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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翳礼赞》

内容概要

谷崎润一郎（188－1965），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生于东京一米商家庭。谷崎的创作倾向颓废，追求
强烈的刺激、自我虐待的快感，小说世界充满荒诞与怪异，在丑中寻求美，在赞美恶中肯定善，在死
亡中思考生存的意义。他的散文世界则洋溢着浓郁的日本风，耽溺于阴翳的神秘、官能的愉悦与民族
的风情。 代表性有短篇小说《恶魔》(1912)、《春琴抄》(1933)，长篇小说《痴人之爱》(1925)、《卍
字》(1928)、《细雪》（1942～1948）、《少将滋干之母》(1950)、《钥匙》(1956)、《疯癫老人日记
》(1962)，随笔评论集《阴翳礼赞》等。他的《源氏物语》口语译本(1934～1941)文笔明丽酣畅。1949
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
谷崎润一郎认为一切有阴翳才好，在随笔集《阴翳礼赞》中他表达了对东西方文化比较中进行的反思
，回归传统的审美理念的愿望，对东方的庭院式的、孤寂的美有着独到鉴赏。他的文字优裕，从容，
风趣，除了承继日本古典散文的传统外，也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在这本书中，不光可以领略到他优
美细腻的文笔，而且里面还有对中国文化，如京剧、饮食及趣味的细致刻画，于不动声色之中打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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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翳礼赞》

作者简介

谷崎润一郎 （1886一
1965）日本著名作家。这里所
收的散文，散见于日本《中央
公论》、《文艺春秋》、《经济往
来》等各大杂志，后结集出版。
至八十年代累计重版十余次。
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别具一
格的视角，细致生动地描述、
剖析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和心理
情趣。

Page 3



《阴翳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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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翳礼赞》

精彩短评

1、"阴翳礼赞“其实就是对昏暗的赞美，他就是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头，对一个昏暗之美就能念叨四十
几页。但竟然能读下去，因为他不仅啰嗦，啰嗦当中能让人感受到确切的美感。比如木纹给人安宁之
类的。日本人传承了很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并且一直传承着、喜爱着，这很好。这也是我喜欢日本文
学的缘由之一。
2、并非想象中神乎其神的书。阴翳的美学很大一部分是无奈，很大一部分是造作。譬如今日东洋A片
打马赛克，也很能引发一番奇趣。
3、被黑暗荫蔽着的元素构成了风情的一部分
4、特别喜欢阴翳礼赞和论懒惰
5、作者大部分的想法都蛮认同
6、看什么都觉得有矫枉过正之嫌
7、多有发人思考之处，印象最深是对于艺术是为人还是为己？
8、还是其中阴翳礼赞那篇最好，其他的看看即罢。
9、谷崎老儿的旅游日记
10、看起来周作人的很多风格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11、不知道是不是翻译太赞，虽是日本作家，文字竟毫无疏离感。语言直接幽默，见解深刻独特，有
很多共鸣。可以反复读。想到“小豆年糕”要大笑三声哈哈哈。
12、貓尾巴
13、好喜欢。极致细腻地阐释了东方美学。在美帝读来非常想家，想念那种敦厚宁静的物件⋯⋯近来
不少思考东西方审美、文化差异。希望有机会自己做些研究，潜心写些东西。
14、DONE 4.8，译文流畅优美，文化观察细腻温柔，很舒服地观赏到了日本文化和日本文化人的思索
。写随笔散文最易自以为是，本书即便是煞有介事之处也有真诚可爱之感，读来十分温馨，非常棒
15、2016年9月4日
16、在图书馆看到的最老的阴翳礼赞。非常想读原文，非常美，美到震撼。
17、谷崎如此风雅，又博闻强识，放到现代应该是个比较文学的专家。文章中提到并称赞了永井荷风
，夏目漱石，小泉八云等人都令我对其好感倍增。《论懒惰》与《厌客》两篇尤合心意。果然妙人啊
18、日本式的美学，中间包含着谷崎润一郎这个老头子对于世间的碎碎念，我总是很感叹那个时候他
们居然就可以这么坦然地谈论情欲、贤者时间、女人、厕所的地方等等⋯⋯所谓阴翳的美，某些方面
就是遮掩，将污秽或者本身并不完美的东西遮蔽起来，让想象充斥完美这一切。
19、感受到自己对于阴翳的执着w
20、满满都是谷崎润一郎对东方文化的痴迷。
21、非常喜欢他的文字，译笔也很传神，像是一个耐心的老派作家但又一点也不流俗，笔道十分轻灵
，怡然自得，即使写起旅途中的冷暖气的小事也好看得紧。他说西洋文化进取心太重，但东洋文化的
气质确是散漫与不起劲的；西洋人文明的电灯已使日本人无法欣赏阴翳的美，灌制唱片不适合表现日
本歌曲里的停顿与含蓄，这是一种境界的破坏；倘若日本有自己的物理、化学，那么以此发展的技术
就不会和西洋人的一样。但即使他所喜爱的日本传统文化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吃了亏，又或者现代文明
置老人于不顾而在创新的马达下一往直前，他肯定不会慷慨激扬地来抵制这种文明，这不是他的方式
；倒是随笔更适合他，因为他讲的不是实实在在孰优孰劣的道理，而是妙理，若他以及他的话随妙理
隐入历史，他或许会这样说：吾安，吾为之。
22、说实话 在西川见过二楼蹲坑 底下粪池的厕所。简直恶心坏了==
23、倒是没读出什么味道可能翻得太草率 觉得翻译很奇怪呀 不然之后再重读
24、作者好传统....
25、幽暗的美，甚合我意。不过更重要的是美在协调，在关系，没有绝对和一定的规则。古人的意思
要慢慢揣摩，今人才会懂得。（谷崎润一郎大谈厕所的美学，我也回想了一下，万圣书园新店的厕所
大概是我目前最喜欢的，简直可以用幽韵冷香来形容，宽敞洁净，明暗合适，适合独自思索，不被他
人打扰，还萦绕清冷的香气⋯⋯）
26、读的时候生平第一次为自己的懒惰、涣散、淡漠、迟钝以及黑感到点自在。想起来吸鸦片成为一
个东方的符号也因为它与东方文化的吻合，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当今的污名化，表面上传达着民族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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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翳礼赞》

