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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人》

内容概要

“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strangers)”。本书是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林少华先
生的散文集，是他近年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思考和感悟。谁又不是异乡人呢？也许你身在异乡，漂泊无
依；也许你感到孤独，即便置身人群之中，心灵的异乡人无处不在。林少华老师的文字抒情意味浓厚
，充满智慧与禅意，无处不在暗示着我们——你，要如何才能获得身心安顿？
幸福，其实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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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少华 ，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青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落花之美》《为了灵魂的自由》《乡愁与良知》《高墙与鸡蛋》《夜
雨灯》《林少华看村上：村上文学35年》。译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奇鸟行状录》等
村上春树系列作品，以及《心》《罗生门》《雪国》《金阁寺》《在世界中心呼唤爱》等日本名家作
品凡七十余部，广为流布，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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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人》

精彩短评

1、林老师，文字里透着的对世间事物的敬畏和感恩之心 。强烈推荐！
2、作者的描写让我回忆起了小时候的事情，感觉挺细节，挺真实的，也挺有趣，同时让我稍微多了
解了一点莫言与村上君； 然后对社会的许多现象也表达了自己独特的观点，比较值得深思与感悟； 
至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还是比较享受的。  文章里面说的世界上最最孤独的事，莫过于一个老男人
深更半夜躲在卫生间里对着镜子染头发，细思极恐啊，哈哈。
3、并没有读过林老的译作，或者是读的时候没有仔细看，此书文笔一般。
4、比原作者逊色不少
5、有趣的杂文集
6、我很少读散文集，但是林少华老师的散文每一篇我都喜欢，不可救药的喜欢！
7、2016年第17本。村上总是国内销售榜的常青树，他的译者的随笔便有些尴尬了...真是一位有着小情
趣又有些憨憨可爱的作家。作者自己说适合做译者而非作家恐怕也是真的。
8、没想到林老师不仅翻译村上的书，自己也写书，文字挺风趣幽默的。
9、感觉林少华和余秋雨好像 但没有余秋雨大气 缺一点人格魅力多了一丝矫情 但作为翻译家还是很值
得钦佩的 毕竟翻译了这么多村上春树的作品
10、不管有意无意，作者总给人一种想和村上或者莫言攀上关系的感觉，莫言和村上的对比看多了有
点厌烦
11、哎
12、恕我直言，几篇文章能说清楚的事情用一本书来表达真是令人发指的行为。
对于“异乡人”部分的阐述让我生不如死，语言过于小家子气，始终保持着一位乡下孩子出去打拼出
成绩的蓬门小户的气质。
关于村上和莫言的对比是我比较喜欢的部分，作者仿佛死也挑不出“村上译者”的禁锢了。可叹、
然而客观上评论，也不能不承认作者知识分子阶级独有的幽默感可谓妙趣横生，对社会现象的追问以
及难能可贵的人文主义情怀。
13、一开始看特别有村上的口吻，看到后面还是觉得是两个人
14、林少华本人的短篇集，很喜欢林那种真性情。文笔没得说，想起了高中时到处积累那些有趣的句
子的体验。留下的思考不多，但是有关落叶和生死的那部分很有共鸣。 “生非死的对立面，而作为生
的一面永存。”看到满地的枯黄，能想起这段思考，就足够了。
15、林少华还是老老实实搞翻译吧
16、给我的启示是，好作品除了文字，还需要高度和胸襟。当然，不能期待华生能像福尔摩斯一样会
破案，他们俩在一起合作，就够了。
17、原来不村上的时候是乡土风格
18、它应该是鲸鱼，在深海里，孤独地遨游着，响亮而沉重地呼吸着，波浪翻滚地交配着，血水浩荡
地生产着，与成群结队的鲨鱼，保持着足够的距离
19、先看文，再睹人，完全颠覆了我对林少华先生的想象。
20、有些地方读起来感觉有心情不爽
21、真诚的感悟，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孤独和挖洞的描述。
22、这本书看得很慢 散文式的文字我都看得很慢 没有高潮和连贯地情节 林老的文字很有趣 当初请他
来翻译村上春树真的是再恰当不过 他和村上很有些相似 而且这种相似不是文字的模仿 是性格 村上更
内敛 忧伤点 但是林老明明很有趣啊 文字盎然 不枯燥 落文也相当考究 非常厉害
23、不好看，没读完
24、中老年人琐碎散漫的乡愁与日常 文笔结构都乏善可陈 // 序反而写得最好 // <三十九年前的童话>
25、很有趣，值得一看
26、只是比较关注谈村上春树和莫言的那部分文章，于是翻开看看倒也说得过去。
27、醉了
28、身心安顿处，即是故乡
29、kindle里买的时候误以为是村上的书，后才发现是林老师的书，这样的副标题有点不负责任哦。对
比莫言与村上的那章写的最好，林老师还是适合做文学评论的。而写景抒情的散文驾驭的效果实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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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般。
30、其实就是中学语文课本上的感觉⋯
31、翻译界的林清玄老师⋯⋯
32、杂文，文笔没话说，读起来特别舒服，表情达意间可见作为语言大家的功夫，隐隐透露着林老师
的风骨与志趣。缺点是较日常琐碎，不够厚重深刻。
33、好乡土风啊哈哈哈 林少华还是做翻译的好 
34、城里与乡下

