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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吧，梅勒斯》

内容概要

《奔跑吧，梅勒斯》是太宰治的短篇小说集，包括《奔跑吧，梅勒斯！》、《富岳百景》、《故乡》
、《满愿》、《女生徒》，其中被由神话故事改编的《奔跑吧，梅勒斯》、《富岳百景》、《女生徒
》均是太宰治的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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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吧，梅勒斯》

作者简介

太宰治（1909—1948），日本无赖派（或新戏作派）代表作家。本名津岛修治，生于青森县北津轻郡
金木村大地主家庭。父亲源右卫门是贵族院议员和众议院议员，当地名士，被称呼为金木老爷。太宰
治是父母的第六个儿子，兄弟姐妹十一人，他最小。父亲经常忙于事业，母亲病弱，太宰治从小是在
叔母和保姆的照料下成长的。1927年，太宰治在弘前高中读书，听到自己崇仰的天才作家芥川龙之介
自杀的消息，精神受到极大冲击。1930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科，不久中退。投入左翼运动，后“
转向”。1930年，于银座的“好莱坞”邂逅某画家情妇田边渥美，二人到镰仓海滨情死，田边殒命，
太宰存活。小说《叶》、《小丑之花》、《猿面冠者》和《奔跑吧，梅勒斯》等，都有“入水自杀”
的情节描写。太宰后来师事著名作家佐藤春夫、井伏鳟二，因自幼经受北国海疆粗犷荒瀚的自然风土
的熏陶和没落贵族斜阳晚照家风的影响，养成了奇诡多变、放荡不羁、时而骄矜、时而自卑的性格。
其三十九年短暂的一生，偕同女人五次自杀，四次情死未遂，最后同山崎富容于玉川上水投水身亡。
说来凑巧，两人投水一周后的六月十九日，正值太宰治三十九岁生日。这天一早，遗体被打捞上岸，
遵照他生前的遗愿，葬于东京三鹰黄檗宗禅林寺，坐落于明治文豪森鸥外墓正对面。翌年这一天，举
办周年祭纪念活动，从此定名为“樱桃忌”。每年六月十九日，仰慕作家盛名的文学青年，云集禅林
寺或玉川上水，缅怀悲悼，风光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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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吧，梅勒斯》

书籍目录

奔跑吧，梅勒斯！
富岳百景
故乡
满愿
女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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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吧，梅勒斯》

