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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阁寺》

内容概要

《金阁寺》取材于1950年金阁寺僧徒林养贤放火烧掉金阁寺的真实事件。据林养贤说他的犯罪动机是
对金阁寺的美的嫉妒。《金阁寺》发表后大受好评，获第八届读卖文学奖。
三岛要在《金阁寺》中描述这种对传统既爱又憎的奇妙心态，这在他看来似乎用一般的真善美方程式
是不可能完成的，加上他一向追求倒错美学，于是将金阁寺僧徒的思想和行为作艺术上的提升。他要
在美与丑、爱与憎的紧张对立中创造“死与颓废”的美，构筑自己独特的美学世界。总之，三岛由纪
夫驱笔写《金阁寺》，就是以金阁与人生相比喻，写美与人生、艺术与人生的悲剧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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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阁寺》

作者简介

三岛由纪夫
本名平冈公威，1925年生于东京一官僚家庭，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1968年组织右翼团体“盾之会”
，自任队长，鼓吹复活军国主义，1970年剖腹自杀。艺术上崇尚唯美主义，作品力求词藻华丽，工于
古典笔法。主要作品有《爱的饥渴》、《禁色》、《假面具的自白》、《金阁寺》、《忧国》、《丰
饶之海》，剧本《火宅》、《鹿鸣馆》，戏剧集《近代能乐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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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金阁寺潮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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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阁寺》

章节摘录

金阁寺第一章从小父亲就经常向我提起金阁。我出生在面临日本海的一个荒凉岬角，位于舞鹤的东北
方向。父亲的故乡并不在这里，而是舞鹤东郊的志乐。由于他本人再三请求，得以入了僧籍，成为这
偏僻岬角一座寺院的住持，在此娶妻生子，有了我这个儿子。成生岬寺院附近，没有合适的中学，这
样，我很早便离开父母膝下，寄居在父亲故乡的叔父家里，从那里走路去东舞鹤中学读书。父亲老家
一带，阳光格外充足。但一年之中的十一、十二月间，即使是万里无云的晴日，一天也要下四五场阵
雨。我多变的心情，想必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形成的。五月间的每天傍晚时分，我一从学校回来，就爬
上叔父家的二楼，从用来学习的房间里观看对面的小山。夕阳照在嫩绿的山腰，看上去仿佛原野正中
立起的一道金色屏风。每次目睹此景，我都想起金阁。在照片和教科书上，我时常见到现实中的金阁
。然而在我心中，只存在父亲口里的金阁幻影。其实父亲绝对没有说现实中的金阁金光闪闪，而是说
天地间再没有比金阁更美的存在。加之金阁这一字眼及其音韵的独特，终于使我心目中的金阁一发不
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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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阁寺》

编辑推荐

《金阁寺》：金阁与人的存在便是如此愈发成为泾渭分明的对比，人之形象容易毁灭，却浮现出永生
的幻影，金阁之美固定不变，却渗透出毁灭的可能。人虽脆弱而无法根绝，金阁虽顽强而可使之毁于
一旦。人为什么注意不到这点呢？我这，独到见解无可怀疑。假如我将这明治三十年指定为国宝的金
阁付之炬，这便属于纯粹的破坏，金阁势必无可挽回地归于毁灭，从而将人创造的美的总量确凿无误
地减少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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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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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阁寺》

