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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谷崎润一郎的11个短篇小说，其中包括名作《春琴抄》等。
《文身》和《麒麟》二作，其主题都是突现“一切美的东西都是强者，丑的东西都是弱者”，极力地
礼赞美――官能性的美。《文身》描绘文身师清吉“得到了光辉的美女的肌肤，刺入了自己的灵魂”
的故事，即文身师倾注了自己的生命，在一个年轻美女的背肌文上蜘蛛图案，翌晨美女人浴，苦痛难
忍，清吉却发现在晨曦的映照下，她的背肌显出一种妖艳的美，并被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绚烂人工美
的魅力所倾倒。《麒麟》则取材于中国古典，描写了孔子向卫灵公宣讲王道和施善政，灵公远离了私
生活方面的欢乐，引起了灵公的夫人南子的不满。南子便利用美酒和肉欲等种种所谓“夺魂术”来诱
惑圣人孔子，最终未遂。但灵公却无法抗拒南子的肉体魁力，又再次回到欢乐的私生活里。最后孔子
离开了卫国。
《春琴抄》就是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名作，它写了出生在大皈道修叮的一个女孩子阿琴，9岁上双目
失明。阿琴成为女琴师，教授比她大四岁的佐助学习三弦琴，佐助也有志于青曲之道，两人遂结成师
徒。阿琴便得春琴之名。21岁的春琴怀了孕，人们认为其对象是位助，春琴加以否认。不久，姿色绝
伦的春琴在新购得的宅邸入浴，不知何故，面貌猝然变得丑陋了。佐助为了保持他所爱慕的春琴的美
的形象，用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之后佐助双手扶地对春琴说：“师傅，我已经瞎了，一辈子看不见
您的脸了”。春琴问道：“佐助，是真的吗？”沉默半响，佐助感到这是一生最大的幸福。
《盲人物语》和《刈芦》中则欲图通过物语的形式、活用古典文体中所凝练出来的日本语美的传统，
编织出这样两个故事来：前者由主人公盲人法师弥市讲述自己年轻时，奉侍小谷城，城主浅并与织田
信长不和，小谷城沦落后，浅井自戕，他的美貌妻子阿市与三个女儿二起被带回到信长身边。弥市仍
奉侍其左右，并对她产生一种偶像崇拜之情。当阿市嫁到柴田胜家后，北庄城池陷落时，两人与城共
命运。弥市背着一个女儿逃到城外去了。后者的主人公“我”在秋月下的湖边酌酒咏歌时，芦苇丛中
出现了一男子，这个男子向“我”讲述了一个故事：他的父亲芹桥慎之助年轻时为寡妇阿游的美貌所
倾倒，并向她求婚。阿游却促成他与自己的妹妹阿静结了婚。阿游却与一造酒厂老板再婚，在巨椋池
畔的别墅生活。后来芹桥家家道中落，阿静故去。父亲慎之助每年中秋明月之夜，都带着他到巨棕池
畔，透过别墅的篱笆来窥视阿游的姿影。
《褴楼之光》所歌颂的就是一个丑陋的女乞丐身上所隐藏的美，就是。说女乞丐虽然具有一般乞丐的
一切丑恶，然而在丑恶之下另有妙龄女子所共有的那种容貌之娇艳、肌肤之光泽，显示出一种“褴楼
之光”的美的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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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文身／于雷译
麒麟／林青华泽
褴褛之光／林青华译
异端者的悲哀／林青华译
恶魔／林青华译
恶魔（续）／林青华译
吉野葛／林少华译
刈芦／林青华译
春琴抄／于雷译
盲人物语／于雷译
梦中的浮桥／林青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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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

精彩短评

1、不是性
2、异端者的悲哀说的就是我～
3、翻译不出“物哀”的味道，和以前看《阴翳礼赞》感觉相差很大
4、向蜘蛛告别
5、《麒麟》《刈芦》《盲人物语》《梦中的浮桥》好评，其他就没什么好多说的了。另外谷崎润一
郎还真喜欢那个梗，都不知道出现几次了⋯⋯
6、太好了！！谷崎润君早期作品最好了，干嘛因为世俗转型...（虽然晚期也不错）总之好可惜....
