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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

内容概要

源氏物语，日本紫式部著，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
《源氏物语》是日本的一部古典文学名著，对于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被誉为日本文学
的高峰。作品的成书年代至今未有确切的说法，一般认为是在1001 年至1008年间，因此可以说，《源
氏物语》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在世界 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日本是个充满矛盾的国家，在歧视女性的传统大行其道的同时，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源氏物
语》偏又出自一位女性之手，它大概可以被看成是日本的《红楼梦》，因为其中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
，出场人物达到四百之多。《源》主要讲述了平安时代里日本贵族的生活，以光源氏的故事为核心，
带出了众多与之关系暧昧的女性。葵姬是他的正室，出身高贵气质冷淡，光源氏冷落她，陆续有了藤
壶、紫姬、明石姬等多位心爱的女子。相继和光源氏亲近的女人还包括栊月夜、夕颜、六条御息所等
十数位贵族女性。或因偶遇生情，或有宿世之缘，书中大量写实的白描让贵族们糜烂而又出奇优雅美
丽的生活横陈在读者眼前，相隔千年却始终魅力不减。对于异国读者而言，弄明白这部著作的首要问
题是心随意动，在没有被大量的人名弄糊涂之前先领略到日本文化里美丽和暧昧交错互动的气氛。书
里有许多关于性爱的描写，所以日后出现《失乐园》或是《感官王国》一类日式作品实在无须惊讶，
毕竟1001年的时候，日本人就已经用他们的严肃态度来享受这道人生易垮的堤防。
故事开始于桐壶帝在位的时候。出身低微的更衣，独得桐壶帝的宠爱。后此更衣生下一位皇子，其他
嫔妃，尤其是弘徽殿女御也愈加忌恨。更衣不堪凌辱折磨，生子不到3年，便悒郁而亡。小皇子没有
强大的外戚做靠山，很难在宫中立足。桐壶帝不得已将其降为臣籍，赐姓源氏。源氏不仅貌美惊人,而
且才华横溢。12岁行冠礼之后，娶当权的左大臣之女葵姬为妻，但葵姬不遂源氏的意。于是源氏追求
桐壶帝续娶的女御藤壶，据说女御酷肖源氏生母。不久，两人发生乱伦关系，生下一子，后来即位称
冷泉帝。源氏到处偷香窃玉，强行占有了伊豫介的后妻空蝉 ，还向
比他大7岁的婶母六条妃子求欢，并同时辗转在花散里、末摘花等众女子之间。当他劫持一位不明身
分的弱女子夕颜（其实却是葵姬之兄头中将的情人）去荒屋幽会时，这女子不幸暴亡，源氏为此大病
一场,病愈进香时遇到一个酷似自己日思夜想而不得相见的藤壶的女孩，得知她是藤壶女御的侄女，名
叫紫姬，就趁紫姬熟睡把她带回家中，收为养女，朝夕相伴，以寄托对藤壶的思慕。几年后紫姬出落
得亭亭玉立，高贵优雅,才艺超众，十分可人。源氏便把她据为己有。葵姬生下夕雾小公子时，因六条
妃子生魂附体而过世，之后紫姬被扶为正夫人。
桐壶帝退位以后，右大臣弘徽殿女御的儿子登上皇位（朱雀帝），源氏及岳父左大臣一派从此失势。
恰巧源氏与右大臣女儿胧月夜偷情之事败露，源氏自觉噩运临头，便远离京城，到荒凉少人的须磨、
明石隐居。为排遣寂寞，与明石道人的女儿明石姬结合，后生一女,被选入宫中做了皇后。由于天降异
兆,朱雀帝又重病在身,朝政不稳。源氏奉召回京辅佐朝廷。不久，朱雀帝让位给冷泉帝。源氏升任太
政大臣 ，源氏及左大臣一门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气派。源氏建造了集四季景物为一体、蔚为壮观的六条
院寓所，将昔日恋人统统接到院里来住。源氏近40岁时，将朱雀帝之女三公主纳为正妻,紫姬终因心力
交瘁，病卧在床。早已凯觎三公主美貌的头中将之柏木趁源氏探病的机会，与三公主幽会，被源氏发
现。
柏木惧悔交加，一病不起，英年夭折。三公主生下容貌与柏木毫无二致的私生子薰后，落发为尼。源
氏深感自己和藤壶乱伦之罪的报应临头,心如死灰。恰巧紫姬不久又逝，源氏失去了精神支柱，了断尘
缘，隐遁出家。几年后死去。
源氏之子夕雾为人方正严谨，并不像父亲一般处处留情。源氏刻意不让夕雾仕途太顺利，意图培养。
夕雾从小与表姐云居雁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但云居雁之父葵姬之兄嫌弃夕雾官位不高，又一心想送
女儿入宫，因此不答应夕雾求婚。夕雾思慕云居雁不，恰逢唯光大夫家送入宫中作舞姬的女儿藤典侍
酷肖云居雁，因而与她私通，后成为夕雾侧室。后来夕雾终于和云居雁结为连理，生育许多子女。柏
木过世后，与之生前交好的夕雾前往安慰其夫人时，爱上了柏木遗孀落叶公主。落叶公主自感命运凄
凉，一直不肯接受夕雾的求爱，最后夕雾在侍女们的帮助下才得遂心愿。源氏过世之后夕雾任太政大
臣，位高权重。
源氏之子薰生性严谨。20岁来到宇治山庄爱上了庄主八亲王的大女公子，不料遭到拒绝。大女公子病
故后，他寻回外貌酷肖大女公子的八亲王的私生女浮舟,填补心灵的空白。可是 匂皇子深夜闯入浮舟
卧房，假冒薰的声音，占有了浮舟。当浮舟意识到自己一身事二主后，毅然跳水自尽,被人救起后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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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