精彩书评

1、里面提到公案南泉斩猫。（这个公案让我想了好几天，后来又有了和当时不同的感悟）讲小和尚
们为了一只很美的猫而争执，大家都想拥有它，南泉和尚斩杀了猫，赵州和尚知道了后把草鞋顶在头
上。书中说，美是一次性的，稍纵即逝，不属于任何人又可以属于任何人，而不会改变什么。这种基
于对美的毁灭的特质，在宫崎骏的动画片也有体现，美与恶的双生。虽然还没看完，里面充满了悲伤
的无法净化，那种意识自身有独特性和使命感的特殊性，在丰饶之海中也有体现，这也是作者三岛自
身敏感的一根刺吧。看完《金阁寺》这真是本奇怪的书。当我觉得这是一朵黑暗之花弥漫吞噬一切时
，却发现也许那是美和恶的对比让人痛苦，主角只能打破这种对立，他要毁灭美，这样恶的姿态就不
那么刺痛，就可以舒坦的存在了，可是每每我觉得我理解他的意思时候，总是反转到另一边，难道是
说斩灭or忍受？后来我想到，南泉和尚斩的是美（色欲、欲望），可是欲望怎么可能斩尽，色不异空
啊，所以赵州和尚才会嘲讽——“你们认为好的不行不行的东西，我觉得是草鞋，而且你们把草鞋顶
在头顶般。”禅海和尚的朴素平凡令人难忘，直面不加粉饰的坦然。书中依旧在关键情节出现狗，对
出海的船只的喜悦也出现，这似乎是三岛的标识。之后与戴老师讨论。（讨论内容不短，等我整理后
写《金阁寺》读后感时候分享大家）因为我不是基于日本的风俗、社会、历史背景，是用美的直觉来
感受金阁寺，戴老师说这样会吊诡的失焦。最后我的一个观点得到老师认可——金阁寺代表的美是世
界的肉身，是一种停止于表面的非探索的终止，是浮华而不是救赎。我能说唐月梅翻译的让我错愕吗
。。林少华还好
2、毁灭还是毁灭。《金阁寺》【日】三岛由纪夫青岛出版社2010年1月感却迟钝的人们，不流血便不
会狼狈不堪。P14死相以其无以伦比的生动告诉我们：物质这种东西，其存在距我们是何等遥远，其
存在方式又是何等地可望而不可及。P23战乱与不安，横野的尸体和无数的鲜血，自然使金阁增添了
美色。P25我们突然变得残忍，是在这春天里风和日丽的午后，坐在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上呆呆观
看树丛间晃动的阳光的这一瞬间。p136为了消灭对象的一次性而杀人，那是永远的失算。P138金阁与
人的存在便是如此愈发成为泾渭分明的对比：人之形象容易毁灭，却浮现出永生的幻影；金阁之美固
定不变，却渗透出毁灭的可能。人虽脆弱而无法根绝，金阁虽顽强可使之毁于一旦。P138任何时期从
终端观察起来都是可以原谅的。而我拥有从终端观察这一切的眼光，并且感到自己握有做出最终判断
的权力——这才正是我获得身心自由的根据。P143火自然发生，灭亡和否定乃世之常态，人们建造的
伽蓝必被烧毁。P146三岛由纪夫的那一套《爱的饥渴》、《假面的自由》还有《丰饶之海》在大学的
某个午后坐在图书馆看完的。极少去图书馆，所以为数不多的几次都记得是为什么去。那一次只是突
然想看小说而已。人总是这样，突然需要小说。需要小说来打开另一个世界，不是现实的也不是虚幻
的，正好只是一种文字营造的单一感官世界。三岛由纪夫的文字阴郁华美，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永远
都带着血丝。比起来，果然还是川端康成或者东山魁夷更令人亲近。金阁，就这样伫立在彼端，野主
力在沟口的此处。在这世界上存在的都具有实体，有光影。所以一定的美一定有它的对立面，如果没
有那便不存在。不存在的便可以无限的完美，但可惜完美总是乌有的。如果不能毁灭掉那种存在于寺
院的丑，生活中的窘境，一切急迫又毫无生机。那么就毁去那看似生机勃勃实际上却恒寂如死的金阁
。没有那么美的金阁，也没有那些投影在美之下的东西吧。三岛由纪夫借由隐喻完成了对金阁寺毁灭
之美的再创造——“南泉斩猫”分别收录在《碧严录》第六十三则“南泉斩猫儿”与另一则“赵州头
戴草鞋”。唐代，池州南泉寺有位名叫做普愿禅师的名僧，因山名而被称为南泉和尚。一天所有僧众
出去割草时，寂静的山寺里出现一只小猫。众人觉得稀奇，争相追逐将猫逮住。于是东西两堂发生争
执：双方都要将猫作为自己的宠物。南泉和尚见此情景，一把抓住小猫的脖子，做持刀割草状，说：
“你们若说出一句合乎佛道的话，这只猫就会得救，否则我就斩掉它。”众人默不作答，南泉和尚当
即将小猫斩断扔掉。傍晚，高足赵州回来。南泉和尚将事情的原委叙说一遍，征求赵州的意见。赵州
迅速脱下脚穿的草鞋，顶在头上，扬长而去。南泉和尚叹道：“啊，如果今天你在场，小猫就得救了
。”那只美丽可爱虏获众僧心的小猫，引起众僧争执的小猫被果断的斩了，因为他们都无法用看待草
鞋的心态去看待小猫。主角摧毁了金阁，便摧毁了美和依赖于美的权力而存在的那些东西，不管是主
持还是一个又一个有为子。此外，哑巴或者结巴抑或口吃似乎是作家们忠爱的主角，一切不正常的在
这些缺陷下都显得光明正大，甚至带了一种美。烧了金阁寺的结巴和尚，人生枷锁中的飞利浦，尘埃
落定里的傻子，缺陷打开了世俗世界的结界，或者以为能够打开。
3、来回看了三遍的金阁，每次都有那么一点惊觉与迷雾。内屈足的柏木爱稍纵即逝的美。“改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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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阁寺》

