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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的世界》

内容概要

森茉莉生活美学集大成之作
撷取疲惫日常中美的光闪
即使没有爱情，人生也可以是玫瑰色的！
寓居东京陋室，遥想半生前的明治优雅、西洋浪漫；畅谈食物、服饰诸般事物以及人的行止心性的“
美好法则”。想象与回忆交织间，红茶飘香、玫瑰绽放、恶魔与猛兽出没。
七十九篇珠玉小文，高度浓缩“茉莉美学”，穿插“森氏文明批评”，辛辣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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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的世界》

作者简介

森茉莉（1903—1987），日本小说家、散文家。散文集《父亲的帽子》获得日本散文家俱乐部奖，代
表作长篇小说《甜蜜的房间》获泉镜花奖、《恋人们的森林》获田村俊子奖。
森茉莉幼年备受宠爱，生活优裕。人生二十年代两次离婚，五十岁后为生计开始文学创作。她感受性
独特、辞章华丽，时而像顽皮孩童天真无忌、犀利批评；时而像追忆逝水年华的普鲁斯特，沉醉于昔
日美好。她对恋爱心理的冷彻洞察令人惊讶，获得三岛由纪夫等文坛大家激赏。
日本新潮社出版有《森茉莉全集》八卷本。森茉莉逝世后二十年来，各种选集不断问世，作品魅力历
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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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spoiled woman，阶层不一样没有共鸣
2、真真假假分不清楚，但就是个可爱的老太太
3、一位有雅趣的姑娘，即使白发苍苍了也依然很可爱
4、可爱
5、恋物最爱。前面描写生活物件的小文让人不忍心一口气读完。太美。后面抒发感想的杂文倒是一
般。评论里说是大小姐日记，太对了。
6、2016-10-26
7、红茶杯上放着黄柠檬。
8、耽美创始人  一个活在幻想和童年里的奇怪老太太。 有极度奢靡的心，现实却是一片狼藉，这本书
，似乎更像她在孩童时的回忆录。
9、读不下去的节奏，用了好多括号，时刻想要补充说明啊
10、哈哈哈，碎碎念的老太太，很可爱。和北野武的那本类似的书有的一拼。突然有种想看她和北野
武斗嘴的愿望。北野武估计是在全面占上风的气势下，突然被这位老太太一把冷刀子梗到说不出话。
11、第一次读森茉莉，能够感受到她的赤子之心。还是能看出来她是很有想法的，对于生活的感受力
也很强。同时，也有那么一些笨拙。她说，即使没有爱情，人生也可以是玫瑰色的。
12、任性的玫瑰
13、真是可爱至极
14、森茉莉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好
但是较之小说，散文还是不错的，我很想吃鸡蛋啊

莫名的让我感觉到那么一点的魏晋风度。(*/ω＼*)忘不了的是玻璃和小雏妓
15、是对生活的爱，却感受到更绝望。
16、阅读体验比《甜蜜的房间》好太多。
17、买梦的故事写到我心坎里了。给这么可爱的老太太加那么多流行标签真是难为出版商了。
18、八卦
19、少女心
20、贫穷玛利亚
21、用森茉莉自己文章里“你的纯真 你的恶魔”来形容她自己也是相当合适的。一个天真且少女玻璃
心的老婆婆，虽然耿直，但是写的形散神亦散读的也是挺累的。
22、读不出哪里好
23、茉莉系特制清新  美啊
24、奢侈的大小姐    到老的感慨    文字很美   后面啰嗦批判日本的政治
25、毒舌又懒洋洋的 “我的心周围仿佛围着一层软绵绵的玻璃体 即使从别人那里领受好意、领受爱，
好意和爱也会在穿过那层玻璃进入我内心时变得淡薄，变得有点无聊傻气。” （完全说中  要重读
26、作者对自己的生活处处有自己的见解和要求，并且很多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个人偏好都在 甜蜜的房
间 中体现了出来.其中我更喜欢她富有生活气息的那几篇散文，让人读完想去吃日本点心，读完想去
选购香水的那几篇.
27、完美文艺小资青年实践手册。
28、有些小文不错，有金句。
29、一开始觉得她描绘一些器具挺美挺细致的。看久了发现是老太太一个人在絮絮叨叨，发牢骚。形
容的方式也是千篇一律。但翻译也是有问题的。估计是翻译影响了阅读感受
30、天啦，这个老婆子满满的少女心
31、为了森茉莉的少女心多给一星
32、“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猫，也不知道什么是死⋯⋯” 嗨呀，在读森茉莉的时候眼前冒出的影像总
是你。
33、作者是一位日本上层社会女士。对生活的品评。文字比较简单，不装，说的很实在。有贵族范儿
。可以再读一遍。