出家。尽管薰一往情深，多次捎信，以求一见，但终未了此心愿。由柳洪平创建。
登场人物
父：桐壶帝
桐壶更衣：源氏的妻儿与亲人
藤壶中宫：先帝的皇女，桐壶帝的中宫，长得和桐壶更衣相像。
冷泉帝：名义上是桐壶帝的皇子，实际上是源氏与藤壶中宫密通所生之子。
王命妇：藤壶中宫亲信的侍女。
兵部卿宫：藤壶中宫之兄，紫之上之父。
葵之上：源氏的正室夫人，在生下夕雾后就过世了。
夕雾：源氏与葵之上之子。
左大臣：葵之上之父。
大宫：桐壶帝的姊妹，左大臣的正室夫人，是葵之上与头中将的母亲。
头中将：左大臣与大宫之子，葵之上之兄，后来官至内大臣。
紫之上：也叫做若紫。葵之上过世后，在实质上是源氏的正室，后来在六条院里是春之町的女主人。
北山尼君：紫之上的祖母。
北山僧都：北山尼君的哥哥。
少纳言：紫之上的乳母。
明石之君：源氏的侧室，两人之间生下明石中宫，是六条院冬之町的女主人。
明石入道：明石之方的父亲，是桐壶更衣的表兄弟。
明石尼君：明石之方的母亲，入道过世后出家为尼。
明石中宫：光源氏与明石之方的女儿，也是紫之上的养女、匂宫的母亲。
今上皇帝：冷泉帝的皇太子、朱雀院的皇子，以明石中宫为皇后。
女三宫：朱雀院的皇女，光源氏第二任正室，薰之母。
朱雀帝：桐壶帝第一皇子，光源氏之兄，让位给冷泉帝以后被称为朱雀院。
花散里：六条院夏之町的女主人，是夕雾与玉鬘的养母
丽景殿女御：花散里之姊，是桐壶帝后宫的妃子。
光源氏的兄弟朱雀帝：桐壶帝第一皇子、光源氏之兄。母亲是弘徽殿女御。
萤兵部卿宫：桐壶帝皇子，光源氏之弟，和藤壶之兄兵部卿宫不是同一个人。曾经暗恋源氏的养女玉
鬘。
八之宫：桐壶帝第八皇子，曾经被卷入在冷泉帝东宫时代的废太子阴谋中而隐居，后来在宇治十帖的
部份登场。
光源氏身边的女性
空蝉：伊予介的续弦妻子。
轩端荻：空蝉的继女。
夕颜：也是头中将的爱人，是玉鬘的母亲。
末摘花：常陆宫的公主。
源典侍：仕奉桐壶帝的年长女官，另有情人修理大夫。
胧月夜：右大臣的第六个女儿，是弘徽殿女御之妹，后来成为朱雀帝的尚侍。
槿斋院：桃园式部卿宫之女，和源氏之间没有肉体关系。
六条御息所：前任皇太子之妃。
秋好中宫：六条御息所之女，后来成为源氏的养女，做冷泉帝的中宫是六条院秋之町的女主人。
其他
藤原惟光：光源氏乳母之子。
源良清：光源氏的家臣，少纳言。
光源氏的晚辈
头中将（内大臣）的子女
柏木：头中将（内大臣）的长子。
玉鬘：夕颜与头中将（内大臣）之女，光源氏的养女。
弘徽殿女御：头中将（内大臣）之女，与朱雀帝之母并非同一个人，是冷泉帝的后宫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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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