界的是认识”。美同样是认识，所以即便物不存在，美也依然。《南泉斩猫》的赵州。“知道美是在
认识的庇护下昏睡的东西”。“改变世界的唯独行动！......美是仇敌！”这样的话唯有沟口喊得出了
，确实像了南泉。那么，究竟是毁灭是美？还是因其美而被毁灭呢？纵火烧掉金阁后，沟口却想着要
活下去了。先前不断阻止其步入俗世的金阁被其自毁，他便要同常人一样活下去了。是这样吗？三岛
，是在讥讽吗？做准备时买的糕点被称为“人之常情”，也许是，在世人眼中有私欲也当是人之常情
吧。如此一来，金阁便必定被毁灭！
4、南泉斩猫，禅宗最为著名的公案之一。大致经过是这样。一日，南泉和尚的弟子们抓住了一只十
分漂亮的猫，两方弟子都认为这只猫属于自己并发生了争执，这是身为师父的南泉和尚出现了，他一
手抓住猫，一手拿着一把刀，让弟子们说出自己认为合乎佛道的话，如果正确他便放了这只猫，否则
就杀了它。结果，这只漂亮的猫终于还是没有幸免。当天晚上，南泉和尚最引以为傲的徒弟赵州和尚
回来了，并知道了白天的事。于是南泉问了赵州同样的问题，赵州和尚脱下鞋子放在了头上。南泉大
笑道，“如果今天你在，那只猫便不会死了。”公案到这里便结束了。不知为何，每一次想到这个公
案都有一种茫然不知所措之感。禅宗公案看过不少，这个是印象最深的一个，甚至比《风动幡动》还
要深刻。诸如风动幡动的公案，给了我们一条近乎确定的方向，然而南泉斩猫却是开放性的，无辜的
猫，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地位，死也正确，不死也正确。赵州的做法既然得到了南泉的认可，那么猫
原本是可以不用死的，这样看来，斩猫是一个错误的行为。但是换个角度，南泉之所以毅然斩猫，是
为了破除弟子们心中的妄念，弟子们执着于那只猫美丽的外表，所以南泉用最为直接的方式解除了弟
子们的心结。这样看来，斩猫之举的确也无过错可言。正如《临济录》中那著名的“遇佛杀佛”所言
。赵州的做法为什么能得到南泉的认可？很少有人将鞋子置于头颅之上，头颅对于一个人而言无疑是
最为珍贵之物，而鞋子不过是脚下之物，赵州的做法无疑破除了所谓的高贵与低贱的观念，本来就不
执着于浮华，又何故与一只猫儿较劲儿。头颅尚能置于鞋子之下，又安能执着于一直漂亮的猫，所以
猫自然不用被斩了。而我的茫然不在于南泉与赵州谁对谁错，而在于要成为哪一种人，是做南泉还是
赵州。南泉斩猫这个公案也是三岛的《金阁寺》的主线，如果说第一次看《金阁寺》的记忆是那沟口
父亲口中“最美丽的存在”的金阁寺，那么第二次看《金阁寺》的记忆便是早在南泉和尚手中死去的
猫。书中的金阁寺只是一个放在那里的所谓完美的象征，而猫却引出了思考，到底做什么样的人？是
做南泉那样的实用主义者，还是做到赵州那样的超然。然而无论是南泉还是赵州都是一种难以企及的
高度。正如《金阁寺》中的柏木对沟口所说一般，“现在我是南泉你是赵州，而将来说不准，也许你
是南泉我是赵州。”柏木的无意直言终究还是说对了，当以美的化身存在的金阁寺在沟口身后燃烧之
时，沟口最终还是选择了成为了南泉。当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到达亚细亚的弗尼吉亚城时，听说城里
有个著名的预言：谁能解开戈迪亚斯王系的一个复杂的绳结，谁就会成为亚细亚王。每年都有很多人
来试解这个结，可总是连绳头都找不到，根本不知道从何入手。亚历山大对这个预言非常感兴趣，命
人带他去看这个神秘之结。亚历山大仔细观察了这个结。于是，亚历山大拔出剑来，一剑把绳结劈成
了两半。谁又能说亚历山大不是另一个南泉？又犹如许多恋爱中的人，总是说“亲爱的！没有你我怎
么活。”完了之后，两个人开始出现了争执，渐渐疏远了，终于有一天爆发了，之后说再见了。现在
，你忽然发现那个离开了没法活的东西真的成为张爱玲笔下的“蚊子血”。于是，连你自己都开始嘲
笑自己了。其实我们都应该明白，“蚊子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都能理智一点儿，肯定更好。
也许你会觉得选择成为南泉是一种更为简单的方式，但是能从纷繁的世界之中，分辨出那只虚有其表
的猫，又谈何容易。于是，我们无数次看到你拿着刀，冲着那只猫露出贪婪的笑，而后又丢下了刀。
你又转向了赵州，你脱下鞋子放在头上，可打心里还是觉得鞋子真脏。于是你又尴尬的取下了谢。你
站在南泉与赵州之间犹豫不决，于是你就像一个强迫症患者一样，仪式性地进行着一切，同时承受着
一次又一次痛苦。而强迫过后，你又觉得自己刚才的行为真是不可理喻。二十二岁，的确应该做出选
择。我自己的答案已经有了。而你的选择呢，是成为南泉还是赵州？二零一二   八月末于终南山下
5、柏木和“我”，一个是腿有残疾，一个是有口吃，不同的是柏木由此产生的自卑是完全的存在于
一时，“我”的自卑则是完全的存在于一生。前者，在与人，特别是女性的，不纯洁的交往之中，使
得残疾成为我之为我的特征，用人格魅力，刻意的拔高这种特征的独特和意义，形成了自我的美。“
我”却在与人的接触中，反而加强了与外界的隔绝，使得内心的美愈发的脱离于自己的身体、生活、
生命，必须要摧毁现有的美的形象，现有的世界，方能使得“我”之美在污染的当下浴火重生。作者
内心的美想来也是如“我”心中的美一样，受制于某种隔离，也受保护于某种隔离，使得起是非社会
化的，而这种标杆，显然是和住持老师、母亲、柏木等一众社会人等所对立的，而社会人身上的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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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阁寺》

