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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寺》

内容概要

《三岛由纪夫作品系列：晓寺》是丰饶之海”四部曲第三部。
1941年，47岁的本多见到泰国幼小的月光公主，相信她是由勋转世的，在返回日本后他开始研究轮回
转世以及唯识论。面对化为废墟的东京，本多期待崩溃更加深化。11年之后，本多已经是初老男人，
爱慕长大成人的月光公主，相信她是清显、勋的转生，同时因无法摆脱认知的世界而对自己绝望。月
光公主20岁，在返国后因为遭响尾蛇咬腿而身亡，新一轮轮回似乎又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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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寺》

作者简介

三岛由纪夫（1925-1970），是日本著名作家，怪异鬼才，“日本传统文学的骄子”，两次被诺贝尔文
学奖提名为该奖候选人。日本著名比较文学研究家千叶宣一认为三岛与普鲁斯特、乔伊斯、托马斯·
曼齐名，是二十世纪四大代表作家之一。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权威唐纳德·金认为三岛是“世界上无
与伦比的天才作家”。三岛在文学上探索着多种的艺术道路，集浪漫、唯美与古典主义于一身，特别
是采取日本古典主义与希腊古典主义结合的创作方法，描写男性的生与死的美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
各方公认的。在美学的追求上，三岛着力于对深层心理的挖掘，从隐微的颓唐中探求人性的真实。以
生活为题材向艺术挑战，以肉体为本向精神挑战，这便是三岛作品的真正意义。三岛主要代表作品有
《金阁寺》、《潮骚》、《假面的告白》、《春雪》、《奔马》、《禁色》、《镜子之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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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寺》

精彩短评

1、晚霞是迅速的
2、同情本多，同情自己
3、看完⋯⋯都觉得自己的偷窥癖也觉醒了→_→
4、不太懂三岛美学的颠倒
5、看完后有点混乱，可能是我阅历太太浅了
6、岁月催人老
7、月光公主减一分 不解释
8、探讨轮回的部分看的晕眩，异国风情的描写像藤蔓一样美，喜欢这个结局
9、最喜欢里面一段关于心跳的比喻。
“那是一场雪崩”
10、“如果卑劣的欲望不过是使卑劣的影子若隐若现，如果在这最初的心跳中根本没有崇高的诱惑在
闪烁，那么人还可以保持平静的自尊，生活下去的。”
11、永恒流转如瀑布
12、随手买的，并不知道是四部曲最后一部，看的不是很连贯。感觉中间有点乱了。
“所谓晚霞的本质是根本没有的，它只不过是一场游戏，是一切形态、光和色的没有目的又严肃的游
戏。”
13、这部本多戏份一多，佛教理论也多起来了。但还是怀念春雪啊
14、前半部分基本上就是游记和哲学讨论，看三岛的游记真是很享受，惟妙惟肖的描写再加上他固有
的意识流穿插其中，真个是很舒服！至于后半部分的故事觉得会有些许沉重和阴冷。
15、像是经历了一次隐忍的轮回
16、一场大火 最后白茫茫一片 映着远方的富士山
17、没有了《春雪》和《奔马》的紧凑情节和明显的意图，这本书给人说不出来的憋闷。但是，这感
觉也正是“丰饶的海”意中的起落。三岛没有让人失望。期待《天人五衰》。
18、我对那些描写宗教的意识流真的是有种感官无能的叹息
19、尤丽提斯与月光公主一样不幸被毒蛇咬中而亡。那迦犀那所说的不同时间的火焰的对轮回转世的
解释与最后澎湃的大火所呼应。三岛在印度宗教中寻找着轮回转世的依据，还是有太多的地方不懂，
逊色于前两部。
20、总会在最灿烂的时候死去。
21、别矫情，老变态
22、虽然是一个与前两本有机的整体，但是表露出的衰败，浑浊的呼吸，让我甚至有些喘不过气。人
性当中复杂的，欲望与本性更直接地坦露出来，虽然在前两本中都有所涉及，但晓寺太渗透到底了，
猛然的宗教意味的增加与人性本能丑恶的表达，让我不太喜欢这一本
23、读时的不适感随着本多窥视癖的暴露越来越明显。到最后才发现每个人都是不正常的人。一整部
写得像梦呓一样。好像通篇都在对本多发出老而不死是为贼的嘲弄。又反衬了死而不衰的松枝清显和
饭岛勋的美感是多么纯粹。竺加荣的翻译少了隔的味道，文字比较“审丑”，更增加了读起来的不适
感。
24、前段时间刚看过《深河》的缘故，两位作者关于恒河、佛寺的描写和感悟在脑海里呼应重叠。这
本前半部分很多关于佛教、生死轮回的篇幅，可能是四部中三岛唯一一次对于重大问题的直接表达吧
25、爱情是对濒临死亡之美的渴盼。
26、越过了大段关于轮回的文字之后，这本的核心似乎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读了之后的感觉和《金
阁寺》一样，很累。还是喜欢《春雪》，都不期待最后一部“天人五衰”了。20160712
27、人还是不要活得太久比较好，衰老的身体和发酵的内心让人脱离优雅。
28、真火葬场
29、我好喜欢
30、画风浓烈到窒息，像浮世绘，很美。
31、我仍然是要给满分的。本多竟然也有了成为极端的理想主义者的倾向，而且竟然成为了为肉欲所
苦的人。可是他终究是和清显与勋不同的人，在他极度的渴望中并没有春雪和红日一般的高洁，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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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寺》

