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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体验》

内容概要

本书收入他的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四篇和随笔七篇。他创作的一贯主题是描写人在闭塞的现实社
会中寻找失落自我的状态，以及人被封闭在“墙壁”里求生存的状态。他的众多作品不仅展现了一个
异化、扭曲和丑恶的世相，而且表现了在政治重压、核威胁下，人存在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疏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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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体验》

精彩短评

1、大江先生算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了吧  历史，希望，与人性
2、还不错，但不是特别受到震撼。
3、很有必要读三遍
4、大二开始的时候在来成都的火车上看的电子书。我个人觉得这是一本关于自由和责任的书。
5、第一本这个作家的书，前面都挺好的，最后结局一转成为HAPPY ENDING，我一下子就失落了。
。
6、鸟的逃避，鸟的挣扎，鸟的升华。
7、鸟醉了好多天 真爽
8、对于我来说总有一些领域和情景，带给我的是鸟同样的力不从心必须要逃避的感觉，我知道我们
都不是站在光明面的人，火见子对于鸟，很像是我在很多时候内心的一段独白，那就是去他妈的，管
他那，鸟最后选择了直面自己的人生，唏嘘不已，其实哪里有那么多所谓的父母之爱手足之爱，都是
人性，只是有些温和，有些赤裸罢了，平凡的人都活在平凡的现实中，不得不面对，而这个现实本身
就已经足够残酷
9、生生死死在平行世界里跳来跳去，连自己都不知道吧
10、在飞机上看完的，虽然我是女人，也深深理解了那个男人的苦闷，结尾有些失望，竟然是忍耐。
11、大江健三郎 
12、说起鸟的非洲旅行梦想，与我环球旅行的梦想别无二致，鸟面对的困顿（工作、家庭、畸形的婴
儿）与现在读博期间所感的压力也很相同，因此旅行的梦想当然也都参杂了逃离、自我欺骗的因素在
里面，所以通读下来，大有心心相印之感。另外，不管现在拥有了是什么，每个人都有独自体会的特
别痛苦吧。"
13、总觉得。。。不喜欢那个结尾啊。。。
14、逃去哪里都逃不过内心。越是恐惧要直面，懦弱只会可悲。这书有些沉重，虽然不适合跨年读，
但还是坚持读完了。
15、面对人生，面对生活，不仅要最求内心的自己，还要适应社会中的自己。
16、可在现实生活中生活，最终只能被正统的生存方式所强制的。即使想落入欺骗的圈套之中，不知
什么时候，又只能拒绝它。就是那样吧。——最后一秒的勇气让人震撼
17、高潮在结尾，鸟终于完成了蜕变⋯⋯现实也许没那么糟糕
18、因为外文史课要表演短剧才看的，题目差点骗了我，故事简单却很有感情。
19、读不完，读着读着就放弃了。
20、这才是诺奖的体验
21、若大师来自于苦难为真那么就做个凡夫俗子吧。
22、我买的第一本大江的书
23、不管选择从被残留的宇宙中逃离，眺望地狱；还是选择留下，直面穿过去向前走；只要跟随自己
的心，便是自由的吧。那么便能活下去了吧。
24、这种书我一般不看豆瓣上的人写的书评的，因为充满了各种自以为是的解读，虽然有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类的说法，但是把自己肤浅的认知用更为肤浅的文字写出来真的有点不自量力
。
25、上帝是公平的，因为他对每个人都不公平。生命虽然脆弱，却又是如此可贵，要坚强的活着！
26、死气扑鼻 乏善可陈

