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渡边淳一我永远的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渡边淳一我永远的家》

13位ISBN编号：9787555217406

出版时间：2015-5

作者：【日】渡边淳一

页数：200

译者：侯为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渡边淳一我永远的家》

内容概要

渡边淳一最后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
在文中作者追忆了自己从出生到大学时代的生活，包括刚满百日之时，被算命先生断言“命犯桃花” 
，到少年时期首次认识到性，再至十八岁时第一次与女性的亲密接触⋯⋯将自己“性觉醒”的经历坦
率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让人得以一窥这位大师作品背后的真实。
适逢作者逝世一周年之际，捧读其临终遗作，体味作家波澜起伏的人生，读者对他的文学创作或许会
有新的理解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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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渡边淳一（1933－2014）
日本著名文学大师、国民作家。1933年出生于北海道。毕业于札幌医科大学，一度曾任骨科医生，后
弃医从文，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以小说《光和影》获直木文学奖，以《遥远的落日》获吉川英治文学
奖。2003年获日本政府“紫绶褒章奖”。2014月4月30日，渡边淳一因癌症逝世，享年80岁。
一生共发表130多部作品，代表作为《失乐园》。其中描写的不伦性爱，引发巨大反响，并相继被拍成
电视连续剧和电影，在日本掀起了“失乐园”热。其他代表作包括将现代情爱观融入日本古典美的《
化妆》，“爱与性”的主题的《红城堡》，临终遗作、最后一部自传体小说《我永远的家》等。
作为网友评选出的排名第一的日本对华友好人士，渡边淳一对日本政府不肯反省侵略战争予以严厉批
判，显示了一位伟大文学家对历史应有的自觉与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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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过他的失乐园，不是我喜欢的风格。我以为会是看他的最后一本书。想不到还能看到这么有趣
的散文。我好像能理解纯子的想法。
2、一如既往的安静
3、第一次读渡边淳一的书，感觉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文字质朴而真诚，好像很平常的讲述着自
己的成长和生活，读起来却不枯燥无味。
4、过去的事回忆起来，都有了一种飘渺的玫瑰色彩。
5、第一次读渡边的作品，就选了这本很短可能很有内涵的遗作，感觉有点懵。没有完全看明白书的
意义在哪里，作为自传太过简单，作为小说又太过零散。下次看看别的作品后再来品一品书中有何精
妙之处吧。不过作者的文风属于温暖治愈系列，读起来挺舒服
6、昭和时代北海道和京都的风光及日常生活回忆，微妙而美。
7、2016年5月30号读完 
8、在去浦东机场的大巴上翻完了，追忆一下大师，感想有三，战争中普通民众对究竟发生了什么其
实是不甚了了的，更别提什么立场了；大概所有男生都对少年时代自己和异性相处的种种日常追悔不
已；大学时光大都是被虚度了，大师大概是在为之后的创作在积累素材吧。
9、算是渡边真正的自传了，从出生到大学，基本无关后来的创作生涯，跟前日读的村上创作谈截然
相反，后者恰好从且听风吟发表开始写起。北海道的风土人情和战时感受是本书最大亮点，至于腰封
