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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中短篇小说藏本：太宰治》

内容概要

编辑推荐
日本“无赖派”文学大师太宰治作品 人文社全新权威译本推出
名人推荐
我很喜欢太宰治，而梁朝伟总让我想起他。
——王家卫
我对太宰治文学所抱有的厌恶情绪是异常强烈的。第一，我讨厌这个人的脸。第二，讨厌这个乡下人
“洋气十足”的趣味。第三，讨厌这个人扮演了一个与自己不适合的角色。一个想和女人‘情死’的
小说家，总得多少有点严肃的风貌才行啊！
——三岛由纪夫
虽然三岛由纪夫讨厌太宰治，可我觉得三岛由纪夫的文章本身就很像太宰治的文章。我觉得这两个人
的作品里都有很多警句；有的地方是用警句替代描写。尽管我觉得很滑稽，但是不得不说，三岛由纪
夫是用太宰治的文体来写东西的。
——大江健三郎
媒体推荐
太宰文学作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的地位正变得越来越稳固。
——日本著名评论家　鸟居邦朗
前言
一直想选译代表性的日本“私小说”名家名作。原因很简单，“私小说”在二十世纪初以来的日本现
代文学中是非常重要的文学样式或现象，与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也有一定的关联。这里选译的太宰治的
几部重要作品，除《津轻》外，也是颇具代表性的“私小说”名作。
那么，“私小说”当如何定义？根据日本文坛普遍认同的说法，“私小说”最初受法国自然主义文学
的影响，不妨说它是自然主义文学的一个“变种”。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的一个说法，也是日本“
私小说”的一个注解——“作为（今日的）作家，既有的观察和预备的笔记，一个牵引一个，再加上
人物生活的连锁发展，故事便形成了。故事的结局不过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由此可见，想象
在这里所占的地位是多么微小⋯⋯小说的妙趣不在于新鲜奇怪的故事。相反故事越是普通一般，便越
是具有典型性。使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给读者提供人类生活的一个片段，这便是自然主
义小说的一切。”
自然主义小说是“观察”与“分析”的小说，有趣的是，自然主义文学近乎绝对崇奉的“真实”，恰
巧契合了日本“私小说”日后形成的美学标准。
二十世纪初至今百余年，“私小说”的确是日本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文学样式或现象。文学
评论家中村光夫曾在其《日本的现代小说》（岩波书店，1968）中断言，日本所有的现代作家或多或
少都曾写过“私小说”——晚年的芥川龙之介写过哀切的私小说《点鬼簿》，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
等精神气质迥然相异于“私小说”样式的作家也曾写过类似的作品，如三岛由纪夫的短篇小说《椅子
》。评论家伊藤信吉说过，明治以来，随着新作家的出现，相继形成了一些新的文学性格，其中具有
广义文学性格的，惟有生命力强韧且长久的“私小说”。有人将“私小说”定义为“第一人称小说或
意识与感觉性经验碎片的重构”；也有人强调“私小说”与日本“日记”传统具有的紧密关联——典
型的例证正是“私小说”代表作家林芙美子的《放浪记》，及阿部昭由“日记”类作品编集而成的代
表作。评论家饗庭孝男说，“日记”记录的是现实中切身体味的深刻幻灭，梦幻中深化或提升了生命
的生活记录，其根底里浮动着对于生命苦楚或瞬间幻灭的依依不舍。有趣的是，这种日记文学的特点
也明显体现在太宰治的《斜阳》等代表作品中。
其实，在日本的“私小说”发展史上曾有一个理论值得一提。即将日本“私小说”样式区分为两种不
同的趋向或类型。一类是“破灭型（或‘毁灭型’）”，另一类则是“调和型”。前者的主要代表作
家是葛西善藏、嘉村矶多和太宰治，后者的主要代表则是志贺直哉。前者的基本特征从词语本身亦可
察知——此类作家总是面对种种无法克服的“危机”感，无论面对外在环境还是内在感觉，他们都无
法看到任何新生和希望，他们面对的只有哀愁和绝望，“破灭”或“毁灭”是他们每日每时都要面对
的必然——他们无以回避的生活方式或结局。相反后者的基本特征则在于，作家或作品中人物未必需
要在充满现实或心理“危机”的苦斗中“自我”毁灭，他们有可能达成一种妥协或者和解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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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属于“破灭型”的太宰治（1909—1948）有共通性也有独自的文学特征。《丑角之花》