Page 3



《个人的体验》

精彩书评

1、1994年，大江健三郎凭借其来自《个人的体验》一书上的独特魅力，赢得评委的芳心青睐，一举囊
获继川端康成后的日本本土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写在前面的话想来，我一直觉得日本的文
学之所以能在世界的文坛上经久不衰，其独特的魅力大致是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一种本土特有的幽玄精
神，而这种幽玄即我们所谓的“物哀”。无论是远在平安京时期，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与清少纳言
的《枕草子》，或者江户时代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再者近现代、当代的芥川
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以及写作此书的大江健三郎等等。小说的脉络极为清晰，讲述了年
轻的父亲鸟因自己刚出生的婴儿患有先天性脑疝，一度想将孩子抛弃，在承受着这一绝望的现实带来
的苦难折磨，借着酒精与性 交欲图将此麻痹，最终在一次次情感上的挣扎之间，勇敢地接受了现实，
并完成了精神上自我救赎。这本小说是大江在极度痛苦中根据自己的自身经历（大江的长子脑部残疾
）改写的，他将个人的体验深刻的道出，从而上升到了全人类的体验。大江健三郎在小说中塑造了两
个世界：一个是主人公鸟面对脑疝婴儿极度苦闷的现实世界，一个是鸟一直憧憬，想去旅行的那片非
洲广袤的大草原。鸟一次次在这两个冷暖色调截然的世界交界处徘徊，他向往着那片光怪陆离的非洲
大陆，想着与自己的情人火见子痛痛快快地去那里旅行，可偏偏却又不得不向现实屈服，不得不向自
己的妻子，岳父岳母，那个浑身通红如煮熟的虾般的婴儿，还有那些穿着正规一脸道貌岸然的医生护
士妥协。鸟在这冰冷的世界苟延残喘，唯一用来取暖的心灵安慰便是来自威士忌在舌苔上停滞的余味
以及火见子那日渐干枯的体温。鸟似乎得到了上帝刻意的友情眷顾，让他生命的延续，借那个脑疝婴
儿的双眼里看到这个世界无法无天的绝望，他在体验着一种彻头彻尾的痛苦，而与此同时，这个世界
也是。你可以责怪大江文字的残忍与吝啬，小说从头至尾，他甚至没给主人公一个完整的姓名交代，
通篇以鸟这一代号将主人公呼来唤去。而我们的主人公鸟也一度如鸟一般胆怯，瑟缩在羽翼里。庆幸
的是，鸟还是完成了属于个人的一场体验与一次单向的救赎之路。尽管小说略显皆大欢喜的结尾遭到
三岛由纪夫的不满，但不可置否，大江在主人公鸟成就了自己的精神胜利之后，将自己的物哀情怀普
及了整个世界。不同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与太宰治的极度消沉，大江似乎更愿意给读者一个明媚
的人文主义关怀，而不是一味的抑郁与绝望。毕竟这个世界，已经拥有足够多的绝望，而缺少的只是
立足在绝望的悬崖上抬头看天空蔚蓝的那股希望力。瑞典文学院在评论该部作品时说:大江本人是在通
过写作来驱赶恶魔，在自己创造出的想象世界里挖掘个人的体验，并因此而成功地描绘出了人类所共
通的东西。诚然如此，可以说大江在借由文字的正道来遣送自己的绝望，而他的绝望与整个人类的绝
望又有着合情合理的贯通，于是他成功地将个人的体验升华到了全人类的体验，并由此为我们进行了
一次来自希望源泉的洗礼。最后，我想说的是，在你屏息敛气，体验那种绝望的窒息时，一当放开口
鼻，自由呼吸，会觉得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活计。而这篇小说似乎与此同样道理，在通篇的窒息中，
你履步维艰地阅读，而当小说的末尾横亘在你眼前时，你会发现是多么的酣畅淋漓。
2、认真的把书评都看了一遍，发现其实也就是一篇书评比较不错，我想就不要用安妮宝贝郭敬明一
样的语言来描述这本书了吧，真心不是一个档次。大江健三郎和马尔克斯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但是在国内知道马尔克斯和阅读过《百年孤独》的人要远比同样对待大江的多得多，最起码学校的图
书馆里，《个人的体验》和《空翻》上都堆满了灰尘，《百年孤独》却从来都没在架子上见到过，都
被借出去了。看这本书最大的感觉就是那种迟滞的感觉，大江用了大量的环境、表情描写，把人带入
了一个像是被无数丝线捆绑的世界。阅读此书需要的勇气和毅力在我所阅读过的书中只有《追忆似水
年华》所需的更多。这是大江现实中发生的事情的写照，大江在面对刚出生的孩子心里也会有很大的
震撼，他将这种心理上的变化赋予了鸟这个虚构出来的人物。鸟酗酒，总是在酒精里寻找自己的精神
寄托，岳母和妻子在孩子出生之后就像是一个审讯官一样让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而鸟又会无形的把
压力传染给其他人，所以鸟总是认为周围的人对自己充满嘲讽。其实也是这样，按照现实生活的规律
，如果我们身边有个人也有一个刚出生就有脑补残疾的孩子，我们除了在当时施舍一下怜悯之心表示
一下安慰，事后谁又会想起来？就算想起来，也不会有点点关爱之情，能够不把这件事当作笑话一样
就可以算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了。如果鸟是比尔盖茨一样的人物，那么这个孩子当然无所谓，可是鸟
只是一个靠着岳父的帮助才生活下来的普通人。收入不高，孩子的病对家里的压力是很大的，鸟开始
就想到了逃避，他想把这个孩子弄死。这是很正常的想法，人在本质上都是自私的。火见子的出场我
认为是鸟内心的另一面，那个脱离了家庭、社会压力束缚的鸟。鸟对火见子的感情一直有一种崇拜的
感觉，因为火见子的行为是鸟只敢想而不敢做的。不过鸟最后还是选择了回归社会，这个结局我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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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体验》

