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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森林》

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伤感，又有痛苦，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小说主人公渡边展开他同两个女孩间的爱情纠葛。
渡边的第一个恋人直子原是他高中要好同学木月的女友，后来木月自杀了。一年后渡边同直子不期而
遇并开始交往。此时的直子已变得娴静腼腆，美丽晶莹的眸子里不时掠过一丝难以捕捉的阴翳。两人
只是日复一日地在落叶飘零的东京街头漫无目标地或前或后或并肩行走不止。直子20岁生日的晚上两
人发生了性关系，不料第二天直子便不知去向。几个月后直子来信说她住进一家远在深山里的精神疗
养院。渡边前去探望时发现直子开始带有成熟女性的丰腴与娇美。晚间两人虽同处一室，但渡边约束
了自己，分手前表示永远等待直子。返校不久，由于一次偶然相遇，渡边开始与低年级的绿子交往。
绿子同内向的直子截然相反，“简直就像迎着春天的晨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头小鹿”。这期间，渡
边内心十分苦闷彷徨。一方面念念不忘直子缠绵的病情与柔情，一方面又难以抗拒绿子大胆的表白和
迷人的活力。不久传来直子自杀的噩耗，渡边失魂魄地四处徒步旅行。最后，在直子同房病友玲子的
鼓励下，开始摸索此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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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森林》

作者简介

1979年 - “且听风吟”获得群像新人文学赏、芥川赏候补 。
1980年 - “1973年的弹珠玩具”芥川赏候补。
1982年 - “寻羊冒险记”获得野间文艺新人赏。
1985年 -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获得谷崎润一郎赏。
1996年 - “奇鸟行状录”获得读卖文学赏。
1999年 - “约束的场所 ”获得桑原武夫学艺赏。
2006年 - 捷克法兰兹卡夫卡奖、短篇小说选集“Blind Willow，Sleeping Woman” 获得Frank O’Connor 
国际短篇小说奖
2006年 - “海边的卡夫卡”获得World Fantasy Awards。
2007年 - 2006 朝日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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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森林》

精彩短评

1、在宿舍读的。。心里好堵
2、在低落的情绪中看完的全本，只有在绿子出场的片段中有些许安慰。男主最后选择绿子大概也是
这样的原因吧。PS:ML描写的部分确实大胆直白啊⋯
3、我期待陈英雄拍的电影
4、    居然是上了大一才开始看这本名气很大的书，
  最喜欢绿子，这样一个精灵的女孩子在村上的笔下盛开看了实属欣慰，
  我一直以为没人能把我感同深受的孤独描绘得如此灵现
  可是陈英雄你一部电影把他们都毁了毁了！！！绿子，渡边，永泽，直子，玲子，敢死队哪个像了
哪个像了啊啊啊啊啊
5、10年前就是被这本书改变的人生！~期待今年年末的电影版！~

6、生与死的对立。
7、像日本缓慢流的电影一样，需要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力。
8、绿子绿子绿子
9、太细腻了，太日本了。难共鸣，这本书却这么有名。。。
是因为伍佰的歌么？呵呵
10、读的89年印的，喜欢林老前辈的译文
11、对生命的优伤
12、打滚熊理论。
13、这是我的第一本村上
14、爱情的味道可以淡到如此地步，文字的魅力，村上的魅力。
15、这本书确实不错，是我在2000年左右买的一本书。让我知道了村上春树。
16、因为读这本书读得太早太早了~~~所以过于书的内容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了，记得最清楚的一件
事情是，某道一下买了好几本，让我替他送给和我同住的女生，感谢她们对我的照顾，因为当时的我
还是高中生，寄宿在研究生宿舍里~~~哇哦，那么年轻的我就已经和某道开始纠缠了呢！！！笑~~~
笑晕，我居然用了“纠缠”一词~~~
17、看不懂，表达什么呢
18、诶 不喜欢这样匆匆一眼就能明了的书 但读起来的确很享受
19、道不尽 青春滋味 
20、无处安放的青春
21、第一本小说，派遣了好多苦闷时间
22、相对不太喜欢的一本。
23、　　弥漫着美丽的，浑浊的，灰色的、微弱但无法忽视的气息，
　　有点无病呻吟，却又贴近事实，
　　直子始终没有爱上渡边，这不重要。
　　目前我只看到了，是的，经过风景的人。（75页之前）
　　
　　——————————————————————————————————————+++人与
人不一样，习惯了自己，并不羡慕他人。所以构成了美妙的风景。 生病的绝望的直子。放弃一个梦想
的敢死队。丰富地生活着但没有自我的永泽，美丽诚实可爱的绿子，善良敏感坚强的渡边。
　　 ——————————————————————————————————————————
—+被咬了一口的苹果，与完整的不同。不只是缺了那么一块。嘿嘿。—————————————
————————————
24、被人称之为黄书，感觉还行，几个女主人公，还有作者都有比较感人的故事，以及守住自己内心
的一种感觉或是期盼吧。但不喜欢日本那种感觉像乱伦关系的国度，语言翻译过来还算是不错。听美
的。可读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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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森林》