（1935）、《斜阳》（1947）、《维庸之妻》（1947）和《丧失为人资格》（1948）是太宰治最重要的
几部代表作。如所周知，太宰治是“二战”之后日本“无赖派”文学最具特色的作家，除太宰之外尚
有坂口安吾、织田作之助、石川淳和伊藤整等。毋宁说，该派作家仅仅在“自我”的否定与毁坏方面
，或在自觉地趋向堕落与“破灭性”感觉等方面，具有着些许有限的共同性。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差异
性远远大于共同性。总体上讲，“无赖派”文学与“私小说”本无太多关联或共同性，但从历史的视
角反思二十世纪日本“私小说”基本的发展历程，太宰治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特异性存在，他被称做
日本现代文学史上最具魅力的作家之一。有人将之列为典型的“私小说”代表作家，有人却从根本上
否认他是一位“私小说”作家。其实不论怎样讲，太宰文学与“私小说”那种内在精神气质上无以分
割的紧密关联是显而易见的。每当读者触及太宰治的生活经历、心理感觉或略呈小家子气的小说作品
，似乎便产生一种不大舒服、没完没了、近乎绝对的黏糊糊的晦暗感觉，一种莫名其妙、极端消极的
精神气质或美学追求，显然并不仅仅关涉于他的小说形式或表现。太宰治代表性的主要作品刊出于战
后，小说中充斥的竟是其战前小说已反复触及和表现的毁灭、负罪、死亡或“丧失为人的资格”。因
此，与其说太宰治的战后小说反映了战败后的日本世态或战争之于民众的影响，莫如说太宰治天生的
作家气质或精神秉性恰巧契合了战后的世态与文化氛围。
一言以蔽之，太宰治的“毁灭感觉”，早就根植于他特有的、“自我”内在的精神基因中。太宰治的
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的告白形式。这个特征也符合“私小说”形式方面的基本要求。表面上看，
《斜阳》等重要作品的基本叙事和心理趋向与葛西善藏等人的小说文体十分相像。但某种人为给定的
“差异性”奠定了太宰治特殊的文学史地位。在一般读者的视野中，太宰治煞费苦心地反复营造一种
特殊的精神氛围，或竭尽所能地烘托尽量真实的“毁灭”意愿，这种状况在《丧失为人资格》中变得
更趋极端，竟连小说题名也有了极度鲜明的意念提示性。为此有人将之称为太宰文学的“集大成”。
评论家奥野健男的观点却不同，他说“《丧失为人资格》是太宰治的内在精神性自传。但该作与传统
的‘私小说’不同，它没有拘泥于所谓经验事实而是依据‘虚构’的方法表现更趋深层的原初体验。
”这里也许存有着一个读者无法在文本中单独发现的核心问题。之前反复触及“私小说”与“私小说
”作家经验世界间、某种近乎绝对的“对应关系”，“私小说”一个基本的样式前提在于作家“自我
”与作品表现在真实经验层面上最大限度地统一。一般情况下，当然先有经验后有表现，太宰治恰恰
在这个方面略有不同。太宰治似乎实现了某种“私小说”样式或文体的革新。但是仅从作品本身其实
看不出它与传统“私小说”具有何等区别，只是前提发生了变化，作品一反常态地变成了“第一性”
的存在，作家反倒变成了“第二性”的存在。有观点认为，太宰文学中的等式是反向的，不是作品必
须等同于作家心理或作家的现实生活，而是作家必须向着作品的完美实现做出现实的“牺牲”。于是
在太宰治的文学世界中，为了作品本身的完美实现，小说家需要人为地改变“自我”，而去符合或迎
合文学形式或样式上的诸般要求。在此意义上，太宰文学时常具有一种所谓的“演技”性质，太宰治
现实生活中的“毁灭意欲”以及一次又一次令人不解而厌倦的、现实与虚构中的情死，或许都是为着
实现其独特美学时的一种“演技”或“表演”。这种表演对于太宰治可谓代价沉重。他不断重复一种
死亡的游戏，付出的乃是生命的代价。
总之表面上看，太宰治的文学符合传统“私小说”的样式标准。实际上，那却是一种（仿佛是一种）
“逆向性”的、人为设定的结果。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太宰文学在日本现代文学或日本“私小说”发
展史上具有着十分特别的意义。
魏大海
前言
一直想选译代表性的日本“私小说”名家名作。原因很简单，“私小说”在二十世纪初以来的日本现
代文学中是非常重要的文学样式或现象，与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也有一定的关联。这里选译的太宰治的
几部重要作品，除《津轻》外，也是颇具代表性的“私小说”名作。
那么，“私小说”当如何定义？根据日本文坛普遍认同的说法，“私小说”最初受法国自然主义文学
的影响，不妨说它是自然主义文学的一个“变种”。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的一个说法，也是日本“
私小说”的一个注解——“作为（今日的）作家，既有的观察和预备的笔记，一个牵引一个，再加上