得有什么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结局。如果真写成了《逃到非洲》，那么这篇小说就毫无意义，
只能被埋藏在无数小说之中。鸟的自身情况导致他无法超脱于社会和家庭，但是他也没有选择被动的
把自己依附在社会之中，而是决定主动的面对。其实大多数小说最后都会描写人性光辉的一面，因为
作者们也是认为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美好，要不他们早就自杀了，还写什么小说啊。如果在阅读了《
百年孤独》之后，还是看看最近今年的巅峰之作吧，现代社会的动荡会强烈的放大人类的心理变化，
而作家们最关注的往往是这些。
3、深刻沉重，细致入微，说直抵人性也不为过。只是最后火见子和鸟的变化略微突兀了一些，菊比
古的出现也略突兀，虽然他也是很重要的不可缺少人物。说起鸟的非洲旅行梦想，与我环球旅行的梦
想别无二致，鸟面对的困顿（工作、家庭、畸形的婴儿）与现在读博期间所感的压力也很相同，因此
旅行的梦想当然也都参杂了逃离、自我欺骗的因素在里面，所以通读下来，大有心心相印之感。另外
，不管现在拥有了是什么，每个人都有独自体会的特别痛苦吧。有火见子这样美好的红颜知己，实在
是幸运的事情，感觉鸟始终是亏欠她的，予取予求啊予取予求。日本人的耻辱心确实是非一般的沉重
。文章一直笼罩在原爆的阴影下。“我从婴儿怪物那里不知羞耻地逃离究竟想护卫什么呢”&quot;二
十岁的鸟是个摆脱了所有恐怖心的自由的男子&quot;&quot;比起从怪物婴儿那里逃掉，无欺骗地直面
的方法，只有两个，或用自己的手亲手杀死，或接受地把他哺养大。开始时我就知道，但缺少直视它
的勇气&quot;
4、很抱歉我必须用一个如此八十年代的标题，因为我想说的就是这具体的两点，也没有办法诗意。
大江健三郎本人说到：“随着头部异常的长子的出世，我经历了从未感受过的震撼。我觉得无论自己
曾受过的教育还是人际关系，抑或迄今所写的小说，都无法支撑起自己。我努力重新站立起来，即尝
试着进行工作疗法，就这样，开始了《个人的体验》的创作。”他把内心的痛苦作为起点，通过传统
的想象语言将神话与现实完美结合起来，成功地把微小的、局部性的东西放大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
典型。现在的书评越来越shi了，总是能解读出比原作本身想表达的多得多的多的表征和含义，在《个
人的体验》中我没看出来哪里写了神话，我看到的只是一个男人痛苦的内心独白。鸟在焦急中迎来了
孩子的降生，没想到这孩子却患有脑疝，面对红色发亮从头盖骨中流出来的“另一个大脑”，除了恐
慌就是恐慌，为了抚慰心中的恐慌感，去找大学时的女友没完没了的做爱，本来已经戒掉的酗酒又重
新拿起来了，几乎因为再一次连续两天的酗酒丢了工作。孩子的事情不是不能解决的，但是逃避看起
来总是更加安全。在女朋友的建议下，找了说不清楚的私人医院去“解决”孩子的问题，将孩子送到
医院后，却去了少年时期曾经残忍抛弃过的好友“菊比古”所开的摇摇欲坠的同性恋酒吧，也许是因
为看到了少年时曾经对不起的人，也许是突然意识到一直以来的逃避是无意义的，即使逃到非洲去，
亲手杀死自己的亲生孩子这个事实也不会改变，鸟在最后一刻决定回过头去真正挽救孩子的命运，同
时也挽救自己。这几天我跟某只讨论的话题是，“当你做出决定的时候，结果已经成立了。”鸟最大
的梦想就是去非洲，就在孩子降生前他还去书店买了非洲的地图，大概是因为知道有了孩子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再去非洲了，只有软弱的在地图上徜徉其间，没想到却是一个有残疾的孩子，这个孩子让鸟
懦弱的悲愤，自己内心无法接受放弃去非洲是为了这样一个“怪物”般的存在，侥幸的等待着孩子会
因此在出生两三天后就结束生命，没想到孩子却有孩子的生命力，在只喂很淡的奶粉和糖水的情况下
也顽强的活下来了，这不是对鸟的嘲讽又是什么。鸟没有勇气承担这样一个孩子，因为连医生也明确
的说了，即使切除了脑疝，最好的结果可能也是一生都是植物人。鸟才26岁，却要承担一个一生都是
植物人的孩子，不要说非洲了，连离开家去旅游的可能都没有了。鸟上研究生时，曾有过一次连续两
周大醉特醉的经历，因为这个，还退学了，私立学校英语老师的工作也是依仗岳父大人的面子，对于
将把所有的人生希望都寄托在“去非洲”上的鸟来说，这样的消息不啻于毁灭人生。所以鸟不断的逃
避解决这个孩子的问题，只给孩子喝很淡的奶粉，把孩子从医院“偷”走，酗酒，除了常规到医院看
望妻子，就是跟大学时期的女友在一起，只有跟这个跟鸟一样，逃避解决一切问题只是选择跟不同男
人做爱的女友在一起时，鸟才觉得安全。可是鸟看见这个女友时，也会想，当年在所有女同学中数一
数二的女友，永远争强好胜的女友，今天怎么会变成了这样一幅要死不活的样子。就算结婚了，生孩
子了，鸟都还是个男孩子，不能称之为男人，因为事情发生后，想的最多的是自己，关于自己这部分
，想得最多的也是如何逃避去解决孩子的问题。什么时候鸟成长了？也许这全要倚赖菊比古，少年时
期那个被鸟抛弃的菊比古，无助，害怕，懦弱，一边流泪一边大声叫着说：“鸟，我害怕呀！我害怕
呀鸟！”六年后再次看到的菊比古，阴暗狡黠对已有的生活与其说淡然，不如说是漠然，当年保护过
却被鸟抛弃的少年都成长如此，那么鸟呢。鸟，你还要这样欺骗自己到什么时候呢。整部书百分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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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体验》