实则也可能是因为西方意识形态霸权导致集体标准的转变。又仙又飞的那一面只在部分亚文化族群中
保留。
27、实验室没人，刚巧看到最后的厕所篇，哈哈大笑起来，老师推门进。。。讨论会儿问题，走了，
接着回味接着笑。。。蛮喜欢谷崎的
28、26.我也想要尾巴，不想说话的时候摇一摇，再然后连尾巴都不想动可咋办
29、在外面吸烟，看到远处楼某层，房间暗的，只有一小块光斑，估计是一块手机屏。想到这本小书
，提一下。
30、谷崎润一郎对厕所真是钟爱有家啊 那句吐槽美国的人话—“如此来说，恐怕我们真的要说现在的
美国人只有从鼻孔到肛门都清洁的一干二净虽以舌舐亦无妨，只有拉出来的粪便也有兰麝之香，才能
算是真正文明之人了”真是笑死我了
31、对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心理情趣剖析得好透彻，赞！
32、名字几乎就是内涵。我也喜欢“阴翳”这个概念，然后对日本的阴翳之美进行的鉴赏很好。但是
总觉作者的观点太过绝对，不赞同。我以为，单用东西方来概括审美是不妥的。
33、美得窒息。
34、这么絮絮叨叨地到底是有多寂寞啊⋯
35、面白すぎるｗｗｗ
36、居然有一段对慢火车旅行的描写。说厕所的那一篇里提到的飞蛾掩埋粪便实在太重口了，不愧是
唯美派的。
37、比较喜欢这样短篇的随笔，有点主题，但又不刻意附和。这种风格的文章，还真是喜欢啊，再看
了春琴抄，又被圈粉。
38、阴翳礼赞/论懒惰/这两篇的角度实在是太清奇了！好佩服！另外发现在CU图书馆借的这本简体版
，背后标价是4.8元人民币，在香港卖是24港币，92年的汇率。
39、读他的书会中毒
40、虽然我明白厕所也是一个重要建筑但是描述得如此生动我只能给四星⋯⋯
41、开始觉得是不是对美和风雅有什么误解，但也许就是这种【误解】成就了日本文化独特的混杂感?
42、P86.“山麓下，登临岔道多，纵横过。仰望高峰处，明月唯一个。”芭蕉的境界也就是西行的境
界。P113.人们不应进行“高速旅行”，以最短的时间走最远的路程，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以尽量长的
时间在小范围内进行“周游旅行”。最近读了这么多，还是这本最舒服。汪正球翻译的那本《饶舌录
》里面收集的文章文感都不同，很多文艺评论，同样的文字读起来却一点不舒服。
43、n6译文流畅，非常有趣
44、作者的观察之细致，联想之合理而又出其不意，见解实在太厉害，之后再去老房子与寺庙之类的
多了很多看头～最近看的最喜欢的一本“古书”
45、阴翳礼赞这篇很美，其它的罢了
46、这种文化比较的角度很不一般啊。
47、日式之美，一种不刻意突出装饰和外表，强调事物质朴的内在，并且能够经历时间考验的本质的
美。阴翳沉静之美好。
48、在路上看完，书本身也适合在路上读。只是像我这种对住宿条件低到“目测不脏不臭能洗澡
有WIFI”就打及格分的人，都会被打动，只是敏锐的感受力果然不是我的强项。
49、这是一本有气味的书
50、东方之间审美的共通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谷崎于我看来极易被理解的阴翳美学在西方看来则
是单纯的心理变态。而东方以美为名对女性的禁锢也恰恰出于这幽暗的共性，谷崎所谓对女性的崇拜
，也不过是一种恋物癖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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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看完这本书其实感触蛮多的，不好一一写出来。我想写一点，就是对于东西方人时间观念的感想