7、终于读到春琴抄的原著了，电影版的果然就是个偶像剧了。恶魔里恶到我了....
8、恶魔里面那个舔鼻涕的实在太变态。。。正好看了这一季的信长协奏曲，对盲人物语比较有好感
呢
9、“当时人们的肌肤竟流动着浓郁的芳香，绚丽的线条或色彩。” “白色的鸟像缎子般展开闪光的
翼。柔软干爽的羽毛如正在融化的春天淡雪，时不时拂过他的睫毛附近。——‘我正在做梦’，他好
几次在梦中寻思道。他的意识眼看着就要麻痹过去，晃晃悠悠地被诱往甘美的熟睡底部了，但心里面
稍一扯紧，马上又醒过来，仿佛朦胧地照射着脑髓。”
10、唯美的尖儿
11、其实对于他，我是很喜欢的，虽然他写得东西在现在人看来，有些无法想象，甚至有些变态，但
是对我而言，却非常精彩，有时人就是在寻求一种刺激神经细胞的东西，其中的《纹身》，《恶魔》
，《春琴抄》我都非常喜欢，不知该怎么说清，想到，最后那只蜘蛛妖娆的身姿，他添鼻涕的情景，
还有佐助刺瞎眼睛的画面，就有一种肾上腺素分泌旺盛的感觉。而，其中夹杂的则是对美的崇尚，宁
愿刺瞎自己的眼睛，也不要看到心中的没破换，这就是其中所传达的对美的追求的极致。
12、翻译有点拙计。全书大概有个共同主题“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收录了谷崎写作生涯各个时
期的部分作品。梦中的浮桥最佳。
13、我想我可能真的无法理解谷崎和他所爱的这种世界，把美与恶推到一种谷崎式（或因谷崎而成为
日本式）的之死靡它境地，想来在感官刺激与眩目的美之外还有更令人绝望因而倾心的东西吧，但那
是什么呢。
14、高中图书馆看到的这本书，读完有点中毒。。
15、“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16、豆瓣只有想读和读过，其他状态怎么办
17、欲渡不得渡，梦中的浮桥。
18、太棒！！！
19、虽然比起晚期作品稍微单薄, 但也很不错了. 这样的夜晚想到<春琴抄>, 我想我大概也早晚会成为
阿琴那样的女人, 为自己的傲慢和乖戾自食其果.
20、文身是我看的第一篇日本小说·····
21、梦中的浮桥
22、谷崎润一郎的笔，写到施虐和受虐的狂魔，不但细致、精准，简直让人不寒而栗，魅力恰在于此
，不能满足的偷窥欲被挑逗得淋漓尽致，但没有丝毫的猥亵，是纯而又纯的冷硬尖锐。《春琴抄》和
《盲人物语》太好了。
23、美的极致，就是恶的极致。
24、口味还不够重...
25、烂翻译
26、推荐的是谷崎，不推荐这个译本。
27、看得很累。。。看来还是只能欣赏得来三岛大神的文。。。
28、喜欢 
29、是短篇集，有的不是太好看，或者说总体而言没有中篇好看。
30、唯美主义文学派代表 感官美
31、【异端者的悲哀】【梦中的浮桥】 比较偏爱林青华翻译的几篇。 异端者的悲哀一共读了三遍，懒
惰、虚荣、懦弱无能、意志薄弱，更多的独语、暴躁，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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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

32、只要有酒喝，没什么可怕的。脑髓纹身，醒着做梦，“心理机能松弛的同时，神经衰弱却有增无
减”
33、文身，异端者的悲哀
34、第一次在日本小说里面读到 关于是不是处女的讨论。。。神奇！
毫无下限。。。无节操。。。
35、敬佩这样大胆的写作！
36、现时为止买得最辛苦的一本书.......