十九的地方，都是鸟痛苦纠结的内心体验，一边不想再管孩子的事情，另一边也知道自己作为父亲的
责任，为什么叫“个人的体验”呢，也许因为这是外人完全不能体会了解的东西。面对那些不得不承
担没有办法放弃的痛苦的责任，除了不断的反复只有逃避和承担。鸟是在一直反复去逃避还是去承担
？所谓的成长，所谓的人文主义关怀，只有那最后的几百个字，如果没有这几百个字，鸟会做出什么
来？也许他和女友拿着女友卖房子的钱去了非洲，也许他会回到妻子身边悲痛的告诉她：“孩子因为
心脏病已经离开了。”不管怎样，都不能让他忘记自己曾亲手杀死了亲生孩子，而逃避着不肯成长是
永远也没办法成为男人的。有人说，这个结尾烂透了。是的，一如我刚看完的时候，我也同意这个结
尾烂透了。作为一本好的小说，一个好的剧情，应该是鸟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带着女友逃到了非洲，
内心一辈子受到良心的鞭笞，再也没有勇气回到日本，回到妻子身边。这样一个cult的结尾，才符合
所有读者的口味。可是，你们这些残忍的读者不要忘记了，这本书的名字叫《个人的体验》而非《逃
向非洲》，从头至尾都是大江健三郎痛苦的内心独白，是他告诉自己活着的时候一定要为自己打气，
要有承担的勇气。一个男人成长的标志就是能自觉自愿自发的承担责任。这就是我的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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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个人的体验》的笔记-第1页

                常常会在一些瞬间顿悟一些终极性的如宿命般的遥远的秘密。那时候，或者微风吹拂，虫鸣鸟
叫；或者骑着自行车，行走在人群之中；或者眼望夜空呆想。。。  
　　世界总因一定的法则而运行。我们是这样法则之中的一颗棋子。命定的轨道之下，我们默默走向
死亡。 
　　我相信，生命就是这么一回事。 
　　与此同时，我们穿行，渴望，追悔，痛哭，孤独。我们在外面的世界纵横，在人与人之间来回，
我们也缩回到自我的内心，成为自我的王。这一切，都是个人的体验。 
　　在世界的法则和个人的体验之中，我们悄然的送走一天又一天。渐行渐远的生命，来不及说再见
。 
　　那么，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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