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心>>

13位ISBN编号：9787543675889

10位ISBN编号：7543675889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时间：青岛出版社

作者：[日] 夏目漱石

页数：262

译者：林少华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

前言

除了对职业教师，日本人一般不以“先生”称呼别人，对文学家也是这样。
但对夏目漱石是个例外，习惯上称为“漱石先生”，大约同我们中国人习惯上称鲁迅为“鲁迅先生”
相若。
较之客气，这里边显然含有尊之为师的敬意。
实际上，夏目漱石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同鲁迅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差不多。
但鲁迅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属于显学。
不仅《鲁迅全集》被一篇不少地译成了日文，《故乡》还被收入了日本中学“国语”(语文)教科书—
—不知道鲁迅先生的日本人估计占不到多数。
但相比之下，夏目漱石在中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当然个中原因多多，很难单纯比较)。
人们或许知晓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但知道漱石的，除了大学中文、外文系师生和文学爱好者，．
恐怕成不了阵势。
    然而毫无疑问，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一座卓然特立的高峰。
他活跃的20世纪初期(明治与大正之交)，日本文坛可谓群星灿烂。
就小说家来说就有森欧外、岛崎藤村(亦是诗人)、田山花袋、正宗白乌、永井荷风等人。
但作品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说得夸张些，恐怕惟漱石一人而已。
难怪被日本人称为“国民大作家”，其头像赫然印在日本千元纸钞的正面，人们几乎无日不同这位大
作家“打交道”。
    夏目漱石，原名夏目金之助，1867年(庆应三年)生于江户(现东京)一小吏家庭，14岁入二松学舍系统
学习“汉籍”(中国古籍)，浸润了东方美学观念和儒家伦理思想，奠定了日后文学观和人生观的基础
。
写“双诗”(汉语古诗)是其终生爱好和精神寄托。
“漱石”之名，即出自《晋书·孙楚传》中“漱石枕流”之句。
21岁就读于第一高等中学本科，23岁入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英文专业学习。
其间因痛感东西方文学观的巨大差异而陷入极度的精神苦闷之中。
1895年赴爱媛县松山中学任教，为日后《哥儿》的创作积累了素材。
翌年转去熊本县任高等中学讲师。
1899年赴英国留学三年，学习英国文学和教学法。
回国后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中学和东京帝大讲授英文，同时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了长篇小说《我是猫
》，并一举成名。
1907年进入朝日新闻社任小说专栏作家，为《朝日新闻》写连载小说，一直笔耕不辍，直至1916年(大
正五年)因胃溃疡去世。
是年仅49岁。
    漱石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并不很长，从38岁发表《我是猫》到49岁去世，也就是十年多一点时间，
却给世人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作品。
他步入文坛之时，自然主义文学已开始在日本流行，很快发展成为文坛主流。
不过日本的自然主义不完全同于以法国作家左拉为代表的欧洲自然主义，缺乏波澜壮阔的社会场景，
缺乏直面现实的凌厉气势，缺乏粗犷道劲的如椽文笔，而大多囿于个人生活及其周边环境的狭小天地
，乐此不疲地直接暴露其中阴暗丑恶的部位和不无龌龊的个人心理，开后来风靡文坛(直至今日)的“
私小说”、“心境小说”的先河。
具有东西方高度文化素养的漱石从一开始便同自然主义文学背道而驰，而以更广阔的视野、更超拔的
高度、更有责任感而又游刃有余的态度对待世界和人生，同森鸥外一并被称为既反自然主义又有别于
“耽美派”和“白桦派”的“高踏派”、“余裕派”，是日本近代文学真正的确立者和一代文学翘楚
。
随着漱石1916年去世及其《明暗》的中途绝笔，日本近代文学也就落下了帷幕。
    以行文风格和主要思想倾向划线，作品可分为明快、“外向”型和沉郁、“内向”型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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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集中于创作初期，以《我是猫》(1905)、《哥儿》(1906)为代表，旁及《草枕》(1906)和《虞美人