25、就是看着几个心理阴郁的人们的故事，挺压抑的，还年轻，没太明白。
26、这个版本挺好的
27、这是第一本，送给了他

28、挺好，如此不飞的一本，挺舒服的
29、写的干干净净
30、完全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像一口清泉下肚，毫无阻碍，唇齿留香
31、唯一一本，不是看的上译版本的
第一次读村上，感觉像在听爵士乐，其实当时太年轻，没有读的很有味道，感觉很懵懂，里面第一人
称的描写也激不起什么实感，准备重新买上译的再读一遍
32、名气很大，很多文青小资都力推的小说。迷茫的青春，很多日式价值观不符合我的想象，不能理
解 。
33、多少有些迷惑让我~
34、生活的乐趣在于不经意之间的小事，平凡人有平凡认得乐趣。蝼蚁永远不会觉得雄鹰是自己的敌
人，因为它看不到它；雄鹰永远不会伤害蝼蚁，因为它不会看得到那种不起眼的东西
35、相对不太喜欢，情节曲折离奇，很多涉及超出了当时的情况，一部很大胆突破的作品。只是，里
面有太多xx场景了，我觉得有些根本没有必要，但还是特别多。痛苦，并平静。
36、不明所以
37、故事不怎么样 台词不怎么样 确实实在让人读下去了 文字刚刚好 不多不少 不甜不腻  情感 刚刚好 
不遮不掩  却又值得人揣摩 电影确实拍的不好看
38、这一段时间是不敢在去看他的书了，怕精神上会受不了
39、很好。
40、看完后很颓废
41、经典
42、我承认没多喜欢村上春树，会去看他的书那是他太有名了，老感觉村上春树的书有那么一点点病
态，不过情节还是蛮精彩的。
43、喜欢真性情的绿子，自己某方面性格和渡边一样
44、“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而存在。”“不要同情自己，同情自己是卑鄙懦夫的
勾当。”“当然有害怕，但是不作为前提。““谁愿意孤独，不想失望罢了。”
45、可能真的是有一定年龄的人才看得更明白的一本书。
渡边对爱对性对人都能做到不虚伪，骨子里的善良和真诚都自然流露，如果遇见这样的人真是件了不
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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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森林》