如同热带水果一般的粘稠浓烈。看见有人评论《晓寺》已不如前两部那么清澈，而是愈加浑浊，十分
赞同。如果说《春雪》和《奔马》之中的故事和忧愁就像溪水和樱花花瓣一般透亮，那《晓寺》就像
它自己所描述的恒河一样，是土黄色的污浊圣河，没有人再在它的面前切腹了，只有向往转生之人的
尸身在火焰中吐出白色的刺鼻烟雾。我真的不敢再这样全情投入地读三岛了，我需要休息。
32、《豐饒之海》第三部，一個月的時間讀完。本書前半的哲學探尋實在引人入勝，以至於後面大量
描寫本多的慾望時，讀來有些無所適從。「行惡見樂，因惡未熟。」開篇看到此句時，心中怵然一驚
。果然，本多也從那個冷靜客觀的觀察者，陷入到生死愛慾中。年輕時沒有被死誘惑過的「有為青年
」，在窺知理性的侷限後，也按捺不住成為了世界的參與者。如果按照書中的範疇，將人分為「自知
而不創造」和「創造而不自知」兩類，那無疑是後一種人更吸引我吧！本多這般的人，則是遵循理性
之槳，巧妙地避開了毀滅的暗礁。不可謂之不幸，但卻黯淡無光。喜歡書中插入的那些看似無聊的律
政文本，正是這樣的鮮活和赤裸襯托出了本多。生命相似相續的「燈喻」也很有趣，但三島談起哲學
，還是有種靈氣不足的笨拙感覺。虔心期待最後一部啊！
33、极致的美感不会疲劳，期待第四部！
34、诶。可怜的本多。。
三岛由纪夫是否觉得年老色衰的人不能拥有爱情与欲望？。
35、整个故事像一个迷一样，似乎没有结束的那一天
36、看了兩年總算是看完了。前半部分關於佛教的東西太多，讀也讀不懂，以至後面的內容也是一知
半解。最能理解的大概就是今西對椿原說的，不想讓雜質混入內心，所以一直用悲傷充滿祂，如此才
能安心。這確實是對於像椿原這種沒有才能的人最好的逃避自己的麻藥
37、恰好处于本多此时的年龄，代入感太强了。虽然大篇幅佛教、轮回转世理论的阐述影响了阅读的
流畅，还是喜欢。
38、读丰饶之海的顺序是乱的，先是《天人五衰》，《奔马》然后是《晓寺》，第一部没在图书馆找
到。恶之集合的本多，梨枝，庆子。喜欢书中对泰国和印度的描写。还有就是吐槽一下书中的“夭
车菊”
39、四部曲里最阴暗的一本。信息量太大，看完心情十分不平静。初看觉得似乎有点零散，原来首尾
相接⋯从各个角度和其中每个元素看，我都特别喜欢这一本。
40、一开始觉得枯燥，大多是关于宗教、寺庙的描写，可越往下看发现越来越有趣，由转世轮回，进
入到对主人公重遇的情节描写，再到后来文章后半部分呼之欲出的超越伦理的恋爱，最后更是令人意
想不到的女性之爱。
41、现在的心境适合读日本文学。记得大学时候借了一本  我是猫，死活也读不下去。在二十五岁的门
槛上，眺望而立之年岁，并无可说。我想，唯一重要的是，随着时间和阅历的变化，心感知世界的方
式会不同，从而生命的体验日久弥新。
42、这本写的有些不同，前部分大量的对佛教的转世描写还有宗教知识，有些看不大懂，总之做了好
多铺垫。可后面公主的出场又没有多少惊喜，完全用本多迷恋上公主的角度来呈现公主，没有太多对
公主的直接描写。这部分不大精彩，相反他的邻居好友确实生动，突出。
43、真的很难读进去，太苦涩的文字，没有丝毫生命力，文学性冷淡典范
44、过于莫测难懂了。
45、过渡章
46、月光公主
47、石榴寺 那段居然超喜欢
48、《晓寺》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间有明显的裂痕，这种痕迹在表面上呈现为泰国印度的异域风情和宗
教色彩与日本国内动荡不安的局势和虚假的繁荣奢靡之间的明显对比，三岛在描写印度对宗教的近似
于无情的虔诚感时的技巧令人折服
49、印象深刻的倒是今西这个人物口中的“石榴国”，为了纯粹的美而生灭
50、本多在贝纳勒斯看到了印度教祭祀的神圣，人们的虔诚，突然想起来勋追寻的正是那虚幻世界彼
岸的太阳，太阳，也许代表着光明，勋也许成了一只飞蛾，黎明前的黑夜是最黑暗的。书中有大量的
佛教用语让人略微难懂，什么未那识，阿赖耶识，大概都是要解说轮回的关系吧。第二部分里本多从
律师退休后因为比较清闲，释放了内心里的阴暗的一面，却又是自我厌恶与甜美诱惑相伴。本多是所
谓的观察者，勋，清显，月光公主都是创造者，本多看着命运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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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时间，即轮回的生存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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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寺》