。东西方人的时间观念实在是一个很根本性的差别，很多文化的差异都可以归结到这一点。西方人的
时间观念就像一支离弦的利剑，有出发地，有目的地，直直的冲向前方。而东方人的时间呢，更像是
一只离群的鸟，出发地有，但是目的则不十分明确，它不是笔直的奔向一个目标，而是慢慢悠悠，左
右翻飞，甚至有时还兜圈子。比如为什么东方人喜欢阴暗、含蓄的美，而西方人喜欢明亮、清晰的美;
为什么东方人喜欢温润的玉而西方人喜欢晶莹的钻石和水晶；为什么东方人的道德理想中有隐士这样
的逃避社会逃离生活的类型，而西方人更推崇那些走向街头深入群众去传道布施的活动家。为什么古
代人写诗经常出现“闲”字，“偷得浮生半日闲”“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借问闲愁都几许，一川
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还有“半生懒意琴三叠”，闲和懒，在西方人看来是绝对的贬义词
，在东方文化中，反而有一种美感，一种超脱尘世和庸俗的飘逸感。这种区别不知道源自何处，就像
所有的文化现象一样，可以归结到一些很抽象的概念上面，但是很难讲的很具体，达尔文以来的人用
科学的概念搞文化， 就搞成了气候决定论，或者地域决定论。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归结到气候有什
么意思呢。比方说有个人问你美国人和中国人差别这么大，原因是什么呢？你回答他说：就是因为中
国人住在中国，美国人住在美国。这种回答，不要也罢。很多文化的现象只能用同源现象来解释。在
我看来，这些都和时间观念有关，生命处于时间之中，一个人的生命就是他拥有和度过的时间，一个
人对时间的态度基本等同于对生命的态度。西方有创世和末世观念，他们的时间观是有始有终的，上
帝创造了万物，而且也将终结万物，因此他们有一种紧迫感，因为末日审判没准哪天就来了，上帝在
圣经中许诺过，末日的时候他会再次降临他的国度，所有的灵魂都会接受审判，邪恶有罪的打入地狱
，虔信善良的升入天国。所以他们的时间和生命就很紧迫，很明确，就像在一条直线上，不是前进就
是回头。所以他们的时间观像射出的一支箭，直直地奔向目标。而东方人呢，我们虽然也有很模糊的
创世神话，但是在现代学者有意发掘以前，其实鲜为人知，这些神话没用影响普通中国人的思想和生
活。至于末世论更是没有。中国人可能天生不大关心这些与现实生活相距太远的话题，他们研究的都
是处世哲学，教你怎样在现在这个社会生存。中国人并不是没有时间观，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可以说是
循环式的，据说10万年左右为一劫，从盘古开天地，到世界毁灭，所有的东西都重新来一遍。这种时
间观有很多佐证，《红楼梦》中说“不知又过了几世几劫”就是说世界经过了几个轮回，《推背图》
中预测到最后，就说到此为止，这是一个轮回了。中国人的生命观也是讲轮回的，连乡下人都经常讲
“你是饿死鬼托生的”，或是讲谁托生到哪里了。既然一切都会一遍一遍的重来，你在这辈子中做些
什么得到什么又有什么重要呢，这种生命又何足轻重呢。因此最重要的反而是超脱这种轮回，就是佛
教所说的跳出六道轮回。因此佛教和道教都让人们不要忙于世事，不要庸庸碌碌的忙活，要静下来，
跳出来，参悟生命的本质，方可成佛成仙，免除轮回之苦。所以东方人的时间观就像一只离群的鸟，
有一个几乎被淡忘的开端，但是不重要，要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开端和结束不重要，我也不关心。