37、前面絮絮叨叨的总觉得谷崎润一郎怎么是写这么些的呢。直到最后几个故事才感觉，对啊，这样
的才对啊。《春琴抄》最好。
38、恶与美的完美结合。
39、最喜欢的居然是《异端者的悲哀》
40、不如暮年的作品生动曲折吸引人
41、《恶魔》中的畸恋，《文身》中的变态，《春琴抄》中的执著，令人震撼。
42、个人认为恶魔才是谷崎最伟大的作品
43、官能的【恶魔主义】。
44、春琴抄。
45、早期作品稍显薄弱。
46、包含11个短篇小说，其中《春琴抄》、《盲人物语》已读过其他译本。整个集子最喜欢《异端者
的悲哀》，主人公章三郎的自戕很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的味道，而结尾处因妹妹之死而
发生转变的章三郎则令人惊喜⋯⋯《恶魔》及其续篇中，照子的引诱、铃木的怯懦、佐伯的卑琐颇为
有趣，而佐伯终于死在铃木刀下，其场面也够惊悚的。20160620
47、3.5 翻译太平了，不过有几篇是久闻名字终于读到，也是开心。《文身》初见就是恋足癖；《褴褛
之光》丑恶和艳美的相克相成；《异端者的悲哀》“天才和天才促膝长谈的喜悦，不仅是两个人的喜
悦，是整个宇宙的喜悦⋯如果天才之间互不相识，世界便一如暗夜，地球就要停止转动。” 妹妹的死
“妈妈，我想拉屎，就这样拉也可以吗？”原来死亡可以这么无聊和轻松；《刈芦》，溝口健二、田
中绢代“お遊さま-1951”；《春琴抄》“佐助，这是真的吗？”春琴只说了这么一句，便久久地默然
沉思。佐助有生以来，前前后后，从未享受过这沉默的几分钟内所感受到的快乐时光。《梦中的浮桥
》半年之间我已分不清生母和继母。
48、当年的毕业论文，买了谷崎润一郎全套。可这本恶魔却不知丢在什么地方了.
49、喜欢刈芦和梦中的浮桥
50、最喜欢的谷崎润一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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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

精彩书评

1、当面对着一个少女白皙如锦的皮肤上文画着鲜血欲滴的蜘蛛，你会有一种官能的刺激么？在一个
衣衫不堪的女乞丐身上，你会拥吻那张梦寐以求的双唇么？当手帕上沾染了爱人的体液，你会细心的
把玩一番么？无一例外的，这些都是美好的与丑恶的结合，形成的一种复杂的特例。而面对这种事物
，通常的感觉便是唯恐不及的避开，像鸵鸟一样，躲的远远的，借以忽视状况的存在。而同时，又在
质疑对这些结合表现出欣赏的人，更加的撇清自己的身份，显示自己的清白。而这种所作，无疑是可
笑的。一方面，是因为个人无法体察在丑恶中所蕴含的纯粹的美；另一方面，又是无法丢弃对丑恶的
执念，纯粹的对美抱拥。更会有一种态度就是，认为美不会从丑恶中诞生，不会与丑恶想结伴，从道
德的角度否定了这种美的存在。简单的用&quot;变态&quot;两个字去归类那些从丑恶中发现美，在丑
恶中寻找美的人。如果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美也就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单调了。还好的是，谷崎润
一郎出现了。给了我一双眼睛，让我从所谓的禁忌中体察到了另一种形式的美。一种更加真实，更加
鲜活，更有生命力，更有生活感的美。一种在丑恶的基础上诞生的美。贝壳中孕育出阿芙洛蒂忒，腐
败的泥土长出妖冶的花朵。还不是一样的道理。对于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标尺。或者真实就是美
，或者虚幻的才是美；或者粗犷的才是美，或者纤细的才是美；或者光明开朗的是美，或者阴暗抑郁
