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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魁夷散文选》

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享有世界声誉的日本画家东山魁夷，在他的艺术探索
道路上，写下大量画论散文。这些文章出自画家个人的生
活经历和创作实践。写景叙事，生动如画。抒情议论。意蕴丰
厚，既是优美隽永的随笔小品，又是富有独到见解的美学论
文。
作者说：“在自然风景之中，我感知到作为天地根源的
生命的跃动。”他的绘画和散文都同样蕴含着这“生命的跃
动”。
本书所译39篇作品。分别选自在日本出版的三本散文，
集：《和风景的对话》、《听泉》、《探求日本的美》，并依此分为
三辑、书名即为辑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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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魁夷散文选》

精彩短评

1、我在14中老旧的图书馆里淘到的，爱不释手的书，一个画家，用风景和朴质又不失哲理的文字洗涤
着你的心
2、东山魁夷应该是我佩服的那种人，不是我喜欢的那种人。
3、如果樱花常开，明月常在，花与月的相逢就不会如此的动人情怀。
4、艺术家的文字，清新隽永，鲜有修辞，很对我的胃口
5、看的1992四刷版
6、他像画画一样去记录那些风景。不是过目不忘，却很隽永。
7、哦最喜欢的日本作家～
8、冯骥才谈自己绘画作品中的“可叙述性”时指出，自己受两位艺术家影响较大，一位即是东山魁
夷。东山的散文非常美和宁静，和他的画一样。古代王维讲“诗画一体”，画家作画往往围绕一个静
止的点；但散文的意境不同，它是线性的，要靠一个个细节动态地加深——写文章的过程是线性的，
欣赏过程也是线性的。另一位艺术家则是林风眠。
9、"我从幼年到青年时期，身体多病，从一懂事的时候起，就把父母的爱和憎看成是人的宿命和造孽
。我有着不流于外表的深潭般的心。我经受过思想形成期的剧烈的动摇。兄弟的早逝，父亲家业的破
产，艺术上长期而痛苦的摸索，战争的惨祸" “人生的旅程中有许多歧路，比起自身的意志来，我受
到更大的外力的左右” －－一种说词。从前我对这套想法笃信不疑，现在只觉于自而言这些都过分梦
幻和奢侈了。人对世界的感知各有不同－－希望自己可以感到一些真的属于自己的东西，而非一直感
他人所感。
10、一旦我知道了作者是画家就原谅了这种奇怪的静止= =
11、东山魁夷散文选
12、TOT图书馆的书我很想念啊
13、各种层面上的感动，特别好。
14、字如其画，字如其人
15、全部复印。
16、日式清冽文化的代表，如东山晓月石上清泉，文如其人，画如其格。
17、不错
18、忘记了哪一年买的旧书。有几篇很喜欢。
19、1989年的版本啊，我没这样的荣幸看到=  =