精彩短评

1、看评论全在辱骂译者，哈哈哈。小说我不是很挑。
2、我是为了受死而奔跑的
3、翻译确实不太给力，但是十颗星给女生徒
4、奔跑吧梅勒斯总觉得以前在哪里看到过，除此 最喜欢女生徒
5、这种翻译和校对质量也能出版吗，出版社脸皮真厚啊。最后一篇女生徒相当不错扳回一局。
6、有错别字，翻译出来的味道也不对。下次换个译本读读。不过从篇目来看，这本主题变得明亮积
极了，年轻时候的太宰内心OS也是相当搞笑。
7、好想看原文
8、《富岳百景》一篇很赞。
9、我很羡慕这样的人 他能一辈子都只在和自己差不多软弱 体贴 温和的人群中生活下去 如果什么辛苦
都不去经历就能终其一生的话 那么就没有必要特意追求辛劳了
10、女生徒不要太写真
11、犹如互相信任的神甫和信徒一般，大家对他的一言一语都很感动，并且悄悄地分享着这份感动，
尔后等待着下一个启示。”（三岛由纪夫《我经历的时代》）
梅勒斯不停地奔跑，为了证明人民的诚信与善良、“打破国王的奸诈暴虐”而奔跑。梅勒斯说：“我
必须奔跑，这样，我才会被处死。我要用年轻的生命维护好名誉。”梅勒斯的奔跑展现的是一种乐观
积极、对理想中信念的坚守的姿态。
可以看到另一层含义，即这个故事是太宰治的赴死宣言。梅勒斯说：“在这个世界上，朋友和朋友之
间的信任是最值得骄傲的财富。”梅勒斯只要及时赶到，他的朋友就不会替他受死，梅勒斯的奔跑也
是为了他朋友对他的那份信任。从第二次自杀被救活之后，太宰治兴许就肯定了，自己是要赴死的。
12、只看了第一篇
13、他的故事都是那么真实又人温暖
14、第一篇很惊喜！后几篇像日记和流水账
15、关于信任
16、为了封面买的，真的很好看
17、太宰治早期很阳光的一本书！
18、相比《晚年》，更喜欢这部作品集里的短篇⋯像是无负重的一次登山。
要像旅行团里所有人都顾着看富士山时一个人默默发现路边待宵草的老奶奶，眼随心至⋯
19、这样的你让我感动。
20、译本差
21、属太宰治中期作品，读着比较舒服，早期太颓靡叛逆，后期太萧条悲观，都很压抑。
22、这本书后面的故事我就没看下去了。太宰的风格的确独树一帜。但其实，看这本书，深深感受到
太宰实在是一个有趣的人，但与此同时，在他生下来的时候，抑郁症就已经伴随左右了。可以说他一
生都摆脱不了抑郁。
23、《富岳百景》
24、超级喜欢《富岳百景》和《女生徒》啊QWQ，太宰先生怎么可以丧得那么可爱呢。
25、读了第一章，还不觉得翻译有问题。到第二章讲富士山那里，翻译的完全不知所云。没有翻译出
日本文学那种洗练的感觉。弃。
26、看了又难过，不看心痒痒
27、拥有敏感的少女心、以操控文字的方式来撩动人心的作家，也许过于重视自己的感受因此并没察
觉自己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但这个世界真的太脏，容不下太纯洁的你
28、《故乡》和《女生徒》很棒，把最细微的感情转折和想法都描写出来了，细腻动人。
29、那些个仿写芥川的志怪小说确实既浅薄又低俗，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只是抓住事物在一瞬间所表
现出来的朴素与自然，所以就是那么一刹那，你我都想知道富士山是否下雪。
30、翻译或排版有硬伤
31、这次看的文集里，这本被排在最后，其实这本应该排第一才对吧，这本里的太宰治还在试图让自
