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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短啊
2、“船舱的灯光熄灭了.船上载运的生鱼和潮水的气味越来越浓. 在黑暗中,少年的体温暖着我,我听任
泪水向下流.我的头脑变成一泓清水,滴滴答答地流出来,以后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感觉甜蜜的愉快。”
3、在这个世界上，总有很多人就像可怜的舞女一样，苟且地活下去。
4、反反复复读了许多遍。
5、越往后越发觉得有些腻，我果然还是不习惯这种细腻的少女感情⋯
6、记不清看的版本是不是这个封面了，总之是弥补了高中看过一遍没懂的遗憾。印象里，少年和舞
女的那种感情，应该和“意气”有点关系吧？
7、川端康成文采倒是还可以。
8、伊豆的舞女，纯美的心境写得这么好。
9、人心不古。当今可还有如此纯粹无垢的爱情
10、见语文摘抄85。
11、我只记得插图美的，伊的风格却不适合我等耐不得烦的人
12、日本的美学不是特别欣赏的来，更喜欢本土美学文化。
13、很薄的一本书，读完淡淡的忧愁。沈从文的书也有这样的风格。诺奖是不是喜欢这样孤独的文风
。
14、这是我最早看过的也是迄今为止最喜欢的日本文学作品。
15、川端的佳作
16、别人问我，这部小说讲的是什么故事，我一时说不出梗概，只想用美来形容。不靠内容而以文字
取胜，我想，这是境界。
我喜欢大量冗长的描写，有一字一字细读的冲动却不觉乏味，这便是笔力罢。
17、我不懂
18、前期的川端康成。真心不错。如果写到这里停笔，该有多好呢！
19、当年在教科书上看到后读过。
20、似乎在图书馆看过
21、日本作家里，最喜欢
22、还行吧
23、清淡
24、青春的纯美。很细腻。
日式语言还是有点啰嗦
25、是我最喜欢的川端的作品 没有之一 日本作家无一例外的总是很擅长于营造让人心醉的风景界面和
私欲景象 构造出来的画面很迷人 这个时期的川端很让人心疼的说
26、美
27、怎能不爱
28、一只胳膊
29、书的装潢很不错，喜欢封面，家里有一套
30、高中
31、最喜欢《伊豆的舞女》、《温泉旅馆》和《母亲的初恋》三篇，淡淡的悲伤有迷人的魔力，被深
深地吸引~
32、镇中图书馆藏
33、第一次开始接触川端的作品，然后就喜欢上了他的文字。
34、记得这篇文章收录在高中的课外阅读书里，看到文章标题的时候有男生起哄，我却想这篇实在很
纯净，带着标志性的悠然的怅然若失。
35、我好像看完了伊豆的舞女但没有看完伊豆的舞女？？
36、一个少女美好形象。
37、这是我第一次读川端康成的书，打开读了几页，还没有太过于深入体会。但是却已经有一个很明
显的感觉，就是整体读下来似乎有一种清澈的感觉，初初一看，似乎淡而如水，但是再细细品味，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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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口齿留香。
38、写得冷艳细腻，看得窒息绝望。
39、读过的为数不多的文学诺奖获得者的作品
40、到底是多喜欢去山里面玩儿啊
41、川端的文字和我想象的大不一样，温润的像块玉。越是老了文风却越是犀利起来，大抵是受的苦
难在年轻时是承受得了的，到了老，就很难承受了吧。我很爱他的佛性和他对古董的痴迷。我也喜欢
他写文章时连我都有在读女人的文字的温润感。但不知为何很不喜欢花的圆舞曲。只是莫名的，觉得
你会喜欢他。sigh
42、有些以为会更加内涵，结果其实只是很简单的温暖和爱。
43、有些译篇读不通，也就勉强硬着头皮读下来了，即使是不知名的小短篇，也偶有动人的力量。不
愧是我家川端康成啊（够。。