看的是译林出版社的，而且还是日本版的=  =
20、如清泉般涓涓豁达的文字。
21、找不到《尋覓日本美》那本書就先用這本書來代替一下。我不太喜歡東山魁夷的文風，或者說是
翻譯的問題，整體讓我覺得十分無聊讀不下去，有意思的東西不多，相比起來我還是喜歡東山魁夷的
畫多一點，中秋夜在唐招提寺，見到了那一抹又一抹的藍，很喜悅。
22、再困难也不过如此了，我也就平静了。
23、作为画家，这样的审美触觉非常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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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用仰望的姿势理解东山魁夷，他的风景，他的人生，他的文字。——题记如果不是一个美的灵
魂，怕也不能有这样纯美的爱心吧？用作者主观的意蕴贯注给客观景象，的确，这是一自己的血液与
生命来燃烧画色与文笔的。——刘白羽东山魁夷之闲寂东山魁夷的散文及绘画，美的让人感动，他用
幽玄的意境描摹自然之美：色泽、光线、花、月、海、山。清澈简单的勾勒自然与心灵之美，甚至是
花与月的邂逅，流水与石的分别。深沉、宁静的风雅，来源于清澄的大自然和朴素的人性，满怀真诚
的对待庭院的一片叶、一粒沙石，从一滴水、一粒沙中领悟生命的本真和生活的风雅。字句间充斥着
美的滋润和安恬、静美的意韵，构图的手法用在散文中，把日本景色的美细腻、匀称的收入文字，把
人融入自然的脉动和气息中，日出、水流、风起、花落，甚或死亡。像能乐、水墨画、枯山水庭园艺
术一样，东山魁夷的文字力求造化自然，纯化到返璞归真的古雅和安寂的理想境界，在自然中升华幻
想般的美感，直感的捕捉人内心底层的东西。东山魁夷把绘画的艺术以及对色彩的敏捷的感应不着痕
迹地渗透到文字里，使他笔下的事物蒙上一层朦胧、纯净、优雅、安恬的闲寂意蕴。东山魁夷笔下的
日本之美东山魁夷通过对日本景观的细腻的美化，把自然之美升华为性灵美。东山魁夷的画既不满足
于只封闭在本国文化里，又不沉溺于西方或中国文化中，“异国的画是文，日本的画是诗”，东山魁
夷如此称道受中国汉画影响的日本画，东山魁夷用近于山水游记但又不同于山水游记的格调，介绍了
日本特有的樱花、茶道、海岛、寺院等景观以及日本传统古典文化中“物哀”、“空寂”、“闲寂”
的空灵的意象美。山路、林木、曼陀罗、壁画、海岸、宗教、泉水、色彩、涛声，东山魁夷善于把景
观入画，也同样善于把画境铺延入文字，在古都赞歌《京洛四季》中，圆山、平安神宫、醍醐寺、京
都唐草花纹、舞伎、祗王寺、祗园节、厌离庵、净琉璃寺、峰定寺、石庭园被东山魁夷赋予浓重的文
化气息和审美意境，深深地陷入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显得古旧、庄重而神秘。东山魁夷《京洛四季
》的文字比其画中的色泽更为绵密，以文字的表现力渲染了景观，把景物情感化、具象化、唯美化，
创造抽离于本身意义的更为绵远、唯美的意境。日本之美在东山魁夷的性灵中，体现了一种风雅的类
于“天人合一”的人文美感，也折射出纯净的性灵美，他的人格和生命也像富士山那样给人以清澈、
纯净之美。古典与东山魁夷东山魁夷《山云》、《涛声》的构思，是阅读了鉴真和尚的传记，研究了
唐绍提寺的风格，自然而然的表现出来的。东山魁夷以宽广博达的胸怀接受任何体现“真、善、美”
的东西，汉诗、汉画、唐宋文化以及西方古典文化的融合，经过自身民族性、民族文化的陶冶而被纯
化，形成了他，也是日本文化独特、精致的美感。东山魁夷在德国举办《唐绍提寺隔扇壁画习作展》
时，用德语演讲“在遥远的过去，从大海彼岸东渡而来的古老记忆，存在于许多日本人的深层意识里
。有这样一种潜在的意识，可能认为大海的彼岸还有另一个故乡。东山魁夷不拒绝一切古典的美好事
物，松尾芭蕉、千利休、近松门之卫、紫式部、《万叶集》、《竹叶物语》中的美学观点都深深影响
着他，日本或东方的“虚空”或“无”、中国传到日本的“禅”都在东山魁夷的作品中有明显的体现
，东山魁夷把古典摄入血液，把景物绘制、描写地安恬、静谧，既是美，又是禅。东山魁夷与川端康
成这是两个无法用常理解读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无限的美，两个人都一直在寻美，而且是一
起寻美，探求美的特性、美的性格、美的情愫。川端的美，清淡，纯洁，而动善的美则深沉、宁静，
我习惯于把川端的美比作一粒精致的沙石、一滴晶莹的露珠，而东山则是一片宁静的深海，一座纯净
的高山。一种是真而纯的美，一种是空而淡的美。川端可以从汽车流光里看出日本女子的美，东山却
可以从广袤的意象中悟出生命性命之美，但都是禅和悟对美的解读。是美的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川端
和东山是密友，川端曾写过《东山魁夷》为题的文章，“东山以自己的体验和素养，沟通了东与西（
东方、日本和西方），北和南（北欧和南欧，或者日本的北方和南方），他热爱生活、文学和音乐之
深，超出了人们的理解。”东山在《巨星陨落》中怀念川端“谈论川端先生的人一定接触到美的问题
。谁都说他是一位美的不倦探求者，美的猎获者。应该说，实际上能够经得起他那锐利的目光的凝视
的美。是难以存在的，但是，先生不仅凝视美，而且还爱美，可以认为，美也是先生的憩息，是喜悦
，是恢复，是生命的体现。”不得不惊叹两个人的遇见是一种充满传奇色彩的美的邂逅，就像东山文
章里多次提到的“邂逅”，花与月的邂逅，人与自然的邂逅。关于《美的情愫》这是一位名叫东山魁
夷的风景画家前半生的回忆录，是他的心灵的遨游，也是对作品的自我解说。东山的文章如散文诗，
奏出了音乐。.东山的画给人一种优雅的爱的滋润，一种慈祥而温柔的气氛，而且悄悄地给观赏者注入
了透明、亲切的感情。——川端康成《美的情愫》是东山魁夷绘画历程的写照，也是极佳的散文、画
论、美学论，是对日本美的思考，凝聚了作者美的艺术理想。东山绘画之美，美在淡雅与静寂。清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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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静寂中蕴藏着幽深的内涵，浓郁的韵味强烈撼动人心。一种对自然和人生的深深依恋和淡淡伤感，
“诗为心声、画为心境”。
2、在这严酷、剧烈的世上，我将要老去。然而，老并不全是可哀的。因为比起年轻时代来，我会越
发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东山魁夷浅尝东山的文字，就觉得得静下心来细品。一种宁静感充
溢四周，说不出为什么。是他上年纪了吗？写得这么淡，如茉莉清茶，却潜入生命，润物无声。也许
这是天生的禀赋使然。作为纨绔子弟和忧伤女人的孩子，夹在父母强烈的情感冲突之间，只有大自然
的风景能抚慰他的心灵，独处反而能带给他安然与喜悦。他自始至终都表达了自己这种顽固的热爱，
可以说他的生命就是由生动的自然、独特的日本美与对父母的爱恨交缠构成的。他的风景画以及论及
自然与人生的随笔，都印证了这一点。他的宁静来自渐老的年纪，来自战争中死而复生的他突然见到
的万物的光彩，来自他在无常中活着的决心。我不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作家，尽管他写得好的时候，
可以与任何一位好作家相媲美。但他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人，在成为行家或散落到各行各业充当某种
社会角色之前，只有有感染力与无感染力之分。他天生的禀赋令他在某些时候有普鲁斯特纤细动人的
笔触，又带着空灵的禅意。配合日本岛的美，着实令人难忘。虽然，有时候美仅仅源自心灵。他是个
大美之人，而文如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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