己的思想容纳于其余的人类。缺乏生活经验的人最好少看太宰治，经验不足导致精神空虚，精神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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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吧，梅勒斯》

导致文字容易侵蚀心灵，就意味着过分自恋，热爱思考，多愁善感，作茧自缚，求生不能，走向歧路
。
32、三分是因为有太宰治的风格，只是懊恼怎么没有找到更好的版本
33、可能还是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喜欢这本书的翻译，更喜欢太宰治
34、比较喜欢富岳白景和女生徒两篇。
35、信任之路。
36、这个系列的策划到底在搞什么⋯⋯根本就是花架子 与其把心思放在装帧上 不如多操心实质
37、这一段时光应该是太宰治比较幸福的日子，虽然透着淡淡的悲情，最喜欢其中的女生徒，被这种
细腻的描写震惊了，14岁少女的那种阴与晴，粗犷与细腻，邪恶与善良，竟然出自一个男人之手，美
中不足，翻译有些蹩脚。
38、暂时只看了奔跑吧梅勒斯！这本余下的等有机会再读。“朋友之间这样就足够了”
39、黄昏到来 太阳下山 这期间我没敢停歇
40、先看他第五次自杀前的书再看这个，感觉早期他对人性还有那么一点希冀
41、格林童话即视感#许是我看的版本不对
42、翻译垃圾 错字漏字多
43、明媚很多！原来那句“是等待的人痛苦一点还是被等待的人痛苦一点呢”是出自《梅乐丝》太宰
写的很柔和，到最后还在相信人心和友谊，嗯这样下去也不错啊～后面几个短篇感觉有点相似，有点
像小说又像自白，大概这时他的抑郁情绪还没有那么深，碎碎念一些无聊的感受而已。感觉人真的应
该时刻提防爬上心头的无谓感，对太多的事情无所谓～不在意～随便怎样～管我屁事～也许careless才
是步向深渊的第一步/太宰有个描写很有趣，有人对他说“你最近有点俗气”，他心里是想“哇”的一
声哭出来，但最后只说了个“呸”掩饰自己的懦弱，然后想“我最近在恋爱吧，仰面横卧在草地上”
。（读到就觉得，这tm不就是我吗hhhh）/写到无意给两个游人拍照，最后把富士山拍得超大，人没
了。就想笑，我也不爱被人拦下拍照md下次也要试试，就怕不满意就没完了！
44、翻译稍微有点太白话⋯说实话太宰治居然有一本这样上属于正能量的书 稍微有点诧异和小小的失
落啦 哈哈哈因为我就是被他强烈的负能量吸引的
45、很多人都在提女生徒，我倒更中意富岳百景和故乡一些。毕竟太宰自己的生活真的很吸引人。我
喜欢太宰就像喜欢郁达夫一样，在我最需要治愈的时候给了我致郁，而这暴击般的自虐式的压抑却让
人上瘾和迷恋。
46、在省图书馆读的奔跑吧梅洛斯。
47、人家放了一个屁，你也偏要写进去
48、文风清浅、可读性强 、寓意深刻 、讽刺意味强烈 、人物之间造成强烈的反差效果，来突出主题
。
49、好喜欢《富岳百景》
50、很可爱的太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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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吧，梅勒斯》