鲜花与野花

假如生命只剩24小时

35、好到极处，美到极致，全是真性情的文字，没有掺杂俗世一丁点儿的虚伪与圆滑，学识与人品俱
佳的人已不多也！值得一读！
36、豆瓣阅读。林先生其实有他自认为没有的幽默感。或者他是在自谦。对比村上和莫言的chapter我
最喜欢。
37、去年，参加林少华老师的文学分享会。
林，十分幽默风趣，会上掌声不断。
林的书 异乡人 也反映出了他的幽默。
村上 莫言
修辞 异性
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
38、可以通过这本书了解一点关于别人眼中的村上和莫言。没有读完，挑着里面的内容看了看。
【说实话这本书是在图书馆无意中看到的，首先想到的是二硕的电视剧Doctor异乡人，定睛一看作者
是林少华，这不是村上作品的译者吗。好了，借来看看。酱】

我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但同时又相信能够通过孤独这一频道同他人沟通。
39、对于异乡人的思考非常具有经验之谈，阅读起来不免产生很多共鸣。林教授的文笔很流畅，非常
好读，有些篇章有些无感，但是大部分还是很不错的。
40、林少华是个典型读书人，太理想化，情感丰沛，爱管闲事——太“入世”。也想给他写封信，讲
几个故事。
41、失望
42、情怀是好的、
43、从一个人的文字应该能看出他的为人，万万没想到，脱离出村上译作的影子，林少华本人的风格
确实这样朴实的。跟他的出身和境遇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吧，闲时读来了解一下翻译家的生活感悟也不
错。还有些冷幽默。
44、在现如今的世界，很难有活的如此真诚单纯的人了。读的过程中，时常想起那次看林先生演讲的
样子。我想他的苦恼会比别人少很多，因为他是明确知晓自己应该拥有什么的人。
45、就像知乎上某位评论者说的那样，“林老爷子还是很有品味的。”
46、没看清，以为是村上的书...
47、希望我在现在以及未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灵花园
48、一次读一篇还不错，但连着读就太矫情了。相较而言，林先生翻译的小说更好看。
49、鲜有亮点，但关于阶级烙印、陶公梦、文革残影、村上与莫言的一些细节十分认同。林老师讲课
也是这种调调的话，我也很想飞去蹭课。其实，很希望多一些文学评论。
50、兜兜转转陈词滥调  还是看译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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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身为沪漂北漂的人，看了这本书，心里有千言万语想诉说，只不过林老师都已帮我写在了这本异
乡人里了。。。如你还不曾拜读，现在身为异乡的我们可以一起读书交流彼此体会。
2、在中国一提起林少华，很多人都会想到村上春树。作为中国翻译村上作品最多也是最著名的翻译
家，自1989年《挪威的森林》以来，林少华已陆续翻译41卷村上春树文集及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
川端康成等人作品。对于许多通过林少华译作而喜欢村上春树作品的大陆读者而言，有时候甚至分不
清喜欢的对象究竟是村上春树还是林少华。我有幸与林少华有过书信往来。2009年秋天，我一个人去
了青岛，某日按图索骥来到了中国海洋大学，一度还在外国语学院的门口徘徊良久，犹豫着要不要进
去找林少华老师——毕竟，之前从来没有如此贸贸然地登门去拜访一个我喜欢的作者（译者）。犹豫
半天，终于决定进去试试运气，找到类似学院办公室的地方，说想找林少华老师。接待的老师很客气
，说眼下林老师不再学院，不过有什么材料之类的，可以投在门口的教师信箱里。于是我灵机一动，
在随身携带的便签上写了一张便条，自我介绍了下，当然也表达了对林氏村上春树译本的喜爱，然后
夹上自己的名片，投进了信箱。过了一阵，我的工作邮箱里收到了一封以“来自林少华”为标题的信
，语气很客气，全然没有那种大翻译家的派头，信虽然不长，但着实让我兴奋了好一阵。就这么着，
我开始了和林少华断断续续的邮件往来，说的无非还是村上作品，以及现实生活中某些很有“村上感
”的情景和片段。很有意思的是，在那么多村上作品中，我和林老师最喜欢的，都是那本不大起眼，
对于村上来说也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73年的弹子球》。从一般意义而言，这部小说甚至有些莫名
其妙的不知所云，可能就是这种朦胧多义性，让我们在许多无可名状的现实情境下，都会想起这部小
说中的情景。期间，林老师还送给我一本有他赠言的书《为了灵魂的自由》，从现在的角度回首，这
本书应该是林少华从“翻译匠”向一名真正作家进军的第一次尝试吧。到了2014年初夏，在上海，我
和林少华老师终于见上面。虽然是初次相遇，但林老师说我很面熟，仿佛在哪里见过似的。犹记得当
时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我的名字总是跟在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后面，连字号都要比他小一两号，