精彩书评

1、时隔四年，再次翻开它！已不仅仅是喜欢或者醉心。这次可以清楚的感觉到他的不完美，那些刻
意修饰的地方，那些故弄玄虚的地方，那些感情的纤细和笨拙，敏感而少不更事！而村上的不成熟又
上承着整个日本民族的稚嫩！只有在更多的了解到日本的文化，才能深深体会出：这是一个从来都没
有长大的民族！它的彻悟是孩童的通透，还有神经过敏、易冲动、莫名的恐惧、安分休憩时的恬静！
你想象他们的樱花，盛开时那样绮丽俗艳，盛开时又那样哀伤静美；还有奈良的佛殿，京都的寺塔，
富丽精工又纤细文弱⋯再说《挪威的森林》！一个安静的姑娘，跟着甲壳虫乐队民谣风味的慢摇滚节
奏，携着淡雅的记忆泛起在在记忆的边上。笨拙的渡边分不清那些感情的微妙，过快的答应了一个复
杂的请求：“请你记住我！”像从前一个小姑娘只向天使要求一个晚安，直子要求的那样简单，又那
样纯粹。而渡边终于无可奈何的感觉到了关于她的记忆正渐渐褪色！村上的笨拙是让人感觉到故事里
他自己长长的影子，确实他从来都不是一位大师，至少不是因为这本书。第一章是以这句话结束的：
“直子从未爱过我！”带有一丝悲哀，但多一些的是类似于彻悟者的炫耀还有受难者的自负！他只写
一些平凡的事，像渡边总说自己是一个平常人。平常人却总是交到一些不平常的朋友，爱一些不平常
的姑娘，做一些不平常的事，听比平常人更多而深刻的音乐！从最初的木月、直子、勃拉姆斯到后来
的永泽、绿子、甲壳虫乐队！没有什么刻意的对比，只是闲笔写来，却是多变杂乱的意象不停交织、
穿插、离合、重组，没有一个平凡人的世界会如此复杂，也没有一个平凡人的经历会如此曲折！村上
用这样的托词隐藏自己，却无意间显露太多！小说中被最少说起的人是渡边，读者往往把他当成自己
故事的局外人，或者小说中最没有特点的人，但惟独是他才最不简单，因为他活了下来！因为他会对
绿子说“我喜欢你就像冬天在雪地里和毛茸茸的熊打滚！”村上还是给了渡边这样的特写，这样出语
不凡，一个诗人的极富跳跃性的思维，尽管这也是刻意的！你说不清日本是一个保守的民族还是一个
开放早熟的民族，至少在“性”这个问题上，他们是不避讳的，但并不代表开放。就像直子总是以为
自己在和木月的恋爱中是毫无保留的，是无比开放的，但她内心却禁止他进入自己的身体；还有绿子
总是毫不忌讳的谈性，穿短的不能再短的裙子，但直到故事结束也没有和渡边发生任何这方面的关系
！传说日本民族对“性”的认识起于远古的神族，因而将“色”视为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保留着孩童
般的纯真观念，但却渐渐接受着伦常的影响！在这一方面，他们不是开放的，更不是保守的，他们是
矛盾的！他们从来都是矛盾的！喜欢这些简单的故事，因为我总是找到独特的东西，独特的却又共通
的情感，在这些短小的片段中，村上描绘了某种人们理想的状态！记忆最深刻的是，渡边去疗养院探
望直子，二人晚上聊着天，听玲子弹吉他，直子要求弹《挪威的森林》就往玲子的罐子里放入一枚硬
币！是对最喜爱的东西的珍重，这样不至俗滥；
2、读村上是从《发条鸟年代记》开始的（译名为奇鸟行状录的版本，封面也牛唇不对马嘴的），此
后买了当时仅有的97漓江版的这套，再从香港搜集到其余台版的村上作品。总之，整个初中时期都是
读着村上度过的。当然，那时候读书纯属是觉得好玩，无所谓理解不理解。村上书中那奇幻的情节，
诙谐的幽默和充满披头士和爵士乐的生活方式等，对少年的我来说就犹如展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
那信息还不够发达多元的年代，无可避免的，我在一本接一本疯狂读村上的同时，自己的价值观喜好
等也被渐渐烙下村上作品的印记。有时觉得，自己如今的性格仿佛也是从那些小说人物中东拼西凑来
的。悲剧式的小说人物，恩，村上的小说原本不就都是悲剧嘛。而村上就像个调酒大师一般，能把各
种辛辣的烈酒调制成甜美的鸡尾酒。《挪威的森林》属于其中的异类。第一次读《挪》是在15年前，
那时自然对生和死毫无概念，对于爱情也还只是懵懵懂懂的。由于其现实主义的写法，使我印象中仅
仅是“读完后感到窒息一般”。因此直至昨天为止，我确实是由于一种恐惧感而一直没敢翻开过这本
书。时隔这么久重读的感觉很奇妙也很复杂。情节基本上已经全部忘记了，但这书却已成为自己的一
部分一直存在着。如何理解一部作品是很私人化的事情，在即将30岁的我看来，《挪威的森林》是一
部向青春告别的书。书中人物的死亡，也是隐喻了青春各个部分或阶段的终结。木月17，直子21。一
个是成年前，一个是迈入2字头，开始不得不考虑进入社会，严格意义上青春的终结年纪。木月和直
子实质代表了渡边过去的一部分。就像木月没什么缘由的自杀一般，18岁，就是个非常粗暴分界线，
不容你分说就成年了，从此未成年的部分就要舍弃掉。渡边在此端，木月在彼端，只能以“死”这种
形态继续存在于“生”中。直子的病，就是代表着青春中的茫然和对终结的恐惧。这是人生中的两个
门槛，有的人轻松迈过去了，有的人在痛苦挣扎中渡过。直子自杀的原因，之前并不明晰，最后由玲
子道明：渡边已选择了绿子。绿子固然是书里最阳光的角色，也因此是包括我在内很多读者最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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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森林》