精彩书评

1、这段时间读了很多太宰治的作品，第一部当然是享誉最多的《人间失格》，读的渐渐多了，就会
对这个作家有不同的感觉。从那种第一次读作品，为什么还有这么糟糕这么垃圾的人到现在渐渐变得
宽容。这种路程，是一名读者开始悲悯太宰治作为一个人，同时，也是太宰治作为一名作者，在悲悯
他的读者。于是，也就理解了，无怪乎，这个人有那么多死忠粉，特别是在日本。当整个国民性中，
都有一种耻感文化在发挥作用，太宰治不过是打中了人们内心原始的耻辱感。多少人像他一样，不想
面对，不敢面对，但是却敢于去死。当我读到《奔跑吧，梅勒斯》，我看到的是中希望。是一种人与
人之间休戚与共的信任，这是阅读至今，他让我感动的，好在，这个作家，还是有那么点可以分享的
阳光啊。我并不推崇太宰治的一切，而且，本身也认为，心理能量薄弱，本身内心阴霾密布的人，更
是不应该去读太宰治。他的作品有这样一种能量，就是很快的吸引那些本身内心阴云密布的人，然后
彼此引为知己。这样的人生观世界观并不可说是不正确，但是却并非是一种健康的状态。第一次看《
被人嫌疑的松子的一生》，很难理解松子的世界观和她周遭的人或者事。多年后读太宰治，终于为“
生而为人，对不起”找到了注脚，但是感觉却很微妙，是一种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微妙。有些人，生
下来注定如此，不管活着还是死去，都会有一种天生的罪恶感。他为此在世界纠结，也因为这样的原
因，他看明白很多，他悲悯一切。或许，他就是注定成为一个如此敏感周遭的作家，而不是一个好人
。《女生徒》似乎是在用自己女儿的视角在看待自己死后的家庭，他看明白了一切，这样的人，怎么
能不绝望。这本集子中，最喜欢的是《奔跑吧，梅勒斯》，后面几篇，尤其《女生徒》有点絮絮叨叨
的，总体还是不错。
2、前几天看雅人叔的介绍，突然发现他参与过一个动画配音，叫做《青涩文学系列》。其中包括了
太宰治的「人间失格（人间失格）」和「快跑、梅乐斯（走れメロス）」、夏目漱石的「心（こころ
）」、芥川龙之介的「蜘蛛丝（蜘蛛の糸）」「地狱变（地狱変）」以及坂口安吾的「盛开的樱花林
下（桜の森の満开の下で）」。特地找来了其中《奔跑吧，梅勒斯》的动漫看，一开头，就是雅人叔
说的这个小说的由来。据说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其实是太宰治的债务。太宰治在热海的旅店与作家友
人檀一雄同游时挥金如土，把钱花了个精光。当时太宰治为了付房费，将檀留在旅店，前往师父井伏
鳟二家借钱。 可是走了好几天都不见他回来，等的不耐烦的檀来到井伏家一看，发现太宰竟说不出借
钱的请求，还在跟井伏下将棋呢。面对生气的檀，太宰说道：“檀君、待つ身がつらいかね。待たせ
る身がつらいかね。”檀君，是等待的人痛苦呢，还是让人等待的人痛苦呢？因为翻译的原因，我给
了这本我很喜欢的书两星。翻开书，我一看目录，见到女生徒三个字就有不好的预感。生徒是个日语
词，现在的中国只有古语中才会出现，这样直白的把日语词直接做题目，真的合适嘛？再看梅勒斯里
面的这段话两种翻译。第一种吉林出版社：红日西沉，阳光自树叶的缝隙洒落，将枝叶映衬得闪闪发
光，直如燃烧一般。距日落尚有些时间，还有人等着我呢！有人正静静等待着我，没有一丝怀疑，他
对我绝对信任。我一条命算得什么，岂能总说那种以死谢罪的废话？我必须回报他的信赖才行。只剩
下这一件事了——奔跑吧！梅勒斯。信赖，信赖⋯⋯我被信赖着！片刻前那恶魔的耳语，只是梦呀，
那只是一场噩梦。忘了它吧。只要身心俱疲，人类便会遭逢那样的噩梦。梅勒斯，你不可耻，你是真
正的勇者，你不是又站起来，再度奔跑了吗？万幸！我总算能以正义者的身份赴死了。啊！啊！夕阳
西下，夕阳正渐渐西下。等等，上帝！我自坠地后就是正直的男人，就让我永远都当一个正直的人吧
！第二种本书：夕阳将红彤彤的光芒照射在树叶上，树枝闪耀着火红的光芒。距离日落时分还有一段
时间。有人在等着我。有人在坚信不疑地、静静地等着我。我正受到他人的信任。我的性命算得了什
么呢。我现在说不出什么以死谢罪之类的轻巧话语。我必须回报他人对我的这份信任。我现在能够做
的只有一件事：奔跑吧，梅勒斯。我现在受到了别人的信任。目前我正被他人信任着。之前那恶魔的
细语只是一个梦魇，是一场噩梦。把它忘掉吧！那是在身心疲惫的时候，才会忽然做到的噩梦。梅勒
斯，你并不可耻。你还是一个真正的勇士。你不是再次站立起来能奔跑了么？谢天谢地！我能以正义
之身赴死了呀。啊，夕阳西下，很快就要落山了。宙斯啊啊，请你慢一点儿下山！我从出生那一刻就
是一个正直的人。请你让我以一个正直者的身份赴死吧。私以为，本书的翻译大多直译，文学色彩加
工还是前者更好。至于本书的译者，豆瓣上的书籍关于文学的好像仅这一本，大多是词汇手册之类的
。但百度叶琳，不知是否是南大日语系主任那位叶琳。（为什么没有译者序）。不过看书这事儿好比
吃饭，虽然我不喜欢这译本，想来喜欢的人应该也是大有人在。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嘛。
3、1938年之前，太宰治经历了两件失意的事情：一是没有拿到芥川奖；二是妻子小山初代出轨，太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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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吧，梅勒斯》

