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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語（一）》

内容概要

本書為日本三大女流文學（源氏物語、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記）之首，亦有「日本的紅樓夢」之稱。
出現於11世紀初（相當我國北宋時期），長達百萬餘字，登場人物達數百，分54帖（相當於小說中的
『章』或『回』），日人自詡為世界最早的長篇寫實「小說」。敘述一位夢幻般的俊美人物「源氏」
的一生，表現出平安時代宮廷生活的百態、社會情形、政治評論、價值觀念，以及當時流行的玩物、
衣裝、飲食、游藝等，為平安盛世的貴族生活留下翔實而豐富的剪影。
內容簡介】
「源氏物語」是怎樣一部作品呢？對於我國讀者來說，也許比較陌生，所以我想先從創作時間之比較
來說明。這部小說的寫作時間，雖然至今未有確切的說法，但大致可視為平安時代中期的作品。在日
本文學史上，所謂「平安時代」，一般是指桓武天皇遷都於平安京的延曆十三年（七九四）起，至源
賴朝任命為大將軍的建久三年（一一九二）止，這四百年間而言。換言之，它的產生時代大概是在十
一世紀初。若與西方文學的重要作家比較，大約早於但丁三百年，早於莎士比亞六百年，早於哥德八
百年；與我國相比，則約當北宋初。那時候我國雖然已經有了一些六朝鬼神志怪的故事、唐文士之傳
奇，乃至宋民間之話本。不過，些小說都是屬於短篇形式的作品，而「源氏物語」則全書五十四帖（
「帖」，相當於我國舊小說之「章」或「回」），文字在百萬言以上，因此日本人自稱為世界最古老
的長篇寫實小說。
「源氏物語」全書五十四帖，是一部長篇巨作。其結構龐大，組織嚴密，敘述故事及於三代，登場人
物多達數百。這樣壯觀的作品，果真是出自一位宮中女官的手筆嗎？歷來也有許多學者對此表示懷疑
。有人說：書中部分由子皇后之父藤原道長加筆；也有人說：此書本為作都之父藤原為時所作，而紫
式部助成；更有人說：後面「宇治十帖」（第四十五帖「橋姬」以下十帖，主人公改由光源氏妻之私
生子薰擔任，而故事背景亦由京都移至其東南方宇治，故稱）係由其女大貳三位所續。不過，這些說
法多出於臆測而缺代有力的證據，故只能聊備一說，供參考而已。紫式部仍應當是此書的主筆者。像
我國許多古典作品，「源氏物語」在千年代代相傳之間，自然的損蠹，無意間的改變，甚或後人有意
的增刪恐怕也在所難免，所以也很可能不盡同於原來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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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語（一）》

作者简介

關於紫式部的生卒與生平故事，日本學界至今未有定論。一般的說法：紫式部為出身平安時代的書香
門處才媛。她的曾祖父藤原兼輔是著名的「三十六歌仙」之一，祖父雅正、伯父為，亦皆以和知名於
時。她的父親藤原為時兼長漢學與和歌。母系族人之中，也多和歌作家。紫式部繼承了如此優越的血
統，可謂先天稟具了文學的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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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語（一）》