又是通过人的行为不断的复制、传递，使得其在短暂的易摧毁的人生成为这种堕落的载体，又由于这
个过程，使得这种社会的丑陋的不能被摧毁。金阁寺的美，其实是作为“黑暗时代的象征而建造”的
，是相对于社会丑而被公认的美，是与社会人有一致美丑观的认识，从这一点来说，“我”要打破的
是，社会的世俗的美丑观，达到自然的、非人为的美学高低。潮骚完完全全就是一见钟情、理想化的
爱情故事，作者小心翼翼的设置剧情，避免让性爱破坏爱情的美丽，周围人的压力也有节制地设置在
可接受的范围内，更多的是为了体现新治的男人味和初江的女性美。在描述海女捞鲍鱼的场景时，作
者是闪过一丝年轻与成熟年纪的不同生活态度所带来的危机不安的，但是，随即就被完美的剧情取代
了。必须说，作者在这里所要描绘的岛屿，是作为圣洁爱情的最完美衬托，因此，这个岛屿是相对独
立、封闭的，尽管不算发达、富裕，但是，有其自然的魅力，灯塔也在这个岛的高点不断的转动，给
予永恒的守护。这便是三岛内心的理想国吧。
6、传闻，《金阁寺》是日本小说里头很有分量的一本。作者山岛由纪夫更是在生前做过惊人之举，
举世闻名。断断续续花了两天时间，终于看完了。如果，我能有能力，定要叫死去的山岛由纪夫和活
着的林少华还我两天时间。一个视时间为生命的人，受不了这垃圾透顶的小说啊！荒唐的是，我在翻
了十多页之后还给别人推荐这本书呢，说这是我读过的又一本绝好的小说，文字优美，意境优美，方
方面面没有瑕疵。话，说的过头了。第二次翻书的时候，我就后悔了。看完之后，我便迫不及待地告
诉我那朋友，千万别看《金阁寺》，算是瞎了我的狗眼了！小说的开篇翻译的很棒，加上作者描绘的
寺院和少年的情节，我不禁猜想，这可能又是一篇《受戒》。我期待这样一本唯美的小说，除了我在
开始的感觉原因之外，还因为卷首译者也坦言山岛由纪夫是追求唯美的人，扉页译者林少华也号称自
己也同样追求唯美。被骗了，完完全全地被骗了。先说小说本身的失败。美是什么？很抽象，说不好
。山岛由纪夫没有解释，花了整个篇幅在那里一个人自娱自乐地嘀咕，金阁寺美啊，美哉美哉！山岛
由纪夫同志，你得告诉我呀，你不说美在何处，谁知道金阁寺的美是什么辣椒⋯⋯风景美？好了好了
，你说三两段，三两章也罢，我也忍了。你花了整本书啊，大哥，败给你了。你知道如果小说没有因
果，由作者自得其乐地告诉读者有一个地方美得很，很美，这是怎么莫名其妙的事吗？你得用事实说
话。当然，如果你强词夺理说，你已经用了很多事实来说明景色的美得话，我不会原谅你，这回更加
深我唾弃你的。不要觉得委屈，大叔！真正的美需要通过与人物内心的境界一直，相互烘托才能展现
给读者的。三岛由纪夫这一点相当失败，在这本小说中，他只是通过“我”这个视角，一个劲地说金
阁寺美，全然不理会，或者说没有深层次挖掘“我”的感情变化。人物的勾勒糟糕的叫人彻底无语！
有人评价这本书中人物成了描绘“毁灭之美”的傀儡，这是很有道理的。山岛由纪夫，这么评价，你
不要觉得委屈！最受不了了的小说最后的一把大火，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知道作
者想让“我”去追求“毁灭之美”，但“我”不知道“我”究竟为什么要追求那无聊的“毁灭之美”
。这没有缘由，没有铺垫，我一米八的个子，摸不到头发！再说说翻译。读翻译过来的小说，最大的
悲剧莫过于，遇见一本烂烂的小说，这倒也罢。更可悲的是，还见到一个烂烂的翻译的。林少华，我
保证以后再也不读你翻译的小说了。我晓得你是有古文的功底，但不见得你写出来的古文韵律有多和
谐。开篇的我真的佩服你的翻译，真心的。前不久看一个人翻译茨威格的长篇《变形的陶醉》，我差
点没被里面把通常说的“姨夫”译作“姨爹”吐出血来。还有《八百万种死法》里面一句蛋疼的“他
的身体在桥底下发现”。国内做翻译的奇葩一朵接着一朵。我期待一个牛逼的人改变我最近对他们的
看法。林少华来了！开篇绝对被镇住了。后来就开始出问题了，到了92页，我再也坐不住了。看官你
给我解释解释，下面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像鹤川那样仅仅存在于此便闪闪放光之人，目可视手可触之
人，不妨称之为为生而生之人——在失去他的今天，其明晰的形态便不是不明晰，无形态的最明确的
比喻，其实在感便是无形的虚无的最实在的模型，其人本身恐怕也不过是这种比喻的而已。例如，他
问五月鲜花的相似和相得益彰，便无非由于他在时间的猝死，而成了他那在其棺木上的鲜花的相似和
相得益彰。我一度怀疑，这厮是用有道翻译翻译的。
7、金阁寺，去名古屋的飞机上从第100页接着读，第二天下午，金碧辉煌的金阁寺就闯到我的面前，
一时语塞，词穷而意犹，倒影与楼阁都是那么的虚幻，就像它从未曾有过，突然冒出来的。疯狂的少
年被家人给予最大的希望，就是当这座寺庙的主人，金阁寺在他的心里无与伦比的美丽，少年渴望美
，美到极致竟然无法拥有，他便一把火烧了它，面对邪恶，美终究脆弱得不堪一击。书是好书，旅途
匆忙，读完后不寒而栗，需要重读。三岛由纪夫是真正的武士，45岁剖腹自杀，一刀未死，最后由两
名介错完成了他的心愿。他一生多次被提名诺贝尔，他的剖腹让人想到少年的那把火，一样的结局，
一样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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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阁寺》