精彩书评

1、《春雪》忧郁，《奔马》狂烈，而《晓寺》则进入了佛教世界，本多比《奔马》时年长了十岁，
心境的变化在其印度佛教遗迹的游览过程中展开，随着斑驳绚丽的幻象而更加复杂。不得不说，三岛
真是鬼才。第十三节，提到奥菲斯，我才知道，奥菲斯教是西方重要的轮回学说的源头。这是一个意
外的发现。除了沟口的自卑，这是我在作品里发现的另一个跟三岛的共同处。要怎么看他对轮回学说
的引用和讨论？不会太过了吗？这一部，开始有很多丑恶的东西出现，偷情、偷窥、妒忌和猜疑等等
，而清显的纯粹之美和勋的炽热之美都不见了，月光公主二代的美也是单薄，且经本多之眼而充满肉
欲。三岛的这一部，我总体感觉，要比前两部差一些。不过，本多在前两部一直克制着自己，持守理
性的原则，到这一部，他终于在中老年的衰老之中，在自己怪异的肉体感觉之中反思、甚至反抗理性
的幻觉，而想要追求自己精神的青春，真正的成熟。而他也终于是小说的主角。不由得想起浮士德。
第四十一节：“本多在这临近人生尽头时发现的快乐，就是如此不检点地抛弃人的意志。”“本多根
本不可能成为像清显和勋那样的人。”这样的本多，已经完全不可能在精神世界之中得到像清显和勋
那样的人生姿态，而在肉体的鼓动之中不断深入到日常欲望之中。这样的本多，人生再也不可能重来
的本多，因为理性而游离在青春的双子座（清显和勋）之外，又恨不得自己的青春如同他们一样。或
许，中年人来看《晓寺》，会有更多的共鸣。那场火灾将本质和幻象都统统毁掉，是一个如其本身那
样炽热而可怕的象征。最后的结局，月光公主的死有些突然，不像她的前世清显、勋那样的死，是有
叙述过程暗示的。不过，月关公主之死，不得不让我想起奥菲斯的爱人，尤莉迪丝的死，同样都是被
毒蛇咬死，只是没有一个奥菲斯能够为她下冥界了。本多本来不知，也更不可能成为奥菲斯一般的人
。
2、起初读《春雪》松枝清显给我的印象，忧郁而偏执，却又纯洁如雪，好像茫茫大雪里飘落的一片
白色樱花，包裹着隐忍的激情，但只要在风中盛开起来，便是以一种肆意而固执的悲壮方式，拥抱着
若即若离的雪花，缠绵如醉，至死方休。“一定会再相遇的，在瀑布下”他对本多说。在三宫院的瀑
布下，本多见到了少年阿勋，眼神坚定清澈，身体刚健修长，左胸下那三颗精致的黑痣，跨越时空，
冥冥之间把他与清显联系在一起。是转世嚒？一个像雪，一个像火，一个是忧郁之美，一个是阳刚之
美。但他们都那样清澈干净，不管是如同冷寂无声的月色，还是如同炽热激扬的阳光。“一定会相见
的，在瀑布下。”瀑布冲刷着灵魂，带来的是另一面的清显吧。他们相似，都固执地追求着纯粹与美
，不是么？或许也不是真的转世。佛教抛弃我执，轮回之中真正转世已不是本体，而是心中的执念与
力量。在第三部晓寺里，三岛阐述地更为深奥。阿勋，你选择死去的时候，是不是也感受到了，另一
个自己，正在遥远的暹罗之国，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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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寺》