草》(1907)。
在这类作品中，作者主要从理性和伦理的角度对现代文明提出质疑和批评，犀利的笔锋直触“文明”
的种种弊端和人世的般般丑恶。
语言如风行水上，流畅明快；幽默如万泉自涌，酣畅淋漓；妙语随机生发，警句触目皆是，颇有嬉笑
怒骂皆成文章之势。
后者则分布于创作中’期和后期‘，主要作品有《三四郎》、《其后》、《阿》(前期三部曲)和《彼
岸过迄》、《行人》、《心》(后期三部曲)，以及绝笔之作《明暗》。
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收回伸向社会的笔锋，转而指向人的内一心，发掘近代人内心世界的不安、烦恼
和苦闷，尤其注重剖析近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无奈与孤独，竭力寻觅超越“自我”、自私而委身
于“天”的自在和谐之境(“则天去私”)，表现出一个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执着、严肃的人生态
度。
    这里，从两类作品中各选了一部代表作。
《哥儿》通过一个不谙世故、坦率正直的鲁莽哥儿踏入社会后同周围俗物展开的种种戏剧性冲突，辛
辣而巧妙地讽刺了社会上的丑恶现象，鞭挞了卑鄙、权术和虚伪，赞美了正义、直率和纯真。
行文流畅，节奏明快，形象鲜明。
通篇如坂上走丸，一气流注，而寓庄于谐，妙趣横生，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作品，实为日本近代文学
作品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心》则多少带有现今所说的推理色彩。
“我”认识了一位“先生”，后来接得“先生”一封长信(其时“先生”已不在人世)，信中讲述了“
先生”在大学时代同朋友K一同爱上房东漂亮的独生女儿。
“先生”设计使K自杀，自己如愿以偿。
但婚后时常遭受良心和道义的谴责，最后也自杀而死。
小说以徐缓沉静而又撼人心魄的笔致，描写了爱情与友情的碰撞、利己之心与道义之心的冲突，凸现
了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矛盾、怅惘、无助、无奈的精神世界，同时提出了一个严肃的人生课题。
这部长篇可以说是漱石最为引人入胜的作品，至今仍跻身于日本中学生最喜欢读的十部作品之列。
说得极端一点，假如没有《哥儿》和《心》，漱石能否“活”到今天还真是个疑问。
    日本小说家中，较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我更喜欢另外两个人：一个就是
夏目漱石，一个是当代的村上春树。
差不多二十年前在北国读研究生的时候，漱石全集便读了一集又一集；而村上的小说，近年来则译了
一本又一本。
粗想之下，两人之问虽时隔八十余年，但确有若干共同点。
一是态度的认真与坦诚。
两人都认真对待人生和社会，不伪善，不矫情，不故弄玄虚，不掩饰自己。
二是笔调的幽默与机警。
一些作品都富于理性的、机智的、有教养的幽默感。
外国有人称村上春树为“当代的夏目漱石”，想必主要着眼于这一点。
三是描写对象大多都是都市里的小人物尤其是知识分子，都以传达其孤独、无奈、充满失落感的心态
见长，而且两人同样是游离于文坛主流而独树一帜、别开生面的作家。
    正因为喜欢，多年来一直想以自己的笔将漱石一两篇代表作翻译出来。
数年前承花城出版社好意，始遂夙愿；今日又蒙青岛出版社慨然再度付梓，人生快事，莫过于此。
    2005年初春于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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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林译经典：心》是日本近代文学的杰作，一向被誉为透视日本人性格和心魂的最佳读物，跻身
于日本中学生最喜欢读的十部作品之列。
“我”认识了一位“先生”，后来接得“先生”一封长信（其时一先生“已不在人世”，信中讲述了
一先生（在大学时代同朋友）一同爱上房东漂亮的独生女儿。
先生“设计使”自杀，自己如愿以偿。
但婚后时常遭受良心和道义的谴责，最后也自杀而死。
中篇小说《哥儿》是一部诙谐小说，写一名初入社会的富家子弟不谙世故到处碰壁的故事。
“哥儿”不懂人际关系中的利害因素，处处凭是非观念行事，尽管一再失利，笑话百出，但其率真的
性情却颇为动人，成为日本文学中的不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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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夏目漱石 译者：林少华  夏目漱石（1867—1916），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文学家，本名夏