8、书里随处可见三岛非常浓郁的个人情感，美与丑，善与恶，都是金阁寺的代表。 浑浊的世界付之
一炬于一把大火，这其中，因为爱，也因为恨。 它是一个缩影，呈现了美学暴力的毁灭。 时间存在
于美的悖论中，它与之同行。
9、或者说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看懂。感觉文中有很多的隐喻，南泉斩猫是中间很重要的一个...沟
口和柏木的对话中问柏木他是南泉还是赵州，柏木回答他说：“这个嘛⋯⋯属于那种类型呢？眼下我
属于南泉，你属于赵州，或许有朝一日，你成为南泉，而我成为赵州也未可知。因为这桩公案正像‘
猫眼’那样是多变的啊！” 然后果然就烧了寺庙...还有就是柏木来到寺庙里面吹笛子的那个晚上，沟
口意识到美是一种转瞬即逝的东西，就如同音乐，因为演奏者而使得时间仿佛凝固也因为演奏者而很
快的归于虚无。在沟口逃离金阁寺的那段时间里，他意识到金阁寺的美虽然看起来坚固而不可动摇，
却可以因为摧毁而永远消失，然而人类却不一样，看起来好像很容易毁灭却可以在时间中繁衍下去。
貌似永恒却易于消失的美和看起来脆弱却长久存在的恶，如同一开始被人抢夺的猫和嘴脸丑恶的村民
。然后沟口选择当了南泉。其实如果不去追究主角的心理活动，而是单纯的从表面来看一切。一个寺
院住持的孩子，在一座有名的寺院中，上着大学，颇受重视。却忽然自甘堕落并在最后放火烧掉了国
家的文化遗产。就觉得自己在看书的时候被带入了一个怎样奇怪的视觉。对沟口的同情，当他处于一
种矛盾状态和临界边缘的时候会产生的同样的思考。但其实这些东西在现实中却是真正的毫无意义。
就好像，人人都知道住持在寺院之外的生活，所有东西的两面性。实际上波涛汹涌的平淡，放荡肆意
的虔诚或者其他的什么被掩埋在假象之下的丑恶嘴脸。但是金阁却是沟口见到的纯粹的美。虽然感觉
他所认定的美其实是自己想象中构筑的金阁，但是却可以从现实的金阁寺中看见那种固定在时空之中
的假象。其实有时候所谓的毁灭和拯救应该是很相近的。沟口毁掉的金阁寺却是在毁灭的同时永久的
和他自己同步了。
10、总的来说，每一种中文译本都有不少问题。其中林少华翻译的青岛版有好几个误译（如开篇第二
段主角父亲在他人恳求下出家，竟误为「由于他本人再三请求」），但却比较忠实原文；而大家经常
称赞的台湾星光版，反倒「二次创作」的倾向最明显。（有趣的是，林少华翻译的大陆版村上春树著
作被批评用太多雕琢的成语、不忠于原文；怎么翻译起三岛来又是另一种态度了？XD）以下抄录青岛
版的两段文字，再与台湾的志文（陈孟鸿译）、星光（刘华亭译）、大地（张良泽、锺肇政译）、久
大（石榴红文字工作坊译）等版本比较：（一）1.青岛版⋯⋯此时此刻，我的确萌生了一种感觉：我
正在向黑暗世界展开手臂，五月的鲜花也罢，制服也罢，居心不良的同学也罢，不久都将落入我的手
心。自己将拎着底边把世界一把攥到自己手里⋯⋯但这种感觉作为一个少年的自豪则未免过于沉重。
自豪必须是轻盈的，亮丽的，闪光的，眼睛看得见的。我希望得到眼睛看得见的东西，希望任何人都
看得见，并成为我的自豪，例如他腰间的短剑便是如此。2.大地版⋯⋯那时候的我，的确产生了一种
自觉。那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张开大手而等着的自觉。不久，五月的花、制服、坏心地级友们，都掉进
我张开着的大手里。自觉到自己在底边抓住并绞着这世界。⋯⋯但这种自觉，作为少年的荣耀来看，
却稍嫌过重些。荣耀非更轻、更亮、灿然可见者不可。我要肉眼看得到的东西。我要谁都看得见，知
道是我的荣耀的东西。比方说，就像腰他间配着的短剑。3.久大版⋯⋯这时候的我，心里生出一种自
觉──摊开双手期待着黝暗的世界。当初的五月之花、制服、坏心眼儿的同学都将落入我的手中，而
自己即在世界的渊底掌握并随意拧弄整个世界⋯⋯。只是，以作为一个少年的荣耀来看，却稍嫌过重
了些。为自己定的荣耀宜轻、宜明朗、宜易见，最好灿然即在眼前，我但愿每个人肉眼即可见那我所
渴求的荣耀;譬如，「他」腰上佩戴的短剑。4.志文版这时候的我，的确产生了一种自觉。那是衷心欢
迎黑暗世界来临的等待意识。那时候，五月的鲜花、神气的制服、坏心眼的同学等等，都将要在我的
控制之下，整个世界，都任由我支配。⋯⋯但是，以一个少年人来说，这种意识，这种憧憬，未免太
不切实际，太过异想天开了。少年人的憧憬必定要属于比较明晰、得以企及、肉眼能够看得到的。我
希望人人都能看到我的荣耀，例如那位前辈校友腰间佩着的短剑。5.星光版当时的我，存有一种幸灾
乐祸，盼望黑暗世界来临的意识。如此，五月的花朵、神气的制服、坏心眼的同学们，都将掌握在我
的手中，整个世界都任由我支配。⋯⋯但是，这种意识对少年而言，却不免流于虚妄和不切实际。一
般少年憧憬的无非是一些轮廓明晰，肉眼能见且能触及的物品罢了！总之，我希望人人都能看见我的
荣耀，如那位校友腰间所配戴的短剑般。6.原文
：http://album.blog.yam.com/show.php?a=qilai&amp;f=1610560&amp;i=200552531&amp;p=34（原文太长而
我的日打太差，日本人又太有版权观念，网络上找不到原文，故直接扫描原文书内页，如有不便请见
谅）以上五组中译大致可分为两组：青岛、大地、久大偏向直译，而志文、星光偏向意译，最大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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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阁寺》