Page 6



《我的美的世界》

34、说出“或许是因为嘴馋的缘故⋯作品中对食物的描写总让我印象深刻”的森茉莉，她的文章也使
我充满了食欲。桃花花瓣的味道，故意称之“雪白公主”的癖好，真浪漫啊。
35、奇女子，怪萝莉
36、【12/50】
37、超级喜欢她了！爆喜欢！怎么会有想法和我如此相似的人存在啊！即使是个老太太！也是最可爱
的老太太！
38、为什么说她是日本张爱玲？个人觉得比安妮宝贝都不如。就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絮絮叨叨自己
有多牛逼，刻薄倒是很明显，但她的文章里只有刻薄，其他是高高在上虽然我现在穷但是我就是比你
们高一等你们其他人都是碌碌无为的智障的病态心态。不知为什么捧她到这个高度。
39、中年心事浓如酒，少女情怀总是诗
40、衣食住行写的漂亮极了，很好的消遣之作。完全忘记了她笔下的父亲是那个大文豪森鸥外。
41、啊 可爱的小姐姐
42、书中对伪人道主义、政治一些虚假皮面的批判可爱又中肯；包括贫穷的美食家是她自己的分身，
最精彩的是对人的面部容貌的理解，“就算不美，也有自己本来的面部的自然样子”，审美好其实是
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过于美的东西人们嫉妒并且想毁灭，大自然创造美的自然法则。
43、如果身边有这么矫情的人，我大概会想打死她
44、她的真的世界
45、真喜欢这样洒脱的女性，总是能很明快地活着。
46、谜之好看，书给我的感受和网上那些“某明星豪宅内部曝光”的帖子有点点像，就是那种窥视有
钱人讲究生活的感觉，当然前者要艺术多了。但一般的女生看完都觉得自己是女X丝吧，唉
47、一般。
48、有可能是我看不懂。
49、我不喜欢看森茉莉写国事、评论政治时局、写什么人道主义，我喜欢看森茉莉写森茉莉。
50、看完前120页，快速的翻阅了剩下的部分。作者的文风没有让我找到有可欣赏的，臆想过多。（京
东凑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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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因为史航老师提到她是“日本的张爱玲”，于是匆匆跑到图书馆借下此书，应该是从《贫穷的美
食家》开始，开始进入森茉莉的迷幻世界。这个被大文豪父亲宠爱到17岁，接着离婚、被抛弃，最后
晚年活在垃圾堆里，却依然写出日本耽美小说鼻祖的女人，太神奇。她的文笔和描写并不如张爱玲般
十分的出色，但吸引我的是在五六十岁高龄写下的文章，碎片间竟透着一股少女感，少见，少见。这
本《我的美的世界》里，存有大量写食物的文章，那段在法国居住的日子，也许在很长一段时间，都
是森茉莉的精神支柱，今天就先来学习一下吧。1、雪白的蛋壳有细微的凹凸，让我联想到新积雪的
表面、压平的白砂糖，他与英国瓦特曼上好的西洋纸、与法国手工书的书页也是相似的。2、大文豪
夏目漱石似乎添尝过果酱，我咋经常舔尝炼乳。最近我更讲究了，把绵白糖放入无糖炼乳中来舔尝。
那时我仿佛置身天堂，柔柔的甜味一直蔓延到我的神经。小时候的牛奶香气会从记忆里苏醒吗？推理
小说家阿加莎用像猫舔牛奶一样形容一个人背地里得了便宜而得意微笑的表情，而我用勺子舀牛奶喝
时活脱脱就是那副样子吧。3、饼干一定要又硬又脆，并且要适当薄一点，嚼饼干的时候，饼干要有
口感，云母状的细粉末要散落在胸前或膝上，饼干要有优质面粉的味道，还要带着一丝牛奶和黄油的
香气，刻在饼干上的拉丁字母和小孔要排列着整齐规范，不能有一丝紊乱。4、玫瑰色——我想起大
正的一天。那天不知发生什么气候现象，天空变成了玫瑰色，院子也仿佛罩上了一面玫瑰色的玻璃，
我走到户外，只见路上、天空，目力所及整个世界都是玫瑰色。我至今还记得这两个日子，我奇妙的
玫瑰色人生，借助一种气象而披上了奇异的光芒，即使没有爱情，人生也可以是玫瑰色的。5、过去
没有方便面，女职员们就烤面包、热牛奶、煎鸡蛋。全职太太拿掉罩在饭桶上面的那块洗过后晒得很
干的抹布，揭开竹盖子，把虽是早上剩下、却也是用锅煮的好吃的米饭盛在碗里，吃切成丁并且拌上
酱油的腌茄子或腌黄瓜，喝好喝的粗茶。即使用豆沙面包填肚子，那也是面包房带着要让人品尝可口
面包的心情烤制的，中心夹着盐渍樱花，表面撒满罂粟籽，齿颊留香的美味豆沙面包，再配上一杯冲
泡讲究的粗茶。
2、是谁给森茉莉冠以“日本张爱玲”称号的？她们俩给人感觉完全相反。张爱玲表现出的爱欲冰冷
晦暗，森茉莉表现出的爱欲则是温馨明快的。用颜色来表达，张爱玲给人感觉是灰色的，森茉莉则如
她最爱，是“玫瑰色”的。不过说起来我为什么会找森茉莉的书来看，倒跟师太有关系。某天看到《