章节试读

1、《晓寺》的笔记-第132页

        既然有自我，而且那自我能够认识，那么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过是现象的影子，是认识的投影而已
，因此，世界是无，世界不存在⋯⋯这种我执的习气，是狂妄自大的想要把世界当成一个美丽的皮球
踢来踢去吧？
然而，世界是必须存在的！

2、《晓寺》的笔记-第176页

        今西康是德国文学研究家，四十岁上下，战时曾介绍过青春德意志派，战后写过各种文章，梦想
着性的千年王国。他总说要写这样一本书，却终究没有写。想必是由于他已经把书的详细内容向别人
披露得过多了，因而丧失了写作的情趣了吧。也可能是由于他不明白那个充满了怪诞和忧愁的千年王
国，与今西证券所的二公子——过着优裕的独身生活的自己有何关联。虽说他长着一副苍白的神经质
的相貌，但擅长交际，巧言伶舌，无论是蔡姐人士还是左翼作家都对他感兴趣。他感到自己发现了战
后遭到破坏的权威与既成道德以及知识的苍白和荒芜，是与过了半辈子的自己相匹配的荒芜。他还因
此懂得了性妄想的政治意义，并把它看做了当家本领。过去的他，仅仅是个贵族式的梦想家罢了。他
故意以贵族般的风度，满口粗话地献殷勤，颇受女士们的青睐。称他为“变态”的人，似乎只能证明
自己是封建的遗物。同时，今西也没有忘记描绘千年王国的未来蓝图，使一本正经的进步主义者们失
望。他决不高声讲话，因为提高声音，具有把事物从微妙的官能领域里剥除使之化为思想的危险。

3、《晓寺》的笔记-第276页

              在相互纠缠着的两棵丑陋的大树之间，一枝蔷薇怎么可能发芽呢？恋情怎么可能像寄生兰似的
，在这两棵都垂挂着厚颜无耻的气根的树上开花呢？无论是讨厌的认识欲之树，还是带有五十八岁腐
臭的肉欲之树⋯⋯月光公主必须存在于他的认识欲的彼岸，而且，只同不可能实现的欲望有关联。
      本多繁邦终于因为金钱的腐化和拯救转世清显失败的失落而从纯粹理性中走出，在五十八岁的身体
中产生了情与欲。
      是否三岛由纪夫认为丑恶的肉体不配拥有欲望与感情？在《禁色》中，俊辅也只能通过悠一这一美
的存在而代替自己去爱，去享受肉欲。

4、《晓寺》的笔记-第216页

        “这是刚刚战败后，我用短刀刺入胸口企图自杀时留下的伤痕。错就错在我没行采取切腹的方式
，不该担心万一切腹会失败等等。结果，稍稍刺偏了一点儿，没扎到心脏。血倒是流了不少。”
饭沼炫耀似的抚弄着暗紫色的疤痕。实际上，在本多的眼里，那也是个无法复原的归宿。
发红的粗糙皮肤凝聚起来，封住了难看的伤口，强行将其拽向一个晦涩的归宿。
饭沼那顽固的胸膛还是和从前一样，现在只是覆盖了一层白色
胸毛，仍然充满骄傲。本多这才意识到饭沼不是为了钱而来的，但也丝毫不觉得自己那么想有什么可
惭愧的。饭沼现在和从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这种人也想要把被逼迫、被玷污、被侮辱的东西
结晶、凝固成一种稀有的玉髓，将它转化为崇高，展示给最让他信赖的证人，这种心态也不足为奇。
认真也好，胡说也罢，胸部留下的暗紫色疤痕，毕竟是饭沼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一颗宝石。而本多呢，
尽管不情愿，却荣幸地被饭沼选为见证人，乃是出于对本多过去的高尚行为的报答。

