能的愉悦与民族的风情。
 代表性有短篇小说《恶魔》(1912)、《春琴抄》(1933)，长篇小说《痴人之爱》(1925)、《卍字
》(1928)、《细雪》（1942～1948）、《少将滋干之母》(1950)、《钥匙》(1956)、《疯癫老人日记
》(1962)，随笔评论集《阴翳礼赞》等。
他的《源氏物语》口语译本(1934～1941)文笔明丽酣畅。
1949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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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缕缕香语(代总序)　叶渭渠阴翳礼赞阴翳礼赞做了父亲之后我的初恋诗与文字创作时的心情梅雨书
斋寄函看中国京剧有感中国饮食某时之日记谈中国趣味女人的脸头发、帽子、耳环阪神见闻录都市风
情“9月1日”前后关东关西味觉比较谭说说关西女人恋爱与色情懒惰论漫谈文房四宝漫谈旅行如厕记
短袖物语关于我的《少年时代》故乡关于日本料理的摆放忆京都夏日小品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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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毋庸赘言，国语是随同使它的国民一道在不断地成长、变迁，为此，吾人对汉字将来的命运不能
未卜先知。
即或持汉字早晚要灭亡，从现在开始就要加以限制使用之说者，我想至少在艺术方面这是个愚蠢的论
调。
在两千年前，对今日拉丁语的命运大为忧虑，但是普布利柳斯以拉丁文写出了美妙的诗篇，拉丁语即
或成为Dead Language，“普布利柳斯”的艺术也是不朽的；即使汉字真的被埋葬了，李太白的诗也是
永生的。
因为诗人持有文字的灵魂，经他们使用的文字，即使在国语内消亡，也会获不朽的生命。
吾人欲何，大可不必为汉字的寿命担心！
　　谈起中国趣味，单是说趣味这话似乎无足轻重，但是它意外地与我的生活有着不解之缘。
当下我们日本人几乎对全部的西欧文化兼收并蓄，看起来像是被其同化了。
但是，我们的血管的深处被称作中国趣味的东西，仍然是意想不到使人吃惊的根深蒂固。
近来，我对此颇有深刻感受。
曾有许多人—我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的艺术落后于时代，为此而瞧不起它，对西欧的文化憧憬至极
而且醉心于它，但这些人历经时日，结果又是日本趣味复归，于是自然又趋向了中国趣味，甚至认为
这是平常至极的事。
特别是飘洋过海的人在这方面更为突出一些。
我主要说的是艺术家、文学家，但是在今天（作者写此文为大正十一年，即1922年。
—译者）五十岁以上的绅士，多少有些教养的人所持的思想、学问、趣味等等，大都是以中国文化传
统为基础而形成的。
在政治家、学者、产业家中熟悉旧事的先辈或写写差强人意的汉诗，或习书法，可以说不喜欢书法、
古董的人几乎没有。
他们都是从孩童时代就从他们的祖辈开始学习中国学问，受其哺育而长大的。
就是在一时崇洋媚外的时代，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再次向祖先传下的思想复归了。
“当今，中国艺术的传统已在中国衰亡了。
但是在日本得以保存。
”这是一位中国人的慨叹，此事我是从一位友人处听来的。
这句话确实反映了一定的事实真相。
但是，就中国自身而言，现在中国知识阶级处在恰如日本的鹿鸣馆时代，是一时被欧美文化所束缚，
我想不久肯定会出现国粹主义觉醒之时。
在像中国这种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而且保守的国度里，我想这一点更是确凿无疑的。
　　我对具有如此魅力的中国趣味，带有一种对故乡山河的憧憬之感受的同时，也有一种恐惧感。
原因何在？
他人如何不得而知，但对于我来说，它的魅力消磨了我在艺术上的勇猛，麻痹了我创作上的热情—关
于这方面，留待日后详谈吧。
中国的传统思想和艺术的真髓是崇静不崇动，我觉得这对我没有好处。
　　对我本人来说，正是因为感受到它那特有的魅力，才更为对此诚惶诚恐。
我在孩童时代就上汉学私塾，母亲教我以十八史略。
这和在中学里所讲授的干燥无味的东洋史的教科书相比，那些充满生动故事和有趣逸话的汉籍，不知
对孩子该有多大裨益，我始终这样认为。
但从那以后，我真就去中国游历了一次。
我虽然恐惧中国，但是在我的书架上关于中国的书在不断增加，虽然心里想着停一下，停一下，但是
我经常打开二十年前爱读的李白、杜甫一看：“啊，李白、杜甫！