我的美的世界》一段文摘，突然有所触动，度之发现作者号称日本张爱玲，心怀多学点红玫瑰白玫瑰
般的段子好适时装逼的主意，搜罗来这本《我的美的世界》，没想到一打开，就跳出一颗生机勃勃的
茉莉跃动少女心。第一篇就深得我心。喜欢做菜，但并不喜欢在一旁看别人享用她做的菜，哪怕是她
爱的人，她对于烹饪的喜爱，是一种“摒除了母爱的西方个人主义”。喜欢做菜，只是因为做菜很快
乐，并不为了别人，这点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学习做菜的初衷并不高尚，不是为了减轻父母负担
，不是为了嫁个好人，不是为了获得别人夸赞，就是为了随时随地，不求人地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在学习的过程中，当然也会逐渐发现烹饪技艺的精妙之处，当然也会逐渐获得夸赞等等附加价值，但
最根本地还是自己能够满足自己所带来无语言表的快乐，仿佛一个人占有了全世界。森茉莉是个喜欢
吃，也懂得吃的不老少女。她喜欢的鸡蛋，我也喜欢，她罗列出一大串鸡蛋菜肴，我也非常有兴致地
立志要全部试一次。她对食物描写尤为印象深刻，我至今都记得简爱和鲁滨逊的饥饿感觉。她对饼干
点心有着自己的见解，我也有自己对某种食物古怪的要求。她称自己是贫穷的萨瓦兰，我也认为人不
管境遇再悲惨，也不该放弃对事物的细致体验和对“好”的追求。关于“纯真”，她引用了一句比较
极端的话“太太是淫妇，妓女中反有纯情女子”。实际上，她在说的不是纯真，而是人性，纯真和恶
魔，是人性本来的样子，可却有人要掩饰心中的恶魔，仿佛他的人性中只有纯真一样，可这些人当中
，真正的好人并不多。这说法虽然没有得到科学的验证，但在生活中却经常是验方，伪君子嘛，人身
上的善与恶假如都是固定量的，有的人通过语言就可以释放掉很大一部分，有的人拼命掩饰逃避，反
而最终需要通过行为去释放。看她可爱的吐槽也是好玩的一件事，很能吐到点子上。比如高峰秀子，
之前一直觉着她长得哪里不对劲又说不出来，怪老太婆一下子就get到是鼻子和嘴巴中间距离太短，笑
起来有横纹。对装逼犯吐起槽，也很是辛辣，对无聊的事情感兴趣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老太
婆在八卦上看到阿兰德龙和布里亚利的合影，不也照样写耽美照样不耽误工作。她不仅吐槽别人，也
吐槽自己，第一次上电视做节目的土鳖心态，叫人看着忍俊不禁。ps 真的很想看她吐槽下若尾文子，
纯真又恶魔的若尾文子，会不会也吐槽是“伪知性”呢？毕竟全日本她都吐槽是伪知性了。不过可能
因为她俩活跃的世代错开，所以没机会看了。至于说她“恋父”，我觉得在这本小集子里并没有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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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体现，她表现出的，只是正常的，得到过很多父母关爱的孩子会表现出的依恋。一下子失去父亲
这个“大椅子”的感觉，足以成为任何一个子女一生的羁绊，至少我是很能体会她这种难以名状的怀
念和失落的。她似乎对外界有许多关注，但从这本书看来，她还是更喜欢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娱自乐，
毕竟你们不懂我的乐嘛。出身优沃，青春丧父，早早离婚，中年被儿子欺骗，晚年靠卖文为生，境遇
反差太大，大家都觉得她是个大写的惨，可人家自己并不是这么认为的，“即使没有爱情，人生也可
以是玫瑰色的”是她的口号，从她的心境上看，确实也是做到了的。这本小集子也有令人难以忍受的
地方，最可怕的就是她追忆似水年华时那巨细无遗的华丽词藻。据说词藻华丽也是她的个人风格。确
实，人一旦对什么东西很感兴趣，就很容易变得巨细无遗起来，显然她最热爱的，是往日的奢华时光
。(虽然我在这儿吐槽她法国小说风景描写式的，巨细无遗的叨逼叨风格，但其实我自己真的写起东西
来，也是这么无法控制地叨逼叨的。真的很难改，半天进入不了正题，经常一不留神就跑偏数十里，
而且跑偏不止一次，像这本小集子一样充满无数的括号。最后出来的成品，就好像永远拧不干的烂抹
布一样令人不清爽。真的好羡慕那种干爽轻快的文章啊！学不来，学不来。)赶紧用她的一句话结束吧
。“人生中会有人际关系这种麻烦事儿，但独自待在房间，或一个人走路时，心境就跟刚出生的婴儿
一样。”
3、在日本提森茉莉必称是森鸥外女儿，仿佛她只是一个文二代。鸥外的书我看不进，茉莉也不喜欢
父亲的作品，说那里没有“魔”。父女文风迥异。最近，有“魔”的茉莉成了我最喜欢的作家。她写