的是美。对每个人来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见解。或者是比哈姆雷特还要多的。用单一的标准去度
量规定人们的对于美的认识，恐怕是太过于幼稚了吧。而且，美是依存于具体事物的，抽象意义上的
美，不借助于任何的物质的载体，是无论如何无法成立的。这也就难免形成了观念上的美，与现实中
的美的落差。柏拉图式的欣赏便会痛苦万分。由此，对于美，我们不得不降格以求，以期在现实中寻
得更接近观念中的美的形式，形成一种无奈的妥协。而究竟是可以对于现实进行多少的让步，就又是
另一个让人困扰的问题了。或许有的人只愿从一般的形式中寻觅一种美，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我们
难以证明常态的事物可以穷尽所有形式观念上的美。也就是说，我们也要从一些非常态的状况下寻觅
美的所在。可是通常人们并不意识到美的来源的问题。甚至一厢情愿的以为，美，是可以创造的。但
是依照我的看法，美非但不能创造，而且任何试图对美的创造，都在不自觉的对美进行着扭曲。一方
面是物质现实难以重塑观念上的完美的美；另一方面，对一种美的集体的欣赏，也就扼杀了另一种美
的表现空间。而美的观念，是不论不应该分孰轻孰重的。或者罗丹说的一样，对美的发现才是更为重
要的。或者进一步讲，我们缺少的不是对美的发现，而是缺少对美的发现的追求。我们根本不想去发
现，又怎么可能发现美呢？其实，美不止是在常态中可以发现，在非常态，甚至在病态中，同样的有
美的踪迹。而如何要在这些不为常人所接受的状态中寻觅美，欣赏美则是更重要的。这种寻觅欣赏到
也未必一定要有肉体上的接触，单纯的看，也是一种对美的重新的诠释。可是，即便这样，纵然我们
会在不经意的一瞥中发现了非常态的美。也未必会接受，有对于美的认识上的偏见，但更多的是道德
上的困囿。而在谷崎润一郎的文章中，面对文章开头的情况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选择了正视美，选
择了对于美的接受，对美的屈服，正视丑恶，同时，欣赏美好。这就是他们的解决方法。而在生活中
，谷崎润一郎同样遵循着这一选择，认为艺术高于生活。他只不过是没有成功而已。但是通过文章，
让更多的人获得了通往这条美的道路的指向
。http://tin1016.spaces.live.com/blog/cns!49A79B57DDF65AA1!1560.entry
2、很遗憾，像我这么没有文化的人，第一次好好想这些事情都已经是大一的事情了如果说有什么关
于孔子的东西适合拍作戏的话，我想那应该是谷崎的《麒麟》。大概讲述孔子来到某国之后，和南子
夫人的对抗。孔子代表道德和秩序，南子夫人代表官能和美；最后孔子一败涂地，甚至连自己都已经
几乎茫然，于是匆匆离开了这个国家。其实秩序这些东西，或者说是用来形容现在的孔子的这套理论
的东西，似乎是之前西方文化的产物。传统的中国文化向来对于世界观的表述是暧昧不轻的，阴阳啊
，易经阿，都是非常模糊的东西；反观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就有了各种各样的ontology的模型以及研究
。其实对于国人来讲，与其钻研世界到底有几个tier或者是主观是否反映真正的客观这种不具有实用性
的问题，还不如探讨君臣之道来的有趣。孔子虽然给出了很多为人处事应该知晓的东西，但他毕竟也
是人，也不能违背作为生物所具有的那种对感官享受的向往。正如施洗者约翰，看到莎乐美的七重纱
之舞时，内心是不可能不为之所动的。据说著名翻译家李芒当年翻译《春雪》的时候，（那时三岛刚
刚剖腹，国内翻译他的东西做批判用内部阅读材料的）有一次实在抗不住了，跑去找文洁若诉苦。尽
管他是受到坚定共产主义教育，党性很强的党员，而且明知道三岛这人思想上反动的不行，但还是扛