同就在于有没有翻出原文的「展开大手」一词。就我自己的理解，会觉得志文和星光扭曲了原文：因
为从上下文判断，原文的「黑暗世界」一词指的应该就是「世界」，后面提到的花、制服、同学等都
是这世界上的东西，而主角张开手等着这些东西落入自己手里；而志文和星光却把「黑暗世界」理解
成「整个世界都落入主角手里这个状态」，而把「展开大手」等字句略去不译，甚为不妥。（二）1.
青岛版我想我再三说过：鹤川是我的正片。倘若他忠实于自己的职责，本应对此一概不闻不问，而将
我阴暗的心境全部翻译成明朗的感情。这样，谎言就会成为现实，真实即可沦为谎言。假如鹤川以其
天生的这种特技，将所有的阴影译成光亮，将所有的黑夜译成白昼，将所有的月华译成阳光，将所有
的夜间潮乎乎的青苔，译成白天明灿灿的绿叶，那么我或许会结结巴巴地忏悔一切。然而唯独此时他
一反常态。于是我阴暗龌龊的感情骤然得势。2.大地版我一再说过，鹤川是我的阳画。⋯⋯鹤川如果
忠实于他的使命，就不该究诘我，什么也不问，把我的暗色感情，原原本本的翻译成光亮的感情才对
。那样一来，谎话该变成了真实，真实该变成了谎话的。如果鹤川使用了他原有的手法，把所有的阴
影变成光明，把所有的黑暗变成白昼，所有的月光变成日光，所有的夜的湿苔变成昼间光耀的嫩叶，
那么我可能带着口吃而忏悔一切也说不定。（注：「阳画」就是日文的「正片」，张良泽未把日文汉
字翻成中文。）3.久大版我再三说过，鹤川像是我的正片。⋯⋯鹤川如果能忠实于他的任务，便不应
问我，只管把我内在的感情，依照原样翻译成光明的感情才对。那时，虚伪可变真实，真实却变成了
虚假。鹤川如果能依照以往的方法，把全部的黑影变为光明，把全部的夜变成昼，把所有的月光化作
日光，把所有夜里湿润的青苔，化成阳光下晶莹的新叶的这种翻译方法让我见到，我或许会口吃地忏
悔所做的一切。然而，他并没那么做，如此一来，我黑暗的感情面似乎得到助力。4.星光版我曾说过
，我好比相片的底片，而鹤川就像是冲洗出来的照片。鹤川如果忠于他的任务，就不该追根究底地提
出那个疑问，企图把我感情的黑暗面，原原本本都翻印出来。如果鹤川能照往日的惯例，把一切阴影
化为光明，把黑夜化为白昼，将月光化为艳阳，把暗湿的苔藓化为晶莹的嫩叶，我可能就会期期艾艾
地说出一切，向他忏悔告白。5.原文
：http://album.blog.yam.com/show.php?a=qilai&amp;f=1610560&amp;i=200552532&amp;p=35从这一段文字
的比较也可发现星光版对原文改写的幅度最大。另外还有许多地方都呈现类似情况，但由于个人精力
所限，我只举一个，就是全书最后一句：1.青岛版要活下去，我想，就像干完一件事正在小憩的人常
想的那样。2.志文版我突然想起「好死不如歹活」这句话，我心想：还是活下去吧！3.星光版在烟雾袅
袅中我忽然有如一位艺术家完成大作时的心情。我想还是活下去吧！4.原文一ト仕事を終えて一服し
ている人がよくそう思うように、生きようと私は思った。青岛版最接近原文，不过总觉得缺乏润饰
，至少应该设法把「活下去」放在最后比较漂亮；至于志文版和星光版都属无中生有的创作。经过这
些比较，我觉得青岛、大地、久大的翻译偏向「信」，而志文、星光的翻译偏向「达」和「雅」。就
我个人的偏好，会比较支持「信」这一边，不过这几种译本「信」的程度究竟到几成，却还是让人不
太有信心⋯⋯。所以，也许还是努力学好日文，读原文吧⋯⋯虽然不知道哪年哪月能达到那样的程度
。
11、在手机里断断续续地看完了...看得有点吃力。老实说，是有点看不太懂，对于才疏学浅的鄙人来
说，太艰涩难啃了...对于美的追求么？为了保有在心中最完美的形象于是毁了它便得到永恒。有点畸
形的心理呢~艺术家总是走极端，难怪三岛由纪夫最后自杀了...= =！
12、这个基本是慕名前来的。三岛由纪夫。算是唯美主义的么？还是什么后自然主义。然后传说中是
现代日本耽美文学的始祖。对于这点个人非常的不赞同。其本人据说喜欢muscle man。极右。死于剖
腹。 然后，金阁寺，很费解。就是说，一个小和尚，放火烧了金阁寺的心理过程。啊。大概是金阁寺
算是美的抽象概念的集合。然后金阁寺的美对小和尚生活的影响。善良的朋友、对自己跛足骄傲的朋
友、年少时见过的殉情而死的高傲少女、偷窥过后来是跛足的情人的少妇、同美军对美姬施虐、目睹
师父下班后的交往、在战火中因为即将消失而与“我”共通的金阁寺的美、战火后令人绝望地巍然不
到的金阁寺。对金阁寺的描述很概念。不是很懂。混乱的思绪和世间。但是从这样的视角了解这样的
世间，也挺有意思的。
13、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候选人的三岛由纪夫落选，他得知这个消息时心情很不
好，开车上高速公路狂奔数小时以排解郁闷的情绪。同年三岛建立了自己的极右组织盾之会，70年劫
持日本自卫队高官，企图复活军国主义思想，对前来营救长官的士兵们发表演讲后却无人响应，三岛
自觉大势已去，实行武士道精神的剖腹仪式自杀，死状甚是惨烈。消息传出后当时大批作家赶到三岛
死亡地点，但只有川端康成一人被允许进入，不过他也未见到三岛尸首，只是不无感慨的说“应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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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是人是我”。此后一年多，川端康成自杀。三岛由纪夫其人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另一个跟他相
似的人想必知道的人更多，那便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者身上有两个共同点：艺术与政治。希特勒
未能被艺术学院录取，于是走上了政治道路，三岛在艺术上没有得到自己期望的肯定，于是激进的表
达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希特勒在政治上成绩突出，而三岛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则远胜希特勒，两者命
运相似但又是那么的不同，似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两人固然在不同的领域里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终
究逝去的那么悲惨，希特勒在德国战败前夕躲在地下掩体里自杀的前一天才和自己心爱的人结婚。《
金阁寺》选取了一种残缺的视角表达了独特的美学观念，全篇采用大量抒情、大量写景的创作手法，
配上林少华优雅适度的翻译文笔，读来一股淡雅的诗意。因主要角色、主要故事场景均和寺庙有关，
所以不时能看到一些佛学思想，三岛也借虚构人物大肆探讨了美的意义，将因不健全的身躯导致的扭
曲审美观表达的淋漓尽致，充分发掘了潜藏在人性中的阴暗一面。对这篇作品我只有一点感到不满，
如果结尾处主角能和金阁寺一起葬身火海那便是一个完美的收场，不仅贴合了书中人物的毁灭审美倾
向，也更能凸显出三岛自身的殉难者姿态，作者在这里用一个相当平常朴素的结尾结束这个故事，多
少显得虎头蛇尾了。三岛的另一作《潮骚》也收录于书中，这一篇想必很受欢迎，因之自诞生之日起
至今已经被五度搬上荧幕。故事嘛，看一遍也就知道属于大众喜闻见乐的那种，有情人终成眷属，别
有用心之人则吃瘪云云。这篇作品只比《金阁寺》早发表两年，但两者所体现的美学思想却大为不同
，《潮骚》写一般意义上正常的、向上的东西，《金阁寺》则不妨说写一般意义上非正常、向下的东
西，这么说好像显得有些傻，不过在美这个至高命题中，两篇作品也可谓通过不同的渠道去探寻、诉
求美的意义。只能说《潮骚》显得俗，不像《金阁寺》有一种新的视角、表达了一种另类的思想。川
端的作品也读过了，是叶XX和唐XX的译本，平心而论我觉得很不怎么样，当然我也在怀疑翻译的问
题，恰好林少华翻译过川端的作品，有机会拿来读读也未尝不可，没准还有新的发现。只不过目前来
说还是觉得对三岛无缘诺贝尔感到可惜，也为其早早葬送在政治仕途上感到惋惜——政治怎能比得上
艺术的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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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金阁寺》的笔记-第138页