人物生活的连锁发展，故事便形成了。故事的结局不过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由此可见，想象
在这里所占的地位是多么微小⋯⋯小说的妙趣不在于新鲜奇怪的故事。相反故事越是普通一般，便越
是具有典型性。使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给读者提供人类生活的一个片段，这便是自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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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小说的一切。”
自然主义小说是“观察”与“分析”的小说，有趣的是，自然主义文学近乎绝对崇奉的“真实”，恰
巧契合了日本“私小说”日后形成的美学标准。
二十世纪初至今百余年，“私小说”的确是日本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文学样式或现象。文学
评论家中村光夫曾在其《日本的现代小说》（岩波书店，1968）中断言，日本所有的现代作家或多或
少都曾写过“私小说”——晚年的芥川龙之介写过哀切的私小说《点鬼簿》，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
等精神气质迥然相异于“私小说”样式的作家也曾写过类似的作品，如三岛由纪夫的短篇小说《椅子
》。评论家伊藤信吉说过，明治以来，随着新作家的出现，相继形成了一些新的文学性格，其中具有
广义文学性格的，惟有生命力强韧且长久的“私小说”。有人将“私小说”定义为“第一人称小说或
意识与感觉性经验碎片的重构”；也有人强调“私小说”与日本“日记”传统具有的紧密关联——典
型的例证正是“私小说”代表作家林芙美子的《放浪记》，及阿部昭由“日记”类作品编集而成的代
表作。评论家饗庭孝男说，“日记”记录的是现实中切身体味的深刻幻灭，梦幻中深化或提升了生命
的生活记录，其根底里浮动着对于生命苦楚或瞬间幻灭的依依不舍。有趣的是，这种日记文学的特点
也明显体现在太宰治的《斜阳》等代表作品中。
其实，在日本的“私小说”发展史上曾有一个理论值得一提。即将日本“私小说”样式区分为两种不
同的趋向或类型。一类是“破灭型（或‘毁灭型’）”，另一类则是“调和型”。前者的主要代表作
家是葛西善藏、嘉村矶多和太宰治，后者的主要代表则是志贺直哉。前者的基本特征从词语本身亦可
察知——此类作家总是面对种种无法克服的“危机”感，无论面对外在环境还是内在感觉，他们都无
法看到任何新生和希望，他们面对的只有哀愁和绝望，“破灭”或“毁灭”是他们每日每时都要面对
的必然——他们无以回避的生活方式或结局。相反后者的基本特征则在于，作家或作品中人物未必需
要在充满现实或心理“危机”的苦斗中“自我”毁灭，他们有可能达成一种妥协或者和解的状态。
重要的是，属于“破灭型”的太宰治（1909—1948）有共通性也有独自的文学特征。《丑角之花》
（1935）、《斜阳》（1947）、《维庸之妻》（1947）和《丧失为人资格》（1948）是太宰治最重要的
几部代表作。如所周知，太宰治是“二战”之后日本“无赖派”文学最具特色的作家，除太宰之外尚
有坂口安吾、织田作之助、石川淳和伊藤整等。毋宁说，该派作家仅仅在“自我”的否定与毁坏方面
，或在自觉地趋向堕落与“破灭性”感觉等方面，具有着些许有限的共同性。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差异
性远远大于共同性。总体上讲，“无赖派”文学与“私小说”本无太多关联或共同性，但从历史的视
角反思二十世纪日本“私小说”基本的发展历程，太宰治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特异性存在，他被称做
日本现代文学史上最具魅力的作家之一。有人将之列为典型的“私小说”代表作家，有人却从根本上
否认他是一位“私小说”作家。其实不论怎样讲，太宰文学与“私小说”那种内在精神气质上无以分
割的紧密关联是显而易见的。每当读者触及太宰治的生活经历、心理感觉或略呈小家子气的小说作品
，似乎便产生一种不大舒服、没完没了、近乎绝对的黏糊糊的晦暗感觉，一种莫名其妙、极端消极的
精神气质或美学追求，显然并不仅仅关涉于他的小说形式或表现。太宰治代表性的主要作品刊出于战
后，小说中充斥的竟是其战前小说已反复触及和表现的毁灭、负罪、死亡或“丧失为人的资格”。因
此，与其说太宰治的战后小说反映了战败后的日本世态或战争之于民众的影响，莫如说太宰治天生的
作家气质或精神秉性恰巧契合了战后的世态与文化氛围。
一言以蔽之，太宰治的“毁灭感觉”，早就根植于他特有的、“自我”内在的精神基因中。太宰治的
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的告白形式。这个特征也符合“私小说”形式方面的基本要求。表面上看，
