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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靖西域小说选》

内容概要

包含《漆胡樽》、《异域人》、《僧行贺的泪》、《楼兰》、《敦煌》、《苍狼》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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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靖西域小说选》

作者简介

井上靖（井上靖，いのうえ やすし，1907年5月6日－1991年1月29日），日本小说家与诗人，出生于日
本北海道旭川市，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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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靖西域小说选》

精彩短评

1、西域和井上靖真是完美组合
2、《苍狼》未读
3、好看
4、中学时代借阅拜读，一直寻找收藏，至今。
5、有的故事还多点想象和感情，不太喜欢干巴巴的历史叙述
6、《异域人》讲班超三十年征战西域的故事，请求回朝“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令
人感叹。《楼兰》讲述楼兰国的历史，几乎不能算是小说。《苍狼》写铁木真从一个帐篷发展到星星
一样多帐篷，统一蒙古，打败金国的历史。
7、小说都写成这样了还怎么拍啊~
8、西域和蒙古的故事，竟然由一个日本人来那么精彩的讲述，真是惭愧。
9、漆胡樽
10、包含《漆胡樽》、《异域人》、《僧行贺的泪》、《楼兰》、《敦煌》、《苍狼》六篇。
11、更像是把史实口语化的转写，一个写作当时从未来过中国、从未踏入西域的人却把西域写得如此
精彩，一个个的故事也饱含西域历代的苦楚。之前以为自己最爱《敦煌》，但是更喜欢《僧行贺的泪
》，绵绵无尽的道不明的酸楚和无奈。
12、真正的历史： 开阔的 亘古的时间 流沙一般的人世 
13、透过主要人物的眼睛，回到所叙述的年代，以人物的主要性格、所依文化为首要观察角度，由其
经历加入其他人物的视角，磨砺出主人公的成长，变化，蜕变过程，最终变成和一开始已然不同的自
我。
 
以汉族视角为基准，融合西域各族历史，加入异族思维，展示战争场面的磅礴、悲壮和孤独，尤其是
夹杂中间的异族进退两难的挣扎。短句叙述，易读。故事情节的节奏感强，穿插大漠、高原独有风光
，偶然流露颠沛流离中的真情实感，让人唏嘘不已。
 
忠于当地生活风貌的朴实描写，更来得真实。过程充满了想象力。
 
很久没读到这么好的历史小说了。着迷。可惜还没找到短篇《洪水》
14、楼兰，敦煌，苍狼写的特别棒，虽说是将很长的时间跨度写到较短的篇幅内，也丝毫没有让我察
觉到因时间的变化而引起结构的松垮或者叙事的不紧凑
15、楼兰是回不去的故乡 罗布泊的宝藏
16、历史的乐趣
17、不懂明明是小说家的井上靖为何在中国其职业会流变为“历史学者”，难道又是历史发明家在捣
鬼？
18、异域风情这类就是第一口好吃
19、苍凉孤独的美！
20、行文甚是生硬 那个年代的翻译都如此么？ 
21、基本上每篇都是精品，7块买的，超值~
22、本书的翻译极其有意思，是看着让人愉悦的那种有意思。先看了敦煌这篇，我不太严肃的说，故
事很有喜感，中间的很多话冷而吐槽感十足，非常值得一看的一本书。加之是西域故事，呐，我喜欢
寻踪寻源。
23、【3.5】画面感绝佳，但除了「苍狼」之外都逻辑稍弱。丰富的想象力真是一个人的巨大财富，作
为一个写作时没来过中国的日本人，井上靖先生真心太厉害。
24、胡人，胡人⋯⋯
25、内牛满面的说我实在太喜欢井上靖了，他的文字真干净呀真干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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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靖西域小说选》