不住了。我这样的小孩，根本没党性的，看了《奔马》就彻底不行了，彻底反动了所以说与其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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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道德之光是如何在乱世中给人带来安慰的，或者说孔子作为圣人是如何在乱世中找不到一个容
身之所的流离的，我觉得都没有体现孔子作为一个人在恶的面前是如何来的软弱的有趣。
3、戏剧《莎乐美》（奥斯卡﹒王尔德作）写在小说《麒麟》（谷崎润一郎作）之前，唯美主义理论
（特指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之后兴起的潮流）的兴起也是先在欧洲，后来才进入亚洲。但并不能因
此说欧洲的唯美主义作品先进于亚洲的唯美主义作品，在艺术作品间本就很难评出个高下来，倒是放
到市场上能有个贵贱，不过那很大程度上是由供求决定的，不大能说明美不美的问题。以一个公正的
、不先入为主的心，对不同地域下由同一种美学理论影响下而产生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讨论它们的
异同，可能更具有实际的意义，从不同作品的共性与个性中收获美的崇高与多元。 　　 《莎乐美》
和《麒麟》最大的共性在于：它们都将美推到一种极为崇高的地位，认为美是优先于生活中的其他的
，甚至达到了颠覆传统的善、道德与社会秩序的地步。为了表现“美”的优越，两部小说都设置了三
个中心人物以作为“道德”、“权力”和“美”这三种观念的象征，并通过三个人物行为与关系来象
征三种观念的性质与地位。 　　 　　 在《莎乐美》中，希律王无疑是代表着“权力”——他向所有
掌握大权的暴君一样贪婪、自私、残暴；先知约翰则是“道德”的典范，他具有崇高的信仰，时刻、
坚决地批判世间一切丑恶，号召人们行善，以升入天国。而美丽无比的莎乐美无疑是“美”的化身。
她的美是倾国倾城的，叙利亚青年卫队长倾倒于她，为了得到她的一个青睐，违反希律王德旨意而将
先知约翰从地牢里放出，又因为莎乐美爱上了先知约翰而妒忌自杀。希律王也倾慕于莎乐美的美丽，
尽管她是他妻子的女儿，在皇宫的宴会上，他的心思全放在莎乐美的身上。只有先知约翰没有被莎乐
美的美丽所诱惑，他义正言辞地拒绝了莎乐美的爱。莎乐美为了能够亲吻到约翰的嘴唇，以为希律王
跳“七面纱舞”为条件，要求希律王派人砍下先知约翰的头颅。之后，莎乐美捧着先知约翰的头颅，
亲吻了他的嘴唇。 　　 《麒麟》是谷崎润一郎根据中国的古典改写而成的。在小说里，卫灵公代表
着“权力”，他的夫人南子是“美”的化身——她“额似妲妃、目似褒姒”，孔子无疑是“道德”的
代表。孔子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仁政，当卫灵公初次同孔子交谈后，为孔子饱含崇高道德的观点——“
如公真心倾慕王者之德，首先要克服私欲”所折服，从而冷淡对待南子。南子为失去支配丈夫的心得
力量而愤怒，她对卫灵公说：“您绝不是能违背臣妾意愿的强者。⋯⋯臣妾可以立即将您从孔子的手
中夺回来。您的嘴里刚刚说的一番正大光明的话，可是您的眼睛不是已经恍恍惚惚望着我的脸了吗？
⋯⋯”接着，南子用财富和美色诱惑孔子以迫使其就范，但是道德高尚的孔子均以严肃的面孔相向。
最后，南子向孔子展现那些因为惹恼她而被她施以酷刑的人的惨状，终于迫使孔子离开了。孔子离开
后，卫灵公禁不住南子的诱惑，重新回到南子的怀抱：“我憎恨你。你是个可怕的女人，你是让我灭
亡的恶魔。可是，我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你。” 　　 通过比较， “道德”、“权力”和“美”在两部