精彩短评

1、时代 国界  不变的是女人的本性
2、算了还是买书看好了..
3、日本文化中的红楼梦。。。
4、自己買的是豊子愷訳本 , 注解較好.
5、非常好。气势恢宏，传世大作。突目人单是读了序就已经倾倒了。不过，比起和歌，还是咱中国
的唐诗宋词元曲好，无可比拟。
6、徒然奈何 莫摘花 红叶贺
7、唉，女人太多了，看了后面不记得前面的人名。其实头中将和源氏很JQ啊—⋯⋯
8、说实话我还是喜欢旧译
9、今午在方所见译者其人，接近80岁高龄却优雅无比，气质非凡。一句话，命好，一切都好啊实在是
。她是1933年在上海日租界出生的，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都在租界内以日语习得幼时常识；1945年随
父母返台，12岁小学毕业的年纪才开始学中国语文。是连战的表姐，连胜文和蔡依珊的表姑妈.大家族
10、源氏把众多妻妾收在一个院子里，嗯，总让我想起《蓝胡子》...
11、平安时代的气息
12、日本版的红楼梦
13、林先生的翻译相对丰子恺先生更古典，更有平安京的韵味。
14、以后有种了咱读原版的！
15、美。各种女子。
16、此版有影印本
17、最后二十页始见端倪。
18、翻译的文字很清新，光源君挺惹人爱的，他的风流也如此美好，不过看不看下部⋯⋯我要考虑考
虑。
19、女性視角的闡釋。文筆優美。
20、终于读完第一册，都以此比红，觉得源更加含蓄婉转。只叹不识日语，不能欣赏和歌原文，趣味
大减。
21、月暂隐兮远山后 澄辉虽蚀有见时 辄谓迷途兮会寻否
22、20160130 先给个四星吧，坐等渐入佳境。在我看来这个版本将情节都埋在泛滥的词汇里了。日版
红楼梦？excuse me？
23、貌似不是这个版本的？
24、受不了碎碎念的风格，更喜欢丰子恺
25、除我生者与生我者皆可淫
26、翻译的没有丰子恺的好，总觉得有些干巴巴词不达意的感觉
27、日本的红楼梦 看得我昏昏欲睡。。。
28、只想读林先生的译本，即使是229+20(4册)也情愿。没想该作品竟早于但丁三百年，早于莎士比亚
六百年，早于哥德八百年！！
29、没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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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語（一）》