        总之就是说，有生之物并不像金阁那样具有一次性。人从各种自然属性中接受一部分，通过互为
替代的办法将其传播、繁殖开来。为了消灭对象的一次性而杀人，那是永远的失算。我是这样想的。
金阁与人的存在便是如此愈发成为泾渭分明的对比；人之形象容易毁灭，却浮现出永生的幻影；金阁
之美固定不变，却渗透出毁灭的可能。人之形象容易毁灭的可能。人虽脆弱而无法更觉，金阁虽顽强
而可使之毁于一旦。

2、《金阁寺》的笔记-第31页

        较之同情 嘲笑与轻蔑使我快意的多

3、《金阁寺》的笔记-第9页

        一个绝不肯使人安静而偏要成为我们的同犯和证人的他人世界 他人必须全部死掉 世界必须从此消
亡 以便我能真正朝太阳扬起面孔

4、《金阁寺》的笔记-第68页

                        

5、《金阁寺》的笔记-第31页

                        

6、《金阁寺》的笔记-第45页

        金阁从未显现过如此坚不可摧的美。这种美既超脱于我心里的虚影，又超脱于现实世界。同任何
一种嬗变、更迭完全绝缘。它拒绝所有的含义，美轮美奂。

7、《金阁寺》的笔记-第78页

        一瞬间，我觉得活像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巨大的污点，一汪雨后路面浑浊的水洼。

8、《金阁寺》的笔记-第33页

        也是我得以将金阁降到同我一般高度 在这一假定下无畏无惧的爱恋它的时期

9、《金阁寺》的笔记-第23页

                        

10、《金阁寺》的笔记-第71页

        柏木：自己为什么活着？人们对此感到不安，甚至自杀。我则无所谓。因为内屈足是我生存的条
件，是原因，是目的，是理想，是存在本身。只要我还存在，就已经足够了。对于存在的不安，归根
结底来自自己尚未充分存在这种奢侈的不满，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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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金阁寺》的笔记-第59页

        假如鹤川以其天生的这种特技，将所有的阴影译成光亮，将所有的黑夜译成白昼，将所有的月华
译成阳光，将所有的夜间潮乎乎的青苔，译成白天明灿灿的绿叶，那么我也许会结结巴巴地忏悔一切
。然而唯独此时他一反常态。于是我阴暗龌龊的感情骤然得势。

12、《金阁寺》的笔记-第41页

        假如人能够将其精神的内侧与肉体的内侧轻轻的翻卷过来 使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和五月的微风
中

13、《金阁寺》的笔记-第14页

        感觉迟钝的人们 不流血便不会狼狈不堪

14、《金阁寺》的笔记-第34页

        我梦寐以求的只是灾祸 是毁灭 是惨绝人寰的悲剧 是一台从天而降的巨大压榨机 人也罢物也罢丑
也罢美也罢 都将在同一条件下统统被其压得粉身碎骨 有时 早春天空中那明媚璀璨的阳光 在我眼里俨
然一把足以遮蔽整个地面的巨斧利刃的寒光 我期待它的下落 刻不容缓的下落 如此而已

15、《金阁寺》的笔记-第21页

        我第一次梦到了。梦到比这模型更小巧而且更完整的金阁，以及比真实的金阁更大的、无限大的
、几乎包容整个世界的金阁。

16、《金阁寺》的笔记-第14页

        无论如何 金阁寺必须是美的 因此 较之金阁寺的美 一切更取决于我心中想像金阁寺之美的能力

17、《金阁寺》的笔记-第38页

        蚊帐每次被风鼓起 都随即把风滤过 不情愿的摇晃一下 所以 蚊帐被风吹起来的形状 并不忠实于风 
此时风已颓然减弱 失去棱角

18、《金阁寺》的笔记-第17页

        少年时代的我并没有认为所谓美就是不大不小适度的东西。因此，看到夏天的小花像是被晨露濡
湿散发出朦胧的光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像金阁一般的美。还有，看到云堵在山那边，云层中含着雷声
阵阵，唯有暗淡的边缘金光灿灿的景象的时候，这种壮观也使我联想起金阁来。最后甚至看到美人的
脸蛋，我心中也会用“像金阁一般的美”来形容了。我又是变换着各种角度又是侧头地眺望。它引不
起我任何的感动。它只不过是一幢古老的黑乎乎的三层小建筑物。顶尖上的凤凰，看上去也像只乌鸦
。岂只不美，甚至给人一种不和谐、不稳定的感觉。我寻思：所谓的美，难道竟是这样不美的东西吗
？

19、《金阁寺》的笔记-第120页

        我明白了这一点。原来他用自己的嘴向尺八的吹孔送气的一瞬间，便在空中造就了美，尔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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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翻足和阴郁的认识，比先前更加清楚而新鲜地保留了下来，他很喜欢这一点。柏木所喜爱的就是
美的无益、美通过自己体内却不留下任何痕迹、它绝对不改变任何事物⋯⋯对我来说，假如美也是这
样一种东西，那么我的人生不知会变得多么轻松啊。

20、《金阁寺》的笔记-第49页

        倘若世人以生活和行为品尝恶 我则尽可能深入到内心的恶之中

21、《金阁寺》的笔记-第75页

        柏木：”其实目睹流血和垂死挣扎的惨状。可以使人变得谦恭，使人心变得细腻变得开朗变得平
和。我们变得残忍和产生杀生害命之心，绝不是在那种时候。而是在——例如说——这春天里风和日
丽的午后，坐在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上呆呆观看树丛间晃动的阳光的时候，是那一瞬间才会使我们
突如其来地变得凶狠残暴。你不这样认为？

22、《金阁寺》的笔记-第35页

        寺内廖无人影。新绿丛中，众多的塔脊瓦，如一本本巨大的锈银色书卷搞搞伏在那里。在这一瞬
间，战争算得了什么呢？在某个场合、某段时间里，战争仿佛不过是仅仅存在于人们意识之中的精神
怪物。