重要的是当下“离群”的状态，因为这种离群是孤独的，充满生老病死的，我渴望脱离这种状态，回
到记忆中的“群”，回到精神上的“家园”里去。因此，不要看这只鸟飞得慢，还左顾右盼，盘旋徘
徊，因为它没有目的地，它不想到达任何地方，它在思考我为什么在不停飞行，我怎样才能摆脱这种
状态。这种离弦之箭和离群之鸟的区别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东西方相遇的时候东方打不过西方，因为
鸟不敌箭，东方人不是好战的，也不以胜利为无上的光荣。但是在发展文化方面，西方明显玩不过东
方，我们现在觉得我们文化弱势是因为西方在过去几个世纪在武力上打败了东方，挫败了东方文化的
自信，并且迫使我们接受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做事方式，利箭的方式。结果就导致我们现在的种种问
题，人们整日活在核恐怖、环境危机和能源危机的阴影之下。我毫不怀疑谷崎说的话，如果不是西方
的坚船利炮，东方的科学、文化、工业将以另一种面貌继续发展，东方自己的方式，与环境友好，与
同类友好的方式。博尔赫斯很欣赏荷马的一句诗，形容利箭之快，好像箭先射中目标，才离开弓弦，
“箭射中了目标/箭离了弦”。同样，我想起他的小说《南方》中的故事，主人公本是城市中一介平民
，懦弱平庸，在梦中却身赴南方，在草原边上的酒馆里，拿起平生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匕首，展开了真
正意义上的生活。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他去了南方/他在梦中”。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
2、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谷崎润一郎的娓娓道来下，生动明朗。连如厕时对周边环境的要求也这么
高，此君甚是有趣。看了各种关于谷崎润一郎的介绍，发现他的人生经历也是波澜起伏的，尤其是在
“女色”方面，正和他描写的《恋爱与色情》不谋而合。 　　读到后面那篇《漫话旅行》，人在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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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地追求目的地，而忘了欣赏沿途的风景，不禁哑然失笑，很多时候我坐在公交车上，火车上，
看着路人行色匆匆，心中亦作此想，只是很难借用文字描述得如此生动，细致。 　　想进一步看他的
其他作品《细雪》，《春琴抄》。
3、读谷崎此书，确有心相通之感从小就对逝去的传统无限留恋，甚至美术课毕业时都以挽留逝去古
建筑为题当然他的思虑更为深远，仿佛用一只柔软的手牵着你寻找着传统中的日本，并不沉重甚至有
些恢谐的语言，却忧伤自显这是个阴影之美被大厦的反光彻底破除的时代，我们也许没办法更改，可
是也没办法不怀恋
4、读这本书时时让人微笑起来，又一个可爱的日本老人。尤其可爱的是《论懒惰》。而《阴翳礼赞
》等就充满令人低回把玩不已的美了。不多写啦，“借得小窗容吾懒”吧：P
5、风雅本是不可说，但风雅往往又只存在于言说中，只在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那份向往里面。
日本唯美派巅峰作家谷崎润一郎，在随笔集《阴翳礼赞》中着力打造一种迥异于西方现代美学的风雅
，让很多人心向往之。阴翳不是常用词，本身就挺古雅。翳的原意，是羽毛做成的大伞，用于帝王贵