44、Dec. 16 失眠 到后来睡着了砸在脸上还不自知的，真是够了。索性看完了~V
45、这一抹绿！
46、多少年了都不记得了
47、川端的文字 涓涓细流
48、完全看不懂。越到后来越看不懂，总觉得川端康成有点儿像曹雪芹，又不完全像。
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欧美人的思想是直线，国人的思想是曲线，而日本人的思想像是两条平行的虚
线。看了伊豆的舞女，忽然有点儿明白他在说什么了
49、看过两遍，皆不得其意，大概还是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
50、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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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他的文字还是初中的时候看的，现在已经模糊了，但一个场景特别鲜明。冬日，男主人公温泉旅
社边喝酒边等着他的情妇（是吗？），女主人公冒着雪来赴约，男人把女人拥在怀里的时候，她头发
的冰凉让人一惊。看到这里，似乎连雪的味道，盘得硬硬的头发的发蜡味道也扑鼻而来的感觉，不知
怎么地，就让人很是心动
2、去年读张旻的小说，喜欢这位有小县城气质的上海作家，耐得下性子，藏得住火气。他写一个女
孩的美，这样写：“姚丹的鼻子长得挺拔端正，我坐在她对面很难看清其内部。姚丹的口腔也像孩童
那样娇嫩清新。姚丹的耳朵，我要再次提及它，这个从审美的角度来讲，人的脸上不太醒目的器官，
时隐时现地藏在姚丹的秀发后面，和姚丹的口鼻一样，是姚丹脸上可能有的最完美的耳朵。而姚丹的
声音，在窗外移动的风景前，十分适合时断时续的交谈和回忆。”但凡小说，最考验的是细节。成万
上亿人描写月亮和美女之后，不流俗很难。就说写月亮，《骑兵军》一篇，月亮像只“廉价的金耳环
”；以古文底子著称的冯唐，形容月亮是被咬过的大饼，剩了一口在树梢上（《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
》）。“剩”字考究，但难免“故意为之”。张旻也考究，他的考究捂得紧，收得细，只让人熨贴舒
服。一个女孩的美，在于她干净的鼻孔、口腔和耳孔，这种描写，是非常张旻式的。张旻还有一个特
色是对话，他的对话乍看罗嗦，比如以上同篇（《求爱者》），男青年对女同事有意思，但不知女同
事想法。听闻女同事父母对青年男子严加防范。此种背景下，男青年家去女同事家，不巧遇见其父母
。换作别人，难免漏出“尴尬”、“乏味”之类的词。而张旻老谋深算，你看：姚丹倒了两杯茶过来
。过了十来分钟，我们喝茶。我问姚丹，卫生间在哪儿。姚丹告诉我在右门。我起身上卫生间。我在
卫生间小便时不由自主地作了一次深呼吸，好象算找到了那段时间的内容。我在里面磨蹭了一会儿，
出去时姚丹的爸爸妈妈也出来了，站在一块。姚丹向她爸爸妈妈介绍，这是我的同事小刘；向我介绍
，这是我的爸爸妈妈。姚丹的爸爸向我伸过手来，妈妈对我点头致意。我和姚丹爸爸掏烟相敬，头凑
在一块点烟。姚丹爸爸说，坐，我们不知道你来，失礼了。我回答，我这么晚来打扰，请原谅。姚丹
在一边说，小刘来拿一份材料，明天要用。姚丹爸爸说，小刘客气，请坐。我说，不麻烦了，我来得
太晚，就走。姚丹爸爸说，什么话，来了就走。我说，我本来不想打扰你们，但又想第一次登门，应
该向你们问候一声。给你们添麻烦了。姚丹爸爸说，问候谈不上，是我们失礼。平时我们也没有这么
早睡觉，你问姚丹。现在时间还早，小刘你请坐。我对姚丹说：太打扰了。姚丹说，你坐一会儿吧。
姚丹爸爸碰了碰我的胳膊，要我和他面对面坐下。⋯⋯我埋下头喝水。姚丹爸爸问：“这杯水是姚丹
的？”我没明白，问：“哪杯水？”姚丹爸爸笑嘻嘻的，慢条斯理地说：“小刘第一次到我们家来？
”我回答以前没来过。姚丹爸爸问：“小刘工作几年了？”我说：“六年。”姚丹爸爸问：“小刘今