上的那些噱头，完全可以无视。
10、很简短。
11、自传文字，假日休息！
12、这是渡边大师的遗作，怀着一种敬意拜读，更能理解到大师对人生的感悟，很棒
13、诗牌短歌，感性虚无，女性引导：少年渡边经验与思考。这本小书，质朴明快，深邃真挚。
14、返璞归真。
15、只能说，这样的人生经历写成那样的书，一点也不稀奇了
16、林徽因群发了五封电报，而渡边老师的初恋死前给七个男人都送了一朵花。日本男人真幸福，日
本女人太早熟懂事了。
17、流水账一般的书，赖于作者知名度，无文学性、无思想性可言。写到大学而已，应该后续才是精
彩人生的开始，但没有内容了，难不成渡边写到这儿就离开了人世？
18、看完后我知道渡边淳一死了，感觉这本书要把他一生的书看完最后才看会有感觉点。书很短，但
却是渡边淳一写作基调的思想萌芽，而且我从侧面也窥探到当时中日战争的一些情况，一些区别于国
内读物的视角。另外，渡边淳一笑起来挺帅气的，妈妈很有气质，而且教育良好。
19、这本书让我看到渡边先生有个非常快乐的童年，也有个洞察人心的内心世界。
20、简简单单，记忆犹新的是粑粑塔。我也见过。其他读起来乐趣不多。
21、懵懂少年的情窦初开
22、在渡边的传记中，看到了屎柱、手淫；自杀的初恋纯子，直接把渡边带去情人旅馆的阿澄⋯这人
生经历真够奇葩的。
23、就写完啦？读完会有点蒙⋯⋯
24、未完成作品吧。写到转学札幌医科大学之前。能简单了解青少年生活和性爱历程第一课。其实印
象更深的反倒是京都的樱花和二战前后日本普通人的状态
25、迷你的长篇，夸大的腰封。但是读起来轻松自在，觉得天很蓝，雪很白，人总是快乐。大师把述
说都用纯真的角度表达，即使是情窦，即使是初夜。所有的经历都是人之常情，即便有遗憾和后悔，
回过头看，只是故事，不是事故。
26、下午在Free Library of Philadelphia花了两三个小时囫囵读完。第一次读渡边，这是他的自传体小说
，总体感觉一般，倒是他在初中时代创作的短歌感觉很好。
27、虽然配图里看起来是一本正经，但是字里行间却是满满的幽默，坦率与真诚。喜欢他的作品，贴
近人性，贴近生活，给人启迪！
28、好书，我喜欢。
29、翻译的文笔是不是有问题？还是渡边淳一就是这个风格？之前没有看过他其他书，但这本的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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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就是初中生水平啊。两星给初恋的故事，一星给外婆。
30、看完只想看梦断阿寒
31、看到二战前后校园生活那一段，几次落泪。
32、读的自传不多，感觉这个还好，剪短精要。作者很大胆很直接，赞一个。
33、感觉跟局外人好像，就是那种对生活没有多大的热诚，对人也不大热情的要死不死的节奏，而且
都感觉是个未完待续的故事。
34、挺有意思的 挺能窥见日本民众当时的样貌 但是篇幅略短 略不值
35、很好看，结尾太仓促了。
36、好强的书拦腰没的感觉。
37、回忆录 感觉故事没说完
38、不刺激
39、青岛出版社，，那天在银行没能读完，我带到日本来了。
40、挺有意思的，不过不算是十分感兴趣。关于他从小到大的背景，就是日本的历史，从中多少可以
了解一些日本那个时期历史。
41、秋雨绵绵的天气里，读渡边淳一的文字，很舒适的感觉。我一直很迷恋他文字里的温暖和风景，
那么美而忧伤，欲罢不能！ 希望尽快读遍你所有的遗作。
42、平平淡淡。娓娓道来，从简单的叙述中了解那个时代发生的事件，当事人的感受，读的舒服
43、只有大师的铁忠还有兴趣一读吧。可以窥见一些大师的作品的本源。大师都是天生的。
44、西宁
45、渡边淳一从出生到大学时代的回忆自传，书中所写在懵懂时期作者遇到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但是
所处环境不同，收到的教育及引导不同，自己得出的结论竟也截然不同，今后对自己人生，性格的影
响也截然不同啊
46、文字简练、干净，作者回忆童年时，叙述了日本二战期间国内的情形。写少年时，谈及初恋的细