目金之助。
代表作有《我是猫》、《哥儿》、《虞美人草》、《三四郎》、《后来的事》、《门》等。
作品多以细腻的心理分析，刻画知识阶层精神上的孤独和彷徨，提示出现代人的乖谬命运。
 林少华，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
祖籍山东蓬莱，生于吉林九台。
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
曾在暨南大学、日本长崎县立大学任教，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兼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青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外国文艺》编委等职。
居青岛。
著有《乡愁与良知——林少华散文百篇》、《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落花之美》、《为了灵魂的
自由》、《高墙与鸡蛋》。
译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世界在你不知道的地方运转》
、《相约在雨季》以及《心》、《罗生门》、《金阁寺》等日本名家之作凡五十余种，广为流布，影
响深远。
无论翻译或创作，文字之美、意境之美、情思之美始终是其明确的指向和追求，笃信美的不二与永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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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的话 心 上先生与我 中双亲与我 下先生与遗书 哥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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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洋人皮肤白得非同一般，一进小茶棚就引起我的注意。
他把地道的日本式浴衣往长凳上一甩，抱起双臂往水边走去。
除了我们穿的那种裤衩，他身上再没别的。
这点首先使我惊异。
两天前我便跑到由井浜，蹲在沙滩上久久看洋人下水的情景。
我屁股底下是略高些的沙丘，旁边就是一家旅馆的后门，所以在我凝望时间里，有不少男人出来冲洗
身上的咸水，但都没有露出腰身、胳膊和腿。
女的就更加注意掩饰，大多头戴胶头巾，或绛紫色或藏青色或天蓝色，在波浪间动来动去。
在看惯如此光景的我的眼里，这个只穿一条裤衩站在众人前的洋人实在稀奇得可以。
 少顷，他朝自己身旁歪过头，对那里弯腰的一个日本人说了一两句什么。
那日本人正在拾沙地上掉的毛巾。
拾起后，马上包在头上，朝海水那边走去。
那个人就是先生。
 出于单纯的好奇心，我目送两人并肩走下沙滩。
他们一直走进波浪，穿过远浅矶附近吵吵嚷嚷的人群，走到比较开阔的地方，一齐游了起来。
他们往海湾那边游去，脑袋越变越小。
之后回过头，径直游回海滩，回到小茶棚，也不用井水冲洗，直接擦身穿衣，一转身不知去了哪里。
 他们离开后，我依然坐在长凳上吸烟，呆呆地琢磨先生。
长相总好像在哪里见过，但就是想不起是何时何处见过的何人。
 当时的我与其说是无忧无虑，不如说是正百无聊赖。
这样，第二天我估算好见到先生的时间，专门到茶棚来看。
这回洋人没来，只先生一人头戴草帽赶来。
先生摘下眼镜，放在台上，随即用毛巾包起脑袋，三步并作两步走下沙滩。
他一如昨日，从嘈杂的浴客当中穿过，独游起来。
这时，我突然动了尾随追去的念头，遂扑扑通通趟过浅水，来到相当深的地方，以先生为目标涉水前
进。
不料和昨天不同，今天先生勾勒出一道弧线，从很奇妙的方向游回岸边，所以我的目的未能达到。
上得岸，我挥着滴水的手走进茶棚，只见先生已穿戴整齐往外走，同我擦肩而过。
 下一天我也在同一时间去沙滩见先生，再下一天也是如此。
但两人之间没有出现打招呼或寒暄的机会。
莫如说那时先生的态度很有些天马行空的味道。
按一定时间超然而来，又超然而去。
周围无论怎么热闹，他都没表现出多大的兴致。
最初一块儿来的洋人，那以后再未露面，总是先生一人。
 一次，先生一如往常从水里迅速上岸，来到老地方要穿脱掉的浴衣时，不知为什么，浴衣里满是沙子
。
为了抖掉沙子，先生把浴衣往身后甩了两三次。
这么着，放在衣服下面的眼镜从木板缝隙掉了下去。
先生穿上白地蓝花浴衣，扎上宽布带。
这才好像发现眼镜不见了，急忙东找西摸。
我马上把脑袋和手伸到长凳底下，拾起眼镜。
先生说声谢谢，从我手中接过。
 第二天我跟在先生后面扑入海中，和他往一个方向游去。
游了二百多米，来到海湾，先生回头跟我搭话。