精彩书评

1、最初对夕颜无感 后来再仔细读她和源氏君的初遇 觉得真美心あてに それかとぞ見る 白露の 光そ
へたる 夕顔の花丰子恺译为：“夕颜凝露容光艳，料是伊人驻马来。” 林文月译作：“白露濡兮夕
颜丽，花因水光添幽香，疑是若人兮含情睇“六条御息所大概是最不讨喜的角色，仔细一想，夕颜，
葵夫人，紫夫人，都是她的怨魂所害。女人的妒忌之心让人面目可憎丑陋不堪。总觉得源氏对她的所
作所为过于宽容。可后来看电影，六条夫人说只想独占源氏的爱，也只能感叹一声可怜啊。藤壶和源
氏的乱伦恋情只让人感慨先帝的宽厚之心。对于这两个人的爱让他不忍心责罚吧。藤壶在他死后落发
出家，源氏守候东宫长大，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了。紫夫人简直是完美的化身，有时候会因光源氏的
多情为她鸣不平。但她死后，光源氏浑浑噩噩一年也出家隐逝。除却巫山不是云，独一无二的深情只
能随紫夫人同逝去。源氏死后薰的死板、芍宫的滥情，浮舟的优柔寡断都让人喜欢不起来，只让人更
思念源氏君的平安时代。林文月的译本像是柔软的月光一样，同丰的译本而言，女性才能更好的理解
紫式部细腻哀伤的心绪呢。
2、第一章的笔触简洁又轻盈，为整个书的发展做好了完整的铺垫。然后就开始看光源氏因为得不到
桐壶的爱而开始在不断的寻找不同女人的生活中起起落落，看完了第一本我知道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
发展，但是我好像都没有什么动力继续看光源氏纠缠下去了~合歌确实很美，我忍不住经常停下来，
念出来细细品味，但其实发现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其中却蕴含了百转千折的内涵，如果没有后面的解说
，很多时候真的很难理解。我是因为去参观了宇治的博观物才对源氏物语产生了兴趣，我希望那能改
变我偏见的文化力量也能支持我继续看下去~
3、原本很不擅长读竖式读本，只因看一会便会头晕的想吐~~从台买到这套全集，纸张印刷之好暂且
不提，尤喜林文月的文字~~不是全白话，韵味十足，值得收藏！
4、在港台久负盛名的林文月译《源氏物语》、《伊势物语》、《枕草子》、《十三夜》于近日引进
简体版，再度使《源氏物语》的林译VS丰译、《枕草子》的林译VS周译的比较争论热了起来。林文月
在《源物物语》的洪范新版序言说她于一九七三年开始翻译，每年出一本单行本，一九七八年五卷本
译竞。当她翻译这本巨著时，她事实上不知道，早在六十年代，丰子恺先生大陆这边已经开始翻译了
，但由于十年文革，丰译本反倒直到一九八三年完整出齐，成书时间反倒在林译之后了。她庆幸的是
，当年翻译时不知有前辈大家在翻译，否则的话早就偃旗息鼓了。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要庆幸她当初
不可能看到丰译，使得我们现在在丰译本之外，另有一种译本可供选择。有意思的是，丰译的《源氏
物语》由于牵扯到另两位日本古典文学翻译大家周作人和钱稻孙，刚一译出就免不了被比较被批评的
命运。据文洁若《我所知道的钱稻孙》一文，出版社原定由钱稻孙翻译《源氏物语》，钱氏也翻译了
最初的五帖，但因故改由丰译，钱则改译近松门左卫门和井原西鹤的作品。后文洁若将丰译的第一卷
整理完毕，请钱稻孙和周作人校读，两人各提出了许多意见，钱稻孙意见不得而知，周作人则很显然
认为丰译不好，他的批语很严厉：“发现译文极不成，喜用俗恶成语，对于平安朝文学的空气，似全
无了解。对于丰子恺氏译源氏，表示不可信任”、“原译文只配写双珠凤说书，以译源氏岂不冤苦”
。后来又在致鲍耀明信中说：“十三妹（作家名）最近论丰子恺，却并不高明，因近见丰氏源氏译稿
乃是茶店说书，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周认为丰译“俗恶”，但出版社负责人楼适夷反倒“
以俗恶为佳”，最终还是用了这个版本。周作人是翻译大家，他对丰译本的批评显然是丰的译笔不对
自己的路。但“茶店说书”的说法可能恰恰反映了林译的追求，那就是讲求通俗易懂，所以他多用成
语，且根据中国章回小说习惯，常用“话说⋯⋯”等习惯，书中的诸多和歌，他采用中国五言、七言
古诗的形式来对译，是为了合乎读者的口味，另一说法是避免注解，因此翻译时不拘泥于短歌中的字
义，用了中国诗文的形式来表达原诗的神趣。当然对于能否成功，他自己也没有把握。周作人对他的
批评有一定道理，但只能说两人的追求和旨趣不同。事实上，自一九八三年《源氏物语》丰译三卷本
出来，即已经成为中国内地读者阅读、了解这本日本古典文学名著的主要译本，坊间后来虽陆续出了
十多种《源氏物语》译本，诸如殷志俊、郑民钦、梁春、姚继中、王烜等人译本，但很显然这些译作
都参考了丰译，且几乎没什么大的影响。丰子恺先生翻译《源氏物语》的成绩，显然是不应该被低估
的。不过丰译确实说不上完善，最主要的是没有说明他翻译所据的底本是什么。相比之下，林文月的
版本就权威得多。她所据的是由日本“源学”权威所选定的注译本，另外参考了与三位著名作家谢野
晶子、谷崎润一郎以及圆地文子的译本，同时还参考了阿瑟·韦理和爱德华·赛登斯迪克的英译本，
这为她译《源氏物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周作人说丰子恺无法捕捉平安朝的风气，林文月总结紫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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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語（一）》