近江之君：头中将（内大臣）之女。
云居雁：头中将（内大臣）之女，夕雾的正室夫人。
红梅：头中将（内大臣）之子，柏木之弟。
其他
藤典侍：光源氏乳兄弟惟光之女，夕雾的侧室。
王女御：兵部卿宫之女，是冷泉帝的后宫妃子，也是紫之上的异母姊妹。
髭黒大将：今帝的舅舅，披香殿女御之兄，迎娶玉鬘做正室夫人。
髭黒的元配：兵部卿宫之女，紫之上的异母姊。
真木柱：髭黒之女，嫁给萤兵部卿宫，丈夫死后又改嫁红梅大纳言。
落叶之宫：朱雀院的女二宫，柏木的正室夫人。柏木死后，成为夕雾的第二夫人。
宇治十帖的人物
薰之君：名义上是源氏之子，实际上是柏木与女三宫之子。
匂宫：明石中宫之子，今帝的第三皇子。
大君：桐壶帝八之宫的长女。
中君：桐壶帝八之宫的次女，后来成为匂宫的侧室。
浮舟：桐壶帝八之宫之私生女。
横川僧都：救起投水自杀的浮舟并且帮助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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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

作者简介

紫式部（973？～1014？）日本女作家、歌人。《源氏物语》的作者。本名无可考。出身于书香门第。
父亲藤原为时是有名的中国文学学者，和歌和汉诗均长。任地方官，地位不高。紫式部自幼从父亲学
习中国诗文和和歌，熟读中国典籍，并擅乐器和绘画。信仰佛教。约22岁，和比自己年长20多岁、已
有妻室子女的地方官藤原宣孝结婚，因而亲身体验了一夫多妻制家庭生活的滋味。婚后3年，丈夫逝
世。在寡居生活中，因创作《源氏物语》而文名远扬，受到藤原道长等高官显贵的器重。宽弘二～三
年（1005～1006）间入后宫，任藤原道长之女，一位天皇的中宫彰子的女官，为她讲佛授《日本书纪
》和《白氏文集》（注：居易）等汉籍古书。官名为藤式部，后改称紫式部。据传，紫，是《源氏物
语》的主人公的名字，式部源于她父亲的官名“式部丞”。1013年离开后宫。《源氏物语》直到逝世
前才成书。该书被誉为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是歌物语和传奇物语两种传统的集大成者。另有《紫武
部日记》和《紫式部集》等著作。前者又名《紫日记》，属日记文学，主要记述侍奉彰子时的宫廷生
活、所见所闻，如宫仪庆典、宫中女官的容貌、才华和性格等。后者又称《紫式部家集》，收和歌作
品123首，按年代顺序排列，描述了作者从少女时代到晚年的生活和感受。和《源氏物语》一样，两书
充满对人和社会相当敏锐的观察，是研究作者生平和《源氏物语》的重要参考资料。
生平及作品
紫式部并非作者的真姓名。她是藤原为时的女儿，由于当时妇女地位低下，一般有姓无名。紫式部是
当时人们送给她的绰号。大概是由于她是“紫物语”(即《源氏物语》)的作者，她父亲官居式部丞，
所以人们这样称呼她。紫式部的生平，还有一些不明之点，据考证，她大概生于公元978年，卒于1015
年。她虽出身于藤原氏，但自祖上已降为中等贵族。她的父亲擅长汉诗文，曾做过两任地方官。她二
十二岁时，和一个做过地方官的中等贵族结婚(但她并非她丈夫的正妻)，婚后两年，她的丈夫就死去
了。1006年，她入宫做了一条天皇的皇后藤原彰子(藤原道长的女儿)的女官。
紫式部的中等贵族出身，及她的不幸的结婚生活，对她创作这部作品，有重要的影响。中等贵族，是
个不安定的贵族阶层，这使她既有接触上层贵族生活的可能，又使她与上层贵族保持一定的距离，养
成她静地、理智地观察上层贵族生活的能力。她的不幸的婚姻体验，使她懂得一夫多妻制下贵族妇女
