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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肉至亲》

内容概要

《骨肉至亲》写于六十年代初期，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时期”的前夜。战后初期的贫困和
饥饿，把这时已为“经济繁荣”所代替，资本主义的生存竞争反映在人们思想上是自私自利，尔虞我
诈，无所不用其极。本书通过本庄家一家人所谓的“骨肉关系”，把人们的自私自利思想揭露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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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肉至亲》

作者简介

日本小说家。
生于秋田县平鹿郡横手町。1924年关西中学毕业。1925年入早稻田大学，中途退学，在《国民时论》
社任编辑。1930年移居巴西，半年后回国，仍在《国民时论》社任职，写了游记《最近南美往返记
》(1930)。1932年任《摩登》等杂志编辑，并参加《新早稻田文学》、《星座》等同人杂志的工作。 
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心猿》(1937)，《背阴的村子》(1937)，《活着的士兵》(1938)、《并非没有希
望》(1946)，《风中芦苇》(1951)、《人墙》(1959)、《充实的生活》(1961)、《我们的失败》(1962)、
《金环蚀》(1966)、《贻误青春>(1968)等。
石川达三的小说《苍氓》(1935)，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日本贫苦农民在移居巴西前后所遭受
的苦难，获第一届芥川奖。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被日军攻克陷落，12月29日，石川达三
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作家，被派往南京，并约定为《中央公论》写一部反映攻克南京的小说。石
川达三从东京出发，翌年1月5日在上海登陆，1月8日至15日到达南京。石川达三到达南京的时候，日
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血迹未干，尸骨未寒。石川达三虽然没有亲眼目睹南京大屠杀，但却亲眼看到了
大屠杀后的惨状，并且有条件采访那些参加大屠杀的日本士兵们。他根据实地观察，写了《活着的士
兵》(1938)， 描写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屠杀我国人民的暴行，客观上起了揭露日本侵略军队制造南京
大屠杀的作用，遭到日本军部的查禁，被判处徒刑四个月，缓期三年执行。之后，他在军部的压力下
，写了《武汉作战》等，肯定侵略战争。他还写过一些具有风俗派倾向的作品，如《堕落的诗集
》(1940)、《恶的愉快》(1954)、《在自己的洞穴中》(195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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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肉至亲》

精彩短评

1、无奈
2、纪念我小学时看过的小说，就记住姘头这个词，羞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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