5、《晓寺》的笔记-第219页

        《晓寺》是最该反复阅读的一本，因为这本说太多的宗教阐释，看不懂就不太清楚三岛到底要讲
什么，也不明白三岛为什么会将本多的老年写得如此扭曲。这段反复读之后，大概有点理解了，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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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寺》

是吃不准。继续看吧
一个水晶结晶体，-个只允许可爱的主观自由游弋的玻璃体，才应该是月光公主的栖身之所。
对于清显和勋，为使他们的人生凝结成水晶般的结晶体，本多曾尽过微薄之力，这是他引为自豪的，
在他们二人的人生历程中，
本多伸出的是救援之手，同时也是无用无效之手。重要的是，本多是一无所知地，极其自然地,愚蠢之
极地（自以为是在扮演一个理智的角色）扮演了这个角色。然而，当他“知道了”之后！在那酷热的
印度受到了严厉的教诲之后，他对“生”还能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干涉怎么参与呢？
况且，月光公主是个女人，是一个浑身充溢着诱惑力的无明的黑暗般的肉体，犹如溢满了水的杯子。
这肉体诱惑着本多，不断地将他引向“生”本身。其二，是为了让本多彻底认识到参与之不可能。
当然，在本多看来，将月光公主保留在水晶体中，是自己快乐的本质，但他不能与自己固有的追求真
理的欲望分道扬镳。有没有办法可以将这相互矛盾的欲望加以调和，战胜月光公主这只开放于“生”
之河泥中的黑色莲花呢？
就这一点来说，最好能在月光公主身上发现证实其乃清显和勋转世的痕迹。这样一来，自己的热情就
会减退。但另一方面，假若月光公主原本是个与本多所见过的前几个转世毫不相干的少女，本多决不
至于被诱惑到如此地步。由此可见，眼里嘲笑热情的力量源泉以及冥界的魅力源泉都在同一个轮回之
中吧。觉醒之源是轮回，迷茫之源也是轮回。

6、《晓寺》的笔记-第166页

        富士山被朝霞染红了。闪耀着蔷薇辉石色的山巅，在刚刚睡醒的本多眼里如梦如幻。那是端庄的
寺院屋脊，是日本的晓寺之姿。
本多有时也弄不明白，自己所最求的究竟是孤独呢，还是轻浮的享乐呢？要成为真挚的快乐的追求者
，自己在本质上还缺少点儿什么。
到了这把年纪，他的内心深处才萌生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欲望。一直如此坚持自己的观点，关注他人转
世的本多，对于自己不可能转世并不十分忧虑。然而渐渐临近了风烛残年，平淡无奇的一生如展望一
马平川般，一依稀可见尽头的时候，注定的不可能反而使他产生了可能实现的幻想。
自己或许也能干出自己都预料不到的事来！迄今为止，所有行为都是在预期之中的。理性好比走夜路
的人的手电筒，总是将光芒洒向自己的脚下那样，总是计划着，预测着，避免对自己产生惊愕的感觉
。因为最令人恐惧的事（包括那转世的奇迹），就是所有的迷都化作法则。
应该设法对自己感到惊愕。这几乎成了生活的需要。倘若蔑视和蹂躏理性的特权存在的话，那么，只
得到他本人认可的理性的自负便存在。所以，必须再一次将这个坚固的世界卷人不定形之中去，卷入
他最感到生疏的某种东西之中去！
本多也知道为达到这一目的的肉体条件已丧失殆尽。他的头发已经稀疏，鬓角已斑白，腹部也后悔莫
及地腆了起来。自己年轻时觉得很丑陋的中老年人的特征，无一遗漏地全在自己身上显现了出来。当
然，本多年轻时就没有像清显那样觉得自己很美，但也不认为自己很丑。至少没有必要将自己这样的
人看做美的负数，来建立所有的数学公式。丑陋已摆在眼前的现在，世界依然美丽，何以如此呢！这
不正是比死还要坏的死，难道不是最坏的死吗？
六点二十分，已拂去了曙色的富士山，以其三分之二被雪覆盖的敏锐的美，穿透了蓝天。这景色清晰
得不能再清晰了。皑皑白雪那微妙而敏感的曲线充满了张力，使人联想起没有一点脂肪的细腻匀称的
肌肉形状。除了山麓，在山顶和宝永山一带，只有红黑色的细小斑点。硬朗朗的碧空万里无云，投去
一颗石子仿佛都会发出清脆的回声。
这富士山影响着万千气象，支配着一切感情。这正是清澄洁白的颜色常年覆盖山顶的问题之所在。
⋯⋯感情平静下来后，他感到肚子饿了。本多吃着从东京带来的面包和自己做的半熟的鸡蛋，喝着咖
啡，享受着笑尿鸣啭声中的早餐乐趣。上午十一点，妻子会带着月光公主来为宴会做准备。
本多吃完早饭又来到院子里。
快八点了，从富士山顶那边渐渐聚起雪烟似的稀薄碎云，似乎在悄悄窥视着这边的动静。他们忽而像
伸展开四肢似的向这边飞来，忽而被硬质的蓝天吞噬掉。现在这貌似绵软无力的薄云，乃是不可小巧
的蛰伏。往往将尽正午时分，他们突然又聚集起来，反复展开奇袭攻势，将富士山全部覆盖。
本多在亭子里一直茫然地做到了十点。一辈子都爱不释手的书籍也被自己疏远了。他梦见了生命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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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寺》