腻，能够勾起人不少回忆。雪中一点红，为了怕自己平庸，于是选择了死去，像极了樱花的绽放和凋
零。与寄宿姐姐那段有点像意淫，总体上喜欢前半段，但读后半段才像在读他写的文字。
47、挺有意思
48、读完了，这个很真实，渡边淳一，无影灯是我看过的第一本，也很好，里面有很多独特的东西。
49、读后一直在想，是否这类人都如此，一生不停地更换身边的伴侣，两性关系看的那么轻松。
50、刚看完，唯一的感觉就是很平淡但不乏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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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遥远的家，是小渔村的小院子，是大城市的小二楼。哪里有回忆，哪里就是自己遥远的家。不管
好与不好，即然经历过了，就要坦诚接受，就要懂得珍惜。过去的事，决定了现在的你。正传完了，
闲话开始。这几年读过一些书，习惯问题，也是自己比较懒，从来没做过读书笔记读后感或是书评一
类的东西。今天还同学书的时候，同学问我为什么不记录一下自己的感受呢。我想也是，为什么不改
变一下习惯，记录下有意思的东西呢。这是我的第一个书评，希望不要是最后一个。之前只看过渡边
的失乐园，知道他是学医出身的，可是为什么学医，为什么写书呢？渡边从小就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
的人，理想的工作也是要与人接触的工作。高考考到北海道大学，因为学校的文科不好选了理科，要
分专业的时候不想学地质数学，理科学的也实在不好，想到东京大学学哲学，因为妈妈爸爸不支持，
帮他折衷选了医学，最终他还是成了一个作家。马上就要找工作了，心里想做的工作和所学专业相去
甚远。希望做自己喜欢的，薪酬够得上养活自己就可以。周围的人都会说，要找一个专业对口的，挣
钱多的(本人研究僧)。由着自己性子实在不容易，乖乖的心里又实在不甘心，距离正式找工作还有一
阵，希望能按自己的心找到合适的工作吧。之前看失乐园，真爱很打动人心，最总还是输给了世俗，
但感觉渡边本身是不会让步于现实的人。失乐园里，开篇就一大段@@@@，看过自然懂，当时年纪小
，看了好久才知道他在写啥。这本遥远的家里，也有一些这样的内容。暗自揣摩一下。渡边从小被妈
妈说命里犯桃花，可能是他命中注定，也可能是被这句话暗示，或者是他学医出身的思维方式，把我
不好说的事写的很直白，或者说很坦诚。即然本来就是这么回事，我喜欢不喜欢就不重要了，坦诚一
点可能更好。
2、这是我第一次读渡边淳一的小说，因为Kindle 商店特价推荐，尽管是个特别Low的开始，却并不妨
碍我开始喜欢他。谈不上相见恨晚，太年轻的时候读，估计也会给他贴上情爱作家的标签吧！他明明
是灵性作家嘛！嗯，封面一定是京都的樱花，那么绚烂，很可惜，我只看到黑白色。那么，渡边淳一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懂事乖巧，这是给我的第一印象，买黑市大米时勇敢地站出来帮妈妈解围，
贫困时期亲手制作烟卷给爸爸，选择专业时心领神会父母的意愿，放弃理想遵从意愿。应该还是个末
世情结的人吧！经历了战乱的童年，背叛侮辱的初恋以及背弃理想的求学之路，很小就看到阶级的不
公待遇，随时感受死亡，看到自己的国家衰落，看到心爱的人寻死，这么多黑暗的现实，换做谁都要
鼓足勇气才能活下来吧！可是渡边君应该还很乐观吧！至少在万般无奈中最终坚持了自己的理想，在
对女人的极端恐惧和不信任中还在寻求爱情，在全民恐慌中还能清醒思考国家的未来，这种乐观到底
来自于哪儿呢？[ 最大的不幸是在最美好的年华，感受黑暗 ] 童年总是给我们蜜糖般美好的回忆，那时
候，我们好奇地探寻着世界的美好，我们沉浸在无所不在的宠溺中，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
生。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年纪，渡边君却经历着战乱，感受着生命的卑微。那些住在贫民窟里的旷工被
人肆意侮辱，孩子能够理解这样的现实吗？为什么看上去差不多好端端的人要如此不堪呢？在鱼丰收