《斜阳》等重要作品的基本叙事和心理趋向与葛西善藏等人的小说文体十分相像。但某种人为给定的
“差异性”奠定了太宰治特殊的文学史地位。在一般读者的视野中，太宰治煞费苦心地反复营造一种
特殊的精神氛围，或竭尽所能地烘托尽量真实的“毁灭”意愿，这种状况在《丧失为人资格》中变得
更趋极端，竟连小说题名也有了极度鲜明的意念提示性。为此有人将之称为太宰文学的“集大成”。
评论家奥野健男的观点却不同，他说“《丧失为人资格》是太宰治的内在精神性自传。但该作与传统
的‘私小说’不同，它没有拘泥于所谓经验事实而是依据‘虚构’的方法表现更趋深层的原初体验。
”这里也许存有着一个读者无法在文本中单独发现的核心问题。之前反复触及“私小说”与“私小说
”作家经验世界间、某种近乎绝对的“对应关系”，“私小说”一个基本的样式前提在于作家“自我
”与作品表现在真实经验层面上最大限度地统一。一般情况下，当然先有经验后有表现，太宰治恰恰
在这个方面略有不同。太宰治似乎实现了某种“私小说”样式或文体的革新。但是仅从作品本身其实
看不出它与传统“私小说”具有何等区别，只是前提发生了变化，作品一反常态地变成了“第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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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作家反倒变成了“第二性”的存在。有观点认为，太宰文学中的等式是反向的，不是作品必
须等同于作家心理或作家的现实生活，而是作家必须向着作品的完美实现做出现实的“牺牲”。于是
在太宰治的文学世界中，为了作品本身的完美实现，小说家需要人为地改变“自我”，而去符合或迎
合文学形式或样式上的诸般要求。在此意义上，太宰文学时常具有一种所谓的“演技”性质，太宰治
现实生活中的“毁灭意欲”以及一次又一次令人不解而厌倦的、现实与虚构中的情死，或许都是为着
实现其独特美学时的一种“演技”或“表演”。这种表演对于太宰治可谓代价沉重。他不断重复一种
死亡的游戏，付出的乃是生命的代价。
总之表面上看，太宰治的文学符合传统“私小说”的样式标准。实际上，那却是一种（仿佛是一种）
“逆向性”的、人为设定的结果。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太宰文学在日本现代文学或日本“私小说”发
展史上具有着十分特别的意义。
魏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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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外国中短篇小说藏本·太宰治 作者介绍：太宰治（1909—1948），本名津岛修治，日本战后“无赖派
”文学大师，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同为战后文学的巅峰人物。无赖派文学是指以自谑的态度来表
现战后日本人精神与感官世界的双重委靡，疏远于主流之外，以颓废抵抗社会化，对战后日本文学的
影响深远。以太宰治为代表的“无赖派”作家敏锐地把握住战后日本民众颓废迷惘的心态，赢得了读
者广泛的共鸣。其代表作有《斜阳》《丧失为人资格》等，书名原文“斜阳”“人间失格”均成为当
时的流行语。他是日本读者阅读得最多的作家之一。
我伪装早熟，人们就传说我早熟。我伪装懒惰，人们就传说我懒汉。我伪装写不出小说，人们就传说
我不懂创作。我伪装说谎，人们就传说我是骗子。我伪装有钱，人们就传说我是富翁。我伪装冷淡，
人们就传说我是冷漠的人。然而当我真的痛苦不堪发出呻吟时，人们却说我假装痛苦。
永远不对路。
到头来，难道除了自杀别无选择？
我痛苦不堪，难道只有自杀么？念及于此，我不禁放声大哭。
《斜阳》
我则一个人逃也似的再次跑上屋顶，横躺下来，仰望着饱含雨水的夏夜星空。此刻，袭上心头的情感
既不是愤怒，也不是厌恶，更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无以复加的恐惧。那并不是对于墓地幽灵的恐惧，
而是在神社的杉树林里，冷不丁撞见白衣神体时才可能感受的一种难以名状的、来自远古时代的极度
恐惧。我的少白头就是从那天夜里开始出现的。终于，我对一切都丧失了信心；终于，我对人产生了
无休止的怀疑，对这世上的一切营生都不再抱任何期待，不再有任何喜悦，也不再产生任何共鸣。事
实上，那次事件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仿佛有人迎面一刀砍中了我的前额一样。自那以后，
每次不论接近任何人，那道“伤口”都会隐隐作痛。
《丧失为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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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丑角之花