年几岁？”我说：“虚岁三十，周岁二十九。”姚丹爸爸说：“小刘年轻有为。”我回答：“姚丹年
轻有为。”“小刘住在什么地方？”“住在梅园路十六弄二坊八号四零二室。”“小刘兄弟姐妹几个
？”“兄弟姐妹没有。”“小刘爸爸在什么单位工作？”“在商业部门。”“小刘爸爸是本地人？”
“江苏镇江人。”“小刘爸爸妈妈身体都好？”“都好。“小刘爷爷奶奶健在？”“健在。”⋯⋯对
话太平淡了，仿佛直接从生活中挖到纸上的。但就是“小刘年轻有为。姚丹年轻有为”的平淡，把互
相敷衍、各有心思的场景一下勾出。张旻的小说没有大情节，全靠细节、场景、对话，描画暧昧。他
的中篇《爱情与堕落》，写了青年中学男教师和他的女学生，尤其好。朋友说，张旻的对话功夫，写
电视剧肯定一流。果然现在，张旻写电视剧去了。也是很可惜的。最近重读川端康成，缘于某人顺口
一句，说张的小说有川端康成之风。于是琢磨着，川端康成之风，是怎样的。在大学读过重要篇目，
《雪国》、《古都》、《伊豆的舞女》等。没留印象。那时的我，迷恋复杂深奥、“主义”繁多、巧
立名目的现代派。川端康成对于年轻的我，太淡，寡味。八年后重读才发现，有些作家对读者的阅历
有要求。倘若没能体验三角恋婚外情左右为难欲言又止，没能活到孝敬父母稳定生活一肚闷骚藏而不
露，理解川端康成是有难度的。川端康成也注重细节和对话。《雪国》对话多，但可能因为翻译，读
来气息不畅，非得一段读完，反过去想想。川端康成的细节，也是细腻，比如《雪国》开篇描写火车
上，叶子眼中映出的灯光倒影的变幻。相较张旻的实在，川端康成的细节很唯美。这是属于日本民族
传统的唯美。同是赏玩景致，川端康成的花是凋的，树是垂的，美丽的姑娘是一去不复返的。而中国
人赏玩，则花开得正当时，柳絮飞得暖融融，哪怕葬花，都有小爱人在旁偷看着。没落至极的，也只
下场雪，白茫茫真干净。肃杀，但绝不会颓败。日本的“唯美”，中国的“端庄”，都是闲笔。闲笔
，不似巴尔扎克的“冗笔”——后者只是写作风格的惯性。东方文人，骨子里是闲人，写小说像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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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水，走走停停，有兴致了，拈一簇花，惹两把草，吟诵几句没有中心思想的话。俄国人叙述目的性
强，法国人则文体严谨，都没闲笔的传统。说到细节和对话，就更与东方不同。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
，经常的细节是“她歇斯底里地呼喊起来”或者“他的手神经质地颤抖着”，说的话呢，大段阐述人
生、社会和宗教。这种不考究，像一块烤牛排，热腾腾往面前一端，营养全在了，筋啊血的也都在，
你读者自个儿去切去剔去消化吧，只要脾胃耐心足够好。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一样，对话不多。读
小说时，我会用想象为每个人物配声。而读我最爱的福楼拜，想象里却是一片静默，连女人的衣裾窸
窣也没有。再说细节，法国人精致，但也没意会、赏玩、微言大义之类的事。那是一种精确的精致，
修辞搁这儿，隐喻放那儿，绝不九曲回转，或者留一大白。川端康成被誉为“东西合壁”。说实话，
我恰恰不喜欢这“合壁”中的“西”。比如讲述失散的孪生姐妹的《古都》，开篇写两株寄生在枫树
上的紫花地丁，一看就知意图。当时想：可别点破呀。谁知在同一页，意思就点到了：“在这种地方
寄生，并且活下去⋯⋯”被抱养的千重子想到紫花地丁的寄生状态，发感慨了。后来千重子碰到妹妹
苗子，作者又跳出来点破：千重子想起了两朵离得很近却永远不能相逢的紫花地丁，心想苗子和自己
，也就是这么两朵植物⋯⋯在我看来，这不是评论者所言的什么巧妙象征，而是非常无趣的败笔。因