小说中形成了三种相同的关系：1、道德与美是矛盾对立的；2、在道德与美之间，权力倾向于美而抛
弃了道德——如《麒麟》中孔子所说的：“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3、美通过征服权力而消灭了
道德。在这三种关系的共同作用下，“美”被提高到超越权力和道德的地位，显示出它的崇高与伟大
，当然，唯美主义的反对者以及社会秩序的卫道士们将它称为“邪恶的”、“致命的”美。 　　 两
部小说的个性也寓于小说的情节之中，因为地域文化的不同——西欧受到基督教文化的统治，而日本
则受到中国的儒家文明的影响。——两部小说在具体的人物设置、语言方面显示出了各自文化的特色
。《莎乐美》的故事取材于《圣经》，人物也是圣经之中的。在人物语言方面，比如先知约翰骂莎乐
美为“巴比伦的女儿”——巴比伦在《圣经》里是奢侈淫靡之都。而《麒麟》刚才已经谈及它取材与
中国典籍，就不再赘述了。唯一需要强调的是：同一种美深埋于不同的载体之中，而不同的载体能承
载着相同的美，可当我们要想将二者完全分开时，它将什么也不是。 
4、异端者大多很悲哀——旁观者看来。没有固定的伴侣，生活的方向在别人看来如同谬论，甚至不
齿。异端者将弱小化扩大，而将大多数人视为重点的弃如敝履。比如谷崎润一郎，一向甚少了解作者
的生平。但写书传奇的人物，必也有传奇的生活。到手的《谷崎润一郎作品集》开头，编者就先介绍
了这个日本近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唯美派作家。他崇尚美，但不认可意识中的美，他认为意识中的一
切都是虚无的，不具形态。所以最能称之为美的是人的身体。在此之外，他还崇尚感官感受。崇尚禁
锢在封建制约下的爱与性。但也正因为他强调，他的生活，他的婚姻都在艺术之后，他无论做什么只
是为了享受他感官带来的美的感受，享受他认为的艺术感受。所以，他的生活和婚姻都以失败告终。
这不禁让我想到日本众多以自杀结束生命的年轻作家，自杀一直是日本文坛的风气。“不管我怎样斗
争，最终还是朝着这个命运走去。”这句话证明了这些自杀身亡的作家们的宿命。
5、“恶魔主义者”是谷崎润一郎于1912年发表小说《恶魔》之后获得的称号，但是我认为恶魔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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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在他之前写的小说《文身》中就已经萌芽了。可以说，《文身》是恶魔主义的开端。那么什么是
恶魔主义呢？它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唯美主义，是谷崎润一郎个人化的唯美主义：虽然他同样以美作为
他文学艺术的最高追求，认为美是自律且崇高的，但是他对于美的定义范围仅限于女人的身体以及通
过感官而获得的快感，也就是说，他抛弃了精神层面存在美的可能性，同时，将官能感觉置于不受道
德和伦理限制的境地。在恶魔主义美学的指导下，谷崎润一郎所创做的许多作品都带有一些共同的特
征——我们可以把这些特征归结为“恶魔主义”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在他创作之初的《文身》中就已
经显露了，这就是我所说的恶魔主义的萌芽。宣言和探讨唯美主义的理念。这是谷崎小说中最底色的
基调，小说《文身》中的一句话可以说是个唯美主义的宣言：“认定一切美的都是强者，丑的都是弱
者。”女体崇拜。既然将女性视为美的化身，在《文身》中自然要展现出对于女体的歌颂与赞美：1
、在“认定一切美的都是强者，丑的都是弱者”这句话之前，作者是这样写的：“当年，不论大众戏
曲还是通俗画册，充斥着女杀手‘定九郎’、女侠盗‘吾来也’、和女天神⋯⋯”以上的角色原本都