的痛苦，使得她能以同情的态度来观察贵族妇女在男女关系上的种种不幸遭遇。
紫式部对文学的理解，也有独到之处。在《源氏物语》中，她借作中人物之口，表明了如下的见解：
“《日本纪》不过只是记录事实的一面而已。只有这种物语，才精细地记录了许许多多有用的事实”
。又说：“物语虽说是写某个人，但并非将那个人的事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好事也罢，坏事也罢，
都是从世上实有的人的行动当中，将那些百看不厌、百听不烦的事，将那些希望传之于后世的情节，
通过作者有动于衰、情不获己的感受，把它写出来的。”从这些见解看出作者的创作态度是非常严肃
的。她认为物语担负着正史所不能担负的使命，在创作方法上，她认为不能原封不动地写真事，而是
应该将那些足以引起作者创作激情的典型事例写下来，才能达到艺术上的真实。
紫式部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是古代后期贵族文学的代表作品，也是整个日本古典文学中取得最高
成就的作品。这部作品成书于十一世纪初，当时正是日本古代贵族阶级开始走上没落的时期。当时的
摄政藤原道长，拥有从全国各地的庄园搜刮来的巨大财富，过着穷极奢欲的生活，历史上称之为“藤
原氏荣华绝顶”时期。而究其实际，则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天皇一族与藤原氏的矛盾，藤原氏内部各
支派为取得摄关地位进行的争斗，中、下层贵族对藤原氏专政的不满，以及地方豪族势力的抬头，如
此等等，说明整个贵族阶级正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下，藤原氏这些大贵族及成为藤
原氏傀儡的、以天皇为首的宫廷贵族，却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除了热中于搞宫廷阴谋，争夺皇
位与摄关的权柄之外，便是尽情享乐。特别是掌握政治实权的藤原氏(严格地说，应说是“藤原北家”
这一支派)为了巩固他们的摄关地位，形成了一种惯例：将他们的女儿送给天皇做后妃，一旦生下皇子
，就迫使天皇退位，以便挟持幼小的天皇来独揽大权。藤原氏内部，则为了使自己的女儿能获得君宠
，早日生下皇子，各支派之间，又相互竞争。他们竞相招纳有才艺的中层贵族妇女做他们女儿的侍从
女官，随同入宫，协助他们的女儿来击败其他妃嫔以固恩邀宠。这种风气，促成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
贵族阶级的有才华的女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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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

书籍目录

第一回 桐壶
第二回 帚木
第三回 空蝉
第四回 夕颜
第五回 紫儿
第六回 末摘花
第七回 红叶贺
第八回 花宴
第九回 葵姬
第十回 杨桐
第十一回 花散里
第十二回 须磨
第十三回 明石
第十四回 航标
第十五回 蓬生
⋯⋯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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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