作为一个男人，不喜欢这种受制于人的感觉。”、“咱们古人讲‘立功、立德、立言’，我一个教书
匠，‘立功、立德’可能都谈不上，‘立言’还是可以的。但翻译那玩意不能算立言。我要写一本只
署我一个人的名字的书。”所以这一次，拿到《异乡人》这本新书，第一想到的便是，恭喜林老师实
现了自己的愿望。待通读完全书，则有一种类似于读完村上小说般的微妙心绪浮上心头：这个长期以
来跟在村上春树后面署名的中国男人，有着和村上相似的一面，也有更多不同之处。首先，从书名《
异乡人》而言，可以看出林先生和村上先生的确是“一家的”。村上春树曾说过，“无论置身何处，
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而在林少华笔下，不管是孩提时代生活的东北山村，还是成年后长期
任教供职的广州、青岛，无不有种“异乡”的意味在。其次，如同村上春树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对于“
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讽刺和揶揄；在林少华笔下，也能看到身为大学教授的作者，对于当下
物质社会高速发展、汽车满街跑、人人低头看手机等社会怪现象的忧虑。具体到语言文体层面，广大
村上迷更是会觉得熟悉。那些“林版村上春树”所具有的独特语言风格，在林少华自己的散文中更加
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例如“女孩⋯⋯兀自冷冷地目视前方，仿佛正在眺望远方海面一艘即将沉没的
油轮”这样的比喻，如同村上春树突然用中文写起散文来，其中的微妙，必定会让村上春树的忠实粉
丝会心一笑。然而，正如上面所说，林少华不满足于仅仅做“村上春树背后的男人”，所以在这本新
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毫无村上痕迹、全然代表林少华个人特色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比如，同样
是对于千篇一律的城市化、工业化生活的反思，不同于村上始终站在城市人的立场，林少华出生于东
北乡间，因此，对于中国农村日渐凋敝、农民无心农务的情形更加关切和忧虑，这种“回不去的乡愁
”，和村上作品中出于个体孤独而对大城市产生的疏离，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再如，自莫言获得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林少华富有开创性地尝试将莫言和村上春树的作品进行比较。虽然在普遍认识
中，这两人一个代表山东农民一个代表日本小资，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林少华经过大量的文献阅读
，还是得出了不少新见解。这些想法也收录在这本新书中，不仅对于广大读者有所启迪，对于专业的
比较文学研究而言，也具有相当的学术参考价值。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依靠翻译村上春树作品出名
的翻译者，林少华并没有陶醉在村上的世界里，相反，他对于这位性格脾气相近、因此翻译起来格外
得心应手的作家及其作品，有着相当清醒客观的认知。尤其是书中《“大丈夫”是精神性别》中的一
段话，不仅表明了作者本人的立场，更是值得今日广大陶醉于所谓村上式“小确幸”中的青年男女自
勉：“我们不能永远像村上作品主人公那样坐在若明若暗的酒吧里半喝不喝地斜举着威士忌酒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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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各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熟视无睹安之若素逆来顺受，不能沦为鲁迅深恶痛绝的那种人：‘⋯⋯从
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作者：头条号 / 虫鱼
的艺文世界链接：http://toutiao.com/i6267464384470057474/来源：头条号（今日头条旗下创作平台）著
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3、如果你置身人群之中，却不时产生疏离感与孤独感；如果你身在故乡，却不时有心灵漂泊之感；
如果你正在异乡，感觉孤立无援、无所凭籍⋯⋯《异乡人》是一部让你停下来，重新审视自己与世界
之间关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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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异乡人》的笔记-自序III