治因此自杀（未遂）。他的老师井伏鳟二为了鼓励他，便帮他物色了一名合适的对象，也就是后来和
他结婚的石原美知子。止庵评价太宰治的写作生涯说：“他的创作是一段一段的。这段写完了，还活
，那再写一段，那这段就不太一样。还能活，又写一段。”和石原美知子的结合，加上朋友的鼓励，
太宰治渐渐从失意中走了出来，并拥有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安定生活。这一时期，他的笔下出现了一些
积极乐观、格调明丽的文章，关于生活有一些喜悦，当然也有忧愁，但那也是明朗（而非阴郁）的忧
愁。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是《奔跑吧，梅勒斯》、《女生徒》、《御伽草纸》、《潘多拉的盒子》等
。《奔跑吧，梅勒斯》在日本文学中，一直有创作翻案小说的传统。最广为人知的大概是芥川龙之介
，他以日本民间故事和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了很多翻案小说。太宰治也写了一些翻案作品，《御伽草纸
》便是其中著名的一本。而这篇 《奔跑吧，梅勒斯》则改编自德国作家席勒的诗歌《人质》（这个故
事其实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传说《达蒙和皮西厄斯》）。这个故事很简单，充满正能量，语言也比较轻
快。故事中，梅勒斯不停地奔跑，为了证明人民的诚信与善良、“打破国王的奸诈暴虐”而奔跑。梅
勒斯说：“我必须奔跑，这样，我才会被处死。我要用年轻的生命维护好名誉。”一般认为，梅勒斯
的奔跑展现的是一种乐观积极、对理想中信念的坚守的姿态。当然，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这个
故事，这就不得不说到太宰治的多次自杀。通常人们对太宰治的理解是这个人很脆弱，动不动就自杀
。他的那本《人间失格》也被认为是他自己对生命态度的写照。事实上，在太宰治的五次自杀中，第
二次自杀是最关键的一次，那次他与银座酒吧的女招待田部阿滋弥一起服用安眠药投河自杀，最后田
部阿滋弥死了，太宰治被抢救回来。当时太宰治根据这段经历写了《道化之华》，在那个故事里，大
家都试图让叶藏走出阴影，而叶藏却满是自责，可以看到，虽然他活下来了，但是他依旧是想死的。
止庵说：“所谓太宰治丧失为人资格，就是针对这件事⋯⋯他其实后来所有的自杀，都是要满足这次
自杀，证明那次是真想死。”从这个意义上再来看《奔跑吧，梅勒斯》这篇寓言故事，似乎可以看到
另一层含义，即这个故事是太宰治的赴死宣言。梅勒斯说：“在这个世界上，朋友和朋友之间的信任
是最值得骄傲的财富。”梅勒斯只要及时赶到，他的朋友就不会替他受死，梅勒斯的奔跑也是为了他
朋友对他的那份信任。从第二次自杀被救活之后，太宰治兴许就肯定了，自己是要赴死的。《富岳百
景》《富岳百景》说是小说，倒更像是一篇散文，满是清新与闲逸之气。1938年，太宰治在井伏鳟二
住的旅馆住下，租了一间屋子闭门创作。“即使讨厌，每天也必须与富士山正面相望”，太宰治开始
写《富岳百景》，描写自己与富士山的多次相遇。从不同的角度、身处不同的情境，看到的富士山自
然也是不同的，有遗憾、讨厌，也有惊叹、赞美。文中有一段写到井伏鳟二在富士山山顶放了一个屁
，而“对这个描写，井伏认为不符合事实，他不曾放屁，要求订正，但太宰用敬语说他就是放了，而
且是两个。”（李长声《纸上声》）在我看来，放屁这种事情，就像说话，放者无心、听者有意，井
伏先生大概是放了。让井伏先生更加没想到的是，《富岳百景》后来被编入了日本教科书，于是全日
本都知道了他在富士山放了一个悠然的屁。太宰治在这篇文章里对自己评价说：“我毫无值得夸耀之
处，既没有学问，也没有才能，肉体肮脏，精神贫瘠。不过，只有这苦恼——被那些青年称作老师而
默默的接受——出现了，仅此而已。这是一点点自负。然而，我明白只有这份自负自己想拥有。”这
不禁让人联想到多年后三岛由纪夫造访太宰治的场景，当时太宰治被一些文学青年们围着，“犹如互
相信任的神甫和信徒一般，大家对他的一言一语都很感动，并且悄悄地分享着这份感动，尔后等待着
下一个启示。”（三岛由纪夫《我经历的时代》）三岛也是个自我意识过剩的人，他的这段描写兴许
有些情绪化了。但我们能看到太宰治的那些姿态。而在太宰治的作品里，总是可以常看到他这样那样
的“姿态”：自卑、自负、自怜⋯⋯《故乡》太宰治中期的作品比早期要成熟得多，虽然远没有晚期