作的当年，文坛严肃得多，被大评论家盖了戳，很难翻案。虽有当年三岛由纪夫极高的评价，今世又
有群阳子、平松洋子等一众女性作家爱她很深，更有人呼吁日本应该全民阅读森茉莉培养品位。但一
个作品不多，早已作古的女作家，高级的文坛是不会把她的牌位请上去的。放在异国的环境，没有父
亲光环和文艺评论的标签，我只看到一个有着奇特人格的，满脸皱纹却心如少女的厉害的魔女作家。
她把一些男人不敢写不会写的东西写到极致。她的杂文天真而犀利，态度潇洒不输雅痞女性。没有人
可以像森茉莉。说她是日本的张爱玲，不过是给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的一句话介绍语。尖刻阴冷的爱
玲和顽皮温暖的茉莉，并没有太多可比性。
4、原题：恋父情结是她写作的原点转载自：《现代快报》 记者 陈曦 嘉宾：止庵（作家、学者）梁艳
萍（湖北大学博导、东京大学客座教授）——一样出身显赫、老年落魄张爱玲写恨，森茉莉写爱——
读品周刊：有评论认为《甜蜜的房间》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你怎么看？梁艳萍：我没有把它看成一
个自传体小说，因为所有的小说都是虚构的，都是不能把小说作为作家传记去分析的，即使有作家个
人生活的影子在里面。国内在介绍森茉莉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种误区，把她个人生活跟她的创作
贴得过于紧密，其实作家的个人生活和创作永远是有差异、不可以画等号的。止庵：我觉得即便是自
传也是心理自传。森茉莉在主人公身上投注了自己的影子，在藻罗父亲身上投注了她父亲森鸥外的影
子，或者说森茉莉希望她和森鸥外的关系像小说中的父女关系，只能说到这儿。它是个小说，不是一
个自传。但如果森茉莉没有这么一个父亲，没有跟父亲这样的情感的话，她也不会写这本书。读品周
刊：可能也是为了便于宣传，将森茉莉称作是“日本的张爱玲”。但在我看来，除了出身显赫、老年
落魄这样相似的经历之外，她们似乎并无太多共同之处，尤其是她们的作品。梁艳萍：她俩出身显赫
这一点是一致的，个人经历其实也不是太相同。张爱玲是一个悲苦者的经历，从小被抛入一个冰冷的
世界，而森茉莉是在蜜罐里长大的一个小孩。晚年森茉莉的钱和房子据说被大儿子拿走了，但她的小
儿子还是经常去看她，她的房子也不是像我们说的那么脏，只是很小，不是太干净，但日本人整洁的
程度跟我们不同，一点点不干净都会觉得很脏。她的长子是东京大学研究法国文学的教授，小儿子是
平凡社的编辑，至于有人说钱被大儿子骗走了，应该是对那么多年不在儿子身边的一种补偿。她的版
税是给小儿子继承的。止庵：森茉莉跟张爱玲可以说一点关系都没有。张爱玲有篇没写完的文章，叫
《爱憎表》，还没有出版，里面写她爱和憎的人，憎的人里就包括她的父亲。最不喜欢、最烦的人就
是她父亲，你说这怎么可能把她们俩弄到一块儿去。读品周刊：张爱玲笔下的人性灰暗看不见光，但
读森茉莉，能够感受到喜悦和爱。请谈谈对她们二人作品的看法。这与她们的际遇有关吗？梁艳萍：
森茉莉在作品中，并没有表现出对两任前夫有多大的恨，而是带有一种比较温馨的回忆，如果说张爱
玲写身边一些人是带着一种恨意的话，森茉莉带有的依然是少女的天真烂漫，当然也有调侃。如果说
共同点，她们在作品中对人性幽微之处的那种逼视是有相似之处的。—— 对日本作家的介绍森茉莉是
最大的空缺——读品周刊：三岛由纪夫盛赞她，“日本能写出真正厉害的性感的杰作的，除了川端康
成，就是森茉莉了”，这里面有没有过誉的成分？因为她的父亲毕竟是大文豪森鸥外。梁艳萍：我觉
得三岛是以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惺惺相惜的感觉来看待森茉莉的，与森鸥外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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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写的父女亲情、同性感情，除了三岛自己以外，很少有人这么写过，所以三岛对森茉莉的评价是
精准恰切的，而不是因为她的父亲是文豪。森家是个传承性的文艺世家，森鸥外的母亲是著名书法家
，他的祖父也对文学有很深造诣，到森茉莉这代已经是第四代了。止庵：新井一二三曾经跟我说，他
最喜欢的日本作家，男的太宰治，女的森茉莉；中国作家男的鲁迅，女的张爱玲。日本战后第一大作
家是三岛由纪夫，同时能跟他抗衡的作家就是森茉莉。因为日本的现代文学，女作家总体比男的弱，
男盛女衰。最著名的就是樋口一叶，在当时可以与夏目漱石抗衡，但她很年轻就死了，是个没有完成