津轻
斜阳
丧失为人资格
维庸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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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翻了譯者序和《喪失為人資格》的開頭。好陰沉⋯⋯又，翻譯似乎還成。2015年8月29日
2、不是很懂这种写作风格
3、都说太宰治小说中充满了绝望，弥漫着自杀的气息，基本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一个失败的“贵族”
，在外人眼中无不是饮酒为生，潦倒贫穷，玩世不恭，没有丝毫责任感，但是通过第一人称的讲述，
可以感受到其拼命的想成为一名世俗者，像俗人般饮酒作乐，偶尔讲讲下流的笑话，无关大雅，但是
不管如何努力，这一切都是如此突兀不被理解。这显然跟战后的背景有关，也缘于浸润到血液中的悲
伤。“斜阳”、“人间失格”，“丑角之花”每一篇都深深的吸引着我，在某一刻放佛读懂了他。真
的是很喜欢太宰治啊！
4、即使像太宰治这样作品充满毁灭绝望的作家，年轻的时候也挺可爱的啊
5、缠绵不休的私小说~~
6、没有可厌的人，作者笔下的人物悉数可爱又可悲。这就是他所自信的特长吧，爱的眼睛。
7、《丑角之花》这篇，有种让人心酸的自暴自弃。对于太宰治，我总觉得我似乎可以理解他，但是
说不出来他究竟算个怎样的人。
8、补《斜阳》。 直治的信&贵族妈妈。直治还蛮像大庭叶藏的。。
9、《津轻》
10、看了斜阳 人间失格 维庸之妻 也许都是在写他自己吧 里面的男性多多少少都有些相似之处 
11、这种没有希望的努力真是卑贱\n你丫这种上段还在写小说下段就自己内心独白连个分隔符都没有
的写法是几个意思？！
12、个人很喜欢太宰治。。。
13、这本主要是比普通的选集多了津轻这篇。翻译很中国化，习不习惯见仁见智，但是确实好懂。翻
译最喜欢津轻那篇。
14、重读太宰治，竟要流泪的样子⋯⋯和初读时郁郁在胸的负气与不屑相比，我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三岛的故作强者，内心其实是悲哀而绝望的吧；太宰治则索性自暴自弃，任柔弱多情去自伤伤人⋯
⋯20160803桔子水晶（酒仙桥店）另：天妇罗直接翻译过来就好，能读这本书的人还能不晓得？译成
“炸青菜”感觉怪怪的。
15、朴素设计好评，拿在手里带在路上看都很方便。译者还是懂太宰的，“他在演”。
16、读的时候总觉有一种偷窥到他内心世界的罪恶感。但是作者如此现实惨烈的把自己内心所想的东
西展示于世人，也是有足够的勇气和考虑的吧。
17、丑角之花
津轻
18、【2017第19本】二次看丑角之花 人间失格 三次看维庸之妻 每一次都有新的感受 补看津轻 斜阳
19、不知道为什么，看太宰治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
20、太宰式羁绊，一流小说作者，然而译笔。。。
21、五篇小说剧情一样、幼稚的坦诚
22、维庸之妻提醒我永远要依靠来自内心的原动力：靠着这份力量，即使嫁给了维庸也不算什么。
23、我清楚的记得，除了津轻那一篇别的短篇看完了，因为感觉津轻那个小说太无聊了，人间失格还
是很棒的！
24、丧失为人的资格
25、【太宰治】放纵与救赎，绝望与新生，以及，爱情与“革命”⋯⋯大概这样一种交织的感觉，反
倒不知从何说起。P.S. 断断续续竟读了这么久，果真「看书如抽丝」= = 当然也正是它陪我度过了多日
来漫长又短暂的地铁时光~
26、如果真的是了解太宰治的人，看到他的文章怎么都是会心生怜惜的吧。期待之后看日文版。
27、太喜欢。
28、不是我的菜......太乏味太压抑
29、/津轻/想知道在山上看到海是怎样的心情，只是此刻有一点喜欢那个人在山上起别扭的太宰治/斜
阳/母亲真是以为美丽的少女，爱情真实美丽而真实，死去真实无奈和唯一的选择，这是我唯一能喜欢
太宰治的借口了，第一次那么美/维雍之妻/没看懂这个题目/地铁上坐到位置没书读了，决定再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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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失格
30、世界那么乱，装纯给谁看
31、仅个人不喜欢而已。。。
32、邵程亮的翻译⋯⋯我很质疑啊，对比过它版，觉得这版比较像忽悠。其他二位的翻译没比较过，
觉得还蛮流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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