的几本书那样颇负盛名，但也值得一读。这本短篇小说集里要说最喜欢的，是这篇《故乡》。李长声
说太宰治是“文与人合一，那样生活也就那样写”。太宰治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没有脱离他自己的生活
。我想，了解一些他的一些成长经历，会更好地把握这篇小说中的隐藏着的那种细微的情思。第一是
太宰治的童年。太宰治出生后由乳母扶养，两岁后由姨妈照顾，直到临上小学之前，太宰治才搬回自
己家住。太宰治从小没有多少和父母相处的机会，在家里，他一方面渴望得到母亲的关注，但同时他
又很脆弱敏感，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小事情常常让他感到自卑。第二是太宰治和家庭闹掰的经历。在高
中时代，太宰治积极参加左翼运动，这对家族带来一些不良影响，长兄津岛文治对太宰治的行为很不
满。在1930年，太宰治想娶艺妓小山初代为妻，同样遭到津岛文治的反对，为了和小山初代结婚，太
宰治被迫“从津岛家分家除籍”。从此，他和津岛家基本断绝了来往。太宰治的这些经历让他对津岛
家有些畏惧。于是，虽然在故事的开始太宰治表达了对“再次看看故乡”的期望，但因为母亲病危而
需要带着妻儿回故乡探望时，太宰治却有些心情郁闷，他为自己的过去感到苦恼。在家里，他很拘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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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自己与家里的关系很复杂，他想他自己“现在没有任何权利”，而什么都听和他父母是“来
往密切的朋友”同时又对太宰治照顾有佳的北先生的安排。倒是和小侄女打招呼时他才感到轻松了一
些，他想“大概只有这孩子不知道我的过去吧。”兴许是太宰治过于敏感了。这份敏感要是放在几年
前，那也不会生出这么多心事来。正因这一时期的太宰治燃起了生命的渴望，于是对于自己昔日做的
那些不体面的事情表现出一些后悔与羞耻，并希望得到大家的宽恕。而家人的任何举动都会让他胡思
乱想。后来，北先生有事离开，太宰治不得不留了下来，他为“不能再依靠北先生了”而感到不安。
故事的最后，在家里的小茶室里，他坐到他二哥旁边，后来他的大哥也进来了，大姐也“不知什么时
候悄然地”坐在他的身后，仿佛没有什么不妥，而是表现出一种自然的融洽的气愤来。——这个结局
未尝不让人心生喜悦。《女生徒》在和石原美知子结婚后，太宰治开始用一种“自己口述、妻子笔录
”的方式进行创作，于是在这一时期，太宰治发展了他独具特色的“独白体”，而以女性为第一视角
的“女性独白体”的作品在这一时期也大量出现。因为日文和中文在写法上有些重合的缘故，所以在
翻译日本文学的一些作品的题目时往往直接照着字搬过来，这有时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生徒”日
文中一般指中学生，所以，这篇文章的题目其实是《女中学生》。《女生徒》是太宰治根据一个女书
迷寄给了他的日记而创作的一篇小说。小说以女性独白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十四岁的女中学生从早上
醒来到晚上睡去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主要是心理活动，文笔很细腻，充满美感，满满的少女心让
我在阅读时常常怀疑——太宰治竟会写出这样的文章来。这篇文章不同于太宰治所有的文章，在他的
女性独白体这类文章中也是独树一帜。早些年写文章评价太宰治“对生活怀有厌恶之情”的川端康成
对这篇文章也大加赞赏说：“能够读到《女生徒》这个作品，是我们这些时事评论家的幸运。”只不
过，对于青春期的少年们来说，这篇作品兴许会引起他们的共鸣，而对于已经在各种离奇的和真实的
小说世界里厮守太久的我来说，所谓少女心已经不太能打动我了，它离我太远，就像沙子《一个早已
成为童话的世界》里所唱的：“列车已走远/像昨天已走远/装满撕碎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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