角色。但其作为隐喻符号的作用是分两部分组成。一，是父母的死亡，遗留的书店也变卖了。代表着
脱离父母的独立。二，是她那特立独行不在乎他人眼光的性格。代表了一种人格的成熟。所以当渡边
选择了绿子时，也宣布了直子时期的终结。此外，作为一条支线，初美的自杀可以看做是对未来天真
美好的憧憬被无情的现实“永泽”所击垮的象征。对《挪威的森林》的理解，就写这一点吧。村上也
说这是一本很私人性质的小说，所以我想对其它细节过度解读恐怕也无益。但是重读此书还是给我带
来许多繁杂的感触，就好像时隔多年突然照了一面镜子，发现“头发乱了，这个扣子系错了，还是穿
黑色适合自己，鼻子好像长歪了点嘛”诸如此类很个人的感觉。究竟是村上的文章助成了现在的我，
还是当初我的什么选择了村上来实现自我形成呢？如今恐怕难以分辨了。但无疑重读一遍村上的所有
作品能帮助我更好的了解自己，再从《发条鸟年代记》开始，顺便也也以此文作为29岁的“墓志铭”
吧。
3、唔⋯⋯现在是搬出电脑，在“老地方”，揉着困倦的眼镜，敲着字，因为怕吵着室友睡觉了，毕
竟已经凌晨两点了，虽然他吵得我睡不着吵得更晚，但我可是个好人。好吧，一冲动说要今晚看完这
本书，结果就到了现在。上一次这么熬着看书还是读《活着》这本书呢。这本书给我蛮不错的感觉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喜欢上了另一类书，孤独或矛盾，至少是像卡夫卡这般复杂的人似地人物吧，因
为，慢慢地想把自己包裹起来，享受自己的孤独，远离外界的理解。以前至少都是期盼着完美结局的
，所有的电视剧都这般期盼着，完美结局，然后心里涌动着暖流，满意的似憧憬非憧憬的遥想一下未
来的人生。那时候，也不管电视剧的剧情设置是否合理了，只要结局拐回到圆满，便是欢喜。而这本
书里面的人物，基本上都是矛盾的，至少，没有几个是正常人眼中的正常人。是的，我欣赏这样的矛
盾，因为发觉自己的矛盾，希望产生共鸣。如若抛开理性，我会去崇拜模仿的吧。至少，看到渡边和
永泽他们，都爱喝酒，我想，我也好想喝酒啊，也想时不时的来一罐啤酒；至于抽烟，还是太反感了
，这个倒是没有想模仿的冲动。但委实想学着喝点小酒呢。熬到这个时候确实不应该，连回忆要写些
什么都记不得了。死想出对书中印象比较深的话好像是“死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事实上可能因为这句话最短，也显得稍微有些特别才在这个困倦的时候还记得。实际上，这句话第
一次出现的时候我并不能理解多少，看到有人在这句话下划了横线，但我就是执着的不跟随着就做摘
录，因为并不能体会到这句话表达出什么特别的含义。快到结尾处有解释，讲的是道理或哲理吧，也
是大家都懂的东西，可能没书上总结的那么好。所以让人就是觉得好。写到这里，有点感觉好像写作
就是转换着手法将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展现给他们，给他们以新鲜感，于新鲜感中又让他们有一些些
的思考，于是让他们觉得自己有思考的假象，进而产生共鸣这种东西。这样的解释又感觉有些赤裸。
初美的悲剧，我觉得是她自己的性格以及永泽的性格造成的。俗一点的说，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上的
人，还不懂放手。这我无从评价，毕竟不知真爱为何物。不知为何，想起了梁祝的爱情，他们的双双
化蝶飞竟不觉得有多少悲剧气息，也许，那样真是最好的结局，毕竟无法去与当时的传统思想相逆。
而初美和永泽，伤害了更多的人，且不得好终。哪怕有一方得到幸福，那都是更让人欣慰的结局。直
