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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物语》

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芥川龙之介的两篇关于东京的小品文、太宰治的《东京八景》以及幸田露伴的《水之东京》
，一共四部作品。不同的作家，不同的角度，用各具特色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不同时期的东京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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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名家速成？要做“作家与城”系列，本来发挥空间很大，也可以做得很好的，然⋯
2、大家的文章是好  物哀与秋风相佐 甚是风雅
3、一星给龙之介 一星给太宰治 一星给幸田露伴 出版社没有诚意 译幸田露伴的人也暂给一星
4、芥川和太宰治的还好，水之东京显得很无聊，理解不上去
5、看了之后更不喜欢太宰治了。太废了。。。
6、2016年第20本
肚子疼睡不着翻出这本看。很大一部分跟东京一点关系没有，选题者不知道怎么想的。当然芥川和太
宰的文是挺好的。
7、芥川为佳，太宰次之，幸田又次。水之东京.......1900年的东京是个群岛吗？
8、芥川龙之介，太宰治和幸田露伴。最深刻的，可能还是太宰治的《东京八景》
9、封面真好看。个人风格明显，读后喜欢芥川。
10、在这样的时间读了一篇芥川龙之介的《秋》，其萧疏寂寥，人生还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
11、女朋友马上要去东京看樱花，不带我去。。。只能读本东京书来聊以慰藉。无奈书太烂了，找三
个作家写的题目有东京的几篇文章来，这也能凑成一本书。真想把编辑拖出去打！
12、译言古登堡城事系列，中信出版集团。古登堡的东西本来就参差不齐，拼个系列也是有硬凑之嫌
。
13、芥川还是老样子;初窥太宰治，不愧颓废文学之代表;幸田的水之东京倒是很一般，不过作者醉心中
国古代文学的底子倒是可见一斑。
14、幸田露伴那篇我可是完全读不懂⋯⋯
15、希望能随着水之东京的指引，感受东京。
16、倒是让我了解到了一些有关日本的东西
17、编者有点诚意好不好？除去编者，这三人的文章看下来最喜欢幸天露伴。
18、马上就要去东京啦！兴奋！容积了各个作家笔下的东京
19、好薄一本，价格偏高，诚意不足。比起名家随笔的定义更像是名家速成手册。P.S.仍然要表白我芥
川大神。那篇《秋》好棒。
20、小册子
21、小小的一本20多块贵死了 只有几篇文章 因为和发条橙一起买的 黄色配玫红 书店姐姐说是番茄炒
鸡蛋
22、太宰治简历的自杀部分看到笑出声⋯⋯sorry; but you made it! 我苦难的朋友。
23、不懂编这本书的意义何在，太宰和芥川还有趣，尤其喜欢《秋》，露伴的水之东京实在提不起兴
趣去看，作为一个休闲读者，也是我愚笨的缘故，实在枯燥乏味。
24、随随便便就读过了后面的日文估计还要几年才能看懂吧：） 奇怪的是偏偏最喜欢幸田的水之东京
25、选的很用心呢
26、用了一下午读一个人如何自杀多次，我真的不关心你自杀的事情
27、也就芥川的那个短篇和太宰的日记？较为可读。
28、#到目前为止，我看的书，都评五星。还是看的太少。
言归正传，说这本书。
这本书是三位作家的合集，介绍东京这座城。看文章之前的人物小传，就可以看出作家风格的不同，
小传内容十分客观。
喜欢太宰治，看完了他的故事，我觉得我有必要好好活下去，哈！
29、太宰治，《东京八景》，不关乎东京。
30、作为一个歪果仁儿露伴那篇是不是选得有点难⋯ 太宰很好 芥川的随笔也很好.w.