情的未经过滤的元素。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云朵在山顶左边若隐若现，不一会儿笼罩在宝永山上
，将拖曳的云尾像兽头瓦似的翘了起来。

7、《晓寺》的笔记-第44页

        从远方的地平线涌起的一大片乌云遮住了太阳。太阳已经高悬在天空，乌云必须生出巨大的触手
才能遮得住它。这片乌云为了遮住太阳而拼命抻长了身子，好歹达到了目的。接触到了青空的乌云上
段确实遮住了太阳，但是只有这部分云彩放射出炽热的白光，破坏了其整体不吉利的黑色。而且，由
于这片云彩拽得过长，导致黑云下方露出破绽，里面的光芒倾泻而出，犹如闪光的血从巨大的伤口里
无穷尽地迸发出来一样。
远处的地平线被低矮的密林遮挡住了。靠前面的树林在这破绽中迸射出的光辉照耀下，闪烁着绿莹莹
的光芒，犹如仙境一般。靠远处的树林，正对着黑云的下面，大雨倾盆而下，似大雾迷漫。雨滴细密
如菌丝，笼罩着黑暗的森林。远远望去，可以清楚地看见，只有密林的一部分笼罩在菌丝般的雨雾里
，连雨丝在横扫过来的风中飘萍都看得一清二楚。骤雨只被凝结、被幽闭在了那一块地方里。
公主同时注视着时间和空间。远方的骤雨下面的空间，本来属于从这里无法看见的未来和过去。置身
于现在的晴朗的空间的同时，能够清楚地看见雨中的世界，这是不同时间的同在，也是不同空间的同
在。雨云显示了时间的进程，遥远的距离呈现了空间的连续。这就是说，公主是在凝视这个世界的缝
隙。

8、《晓寺》的笔记-晓寺

        第165页富士山被朝霞染红了。闪耀着蔷薇辉石色的山巅，在刚刚睡醒的本多眼里如梦如幻。那是
端庄的寺院屋脊，是日本的晓寺之姿。

9、《晓寺》的笔记-第269页

        ——就这样，梨枝知道了自己也具有想象力。至今一次也未曾使用过，一直放在宁静的生活角落
里已生了锈的东西，现在由于需要，立刻就被磨亮了。由需要产生的东西，总伴随着需要的苦涩。所
以何种想象力无丝毫的甜美之处。如果是基于事实而展开想象力，心胸就会豁然开朗，而企图揭露事
实真相的想象力，则会使心地卑下和枯竭。况且那“事实”如果不存在，就会在一瞬间，一切都化为
徒劳。

10、《晓寺》的笔记-第15页

               那是自己最后的热情了，本多回忆着，那是为营救得知自己是清显转世的勋，而毅然辞职时那
样的热情⋯⋯
       是否应该译为“自己得知”？转世一事应该仅为本多知晓。

11、《晓寺》的笔记-第34页

        很喜欢的泰国皇宫的描写。
若说它是宫殿则略嫌小了些。这是一座石板庵顶的小巧玲珑现的二层建筑，外墙涂成了干枯的黄玫瑰
色。除了宫殿旁的大合欢树投下几团浓黑的影子外，满墙的土黄色忧郁地抚慰着炎炎的烈日。
沿着草坪间的弯曲甬路走近大门时，没见到一个人影。本多感到自己的脚趾就像潜行于密林中的猛兽
的利爪，正咬牙切齿、垂涎欲滴地走向那形而上的喜悦。不错，他只是为这喜悦才生到世上来的。
蔷薇宫本身就仿佛被封闭在自己小巧而固执的梦中一样，既无翼楼也无延展建筑，其小盒子式的结构
更加强了这种印象。一楼全都被法式窗户环绕着，几乎找不见入口。蔷薇木雕的裙板上部，纵向排列
着黄、蓝、藏青色的龟纹玻璃，其间点缀着几个近东式样的五
瓣蔷薇形紫色玻璃小窗。面向庭院的法式窗户全都半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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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的百合花裙板上，犹如三尊佛像似的正中凸起的三扇窗户
全敞开着，窗户两旁雕刻着蔷薇花。
位于三级台阶上的正门也是同一种式样的法式窗户。菱川按门铃时，本多急不可耐地从紫色玻璃窗向
里面窥视，只看见了一片海底般的绛紫色。