部的写作风格为：雍容典雅、缠绵优闲，时则典雅，时则隽永。在这一点上，作为治六朝文学、同时
也是散文名家的林文月确实有先天的优势，较丰译本确实更能触摸到《源氏物语》典雅、哀伤、缠绵
、细腻的平安王朝女性作家的气质。但我们不能够因此抹杀丰译本，我觉得学人陈星的看法是比较中
肯的：“两个译本各有特色，从学术研究上着眼，当以林文月的译本为佳。若从通俗性上考虑，丰子
恺的译本也许更适合一般读者大众之口味。”《枕草子》与《源氏物语》堪称平安朝文字之双璧，林
文月译了《源氏物语》，自不能不译《枕草子》。她于一九八五年开始翻译这本书。与译《源氏物语
》类似的是，她是在自己的译文成书数年后，才看到大陆出版的周作人的译本。值得留意的是，两人
的译文在章段方面不同，如周氏译文全书共有三零五段，而林译为三二三段，林文月指出，这是因为
原著版本颇有歧异流派，两人所据的底本不同的缘故。也因此，两人的译本可以说是大体相同而小有
歧异，给读者阅读带来不同的兴味。说到两个版本的翻译风格，周氏偏重直译，林显然更偏向意译，
然而却不好定它们的优劣。林译法和其译《源氏物语》一脉相承，突出的是清少纳言的闺阁的典雅风
情和平安朝女性幽微婉约的旨趣，更有古意，周译则和其日本俳句一样，冲淡平和，似乎更能直抵被
紫式部目为“端着好大的架子、自以为是”的清少纳言的天真爽朗、旷达、直白、敏感、闲适的心性
。各有千秋，也不必分出高下，如有空两个译本都一一细读，或许更能得清少纳言文字三昧。至于林
译的《伊势物语》和《十三夜》，其实内地同样有过相应的译本，前者有丰子恺的译本，后者则有一
九六二年萧萧译的《樋口一叶选集》，但意外的是这些译本之间却不见读者拿来比较，大概作为歌物
语的《伊势物语》没有《源氏物语》《枕草子》名气大的缘故。而论到后者，则是因为萧萧的译本年
代太过久远，大概没有多少国内读者读过，因而无从比较起。林译《十三夜》收录樋口一叶十篇小说
，《樋口一叶选集》则收录八篇，此外还收录了樋口一叶的日记，极具价值，这本书最近由万卷出版
社重印，改名《青梅竹马》，不过只收录了小说，没有收入日记，殊为可惜。试比较两人的译笔，林
文月仍然一贯的典雅，萧萧译笔则更为口语化，各擅胜场，却又都有遗憾，最大遗憾是林译和萧译都
没有译齐一叶的小说（共二十二篇），林译没有翻译一叶的日记，又是另一遗憾，因为一叶曾留下大
量日记，内容或长或短，对了解当时的日本文坛，她个人的创作心路，都是极其珍贵的教材。期待能
有更新更全面的樋口一叶作品的译本。关于林译、丰译和周译日本古典文学的比较，最终而言，都可
以归结为翻译风格的比较：是直译还是意译好、翻译该做加法还是减法的问题，其实这也是关于翻译
的最常见争论，只要有翻译，就会一直争论下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于村上春树的中文译本孰优孰
劣的争论，同样是这个问题的重演。或许，我们只能说，多一个译本是好事，让读者多了一种选择，
至于译本的好坏，就让时间去检验吧。发于深圳《晶报》
5、终点——为《源氏物语》完译而写/林文月写完最后一句，在最后一个字的底下加一个句号，又在
次行下面记下（全书译完），我掷笔，倒靠椅背，用左手的指头轻轻按了几下干涩而疲惫的眼皮；然
后，习惯地抬头望一眼挂在书房门上的电钟——十二时三十六分。就这样子，几乎是颓然地埋坐椅中
良久。脑子里空空洞洞，冷气机的声音是唯一可闻的，它甚至掩盖了钟声。先前我还在运思构想写字
的时候，似乎把这单调的机器声给遗忘掉，现在它嗡嗡地响个不停。我觉得有点冷，便起身关掉冷气
的开关。夜忽然就完全静下来了。我重又坐回椅中，望着眼前桌上一片零乱的景象。正中央摊着一叠
孔雀牌（24×25）的厚质稿纸。那最后一个句号和（全书译完）是写在第十一张的稿纸上。右侧是写
好的前面十张，依例对折整齐，顺序叠置，用一双古兽形的铜镇压住。台灯斜照着竖立于小型书架的
吉泽义则《校对源氏物语新释》卷六的最后一页。左邻并排而立的是谷崎润一郎的《新新译源氏物语
》第十册。稿纸的左边，摊开着另外几本书，重叠堆放在一起：最下面是Arthur Waley 的删节英译