何等伟大的诗人！
莎翁、但丁真的比他们了不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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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读他们的诗，我都为他们诗的美打动心扉。
我转到横滨从事电影事业之后，住在竟是西洋人的街区，住在西洋式的馆舍里，但是，在我写字台左
右的书架上，和美国电影杂志并列的是高青邱和吴梅林的作品。
在我干事和创作感到身心疲惫之时，经常把这些杂志和中国诗人的诗集拿过来翻阅。
当我打开各种美国电影杂志时，我的幻想飞向了好莱坞的电影王国，感到点燃了我无限的野心，但当
我翻阅高青邱的诗时，哪怕只接触一首五言绝句，就让我沉浸于闲寂的境界，给我以往的野心之火和
空想泼上一盆清水，使它降下温来。
“何谓新东西，何谓创造，人的终极的心境，在这首五言绝句中不是已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吗？
”我又处于这种感受之中。
对此我颇为慌恐。
　　我今后将向何方？
—现在，虽然尽量在抵抗中国趣味，同时也有时时想看父母容颜的那样的心情，不知不觉、偷偷地又
走向了那一边，而且是反反复复如此而前行。
　　谈到厕所，给我留下印象最深，至今仍时时忆起的，是一次我在大和的上市进一家面条馆发生的
事。
突然感到便急，于是让人领着如厕，这样就来到了房舍深处紧临吉野川河滩的厕所。
这一带临河的房屋都很划一，到了房屋的深处便分为上、下两层，楼下还有一个地下室。
这个面条馆亦是如此。
便所设在二层。
当叉开两腿向下窥伺，使人头晕目眩，极目远望，河滩的泥土、野草、田里盛开的菜花、翻飞的蝴蝶
、往来的行人，历历在目。
需知，这个厕所是从二楼伸出一块，在河滩的悬崖上突兀出来的。
我脚踏的木板下面，除了空气之外空无一物。
我从肛门排泄出来的那些固体玩艺儿，从几十尺的高空降落，掠过蝴蝶的翅膀和行人的头顶，直奔粪
池而去。
它那飞掠下落的情景虽然清晰可见，但却没有听见如青蛙跃入水中的咕咚声，也未觉臭气升腾。
　　首先，从如此之高处俯瞰粪池，全然不觉其脏。
我想就是飞机的洗手间大概也不过如此光景吧。
彩蝶纷飞于粪便降落区间，其下又是货真价实的菜田。
试想哪有比这再潇洒、风光之厕所呢。
不过，此情此景对于如厕者来说固然妙趣横生，受苦者却是下边的行人。
因为这里的河滩宽阔，家家的后边自然也会有菜地、花园、晾晒场之类，人们也必然心神不安地提防
着上边。
但是，如果这里不立上一块牌子，写明“头上有厕所”，总会有人不留神，从它下面通过，说不定什
么时候定会受到“豆沙糯米饭团”的洗礼呢。
　　城市里的厕所在清洁卫生方面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却毫无风雅可言。
农村土地广阔，周围林木繁茂，为此，这里的厕所一般都和正房分开，中间以走廊相连。
纪州下里的悬泉堂（佐藤春夫故乡的家宅）建筑面积虽然不大，但据说院子却有三千坪左右。
我有一年夏天去过，看到庭院里有条长长的走廊通向远处，其尽头则是厕所，掩映在绿阴之下。
在这里，臭味会立即消散于四面八方的清新空气之中，简直有如在凉亭里休憩时的爽快，岂有一点不
洁之感。
看来，顶要紧的是厕所一定要亲近土地，置于自然的怀抱之中。
比如说置于草丛之中，可以一面仰视蓝天白云，一面如恭，对于这种粗犷、原始的厕所，真叫人心旷
神怡。
　　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长野草风画伯从名古屋旅行归来，谈到名古屋这个城市的文化如今十分发达，市民生活的水准决不逊
于大阪和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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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根据乃是他应邀到不同家庭做客时，从厕所的不同气味而得到的感想，依据画伯之言，不管怎样
清扫的厕所，还是会有一点淡淡的气味留存。
那是清洁剂的药味、粪尿的气味、庭院的野草味、泥土味、青苔味等的混合物，而且这种气味是每家
各异，上等人家自然是上等味。
为此，一闻厕所味即可大体想像出该家主人人品、生活方式、状况。
据说名古屋上等人家的厕所，充溢一种高雅的气味。
根据画伯之言可作如是观：便所之味也是会让人产生美好甘甜的回忆呢。
比如说，久离故乡的游子回到故土之后，一进家门用厕所时，便会闻到昔日谙熟的气味，霎时涌出多