.........

谒见厅并不是紧临窗户，中间隔着一圈支撑着二楼加层的拱形柱廊。只行正中的玉座前面，从拱顶垂
下厚重的帷幔。玉座上面的二楼加层正面，悬挂着朱拉隆功大帝的画像。柱廊的科林斯式柱子
都凃成藏蓝色，竖沟里用金泥填充。柱头装饰是用近东式的金色蔷薇代替了莨菪叶。
整个宵殿到处都执拗地重复着薇花纹的装饰。白边金漆的二楼加层的栏杆上，雕满了镂空的金色蔷薇
。从高高的天花板上垂下来的枝形大吊灯,镶着金色和白色的蔷薇花边。低头看脚下，也铺满了蔷薇图
案的绯红色地摊。
只有宛如一对新月相拥的摆放在玉座两侧的—对大象牙是泰国
的传统装饰。这对象牙擦得非常光亮，在光线黯淡的玉座前泛着发黄的白光。
进里面来才知道，只有正面和前院是法式窗户。隔着柱廊可以
看见朝向后院的窗户。由敞开的玻璃窗可知，那些窗户都齐胸高，
微风就是从那些朝北的窗户里吹进来的。
本多朝那边看的时候，-个黑影突然飞到了窗户上，吓了他一跳,原来是一只绿孔雀。孔雀落在窗框上
，灵活地伸缩着金绿交映的脖颈。它的羽冠构成了一幅剪影，犹如—把精致的小扇子，展开在它那髙
傲的颅顶上⋯⋯

12、《晓寺》的笔记-第1页

        　1、摆出一副只有自己猜代表社会正义面孔来沽名钓誉的穷律师，实在是滑稽的存在。 
2、年轻人总喜欢谈论未来，这只是因为他们还未拥有未来“有所失才有得”，这正是年轻人所不知
道的“有所得”的秘诀。 
3、固有的思想使人死亡 
4、民族最纯粹的因素中必定含有血腥气，必然带有野蛮的影子。 
5、艺术和艺术家表露出来的不成熟，并以此作为他们这一职业的本质的不成熟，简直是丑陋不堪的
。因为他们要拖着这丑陋的东西行走，直到八十岁。拖着的其实是块尿布，却还要向人炫耀。最难缠
的是这些冒牌艺术家，他们目空一切，却又自惭形秽，身上散发着懒汉特有的臭气。 
6、因为人们舍弃生命追求的未来的幻想，那些最好的幻想与最坏的幻想，最美的幻想与最丑陋的幻
想或许都在同样的地方，更可怕的是，甚至有可能是同样的事物。 
7、人在青年时期总是这样的。在追求最残酷的东西的同时，又被最柔媚的东西诱惑。 
8、我们现在的一刹那中，会显现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而且，一刹那的世界在下一刹那一旦灭亡，
又会立刻显现出一个新的世界。现在出现在这里的世界，在下一瞬间仍旧不断变化着存续下去。因为
这个世界的一切就是阿赖耶识。 
9、只有在不需要金钱的快乐当中，才隐藏着使人毛骨悚然的快乐。 
10、由需要产生的东西，总伴随着需要的苦涩。 
11、如果是基于事实而展开想象力，心胸就会豁然开朗，而企图揭露事实真相的想象力，则会使心地
卑下和枯竭。况且那“事实”如果并不存在，就会晓寺一瞬间，一切都化为徒劳。 
12、追求事实真相，最后又想把它彻底否定的心情。想要否定事实，最终却把获救的唯一希望寄托于
事实的心情。这两种心情循环往复，没有尽头。 
13、经验与知识、娴熟与老练、理性与客观等所有能力不仅全部失效，这些东西的累积，反而会不由
分说地把人赶向不理智。 
14、与崇高难以分辨的东西，也正是稀奇古怪的东西。促使人做出极其高尚的事业、极其刚烈的行为
的力量，与引诱人做出极其卑鄙的快乐、极其丑陋的怪梦的力量，同出于一源，伴随着同样预兆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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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使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实。 