的季节里，人们为了挣钱牺牲背鱼工的生命，战争中，用贝壳来代替为国捐躯的士兵的骨灰，这些都
是可以理解的吗？在幼小的渡边君的心灵里，只有一件看上去正义感十足的事，就是把富有孩子的饭
菜让给贫穷的孩子吃，而贫穷孩子会在富有孩子遇到困难时义不容辞的帮忙作为回报。战争并不会给
人民带来幸福，尽管历史上每一次战争和起义都拿这个当借口。渡边君的童年给我们展示了日本在战
争时期，人民的生活百态。无论气焰高涨时期，还是战败没落时期，人们都没有感到任何所谓的幸福
。关于战争，也只是茶余饭后广播里的几条战绩而已，无非是国土又增加了些，又抢夺了些资源罢了
，日本的民众并不知道军队在外的种种劣行。可战败了就是悲惨光景的开始，渡边因为美国占领日本
而感到高兴，毕竟那是个崇尚自由的国度，不会强制做出太离谱的事。这样黑暗的童年，给渡边君带
来怎样的价值观呢？应该是再怎么努力也还是会不幸的无力感吧！同时也应该有着一定要努力活着才
行，生活没有办法松懈的紧迫感吧！[ 那些女人教会的事 ] 对渡边君影响大的女人，除了恋爱对象，应
该就是母亲和外婆了吧！这两个女人至少消除了些渡边君对女人的偏见。有时候，女人就是能莫名其
妙蹦出点杰出天赋来，外婆独自经营店铺，拼出一番天地。独立坚强，敢想敢干，将三个女儿送去读
书，在生意最好的时候毅然选择关张，对金钱有自己的主见，从不强迫别人，这样杰出的女性，会让
渡边自豪吧！母亲最常做的表情是微笑着点点头，温柔持家，优雅善良有涵养，渡边应该很喜欢妈妈
，所以才会时常在妈妈身边陪伴吧！在妈妈遇到危险时挺身而出，像个小男子汉一样，愿意为妈妈遮
蔽风雨，这样温柔的女性，才是渡边君所喜欢的吧！这样有名的所谓性爱大师，性启蒙却一点也不惊
奇，厕所涂鸦的问答以及杂志就搞定了，其实这也算不上启蒙，基本就是本能吧！所谓命犯桃花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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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梗，也就是随便说说吧！还没到看言情小说的年龄，就被吉普女郎，包身女郎躲去了爱情的美好想
象，女性原来都是心甘情愿出卖肉体的啊！有了这样最初的印象，自然感受不到女性性格的可爱了，
哎，真悲哀！加上明显有性格缺陷的初恋女友，一个作到死的天才少女画家，这个死不是虚词，彻底
毁了一个纯情少年感受精神恋爱的权利，还不如狠狠地做一次，我想渡边君一定这样后悔过。如此珍
视的爱情，却换来如此自私又无法理解的背叛，真是再也不相信爱情了，女人真是可怕的动物。后来
遇到的女房客，以及大学时期堕落遇到的女人，无一幸免，再没有哪个女人能突出重围表现出爱的纯
粹了。这样看来，性爱大师其实是很可怜的，得不到最纯洁的爱情，只有渴求性了。[ 终于还是走上
了这条路啊 ] 课堂上那些赞不绝口的短歌，谁知道竟是童年时玩的纸牌游戏激发的灵感，日后的文学
大家，谁知道竟是中学老师几句评语就成就了的。弃医从文也只是因为受到了摩西奶奶的鼓励。有时
候，太过刻意的生活，反而得不到成就，恰恰是不经意，却柳成荫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很可惜大
多数人被磨掉了兴趣，只剩下特长了。而渡边君是幸运的。其实，仔细想想，渡边做文学创作也是理
所当然的，因为经历以及无法抒发的情感，总要有地方宣泄才行我隐约能够猜到他的写作内容了，创
作大多来源于生活嘛。坚持10000小时就能成功，渡边君坚持在京都报文学科的时候，应该也没这么想
，京都绚烂的樱花令人神往，在离梦想最近的地方也越容易放弃，所以他还是回去学医了。这么想来
，人生真是妙趣横生啊！又确定又迷离。确定是冥冥中你总会去到你本来要去的地方，走上本来属于
你的路，迷离是你永远辨别不出什么才是自己该坚持的，是属于自己的。渡边君，做了小说家，真好
！感觉传记戛然而止了，总觉得大学之后才是人生真正的开始，可是，渡边君只写到大学，我想，后
面再多的人生都隐藏在了小说里了吧！
3、《我永远的家》不足200页，拆掉腰封的封面看上去还挺好看，内页排版看得也极舒服。在《我永