精彩书评

1、“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受无常观的影响很深，读了每一部以西域为背景的作品，都会有一致的感
觉：人生就像一场战斗，为了一个目标，迸发出青春的火花，但转眼问，绚烂归于平淡，一切回到静
寂。”——余阿勋《日本文坛的苦行僧》“今后还是想继续写历史小说，因为人类种种欲望的根源和
极限，可以从日本或中国的历史人物中探求出解答，这种工作是乐趣无穷的。”——井上靖又读了一
个上午的井上靖小说，闭卷凝目，发怔。洪水，狼灾记，昆仑玉。一篇篇在眼前闪过，一眼，却能记
住里面所有的情节。还有之前读过的长篇敦煌，楼兰，苍狼。很难解释我为什么有种终于找到真正值
得读的小说之感。第一次。边读边在文字中有种眩晕感，上升感。就像是⋯⋯有些人去某个地方旅行
后，就会深深迷恋上那个地方，一辈子都要往返无数趟此地。感觉就是上辈子自己的宿命所栖之地。
世界上有很多很棒的地方，可是你就偏爱这一个，没办法。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也许和我造访过敦
煌，嘉峪关，交河故城，青海，昆仑山，祁连山，沙漠，海子，新疆鄯善，西安这些偏僻的西北之地
不无关系。因为很熟悉，每次这些地名在小说中出现，我都能一步到位地回忆起那些异域风景，故土
人情。好像自己的老朋友以这些地方为布景，缓缓地在身边说起一个又一个的历史故事。井上靖的文
笔克制，内容看似细水长流，但由于文笔简洁，那长话短说的风格让人感到每一句话都包含着丰富的
历史内容、凝聚的时间意识流、简练的人生智慧，加上小说要呈现的历史感始终清晰，于是他的小说
变得很真实，很简洁，读起来非常舒服。刚才看到余阿勋说井上靖为了写《冰壁》，攀登了穗高岳，
不管怎样疲劳，睡前必定做好笔记，在山上三昼夜，一本笔记簿全部写满了。为了写中国历史小说，
已亲访过二十几趟西安与天山南麓，小说中的社会背景、人物塑造，都经过绵密的实地调查。不禁点
头称是。每一次的落笔不仅仅是想象力的延伸，还是对写作者和读者负责任的态度。我自己更欣赏这
种写作，而不是光怪陆离，赶流行的方式。
2、前日做梦，梦中背出很多诗，“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亚相勤王甘苦辛， 誓将报
主静边尘。”“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居然全是慷慨激昂的调调，难道我在新疆住久了
，自欺欺人的心理已化作了潜意识，随时催眠自己的神经和思维。我花了很多时间试图理清自己现在
的状态，却愈发混乱。我很崇拜井上靖，楼兰的往昔，敦煌的传奇，连讲狼灾记这样阴冷的故事都仿
佛只是八卦流言一般娓娓道来，偏又能让人感到他对文化的尊重，对交流的渴望，和对彼此一视同仁
的态度。满篇文章既没激昂大义，也没嬉笑怒骂，竟全是一种张家长李家短，大家携手往前走的平和
风度，细细品味真是世间少有。小日本文化的魅力也在此，明明都是师出中华，却安心琢磨待到自成
门户，偏又不卑不亢的，斜眼看正宗不成材的弟子闹成一锅浆糊。日本人买了二两醋，然后到隔壁家
借饺子就着吃，一定也是这般光明正大的。反过头来看我中华大国，总有一副恨不能澄清宇内荡平四
海的愤青气概，但凡写到西域，个顶个的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驾
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死后名。取个西域名字，都该叫：不打不舒服斯基。
上古周天子西游，何其风雅，当可算作中华史上第一段文青出游佳话，出门在外，不外乎看看美景，
尝尝美食，捎带调戏下当地美女，沿路送钱，顺便收购些当地土特产，最后四海升平歌功颂德不亦乐
乎。可惜自从汉武帝始，张骞出使西域，班超投笔从戎，至此中华文青再到西域多是抡刀砍人，拿人
头换功名的了。细数起来，西域和中华真有多深的矛盾吗？稍一考究，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根本没
有。张骞出使西域，为的啥，为的是中华和北边的匈奴打架颇为吃力，特意到西域招小弟助拳。好嘛
，从此西域就上了贼船了。关于西域，我想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认为这里自古就隶属
中华，偶尔被少数民族控制，也迟早会回归祖国大家庭怀抱。关于这点，我想说的是：纯属扯淡。早
期中华的势力触角两次侵入西域，一是汉朝时，班超引领一批文痞暴民奸商小贩大量涌入西域，除了
少量维稳正规军，剩下的基本都是不事劳作的流民商贾，中华一方面武力干涉他国内政，另一方面，
贩卖布匹丝绸换回马匹、贵重金属、珍奇玉石。（如果你理解不了这个状况，可参靠鸦片战争）。然
后就是唐朝时，一方面，北方的突厥被同样有胡人血统的李世民彻底打败，另一方面，玄奘法师西游
，传播佛学和大唐文化，从此西域多数向往大唐繁华，主动通使交好。丝绸之路由此畅通，唐朝盛名
远播欧洲。可惜没过久，中华大将高仙芝，在西域乱搞，穷兵黩武灭了当地几个小国，得罪了整个西
域诸国。结果阿拉伯地区的大食趁机东扩，并成功在一场战役中彻底打废了高仙芝（作战地点在今天
的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恰逢中华安史动乱，自顾不暇，高仙芝死在宦官谗言之下，再没机会回西
域报仇。至此伊斯兰教的势力进入西域，西域的信仰也渐渐由佛教变为伊斯兰教。接下来的宋朝咱啥