精彩短评

1、高中时读的，只记得里面层层叠叠的和服 和 女子的名字
2、    书中描写的众多女子男子爱情纠葛，可这种在我们中国堪称乱伦啊。一句话概括：自古红颜多薄
命，自古男子多薄情。长评写了很多，这里不赘述啦。
3、值得一读，在里面可以看到男性对女性看法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4、建行时看的，男性视角观察的各种女性的故事，大多很奇怪。
5、美丽与哀愁
6、愁情最是殺人刀
7、源氏和阿紫死了之后我就没有再读下去了。爱在很多时候和人无关，有关的是你能不能遇到一个
和想法一样的人。
8、只是那时还不懂
9、看到一半实在看不下去了，源氏不是在泡妞就是在去泡妞的路上。
10、近半年看得最长的一本书，生如浮游，逝若朝露，一千年前的平安时代，为情人伤心垂泪落下病
根就可能须臾撒手人寰，留下世人徒悲伤。桐壶夕颜葵姬三公主女大公子浮舟都是命途多舛的女子，
若不是生在帝王之家，或许不会红颜薄命，倒应了那首诗：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11、看头即可知尾 其实就是源式各种寻花问柳的故事嘛 和言情小说无差 主人公高富帅 万千宠爱于一
身  不过当时追的过程比较诗情画意啊 想要勾搭还得会作诗会附庸风雅 不像现在的简单粗暴 是个才子
爱佳人的年代
12、文化差異大，結構鬆散～所以對此閱讀沒有暢快的感覺～
13、真的很难想象这是日本女性在我国是宋代的时候完成的
14、觉得有点奇葩
15、感觉是在读中国古典文学。
16、一本老旧的馆书，纸张厚韧，翻阅有质感。没比较诸家译本，读来只觉不功不过。周作人在给鲍
耀明的书信中批评丰子恺译本，家里的丰译本因此无法直视。钱稻孙只译了前几帖。林文月用骚体翻
译和诗，不大能接受，毕竟原著也时常称引白居易，忽地吟诵先秦语，不免有些怪异。挑来拣去，终
于读完的却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译本，也是呵呵了。
17、最早看的一版
18、光源真是个公子哥
19、关于政治与爱情的一个梦
20、日本古典文学启蒙哦。紫儿公子的爱情是我认为最完美的爱情。也改变我的爱情观，原来一个人
可以同时爱很多人，而爱每一个人时都可以死去活来，真挚无双。改变以前的观念，一个人只因同时
爱一个人那种爱才算真诚，纯洁。其实错了。原来，可以爱着很多人，而对每一个人，都用生命去爱
。爱的纯度，跟他同时爱着多少人没关系。就算爱着很多人，却是最纯洁真挚的爱看完只想尽情去爱
，尽量去爱。单纯地去爱。
21、养成系
22、日本的红楼梦
23、“日本的红楼梦”之语决不能苟同。《源氏》一书无论从格局上、气度上与《红楼》皆不能比肩
。二者其旨便不同，怎可因人物之错综复杂便贸然相附？抛开此节不提，此译本着实不佳。《源氏》
一书，味淡而难切，勉强一读或可，实不能深品。
24、驚艷。需要充分的閱讀耐心
25、大学时期读的书
26、终于阅毕～看的断续一个月。很佩服紫式部，语言优美，大多讲述宫廷男女爱情，虽有情节重复
罗嗦之嫌但倚仗紫式不俗文采也能看完。感叹一千多年前受我唐朝影响之深～至深！而随着六百多页
时紫姬，源氏的辞世本书也由高潮渐趋滑向谷底
27、其实我不记得丰子恺翻译的是哪个版本了
28、译笔还可以吧
29、高中老师很不鸟这部⋯⋯为什么我高中老看这类东西？
30、亲这书到底都说了些啥⋯大概可改名叫《论男性女性排列组合可能性》或《热恋五十次我还他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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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