的作家，之后就没出过超一流的女作家，森茉莉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唯一可以跟三岛由纪夫抗衡的女
作家，这个意义非常之大，她改变了日本文学的版图，比重都改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她应该是
日本第一流的作家，而且是战后唯一一个能列入一流作家行列的女作家。我们这么多年对日本作家的
介绍，森茉莉是最大的空缺。她来了，介绍就完满了。就是这么大一个事。读品周刊：森茉莉的价值
在日本得到充分的挖掘和认可了吗？止庵：现在没有挖掘的事儿了，谁也不能挖掘谁了。全日本都说
好的作家只有夏目漱石，女作家只有樋口一叶，他们是经典作家，即便是川端康成，得过诺奖，应该
是公认的吧，但大江健三郎来中国，就烦别人提川端康成。文学这东西没有一致的看法。读品周刊：
森茉莉在日本文学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止庵：森茉莉在日本是超一流作家。原因有两个：一个
是她单独开辟了一个领域，就是所谓“耽美文学”；还有一个，日本文学普遍情强理弱，三岛由纪夫
的贡献是做到了情理两方面同时强，这个理是指文学的思维，这个文学思维是从西方来的，除了三岛
，只有一个作家也具有这个能力，就是森茉莉。如果你看《甜蜜的房间》，故事非常简单，但是她写
得很复杂，日本文学一般是细腻有余复杂不够，包括川端康成也是，甚至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太
宰治都是如此，只有三岛和森茉莉能达到细腻而又复杂。——恋父情结，是她写作的原点——读品周
刊：传说中的森茉莉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恋父狂，因为从小被父亲溺爱而失去了自理能力，导致后
来两次离婚。有人认为，恋父情结是她写作的原点。梁艳萍：她小时候是由佣人来照顾的，16岁就离
开了她的父亲，19岁时父亲去世。但你看她的随笔，她不是一无所能的一个人，只是不符合那个年代
日本主妇的标准，她16岁结婚、20岁两个孩子都生完了，20出头两次婚姻也结束了，就是未成年人的
心态没有完好地过渡，后来一直生活在对父亲的怀念中。她父亲对她的影响肯定是巨大的，但如果真
把她作为一个恋父狂的话，也不太合适。日本作家大概有女承父业的传统，比如幸田露伴的女儿幸田
文，萩原朔太郎的女儿萩原叶子，太宰治的两个女儿津岛佑子和太田治子，评论家吉本隆明的女儿吉
本芭娜娜。她们作品中的父亲都是慈爱的、理性的、富有情感的、完满的男性的象征。我是见过幸田
文的，七八十岁了说起父亲眼睛里面也会放光的。我认为对父亲的一种热爱不能说是恋父。止庵：是
这样，但不能这么简单地概括。日本作家有两大派，一派是写社会的，对他们来说，恋父确实是很窄
的一件事。另一派根本不写现实，对他们来讲，得到一个题材，在这个题材里面深入开掘，就像一个
小试验田，这一派文学没法拿第一派文学来要求，这一派文学又分为两个大方向:一派研究美的，比如
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他们的作品如果拿社会现实的标准来衡量，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是；还有
一派以情感为主，比如太宰治，最好的作品都是在写自杀，你说这有多窄，可是他就把这事儿写透了
，而森茉莉就是以探讨父女关系来写情感，达到非常深刻的程度。读品周刊：作为耽美小说的开山鼻
祖，森茉莉笔下的很多爱情故事都发生在成熟英俊的中年男子与俊美的少年之间，有人认为，小说里
森茉莉化身年轻男子去跟父亲恋爱，是以耽美形式寄托父女挚爱、以不伦掩盖不伦。对于这种解读，
你觉得是对森氏父女的一种冒犯吗？止庵：前面说了，日本两派作家，一派写现实，还有一派写的是
一种类型，这种作家我们没法用第一派的尺度去批评他，森茉莉就是这类作家，川端康成也是这样，
二战以后他只关心审美，他写《睡美人》，换个角度看特别不堪，一个老人没有性功能了怎么办，在
旅馆里女人吃了药后昏迷，然后老人睡在旁边。你说的这种批评，他没有考虑到一个前提，日本有一
类作家写的是一个类型，不是社会，不追求所谓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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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我的美的世界》的笔记-第112页