        我不时想起自己译的村上春树随笔集《终究悲哀的外国语》中的话：“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
一部分都是异乡人（Stranger）”。换言之，在外国讲外国语的我们当然是异乡人，而在母国讲母语的
我们也未必不是异乡人。当着老外讲国语终究感到悲哀，而当着同胞讲母语也未必多么欢欣鼓舞。在
这个意义上，我可能又是个超越地域以至国别的体制上、精神上的异乡人。
不仅语言，就连“故乡”这一现场也具有不确定性，或者莫如说我们本以为不言自明的所谓自明之理
，其实未必自明。

2、《异乡人》的笔记-第162页

        -来生来世果真有吗？
-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无法证伪亦无法证实，证实与证伪之间，实伪之间，君自证可也！
·······人生境界有三，修齐治平，先忧后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谓孔孟境界；道法自然
，无为而治，“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是谓老庄境界；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该，青青
翠竹，皆有佛性，郁郁黄花，俱是法身，是谓禅佛境界。

3、《异乡人》的笔记-12

        当然，作为日本文学教授和村上作品译者，我讲得多的还是村上春树的孤独：“不错，人人都是
孤独的。但不能因为孤独而切断同众人的联系，彻底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应该深深挖洞。只要一个劲
儿往下深挖，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起。”
一句话，孤独是联系的纽带。为此必须深深挖洞。 换言之，挖洞挖到一定程度，孤独便不复存在，甚
至得到升华。用北大一位女生的话说：“因孤独而清醒，因孤独而聚集力量，因孤独而产生智慧。”

4、《异乡人》的笔记-第150页

        一种关于乡村的观点往往是一种关于童年的观点；不仅仅是关于当地的记忆，或是理想化的共有
的记忆，还有对童年的感受，对全心全意沉浸于自己世界中的那种快乐的感觉——在我们的成长过程
中，我们最终疏远了自己对这个世界并与之分离，结果这种感觉和那个童年世界一起变成了我们观察
的对象。——《乡愁与城市》雷蒙  威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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