浩瀚的蓝色海面上，除了我们两人周围没有任何漂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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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力所及，只有明晃晃的太阳光照着水，照着山。
我连肌肉都充满自由和欢喜，在海水中尽情腾跃。
先生再次陡然停下四肢，仰卧在水面上休息。
我也学他的样子。
天空把它势不可挡的蓝色投掷在我脸上，只觉眩目耀眼。
“好舒服啊！
”我大声说道。
 过了一些时候，先生像起床似的在水面改换姿势，催促我说：“该回去了吧？
”我体质较为强壮，本想再游一会儿，但先生这么一催，我当即痛快回答：“嗯，回去吧。
”两人于是顺原路折回海滩。
 从此我和先生要好起来。
不过还不知道先生住在何处。
记得隔两天的第三天下午，在茶棚见到先生时，先生突然问我：“你打算还在这里住些日子吧？
”由于问得突然，我没有现成答案，便说：“我也不知道。
”但看到先生笑眯眯的样子，我忽然不好意思起来，不由反问：“先生呢？
”这是我叫他先生的开始。
 那天晚上我去了先生住处。
住处不同于一般旅馆，是很大寺院里的一座别墅样的建筑。
我还看出住在那里的人并非先生家人。
我一口一个“先生”，先生沁出苦笑。
我解释说这是我称呼年长者的口头语。
我打听上次那个洋人。
先生介绍了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告诉我现已不在镰仓。
这个那个说了一会儿，最后说自己也真是不可思议，同日本人都几乎没有来往，却和这洋人熟识起来
。
我最后对先生说好像在哪里见过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年轻的我暗自以为对方也可能和我有同样感觉，并期待先生这样回答自己。
可是先生沉吟片刻，说道：“我对你没什么印象，你怕是看错人了。
”我听了，不知为什么，生出一种失望。
 月末我返回东京。
先生离开避暑地比我早得多。
同先生分别时，我问：“以后去府上拜访可以吗？
”先生只简单回答：“噢，来好了。
”当时我自以为已经跟先生相当要好，指望先生给两句分量重些的话。
结果竟这么轻描淡写，我的自信多少受了损伤。
 大凡这类事先生经常使我失望。
先生既像有所觉察，又似乎浑然不觉。
作为我，尽管屡屡品尝轻度失望，但又不想因此离开先生。
或者不如说与此相反，每给不安摇撼一次，我就想往前跨进一步。
我想，若再往前去，我所期望的东西就会迟早出现在眼前，让我心满意足。
我年轻，但并非对所有人都如此有一腔热血，都如此以诚相待。
我不知何以对先生有这份心绪。
直到先生已不在人世的今天才明白过来：先生原来就不讨厌我的。
先生对我不时流露的看似冷淡的态度。
和缺少人情味的话语，其用意并非要疏远我。
那只是心灵遭受重创的先生向我发出的警告，警告企图接近自己的人立即止步，因为自己不是具有接
近价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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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不理会别人好意的先生在蔑视他人之前，首先蔑视了自己。
 我返回东京当然怀有去找先生的念头。
到开学还有两个星期时间，便想尽快找先生一次。
但两三天一过，在镰仓时的心情渐渐淡薄下来。
灯红酒绿的大都市空气给我以强烈刺激，唤起我的记忆，染红我的心。
每当路上见到同学那一张张脸庞，都不由对新学年燃起希望感到紧张。
一时间我忘记了先生。
 上课过了一个来月，我心里又出现一种懈怠。
我开始怅怅地在街上游逛，带着饥渴感环顾自己的房间。
先生的面容重新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
我又想见先生了。
 第一次去先生家，先生不在。
记得第二次去是下一个星期天。
天气很妙，晴空就好像要沁入自己整个身心。
这天先生也不在。
在镰仓时，听先生亲口说一般什么时候都在家的，说他不喜欢出门。
想到这里，我感到无端的不满。
我没有即刻离开，看着女佣的脸站在那里踌躇。
女佣有印象，上次托交过名片。
她叫我等着，退回门内。
很快，一位太太模样的人继而走出，长相相当漂亮。
 太太详细告诉我先生去了哪里。
她说先生每月一到某日，习惯上必去杂司谷墓地为一座墓献花，“刚出门，不到十分钟——顶多十分
钟的。
”太太歉然说道。
我点头离开，往热闹方向走了一百多米，心想自己也去杂司谷好了，权作散步。
当然也是受好奇心的驱使，看能否看到先生。
于是我马上掉过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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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是日本近代文学的杰作，一向被誉为透视日本人性格和心魂的最佳读物，跻身于日本中学生最
喜欢读的十部作品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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