族的马车。但翳还有另一个解释，指角膜病变留下的疤痕，会遮蔽影响视力。《阴翳礼赞》的当代读
者，应把这两条都记着。当代生活是平的——“世界是平的”转眼竟已是十年前的老调了——无怪乎
当代艺术和审美也非常之扁平。苹果IOS 7搞扁平化还引发过争议，如今早已是智能手机UI的新常态。
更不要说当代艺术了，百年前，自康定斯基以降，绘画发现可以用色彩来代替透视，如今只剩个皮相
，对于画面和人物心灵的透视，早已被鲜艳单调的色彩和卡通符号代替，而作品的“内涵”，只能靠
作品外的各种解读和背书。这种扁平性已然深入骨髓，即使做成三维立体的庞大雕塑，比如村上隆的
牛仔或杰夫·昆的气球狗，竟然仍给人以平面感——也就是说，一种近乎无耻和弱智的直露，绝无任
何阴翳之趣可言。阴影的出现，本身即表示存在某种深度（或至少是“某种深度”的幻觉）。不仅如
此，还要把这份珍贵的深度精心掩藏好。阴翳之美，在于朦胧，沉默，隐藏。它只能藏在具体的时空
和物质中。《阴翳礼赞》是一部“物”的礼赞，谷崎老师没有很多高屋建瓴的思辨（例如阴-阳的辩证
关系），却不厌其烦地描述对于各种具体器物和环境的感受，纸拉门，灯罩，火炉，古玉，字画，走
廊，厕所（尤其厕所，不仅写得最富诗意，更有《关于厕所》的单篇论述），以至于能剧剧场和男女
肉体本身，总是在幽暗的环境中更/才有美感。这些描述颇为诱人，勾勒出一种反西洋、反现代的独特
情趣，为实实在在日常生活的物品和场所，笼上一层感伤而近乎偏执的美感。兴之所至，他甚至还恨
不得东方能发展出一种不同西方的物理学和化学才好！前阵很流行一个故事：夏目漱石让学生翻译“I
love you”, 最理想是翻译成“今晚月色很美。”阴翳之趣，与此类似，讲究迂回，忍耐，缓慢，既不
说破也不必说破，且在恋人之外，还要存在一个撒满月光的广大天地。然而月亮还是月亮，人间已不
复当年。阴翳赖以存在的客观条件，已渐渐消失。连谷崎老师也承认，毕竟玻璃门比纸门更加安全和
方便，毕竟夏天还是要装一个电风扇。室内的阴暗，源于建筑和照明条件的限制，只不过古人在受限
的生活中顺便发展出一套相适应的生活趣味。若强挽古意，倒也非不可能，只是太奢侈。就以谷崎老
师最偏爱的厕所来说，要把“住宅最不干净的地方和花鸟风月结合起来”，当然首先得买得起一个住
宅，其次花鸟绿苔之类还得有个园子安放。至于倪云林用飞蛾翅膀代替细沙作为粪便的垫料，可能本
身就是一个神话。阴翳，相对现代显得古朴自然，而在古代可能是苦心经营的结果。很多情况，非当
代人不愿风雅，非盲目附庸赶西方时髦之罪，是真负担不起也。器物的阴翳属于古人和贵族，于是我
们只好把这层阴影转移到自己的眼睛上来。这对于当代生活肤浅的张扬，薄情的迅捷当然是一种很有
益的审美矫正。怕只怕现代生活本身才是一层更大的阴翳。如集中《论懒惰》，谁能逆料懒本身早已
成为大众意识的一部分，懒也早已被商业化了，基本丧失了“出世”的旨趣。又比如女人，《阴翳》
里说，古代日本女人被要求如木偶般把身体隐藏在深色长袍中，相对贫瘠的肉体由此获得超过西洋女
人的神秘魅力。而今天的情况是，日本色情产业独占世界鳌头，而想来很有些吊诡的是，高级的日
本A片竟然是打码的！有码片比无码片贵，而真正精于品鉴的人，自能从中得到更深刻的乐趣乃至感
动。这或许是东洋式美学在今天的一个绝妙缩影，若谷崎老师当年有知，定要往《阴翳礼赞》里好好
记上一笔的吧！

Page 8



《阴翳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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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