远的家》之前，我只看过渡边淳一的《失乐园》，还是在朋友的强推下才读完的。虽然一直对日系文
学无大爱，但这本《我永远的家》倒是让我十分感兴趣。除了其是渡边淳一临终遗作这一点，还有一
个主要原因是他内容叙述中的童年时光正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时间段。我有些许好奇，那段岁月在一个
作家的记忆里是什么样子的。书的前四章是作者对童年时光的大致介绍及描述，老实说其实挺平淡的
，不过“最爱水果”的章节倒在一定程度上勾起了我的记忆。想起小时候也曾有过“能买起一串香蕉
的人都是有钱人”的感慨。书从第五章“太平洋战争爆发”开始，到第八章“麦克阿瑟来日本”为止
，是我最期待和好奇的部分。果然站在不同角度看同一个事物，观感也是不同的。作者对战争并没有
太多描述，更多的是在战争背景下，其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变化。作者的叙述从小学、中学、高中直到
大学，一路走来也只是简单的抓了几个人，讲述了几段故事。加清纯子的部分相对比较吸引人，对作
者的影响也很大，但对于我这个普通的读者非迷来说，平平淡淡。若是对渡边淳一极感兴趣，那整本
书读来也算有趣。本书阅读到最后，看到作者提到了加缪的《局外人》，这倒是提醒了我，前段时间
一直想看《异乡人》，这下要当真去找来看了。SO，阅读总是能带来意外惊喜啊~
4、　　写在渡边淳一两周年忌日之际。 　　我接触渡边淳一的文字很晚，那大约是十五年前，看了
役所广司和黑木瞳的《失乐园》之后的事。不得不说，当时电影对我触动很大，这种触动不止是画面
里两人如蛇般缠绕在一起，而是那种贯穿始终的恬静、凄凉和结尾的悲壮气息。 　　起先，我不觉得
那是悲壮。就像我不理解，两个人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即便不能在一起又何必要共赴黄泉，就算要
死在一起，干嘛非要用服毒这种痛苦的方式。 　　直到多年后，我读到一个词——物哀。日本人对美
的追求很偏执，既要简约概括，又要丰富内涵。而越是短暂的美，越是他们追求的极致。这点有点像
李敖那句“有情便要相爱，然后就去远行，惟有恋得短暂，才能爱的永恒。”如果对美的追求是存有
共性，那对物哀之美的追求，便是日本人的特有。于是，我们经常能在日本的短歌、俳句中读到初融
的雪、落入尘泥的樱花或是转瞬即逝的暮色。仿佛越是难以保存的美好，才有价值，而繁花似锦的花
园，却无人问津。 　　这种对美的追求偏执而又趋于变态。因为在追求物哀之美中，始终有一种不破
不立的态度，那种宁求玉碎不留瓦全的坚持。 　　 　　从这本书中，我们亦能读懂，渡边淳一对物
哀之美的最求。那是一个私房故事，关于他的初恋，和他的初恋结束的方式。与加清纯子小姐短暂而
又暧昧的关系，对后来的渡边淳一有两点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刻骨铭心。一个是，女人如老虎，看
似清纯的女人，如何同时与七个男人保持暧昧的关系，当时的渡边淳一，是怎么也想不明白的。二一
个是，加清纯子以最美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件事对渡边造成的震撼，远不止是促成后来那本《
魂断阿寒》而已。加清纯子加于渡边的影响，无疑是三观重塑的打击。 　　而后的渡边，便投入了阿
尔贝·加缪的怀抱。加缪略显倦怠感的笔触，憧憬与虚无间游走的文风，对渡边写作的影响意味深远
。 我想，正是这两个人，造就了之后的大师渡边淳一。另，本书除去纪念意义外，更多的是经由渡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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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提起的只言片语中或是轻描淡写的黯然神伤里，去经历大师年青时的种种点滴生活，我们去读他
，就好像与长者信步闲聊。在此，特别感谢出版方，在渡边淳一辞世两周年之际，能让我们再与大师
短暂邂逅。