少儿时的回忆，百感交集，一种“到家了”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那些常去的饭店、茶室也同样会有这种感觉。
虽然平日将它们忘却，但是突然来到这里并在这里如厕，立即会在脑海里浮现出过去的乐趣，慢慢回
味昔日的浪荡情怀和花柳情调。
说起来也许觉得可笑，厕所的气味真还可以起着镇静神经的作用呢。
厕所是最适宜于冥思的场所，这是大家所共识的。
但是，最近已成时尚的抽水马桶式厕所对此却不能奏效。
尽管这里原因很多，但抽水马桶有保持清洁卫生的一面，然而却失去了草风画伯所说的上等高雅的气
味，恐怕主要之点在于此吧。
　　志贺君从已故芥川龙之介处听说他讲过有关倪云林的厕所的故事。
倪云林被看作是中国少见的洁癖者。
他让人把大量的飞蛾的翅膀收集于壶中，把它们置于厕所的铺板上，然后把粪便排泄在这上面。
这即是以飞蛾翅膀代替沙土作为垫粪的替代物。
飞蛾翅是种轻飘绵软之物，落下的“小豆糯米饭团”被掩埋在其中，使之不露一点痕迹。
自古以来，把厕所之设备搞得如此奢侈者绝无仅有。
粪池之类的东西，不管修造得如何美观，搞得如何卫生，但一想之下，还会涌出污秽之感吧。
但是，飞蛾翅作了垫料，则是怎么想都很美了。
试想，粪便从上至下吧达吧达地落下，呼地一下无数的彩翅如烟雾升腾飞飘，每一片翅膀都是透干的
，片片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芒，像是无数极薄的云母断片聚合在一起。
当有什么落在它们上面时，转眼间已被这些固体状物质吞没其间了。
这情景任你如何施展想像的才能，也会与污秽不沾边。
还有一点使人叫绝之处：搜集如此之多的飞蛾翅该费多少人工啊。
在乡村的夏夜的傍晚，即使会有很多飞蛾云集，可是要达此目的，所需数量之大叹为观止。
因为每次如厕，都要换上新的垫料，恐怕就要有许多人忙于此事，在夏天弄成千上万的飞蛾，把一年
的用量贮足。
可见，这是非常奢侈的事了，这是除了在古代的中国以外，大概别国难以企及的吧。
　　倪云林可谓用心良苦，他是想让自己的眼睛绝对看不到拉的粪便。
当然就是在一般的厕所，除非自己愿意看，否则也可以避开。
即使不说“见到可怕物”也得说“看见脏东西了”吧。
既然在亮亮堂堂可以洞观一切的地方，一时不慎目睹真情也是有的。
为此想要不搞使之隐蔽的设备是办不到的。
最简便的办法是使厕所的铺板下面搞得黑古隆冬的，这件事是举手之劳，只要把茅坑口的盖子弄得严
严实实，不让一点光线进去就行了。
可是，近来许多家庭对此颇有忽略。
此外，还可以把粪池与茅坑口的距离拉开一点，使上面的光线无法射入。
　　用抽水式马桶，自己即使再讨厌自个儿排出的东西也都历历在目。
特别是不是西洋式的坐便而是日本式的蹲式便池，在未冲水之前那堆卷成一团的玩意儿就在你的臀下
。
这对于发现是否吃有消化不良食品倒是带来了方便，达到了保健的目的，但是细想之下，说句很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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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话，我至少不想让如花似玉的东洋美人到这样的厕所如厕。
万不得已贵妇人非用不可时，最好对自己屁股拉出的东西的形态一无所知才好，至少视而不见。
因此，如果让我修建所喜欢的厕所，我肯定远离抽水式，而选传统的日本式厕所，而且使粪池尽量与
便所持有一段距离，比如说设在后院的花园、菜畦为好。
再者，让厕所的地面到粪池之间多少有些坡度，这样陶器管道就会把污物全部送到地方。
而且在厕所的地面不必有吸收光线的粪池口，而是一片黑暗。
这里也许会产生一种让你冥思，感到高雅的气味，但是绝无使你厌烦的恶毒。
此外，因为不是从厕所下面直接掏粪，绝对不会出现在出恭时仓皇出逃的洋相。
那些种菜莳弄花卉的人家都把粪池设在别处而得积农家肥之便。
我想所谓“大正便所”该是这样的。
如果身居土地宽裕的郊外，我建议您别用抽水式厕所而选择过去的日本式厕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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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译后记　　应谓渠先生之邀，着手日本近代文学大家谷崎润一郎的散文、随笔的选译已历时一年
左右。
刚刚接受任务时内心颇为矛盾，深知2000年对我来说各种任务纷至沓来，再加砝码，实感吃力；但是
，谷崎润一郎的作品对我很有吸引力。