觉得自己是情圣》。
31、这是一本至少要看三遍才可以的书，看故事、看诗句、看日本文化
32、十几年前稀里糊涂看完的
33、    号称日本的红楼梦，但是文笔却稍显不如，总觉得有些散，也可能是翻译的原因。只是格局非
常宏大，虽然光源氏算不得好人，但看着他周旋内外，还是觉得仅就一夫多妻制而言，宫廷争斗都不
是大事，关键还是人心与人性。另，每个章节的标题都太美，以至于后来在晋江上看到的很多书名都
觉得眼熟，也算紫式部的一大功绩。
34、讲真，大部分内容我都忘记了。就记得紫姬被养大后嫁给了恋童癖（你够了
35、光源氏在现代就是无敌渣男啊。我倒羡慕他多情又潇洒。
36、当初看到一半难受得看不下去，后来读了渡边淳一的《光源氏钟爱的女人们》就把源氏物语看完
了。书的前半部分我挺讨厌光源氏的，读到后面我忍不住同情这个男人了。
37、好久好久好久以前看的书了，这部在日本史上太出名了，好多时候看日本的书籍影视都会被提到
，其实小时候是不懂的，也不喜欢光源君，那么多女人，养成的鼻祖也是他，不过这种书就是和红楼
梦一样拿来经久的吧，更何况还是一个女的写的！
38、街边随手买的旧书，7块钱，书主买于02年。高三时不吃饭不听课，睡一会三天看完了。第一次这
样看书。有些痛苦也有些充实。不知道为什么要看 ，后来一直很喜欢紫儿。也有出家的梦想。正是带
着这种梦想，支撑着考了大学，现在快毕业，比较想修道，奈何家附近没有道观。深草野樱若有心，
今岁应开墨色花
39、实在看不下去了。
40、#复制粘贴我也会#
41、我对它的欣赏应该就只能描写了。源氏虽美我亦不解。
42、想必是我看过的最玛丽苏的小说。
43、没有读完，可能是因为太早了吧，抑或是因为存在翻译的问题，总觉得读上去没有红楼有感触。
书里除了情爱，更多的是世态炎凉的冷淡和不该存在的缠绵不绝的情愫。
滚滚红尘有多少源氏公子？我也只是看书解风情吧。
44、译本欠佳
45、这书我看了有没有三个月！时代所限，又是第一本，没什么好说的，没有历史知识的积累没什么
平均资格，两星的书，一星给历史，一星敬情怀
46、本来小时候就很美以为长大会长残没想到更美了——本以为穿成这样会不美没想到更美了—
—exome紫式部是不是还写过乙女向？——真的，他死了之后的故事更好。
47、电子版的阅读体验不太好，错字很多，诗句译的也不精巧。故事性不强，重在意境
48、谁能告诉我，日本人是如何把《源氏物语》提升到和《红楼梦》一个高度的？
49、末摘花，三公主，即使是正房葵姬，在光源氏心里也只是凉薄的影子。而紫夫人，也难免被分宠
。到底是红颜薄命
50、我的观点是，这书能火完全是因为过去人们实在没什么可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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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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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

章节试读

1、《源氏物语》的笔记-第二章

        “对于主妇，忠实勤快，作个贤内助乃首要之务。如此看来，其人无须过分风雅；闲情逸趣等事
，不解亦无大碍，且无伤大体。但若是一味蓬头垢面，过于看重实利，只知家常杂务，又如何呢？男
子终日奔波劳累，日间有所见闻，无论国家大事、私人细节，或善事、恶事，总免不了想向人倾述，
这些又怎可与外人随便谈及？便希望有一个情投意合的妻子，心灵相应，无话不谈。有时或有满腹可
笑可泣之事，或者他人关注的话题，颇想对妻子谈论。然而妻子却呆头木脑，只能对牛弹琴。终究只
得心中回味，或自言自语，或独笑独叹。对此，妻子却又瞠目而视，甚至骇然问道：‘你这又是如何
了？’。这样的夫妇真是可怜啊！

“倘若这样，倒不如有个驯良如童稚的女子，经过丈夫竭力调教，或可养成美好的品性。这样的女子
虽然不一定深可信赖，但教养总会有收效。与她相处，一看其可爱乖巧之相，便会感到她所有的欠缺
，皆可容忍；可一旦丈夫远离，吩咐其应做之事，以及离别间突然发生之事，不论玩乐还是正事，这
女子处理应对总不能自作主张，难以周到妥贴，实为憾事。这种不能令人放心的缺陷，也教人甚为为
难。但有一种女子，平时冥顽无知，相貌也无可爱之处，却会显出高明的手段，真让人意料不到。”
看看，不论何时，男人的思想都这么雷同。

2、《源氏物语》的笔记-P10

        “按照源氏的本性，并不是不专情或者追求一夜风流的好色男，只不过有种间歇发作的‘情癖’
。他一旦动了情，就可能丢了本性，不管不顾了，最终做出些不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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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

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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