本The Tale of Genji，其上是Edward G. Seidensticker 的The Tale of Genj 下册，再上面是円地文子的《源氏
物语》第十册；都打开在最后的一页。由于书的两翼厚薄不均，所以用另一个青铜的鱼形文镇压着。
至于与谢野晶子的岩波文库袖珍本《全译源氏物语》下册，则孤零零地躺在更远的左方。我想，应该
收拾这些东西了。现在，我总算可以收拾眼前这一片零乱了。五年多以来，这些书和笔和稿纸，一直
维持这样的零乱；除了每年一次大清洁书房时，暂时把它们挪移开之外，始终维持着眼前这个有条理
的零乱。这其间，我也写过别的文章，但是这套《源氏物语》的组合却未曾破坏过。其他文章的写作
稿纸总是压在这一叠译作用的稿纸之上完成；有些寄给远方的信笺，也是压在这一叠稿纸之上书写的
；当然，这些稿纸上面也曾叠放过学生的作业和考卷，甚至还有年节或宴客时草拟的菜单。有一段时
间，我曾迫切盼望着这一刻的到来——大概是翻译的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吧。那时觉得走过的路已
迢递，而前途仍茫茫，最是心焦不耐，曾经假想过千百种这一刻到来时的感受。然而最近几天来，我
好像在给自己寻找种种的借口，故意把工作的进度拖延下来。过去，工作最顺遂时，有过一天翻译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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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稿纸的纪录，当然，那样的一天是会令人精疲力竭的；然而，这一个星期里，我有时一天只写一张
稿纸，甚至于只翻译一首和歌，便去做别的事情。好像是突然害怕面对这一刻；也许应该说有一种依
依不舍的心理吧。但是，这一刻终于还是来临了。我先把第十一张的稿纸对折，与前面的十张合并好
，并用回形针夹妥，收入左侧第三个抽屉里那个存稿用的大型牛皮纸袋中。如今，这牛皮纸袋内已存
放了全书最后四帖约八九万字的译稿，所以显得十分鼓胀。我用手掌按了一下，才能把抽屉关回去。
然后，从小书架取下吉泽义则本。这一套从台大总图书馆借来的《源氏物语》古文注释本，是昭和十
五年（公元一九四○）平凡社出版的。书皮的蓝色丝面已有虫蠹斑驳，纸张也泛黄，但字迹仍清晰，
注释颇详实，是我翻译时最倚重的底本。名作家谷崎润一郎费时三十年修订的现代日语译本，和现代
女作家円地文子于五年前出版的最新译本，是我自己从日本买回来的。当初购买时，只是为了欣赏之
用，没想到后来竟成为我读原著遭遇困难时的良师益友。至于与谢野晶子的袖珍版本，则系最早的日
本现代语译本，自有其保存价值，可惜字小行密，我把它搁在最远处，只偶尔在字句的推敲犹豫时作
参考而已。Arthur Waley 与Edward G. Seidensticker 的两种英译本，都是朋友赠送给我的。前者虽是删节
本，但称为世界第一部《源氏物语》外文译著，当然很值得重视，况且行文优美，在英文读者间，应
该仍具有其存在地位；至于后者，则为当代美国日本文学权威的多年心血结晶，态度谨慎，译笔忠实
，我有许多无法直接从日语译本或辞典解决的问题，往往却是靠了这本英译的书才得到与答案。我把
这几本书慢慢的一一合起来，忍不住多次摩挲，才放回书柜里。书桌上陡地腾出一片空白来，一片令
人不安和不习惯的空白。我关掉灯光，让一屋子的黑暗去掩盖那桌面上的空白。悄悄走出书房，觉得
十分疲倦，却睡意全无，便又走出来，站在院子里。六月的台北夜晚，空气中仍残留一股驱不走的暑
意。草香和叶香微微可辨。离月圆大概尚有几天吧，众星倒是熠熠闪烁满天。从这条深巷的一方院中
，有时也听得到远处疾驶而过的车声。左邻右舍的窗口都没有灯光，夜大概已深沉。我伸一伸腰，又
做了一次深呼吸，自觉从来没有这样满足过，却也从来没有这样寂寞过。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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