不要说他的小说杰作，就是那些如行云流水的散文、随笔也很使人心醉。
于是，我还是承担下来。
　　也许是出于职业的习惯，我一边选读谷崎的大作，一边对他那些在东西文化之间探索，并将自己
独特感受诉诸笔端的作品情有独钟。
这些作品不仅可读性很强，而且谈得入情入理。
　　我曾经在多处谈过我对世界各国文学发展的一得之见：“文学的发展是一种合力的结果，任何一
个民族、国家在其文学发展过程中都是在与域外文学的矛盾、融合中而创新、发展。
同样，作为个体的作家亦是循此规律前行。
”谷崎润一郎作为一位学者型作家更是如此。
　　正如日本著名学者吉田精一所说：“日本文学乃至于近代思想的最大问题之一是东洋与西洋如何
调和或者说交融的。
”（见《夏目漱石全集·别卷》，筑摩书房，15页)　　试如所知，日本自明治维新(1868年)之后，在
思想文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东西文化(文学)激烈碰撞的时点，各种思潮纷至杳来。
主张全盘西化，“脱亚入欧”者有之，作为它的反拨倡“国粹主义”者有之，有人主张将日语用英语
取代或者用罗马字母取代日文，有人则固守日本传统文化，俨然是民族的卫士。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以森鸥外、夏目漱石为代表的作家、学者则选择了一条既积极
吸收西方文化以改造、激活本民族文化，同时又时刻注意坚持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来过滤、选择异族
文化的方略。
森欧外在《鼎轩先生》中的一段话最充分地表述了这一主流方向。
他说：“新日本是处于东洋文化与西洋文化交融的漩涡的国家。
这里既有立足于东洋文化的学者，也有立足于西洋文化的学者。
但他们都属于一条腿的学者。
”“但是，时代要求另外一种学者，即要求把东西洋文化各作一条腿站立的两条腿的学者。
”这些话，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谷崎润一郎(1886—1965)虽然被称作“唯美主义”作家，但是，他整个创作也是在东西文化探索
中前行的，只是不同时期表现不同而已。
　　谷崎润一郎跟小说和汉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升入国民高等学校学习之后，谷崎的恩师稻叶
青吉在汉学方面给予了他极大影响。
“这位先生是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是很有朝气、上进的青年，经常将一本自己喜欢读的书揣在怀里走
进教室。
他的读书范围涉猎儒教、佛教，特别是对阳明礼学和禅学格外倾倒。
从汉文学到平安朝、江户时代的文学及和歌、软文学作品均很热中。
他不仅给学生讲王阳明、柴田鸠翁、铃木正三、西行、卡莱尔的作品，还讲《经国美谈》、《椿说弓
张月》等小说，并且奖励把《太平记》《风月物语》等作品的优秀段落能够背诵的学生。
”谷崎润一郎从十二岁至十六岁时在先生的这种很自由的教育方法的熏陶下，点燃起了对文学热爱的
热情火焰，特别受到先生的宠爱，“一直到进入中学之后，还经常拜访住在芝的稻叶先生的家，受其
指教、熏陶。
”1899年他十三岁时，还在日本桥附近的贯轮吉五郎的秋香塾接受汉文素读训练。
在1918年和1926年他两度访问中国，与郭沫若、周作人、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作家有过密切的交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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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创作的《麒麟》（1910）《玄奘三藏》（1917）、《鱼、李太白》（1918）、《苏州游记》、《中
国游记》、《秦淮之夜》、《南京奇望街》（1919）、《西湖之月》（1919）、《庐山日记》（1921
）、《上海见闻录》、《上海交游记》（1926）等作品都是取材于中国典籍或以中国为舞台而写作的
小说和纪行文。
谷崎润一郎在日本近代作家中是位对当时中国文坛比较关注又比较熟悉的一位作家，特别是对刚刚起
步的中国电影事业尤为关心。
虽然他对中国文坛的了解不能说很深刻、全面，但对有些问题确实有独到见解，和其他日本近代作家
相比是高出一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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