是男性，均被谷崎润一郎改为女性，以暗示女人就是美的化身；2、对女性身体细致而唯美的描写。
在《文身》中，谷崎润一郎用整整一段话描述文身师傅清吉所崇拜的一位青楼女子的脚：“⋯⋯那只
女人脚对于他来说，是高贵的肉质宝玉。那只脚从母趾到小趾，纤细的五趾排列得整整齐齐。那趾间
色彩的搭配，不亚于画面上的从岛下海边抓住的浅色彩贝；圆鼓鼓的脚跟宛如夜明珠。⋯⋯”又如，
对那位青楼女子的脸进行描写：“⋯⋯那可是惟有在全国的罪恶中与财富都滚滚流去的都会中，从几
十年前就生生死死、容颜秀丽众多男女的无数梦想中才有可能滋生的风采。”3、直陈式的话语：“
清吉的憧憬变成强烈的爱”。被美征服男人和诱惑并控制男人的风流女子。这可以说是谷崎润一郎小
说最为流行的故事模式。他总是利用美丽的女人征服意志软柔的男人来颠倒传统男权社会中男人统治
女人的权力关系，从而表现出女体美的力量。在《文身》中，文身师傅清吉就为了那位青楼女子而追
赶姑娘乘坐的轿子二三百米。当然，这还不算严重，在《痴人之爱》中，男主角永远地成为女主角的
奴隶。诱导者与诱导过程。在谷崎润一郎的小说中，并不是所有女人都在小说开场时就已经成为能自
觉诱惑并控制男人的风流女子的。在《文身》中，那位青楼女子只有十六七岁，思想还处于一片懵懂
之中，但是文身师傅清吉却臣服于她的美丽，认为她的未来就是征服所有男人，所以先是让姑娘观看
两幅画，以诱导她形成“所有的男人将成为你的肥料⋯⋯”，接着用催眠药让姑娘昏睡，并倾尽自己
的文身功力，在姑娘的背上文上了一只大蜘蛛（蜘蛛象征着风流的女人，因为有些蜘蛛，雌性会吃掉
雄性，比如“黑寡妇”）。那位青楼女子醒来之后看见自己的文身，接受了清吉的思想，成为了风流
的女人——“女子剑一般的闪光的眼珠亮了。耳边响着凯歌。”在《痴人之爱》中也存在这样的模式
，男人成为诱导者，将女人培养成诱惑者，然后自己臣服于自己培养的作品（这个模式有可能借鉴了
奥斯卡﹒王尔德写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在这部小说里，亨利爵士对于美少年道林﹒格雷来说
也是一个诱导者的角色）。充满情色的描写。谷崎润一郎善于通过两个人动作或语言的描写来表现一
种暧昧的色情意味。比如，《文身》中“清吉把嘴凑到姑娘耳边”，又比如《恶魔》中“⋯⋯阴沉地
遥望着那系着和服带子的高高的胸脯，每一呼吸便颤动一下”。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善于表现
色情意味，但是谷崎润一郎的小说几乎没有直露的色情描写，仅仅是含蓄的暗示，可谓色而不淫的。
在谷崎润一郎的小说中，《细雪》是比较公认的代表他最高写作水平的作品，但是我觉得《文身》对
于谷崎的意义更加重大，因为《细雪》并没有站在谷崎美学的主线之上。
6、这本书里面最好看的是《吉野葛》，先讲了一段南北朝野史，然后又来了篇游记，最后转个弯成
了爱情故事。移步换景的功力令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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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恶魔》的笔记-第79页

        就这样，父亲也好母亲也好，似乎就祈求着眼前这种平安无事日子，把捱苦可悲的一生过完了事
。丈夫既无控制妻子的力量，妻子也无激励丈夫的决心，彼此都不寻求脱出现在境遇的途径。他们每
天都抱怨自己不走运，但仍旧持续着丑陋的生命，既不打算发奋，也不打算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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