子的悲剧（也不完全说死就是一种悲剧，但更多的时候是的），木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木月的悲
剧则无从揣测，如果不深入当时的写作背景来分析木月的家庭背景等，是毫无推测依据的。渡边彻，
同样的责任。不好说谁的责任大于谁吧。只是，如他所言，“在最后的最后放弃了她”，我猜想，直
子肯定是在来信中察觉到了多少他变心的异常，不忍心将不健全的自己横亘在渡边和他可能的幸福之
间，装出来一副好转的样子，骗过了所有人。不曾体会过女人的直觉，以自己的直觉来说，直觉这种
东西，多少有些恐怖的。也许渡边的性格决定了他不能成为直子最后的希望，但一旦把什么东西加之
于性格，好像在说命中注定一般。但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他无牵无挂，为何不主动为直子做点什
么？他到疗养院去照料直子也未尝不可吧，但导演既定了悲剧，又赋予了人物性格，旁人再给出多么
合理的解释，也只是无谓吧。或许说，欲望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那一时的欲望，衍生出难尽
的关系。而渡边这种到处播撒好心的人，（我觉得是到处了，虽然说他在拒绝绿子几次时还说“不想
失去你这个朋友”，实际上，他对朋友的关系的把握过于不合理）让他处处留情。衍生各种羁绊，自
我烦扰，还煞有介事的像是一个受害者。正如他最后对玲子的反思，那是于他自身的问题。最后他与
玲子越界的时候，真担心玲子成为下一个直子。我想，也许作者本身决定过以较为完满的结局结束呢
？但于这么多悲剧，显得太格格不入了，于是，最终，渡边还是没逃离诅咒似的，在身边的人一个个
离去之后，终于自己也离自己而去了。而留下的绿子，博得了我们更多的伤感与同情。我还是觉得这
并不适合多少女性朋友来读，说不出具体的感受，也不想去厘清。唔⋯⋯终于可以睡了。晚安
！2016/03/25 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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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喜欢里面的初美，其他人印象不深。日本人对樱花是这样情有独钟。一次看抗日题材的剧，日本
军官问他的医生：对于樱花，你是怎样看待的？医生（是个地下党）说，虽然樱花会在瞬间如落雨般
凋零，那一瞬间却是美的永驻。日本人说：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原因。他又去问一个汉奸：你喜欢樱
花吗？汉奸坦白地答：恕我直言，在我看来，再美的花落了，也是一滩烂泥。日本人慢慢叹道：这，
也是我欣赏你的原因。有意思的段子。纵然是魔鬼，大概也心存理想主义者的向往，而又是现实主义
的践行者。
5、少年爱上层楼所看.现在想来内容在当时或许确实不适, 容易滋养负面情绪. 不过... 现如今的中小学
生已经比我辈当年生猛...

Page 8



《挪威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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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