为丧失了意味。“意”是脑中之物，“味”是口中之觉。好比影子，太阳亮到一清二白，影子也就不
存在了。归根结底，川端康成还是东方的。东方审美，是如影随形，玄之又玄的审美。对《雪国》描
写绉纱的一段印象深刻，这种已从日本历史退出的衣料，非得由技巧娴熟的女孩在冬天纺出，极轻极
柔，带着三九寒天的阴凉。川端康成以轻柔阴寒之笔，写衰败销匿之物。他是日本传统“菊与刀”中
的菊，而三岛由纪夫，则是那把刀。2006年1月2日
3、同样的文字，有些人喜欢，有些人可能不喜欢。不幸的是，对于川端的文字，我恰好是后者。一
页页纸翻过去，几乎充斥其间的全是川端对于描述命运多舛的少女的亘久不变的热情。当他描写到少
女纤细脆弱、而又挺拔坚强的美时，当他写到少女婀娜多姿而又白皙美好的胴体在朝日之中熠熠生辉
的样子的时候，当他写到少女因为羞涩而垂下头颅、小扇子一般的睫毛投下阴影的时候，我想象了一
下这些画面，的确是如同樱花一般羸弱到极致但又不失风骨的日式美学啊。当人的心灵接触到这样清
淡的文字的时候，一瞬间终归是感觉美好的。川端笔下的爱情总像是溪流里的浮萍，跌跌撞撞，飘飘
洒洒。可能是在山间，在树林，在溪边，不经意间和一个纤细沉稳的少女相遇了，而男主角总是像川
端本人一般有着善于观察的眼睛以及多愁善感的心灵，一瞬间就能看见少女小小身体里蕴藏着的惊天
动地的美。你难以定义这是否是爱情，因为这种感情总是藏于舌尖，蕴于心底，即使在最隐秘不会被
人知晓的旁白里，都不会被传递得直接明显。很多时候我都在疑惑，这究竟是一种悸动呢，还是对美
的倾心向往呢。见仁见智吧。
4、日本以前的艺妓女人啊，真好。跟以前的中国女孩差不多，爱上别人，那么含蓄和委婉。什么时
候我女朋友也那样就ok的啦
5、初次阅读这篇小说的时候，很匆忙，只是追寻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电影中的片段，从文字中揪出
来囫囵一番，好似八戒吃人参果般没有滋味。今次，一气读完，感觉心中好似清泉流过，纯净、舒心
又温暖。男主人公追随舞女旅行在伊豆的山水之间，邂逅和告别，一种情窦初开和自持自省的过程，
什么都没有开始就结束了，叫人不忍心又不甘心。最触动我的是小说的结尾，“‘不，我刚和她告别
。’我非常坦率地说。让人家见到自己在流泪，我也满不在乎。”“我什么都不想，只想在安逸的满
足中静睡。我的头脑变成一泓清水，滴滴答答地流出来，以后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感觉甜蜜的愉快。
”那一瞬间，感觉直抵主人公心灵深处——寂寞、悲凉、忧伤、平静、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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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伊豆的舞女》的笔记-第113页

        “举行婚礼简直就像为了解闷似的。《春天的景色》”
呵。

2、《伊豆的舞女》的笔记-第159页

        对死者说话，这种人间习俗是多么可悲啊。
然而，我不禁想到，人在奔赴冥界之前，必须以阳界好人的姿态生活下去，这种生活的习俗更是可悲
。
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植物的命运和人的命运相似。这是一切抒情诗的永恒主题。

3、《伊豆的舞女》的笔记-第24页

        人是不断消失在过去的日子里的。
这么说来，不管是以何种形式流传千古的人们都是疲惫局促的，总在消失与存在之间弥留挣扎，像橡
皮擦擦不掉的顽渍。好累的魂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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