        一天早上，朱丽叶从天而降，仿佛是等着我似的出现在井边，就像一团滚圆的毛球。朱丽叶是一
只黑猫，全身包括脚掌都是黑色，毛皮又柔又滑，浅绿色的大眼睛嵌着深蓝色的眼珠。它虽然和我一
起生活了十三年零四个月，却从来没有发出猫儿最令人讨厌的“喵呜”的叫声，只是嘶哑地叫一声“
咪”。它头脑聪明，不会像别的蠢猫那样眼馋地坐在骂动物是“畜生”、认为动物比人低等的女人家
门口，它会躲得远远的。它在猫族当中也属于自尊心极强的那种，肚子饿了就走到放干鲣鱼拌饭或鱼
的报纸那里，背对着我坐下来。干等一个小时后，它终于丢掉自尊，转身对我叫一声“咪”。
有一次，我对蹲在衣柜上、眯着眼睛的朱丽叶说：“朱丽叶，你知道魔国的魔鬼们不能让人类知道的
魔国秘密吧。不过呢，那些秘密我也知道。我梦见你和一个鸟腿猫头的怪物一起在天空飞，那个和你
在一起的是什么家伙？你装出在我旁边睡下的样子给我看，其实每天晚上是去哪里了呢？” 
朱丽叶，你死去那天下午从床下看我，对我叫了一声。直到今天，你的声音仍然揪动我的心。那比我
母亲去世时的记忆还要让我难过；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猫，也不知道什么是死，一直那样幸福着；可
到了最后一天，你似乎果然明白了什么⋯⋯