5、渡边淳一的“家”文/泊南在中国近代，有一个人，他弃医从文，口诛笔伐，写下了不朽的战斗檄
文，是插向敌人的一把利刃，他的名字叫鲁迅。在中国当代，也有一位弃医从文的作家，《在细雨中
呼喊》、《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就是出自他手，不消说，他是余华。其实，在日本，同样有一位
弃医从文的文人，有人说他走了，带走了一个时代，渡边淳一，令人记忆深刻的名字。对于他，最熟
悉的莫过于他的《失乐园》，一本直接而大胆描写中老年“不伦之爱”的作品。且他的其他作品中也
不乏情爱与性的描写，日本媒体称他是“‘中间文学’第一人”、“现代男人的代言人”、“日本现
代情爱文学大家”等等。他为中国读者所熟悉，还因为他是一位对华友好人士，还曾发表文章《一百
种理论不如一份良心》，回忆中国和朝鲜半岛民众因日本侵略遭受的非人待遇。作为大师渡边淳一的
临终遗作，《我永远的家》最终回归本真，用最朴实真挚的语言，从他呱呱坠地开始，写到大学结束
作品已经结尾，对于一位标记着一个时代的伟大作家，仅用二十一个章节来总做结似乎分量不够。然
而，武则天立无字碑，是明白“自有人评说”。想必，大师没有大张旗鼓为自己立传、出遗作，也是
出于此吧。在该作品中渡边淳一浓墨重彩地写了二战期间自己所经历的生活，切切实实地给读者展示
了自己一直生活的“永远的家”。这个家不是固定的居所，也不是自己一生的依托，仅仅是他本人未
娶妻生子之前的“家”，与父母，亲爱的老师以及外婆相伴相携的一段美好而无负担的生活时光。在
书中，渡边淳一也并不忌讳谈到“性”。一直以来，他本人一直就带着性学作家的标签，“擅长从医
学角度，探究男女两性的根本⋯⋯”他说到自己初中时期厕所上的涂鸦，认为“与学校课堂的学习内
容同样重要。”对初恋女友的自杀一直难以忘怀，甚至以此写了小说《魂断阿寒》。多年以后，成年
的渡边淳一才明白天才少女加清纯子，她只是“更爱自己”罢了，因为她的天性就是如此。家，是一
个居所，也是一种精神的归宿。海涅曾言道：“我宁愿用一小杯真善美来组织一个美满的家庭，也不
愿用几大船家具组织一个索然无味的家庭。”和睦、有爱和团结是一个家庭温暖的法宝。渡边淳一把
自己与家人生活的岁月写进临终遗作，也是把家看成自己精神上的寄托和期望。他爱自己的家人，并
且“非常开心”。巴金也写过《家》，可是那个“家”是带着明显的时代色彩的文学作品，《我永远
的家》则是临摹了渡边淳一从出生到大学的日子，向读者展现了大师作品背后的真实生活的一部作品
，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质，两者如同两条平行线，毫无交点。元好问评曾经评价晋代诗人陶渊明的诗风
时言道：“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陶渊明的诗句自然质朴不假修饰，洗尽铅华，率真
而隽永。而做人能以稚子之心看待生活，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娓娓道来自己记忆中的岁月，渡边淳一大
师不是做的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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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渡边淳一我永远的家》的笔记-第55页

        原来战争距离平民如此之远，孩子的想法果然独特！哈哈~

2、《渡边淳一我永远的家》的笔记-第152页

        纯子的自杀不是因为你啊！不过，你为什么没有感觉到呢？因为这果然是真实的人生而不是小说
的原因吧！好遗憾，可也无可奈何

3、《渡边淳一我永远的家》的笔记-第4页

        “钱这个东西不管有多少，保不住哪天就会被人骗去，或者因为不景气而流失。只有接受教育得
到的学养才能永远为孩子所有而不会流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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