13、《晓寺》的笔记-第138页

        四日和二十五日，连续两个夜晚，总计五百架次的829轰炸机，轰炸了山手地区，硝烟味至今还未
散尽。在当空的烈日下，看着这满目疮痍的惨状，本多仿佛进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狱。

这里的气味近似火葬场。此外，还混杂着日常生活中的厨房或火炉的气味，以及从制药厂飘过来的刺
鼻的机器味儿或化学味儿。

本多对这种废墟的气味早就习以为常了。幸运的是本多的家乡还没有受到轰炸。

炸弹掉下来的金属声音就像在头顶上的夜空里打钻。燃烧弹喷火后，夜里准会从天空下的一角传来不
像是人发出的凄厉的尖叫声，本多后来才意识到，那就是所谓阿鼻叫唤。

眼前的废墟中，烧成红色的瓦砾和倒塌的房顶依然如故，像烧焦的栅栏似的高高低低柱子一个连着一
个，从柱子上剥落下来的黑灰随着微风飘飞。

到处都闪烁着灿烂夺目的光，那其实是散落遍地的破玻璃窗，烧得歪曲变形的玻璃和破碎的坛坛罐罐
反射出来的。然而，它们却仿佛机不可失似的将六月的阳光收敛到身上。本多还是初次见识到所谓瓦
砾的光辉。

各个房屋的混凝土地基，尽管被坍塌的墙土覆盖了，但依然清晰可辨。一座座房屋的高低错落的地基
被赫然袒露在午后的阳光下。整个火灾后的废墟，看上去犹如报纸的纸型，不过，主色调不是那种阴
郁的深灰色的凹凸，是近似素陶花盆那样的红褐色。

由于是商业街，少有庭院树木。被烧剩一半的街树依然伫立着。

许多被烧毁的高楼窗户上一块玻璃也没有，对面窗户的光线一无遮拦地重叠到了这边的窗户上。窗户
四周大概是被火焰熏的，乌黑乌黑的。

由于这一带坡道和高低不平的小路很多所以还留有此混凝土台阶，通往空无一物的地方。石阶下面和
石阶上面都是空荡荡的。在这块遍地瓦砾、无从辨别方向的野地里，只有台阶固定出了方向。

万籁俱寂中，有什么东西在微微蠕动着，暄软地浮游着。猛一看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就像是爬满了无
数蛆虫的黑色尸体在蠕动―般。其实那是被风刮下来的各种灰烬在飘浮。有白色的灰，也有黑色的灰
。有时这些飘浮的灰烬也附着在倒塌的墙头歇息。有的像稻草灰，还有纸灰，旧书店的灰，被服店的
灰⋯⋯这些灰烬混杂在起，又各自独立地浮游着，在废墟上踉跄着四处游动。

而柏油马路上，有的地方闪耀着黑油油的光泽，那是从破裂的管道缝隙里迸溅出来的水在流淌⋯⋯

天空好样地辽阔，夏云是洁白的。

——这就是本多的五感此时所感受到的世界。战时，他依仗自己的充裕积蓄，凭着意愿受理诉讼，空
闲时间全部用来研究轮回转世。现在，本多忽然发觉，他的研究似乎正是为了显现这片废墟而谋划的
。破坏者原来正是他自己。

这一大片世界末日般的焦土，它本身既不是结局，也不是开始。它是一瞬间一瞬间地平静地更新着的
世界。阿赖耶识不为任何事物所动摇，它把这个赤褐色的废墟作为世界接受下来，在下一个瞬间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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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将它舍弃，再去接受一个同样的、日复一日衰败下去的世界。

眼前的景象丝毫没有引起本多追忆往昔的感慨。他凝视着废墟上刺眼的反光，真切感觉到，如果现在
看到一块碎玻璃，那么下一个刹那这块玻璃也将灭亡，整个废墟都将灭亡，再迎来一个新的废墟。以
悲惨的结局来对抗悲惨的结局，以更巨大更整体的一瞬间一瞬间的灭亡来对抗无休止的衰败与破灭⋯
⋯是的，心中牢记每一刹那的实实在在的规律性的整体灭亡，同时准备面对不确实的未来的灭亡⋯⋯
本多沉醉于从唯识学来的这种思考令他战栗的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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