31、这本书薄则薄矣，所选篇目与标题并没有多大关系。
32、出版社好鸡贼，而且是鄙视读者智商的地步！这样的书只在书店里出现或者图书馆里看到都觉得
应该彻底消失！
33、幸田露伴的那篇读起来真的很无趣
34、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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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为龙之介和太宰治而来 秋和东京八景不错
36、读罢难以忘怀的芥川龙之介的《秋》
37、你还不是一照镜子就把什么都给忘了，你跟千枝的区别只不过一个在无聊的车里，一个在繁杂的
尘世中
38、太宰治像虫子一样
39、出版书真是随意啊
40、内容太少。喜欢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太宰治写的就是自己的自传，自己的生活就是一副颓废的书
。
41、短短小书，认真看的话，不下两个多小时就可以从头到尾看一遍。全书只对太宰治的东京八景感
兴趣，因为那就是活生生的个人传，虽然写的简陋，但能如实写出来，真是坦诚布公。芥川龙之介的
几篇颇为有趣，但也可以窥见的可鄙的人性尤其是说老妇人坏话之时。幸田露伴算是乱入的吧，水之
东京有点繁琐，除非对东京的水文感兴趣，不然确实没什么可读性。匆匆翻过，他作为研究中国的学
者，能信手拈来一些掌故功力委实不浅，尤其在篇末提到郦道元的水经注，并与之相提欲并论，但及
时承认自己的学识浅薄，也是谦卑。
42、《秋》和《东京八景》不错，《水之东京》太乏味。
43、还是喜欢芥川，太宰治的，实在欣赏不了。一直喜欢把作家和城市的集合起来的书，推荐布鲁姆
主编的《XX文学地图》（XX=巴黎、伦敦、都柏林、罗马）
44、太宰治读了都生气，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失望也强加在了他人身上
45、与东京的联系略微显得有些薄弱 文章有两三篇实在好 给人一种浅浅淡淡的寂寥 好像人生就在这
样的 恍惚迷茫之间 失去了意义 或者说 突然发觉 其实是根本没有存在过
46、拼凑大家的几篇随笔，内容却毫无关于东京的深刻体验，停留在表层的东京印象，即使这样也是
甚少的。《秋》平铺直叙带点儿萧条，却似乎和东京无关。东京的样子，岂是字面意思能表述的，认
为本书编排不尽人意。
47、乏善可陈
48、无意中在图书馆看到这本书 实在很薄一本。芥川龙之介的文章是第一次读到 秋 这篇短篇写一对
姐妹 那种微妙的嫉妒及怀有恶意的喜悦和最后无奈的落寞。“上了车，隐隐觉得自己与妹妹将永远形
同陌路。” 这种感情竟是让人生出一丝共鸣。
太宰治倒是之前看过他的《人间失格》，与这篇 东京八景 有共同的经历之处 毕竟那也是他半自传性
质的小说 这个人的人生经历还真是适合成为文学家啊 晚上回去看Toma演的人间失格好了
这本书其实就是选了几篇和东京有关的随笔短篇对我而言算是更进一步认识了这两位作家 接下来会读
他们的作品吧
哦对了在东京八景里有一条注释写的是 幸田伴露 但是最后一位作家写的是幸田露伴 百度一下好像这
两种说法都有？一本书里还是统一一下吧还以为是bug。。。
49、为了太宰治买的  水之东京有点拗口 没去过 全是专有名词 不知所云啊
50、名家的非代表作~收录的文章都很短，最喜欢芥川龙之介的《秋》，人生落寞寂寥如此。因为前
段时间读了太宰治的太多文章，一时间对《东京八景》感触不多，但还是一贯的文风。第一次接触幸
田露伴，《水之东京》写得世俗朴素，《清明上河图》也是世俗，所以这里不含任何贬义。不过书里
收录的文章也唯有这篇写的是实实在在的东京之物，前两人写得都太情绪，凝练出来的大概就是“风
物”二字里的“风”了。

可能是我对日本读物涉猎太少，缺乏底蕴和积淀，一时之间品不出况味。抽时间多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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