也不说了，燕云十八州（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都收复不了，西域，是指陕西吗？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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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这才是中华最威武的时代，有兴趣找张那时候的地图，去掉当时还没被发现的美洲和大洋洲，
以及基本和世界历史没啥关系的非洲，我们可以骄傲的说，蒙古铁蹄占领了百分之九十的世界版图，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蒙古帝国，西域指的是俄罗斯德意志法兰西英格兰，我们所谓的西域，对这个
帝国来说，是首都旁边的直辖省。明清两朝，西域也基本游离在中华政权以外，倒是乾隆皇帝，（又
一个喜欢美食美景美女的文艺皇帝），趁着准噶尔部和西域各部的矛盾（准噶尔部是信佛教的蒙古族
，其他各部多信伊斯兰教），成功以平叛为名，打进西域，统一地方，命名此地为“新疆”。至于这
个名字是指的“新的疆土”还是“故土新归”，不解释。再后来，中华在新疆打仗都叫平叛，打击分
裂势力。扯这么多，无非是想说，新疆和中原自古隔阂，并不是单纯地域行政上，主要是文化交流上
的，魏晋时期，日本来访，学习中华文化，随后基本是隔三差五的跑来偷师，买一大堆书籍卷轴回去
研修，学不来诗词，好歹也整出了和歌俳句，说简单的一点，你不用说话，带个小本，写着汉字，在
日本都不至迷失。但是，西域可从来没学过中原文化，你随便拉个本地百姓，无论是汉语还是汉字，
绝对是一脸茫然，不知所云。但你让他们去和中亚诸国以至土耳其人交流，基本就是东北人遇到四川
人，虽然口音不同，但好歹是能交流的。话说回来，要是西域人民个个和李白一样，张口闭口“明月
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各大论坛的NC地域贴里，大概就不会整天扯什么维族多小偷，都要换做西
域人民嘲笑中原地区多文盲了。我现在生活在库车附近的一个维族县城，是古龟兹国所在，附近很多
古迹遗址，比如昭怙厘大寺、克孜尔千佛洞、丝绸古道，很能体现这里的宗教兴衰民族变迁，中原地
域文化不是没传播到这里过，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消亡了，从玄奘后，再没有一个带着信仰和知识的
人来到这里，讲经说法建立学堂。所谓的丝绸古道，来往的商人不多，往返的全是各国的铁蹄和兵戎
。中华自诩为文明古国，终日和高丽棒子为非物质遗产扯淡，恨不得把世界上所有的文化起源盖到自
己头上，但时至今日，都从来没认真审视过这个在自己版图中占据六分之一面积的巨大疆域。自号称
会突厥文的陈寅恪后，再有一个通西域文的文化大师？按照中华的说法，当年和自己打仗的辽金蒙满
都是中华一家，反正正史里编纂的都有，咋说都说的通。偏巧有个西夏，格外尴尬，西夏文，失传了
，西夏史，没编过。结果倒是日本人井上靖杜撰了一个赵行德，不远万里的跑到云州敦煌去体会西夏
文明，融合中原文化，最后整出一个敦煌藏经窟，让中华在几千年后还有得臭屁。（补充说明，敦煌
石窟里最珍贵的东西都被外国人掳跑了，次珍贵的东西都被中华破四旧了，剩下的，怕被人看到，每
个洞窟都修了个防盗门！中华V5啊！）井上靖有一种日本式的文化思维模式，文化是需要学习、印证
、传播的，一种文明不会替代另一种文明，相反，更容易被其他文明所补充完善继承发展。而中国文
化则颇有帝国似的霸气，倡导唯我独尊，舍我其谁。除了被西方列强骑在脖子上那几十年，被逼无奈
，整了些“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前其后，都再并出过真正意义上走出国门去讲学去求学的学者。这
里又要提下中华十分威武的流放制度，不列举不知道：贵州夜郎李白、广东潮州韩愈、安徽滁州欧阳
修、湖南岳阳范仲淹、海南岛苏轼、贵州龙场王阳明、云南永昌杨慎、新疆林则徐......反正到边疆进
行文化创作的，开展学术教育的，基本都是被朝廷强制送去的。不送不知道，一送吓一跳。基本上中
国数的出来的文宗都有过被发配边疆的光荣经历。而且，他们的文化恰好也正是在流放过程中升华脱
俗的。另一方面，中国的几个教主，老子西迁、孔子满世界跑路、释迦牟尼是移民，也都是一定程度
上的多种文化融合。这些都印证了文化是需要走出去，融合其他思想的。西域有和中原完全不同的多
文化体系，宗教、民族、语言体系，乃至千奇古怪的生活习俗、饮食习惯、音乐美术、这一切都在艰
难的发展繁衍传承。但因种种原因和中原愈隔愈远，时下，还因为很多特殊的原因，受到不公正的敌
视和诽谤，如果有一天，这块土地上的某种文化灭绝了，难道再指望日本人来写小说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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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井上靖西域小说选》的笔记-第24页

        《漆胡樽》的结尾，让我想起《The Man from the Earth》这部电影。性情孤僻的史学家是否就是块
陨石，其实并不重要；至少这座古朴的漆胡樽，确实穿行过西域的漫天黄沙，也曾隐匿在汉唐的繁华
街市，陪着心情虔诚的遣唐使们在惊涛骇浪中漂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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