1、朱丽叶很像我养了七年的一只猫。也是这么聪明，过慧易夭。啊。
2、三段话写一只猫的一生。茉莉奶奶真棒，字字珠玉，竟无一句废话。
（也难怪她老的各种文艺评论都语带讥讽 / 破落贵族对无趣的中产生活方式的BS一览无遗⋯⋯太有个
性了）

2、《我的美的世界》的笔记-第188页

        如果空闲时能够快乐地玩耍，那就比做无聊的事、比发呆更有意义、更让太太们喜欢；如果真的
能够快乐地玩耍，那就与好好读书学习一样好。不过说实话，游戏与好好工作一样难，因为游戏需要
与好好工作处于同等地位甚至可能更大的才能。比如婚外情，偷情时首先要有对话（心灵与心灵的对
话、眼睛的对话也是绝对有必要的）。就像婚外情电影里演的一样，男女双方絮絮叨叨地说话，或是
一脸悲苦，或是羞羞答答，不一会直奔主题，却只会让人觉得奇怪。大多数日本主妇只在日常生活中
和人说话，谈恋爱几乎不可能。即便是与狗儿嬉戏，即便是躺着看着心爱的花儿来打发快乐的时光，
没有享受乐趣的才能也是不行。而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我没见过公寓里的少妇们和狗儿嬉戏，也没
见过她们凝视喜欢的花。无忧无虑的我就更别提了，刻骨铭心的爱情令我望尘莫及，而我想到这些事
就头痛。
富冈多惠子 [1] 给《妇人公论》 [2] 写了一篇文章，说她不和主妇交谈，所以不会写主妇和爱情。最近
，我和她在下北泽的一家西餐馆见了面。出乎我的意料，西餐馆门口挂着上海的灯笼，而不是欧洲宫
殿的枝形吊灯；楼下设有隔扇，却没有牙医客厅里的橡胶树盆栽。远处有紫色、红色的喷泉，一只叫
“Alowa”的深海鱼在水中游弋，可怕的鳞片宛如麦克白的银色铠甲；近处也有喷泉，一群形似比拉
鱼的红肚鱼在水中嬉戏。喷泉周围是仿大理石围栏，上面装饰着像乡下饭馆壁龛里的万宝槌一样的木
把手。在那家奇异的西餐馆，我们谈论了那个话题，看法完全一样。诗人多惠子虽然想搞婚外情，却
没有和自己说话的男人，只有问她吃不吃饭的男人。她给池田满寿夫写信，感叹说：我才不要吃什么
饭呢。在西德的池田满寿夫回信说：那我就放心了。

[1] 富冈多惠子（1935-）日本詩人、小説家、评论家，日本艺术院会员，读卖文学奖评审委员。出生
于日本大阪，大阪女子大学文学部英国文学科毕业。曾经与画家池田满寿夫同居。青年时代即开始文
学创作，主要作品有诗集《反礼》，小说《植物节》、《爱尔兰岛纪行》（ひべるにあ島紀行），评
论《中勘助之恋》、《释迢空的笔记》、《西鹤的感情》。曾获得生犀星詩诗人奖、川端康成文学奖
、野间文学奖、紫式部文学奖等项。
[2] 日本女性杂志，1916年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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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书都充满了类似于《格调》一样对无趣的中产阶级的讽刺⋯⋯⋯⋯
不过茉莉奶奶就算老来穷也有底气说话，毕竟是富贵过
（可是老来贫穷还是很凄惨，唔⋯⋯还是不要活那么久的好）

3、《我的美的世界》的笔记-第189页

        诗人多惠子虽然想搞婚外情，却没有能与她对话的男人，只有问她吃不吃饭的男人。她给池田满
寿夫写信，感叹说：我才不要吃什么饭呢。在西德的池田满寿夫回信说：那我就放心了。

4、《我的美的世界》的笔记-第248页

        248

251

5、《我的美的世界》的笔记-第187页

        女职员们靠吃方便面省下时间补充睡眠，然后赶往公司。要说她们的工作能因此出色多少，好像
也并无明显不同。太太们用靠吃方便面省下来时间办读书会，⋯⋯就算她们谁做的手工艺品拿到百货
商店展销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丈夫死了，孩子独立了，女人孑然一身的时候，读书会、手工艺品也
不能够支撑她孤独的心灵。

（方便面，家用电器如洗衣机）这些压根没有让生活趋于合理，只会让世界变得无趣。我经常看见隔
壁那个买了洗衣机的主妇，大白天的呆坐在榻榻米正中央像鱼一样吐气。而正是生活的合理化，造就
了这么一段世上最乏味的时光。即使那个平民主妇的“阶级”提高一层，变成了“太太”，她的生活
中也只会产生一些毫无裨益的泡沫般的时光。

6、《我的美的世界》的笔记-第109页

        我想养狮子或豹子。如果我还年轻，那给我一头小狮子或小黑豹会比给我介绍男友更让我满意。
动物一般都很可爱，大动物就更有魅力了。除了个别拔尖的男孩，一般男子比狮子、豹子更有魅力的
可以说几乎没有。

7、《我的美的世界》的笔记-第57页

        我脸上挂着十来岁的少女也未必有的表情，飘飘然地信步而行，仿佛说着：“活着是多么美好的
一件事啊！”如果有人在路上看见那样的我，他肯定会相信我写的这篇文章。人生中会有人际关系这
种麻烦事儿，但独自待在房间，或一个人走路时，心境就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8、《我的美的世界》的笔记-第71页

        我买东西，与其说是买东西本身，倒不如说我是在把“梦”买过去，这种奇妙的情况很多。
我脑海中总是浮现以前见到的意大利的天空、波提切利《春》的天空、女神罗衣微弱的橄榄色、《维
纳斯的诞生》的大海透明的浅绿、散落画面中的花、明亮天空下那条仿佛静止的腐败运河的暗绿色，
还有新加坡和槟城的大海透亮的浅绿色、阿马尔菲海边的柠檬黄、修道院改建的餐馆里那些落在白色
圆柱、回廊下的野蔷薇的淡紫色花影、巴黎咖啡馆的覆盆子冰淇淋那掺了牛奶白的玫瑰色⋯⋯我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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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没完，还是打住为妙。当我发现这样的色彩，就会非常强烈地想要得到它们。
两个浅绿色的红茶杯摆在一起，我会特意挑那个颜色偏浅、发暗的，然后喜滋滋地用与颜色鲜明的那
只相同的价钱买下来。
⋯⋯
如果有织出凡尔赛宫的树林和跳到野猪背上的猎人图案的哥白林双面挂毯真品，我大概会魂不守舍，
不过我大概不会买。因为豪掷大笔钱去购物纯属讲排场，那里边没有梦，也没有愉悦。

9、《我的美的世界》的笔记-第19页

        淡茶、红茶（立顿牌）、上等煎茶（玉露茶没有清淡的味道）、瑞士或英国产的巧克力片、战前
的威化饼干、现做的上等抹茶细砂糖点心，都是我喜欢的。至于粗茶、咸味脆饼干、花林糖，我不是
很喜欢。不知为什么，我讨厌平民化的东西。我想那些老市民听到别人“尊称”自己为“平民”，大
概会嗤之以鼻的吧。
最爱的香烟牌子是菲利普·莫里斯，或战前的金蝙蝠。因为有个长得像布里亚利（法国电影演员）的
小说人物，我感觉他像是会抽菲利普·莫里斯的，所以我喜欢上了这种烟。喜欢的奶酪是荷兰奶酪和
小瑞士奶酪（表面的发酵牛乳较硬，整体呈小三角形，一块块用锡纸包着，吃的时候加一点糖。）这
比上等点心还好吃，可惜日本没有。黄油烤比目鱼、比目鱼刺身、奶汁炖菜、清淡的炖蔬菜、加白糖
的炖胡萝卜、番茄肉汤、俄罗斯色拉、八杯豆腐、蚬贝三周味噌汤，也都是我喜欢的。
或许是嘴馋的缘故，就连毛衣的颜色，我也喜欢胡椒色、可可色、日本栗的颜色、覆盆子雪糕色等，
这些颜色都适合我。我喜欢一切味道和颜色都甜美柔和的东西，喜欢那种“雅致的甜”。

茉莉奶奶对颜色的口味真是深得我心⋯⋯⋯⋯⋯⋯
比目鱼刺身什么的也很好吃呀：）

10、《我的美的世界》的笔记-第133页

        身穿麻衬衫，西服也是麻质的（素雅的白色中隐约透着咖色的顶级麻料），手持雪茄，雪茄的烟
头上堆着灰色——烧过的人骨那样的颜色的烟灰，坐在那里架起腿来，脚上穿着深棕色——隐约泛绿
、像泥土一样暗哑颜色的鞋子——这是最棒的装扮。（虽说只要有颗绅士的心，就算衣衫破烂也是绅
士；但若能衣着考究自然更好。）
穿麻料衣服的男人有一股凉意。（穿麻衬衫的人即使出汗，即使面色黝黑一脸倦容，麻衬衫也会让他
看上去有一股清醒的凉意。）
那会让我产生联想：将里边的西洋菊茎染成深绿色的玻璃瓶；注入苏格兰威士忌时，杯中微微冒出水
雾的冰块；透过百叶门缝隙的细小的金色光束照射下的桌子上的冷水壶。即便是便宜货，只要是麻，
就会有好看的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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