23、《金阁寺》的笔记-第11页

        月光在她额头 双目 鼻梁和脸颊上毫不留情的流淌着 木然不动的脸任凭其冲刷 清洗 只消动一下眼
睛或动一下唇角 她所执意拒绝的世界必将以此为信号朝她劈头盖脸的压来

24、《金阁寺》的笔记-第59页

        鹤川是我的正片。倘若他忠实于自己的职责，本应对此一概不闻不问，而将我阴暗的心境全部翻
译成明朗的感情。这样，谎言就会成为真实，真实即可沦为谎言。假如鹤川以其天生的这种特技，将
所有的阴影译成光亮，将所有的黑夜译成白昼，将所有的月华译成阳光，将所有的夜间潮乎乎的青苔
，译成白天明灿灿的绿叶，那么我或许会结结巴巴地忏悔一切。然而唯独此时他一反常态。于是我阴
暗龌龊的感情骤然得势。

25、《金阁寺》的笔记-第99页

        随着对柏木了解程度的加深，我得知此人讨厌耐久的美。他所喜欢的只限于稍纵即逝的音乐，数
日内便枯萎凋零的插花，而憎恶建筑与文学，他来金阁也无疑是为欣赏月光辉映时的金阁。可是话又
说回来，音乐的美世何等的不可思议啊！由吹奏者完成的短暂的美，将一定的时间变为纯粹的持续，
义无反顾，绝不重复，虽如浮游一般短命，却是生命本身完美的抽象，是创造。再也没有比音乐更同
生命相似的到了。金阁虽然同样属于美，但任何一种美都不至于像它这样远离生命，蔑视生存。在柏
木吹奏完《御所车》的一瞬间，音乐这架空的生命旋即归于消亡，而他丑陋的肉体和阴暗的思想则未
伤一根毫毛，依然固我。
对于美，柏木所追寻的的确不是慰藉！他本人固然未曾谈及，但我了然于心。他将嘴唇对准笛孔，在
段在时间里用呼气创造出了回荡空中的美，在这美消亡之后，其内屈足和阴暗的思想更加清晰鲜明的
遗留下来——他爱的便是这点。他爱美的无益，爱美通过自己体内时的不留痕迹，爱美的决不改变任
何物体的特质⋯⋯加入对我也同样如此的话，我的人生将变得何等轻松愉快啊！

26、《金阁寺》的笔记-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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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梦寐以求的只是灾祸，是毁灭，是惨绝人寰的悲剧，是一台从天而降的巨大压榨机。有时，早
春天空那明媚璀璨的阳光，在我眼里俨然一把足以遮蔽整个地面的巨斧利刃的寒光。我期待它的下落
，刻不容缓的下落，如此而已。人这东西，一旦钻在美里出不来，势必不知不觉之中撞进世间最为黑
暗的思路。或许人生来如此

27、《金阁寺》的笔记-第28页

        经他如此一说 自己从对方看出自己孤寂这一感想当中 获得了某种心灵上的慰籍和自由

28、《金阁寺》的笔记-第45页

        说得夸张一点，我在它面前双腿瑟瑟发抖，额头直冒冷汗。以前看完金阁后回过乡下一次，其细
部与整体曾以音乐般的余韵在我耳畔回旋不已——与此相比，我现在所听到的则是完全静止、彻底的
无音。此间既无水流的琤琮，又无物体的变异。金阁恰似音乐中可怕的休止符，又如鸣声大作后的沉
默，在这里存在，在这里屹立。

29、《金阁寺》的笔记-第97页

        我突然认出那人影是柏木。看走路姿势即可明白。这一来，我全然忘记了自己在这漫长的一年时
间里有意对他的疏远，涌起的只有对他治愈自己心灵创伤的感激。是的，从初次同他见面时开始，他
便以丑陋不堪的内屈足，以咄咄逼人的谈锋，以毫不掩饰的告白，治愈了我对生理缺陷的痛苦。当时
我该是第一次品尝到了以对等的资格同别人交谈的喜悦，品尝到了实行恶德——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自
己是和尚是结巴这种顽固意识中的恶德——的喜悦。

30、《金阁寺》的笔记-第134页

        但不知何故，我觉得自己仿佛与荏苒的时间相伴而行，无暇在树下休憩。

31、《金阁寺》的笔记-第8页

        我沿着尚未破晓的天光下的路径直奔跑着。石头没有绊我的脚，黑暗在我面前自行辟开路面。

......

此刻，我直觉得自己成了一具化石，一具既无意志又无欲望的化石。外界再度在我四周成为与我内心
毫不相关的冷酷存在。从叔父家脚穿运动鞋沿黑路跑到这榉树下的我，其实不过是在自己内心世界往
来奔突而已。黑暗中轮廓依稀的村中房脊也好，黑魆魆的树木也好，青叶山的黑顶也好，甚至包括眼
前所有的有为子，全都近乎骇人地彻底失去了意义。现实并未等待我参与，它赫然出现在这里。庞然
大悟，一团漆黑，毫无意义可言，并且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巨力朝我逼来、压来。

32、《金阁寺》的笔记-第21页

        仿佛梦中培养起来的美景 一旦经过现实的修正 又反过来给梦幻以刺激

33、《金阁寺》的笔记-第20页

        描写实在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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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金阁寺》的笔记-第40页

        或许只是讨厌面对至亲之间那种露骨的表现情感的场面 并且为这种讨厌试图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
罢了

35、《金阁寺》的笔记-第4页

        在急欲发出第一个音节的时间里 我就像一只扑棱着翅膀急欲从内心世界黏糊糊的糯米糕中挣脱出
来的小鸟 当好歹脱身之时 却为时已晚

36、《金阁寺》的笔记-第80页

        柏木向我暗示并当场表演的人生，其中生存与毁灭所具有的意义如出一辙。那样的人生既无自然
淳朴可言，又缺乏金阁那种结构上的美。不妨说，那纯粹是一种惨不忍睹的痉挛。虽说它曾使我心神
往之，也的确曾以此决定自己日后的方向，但我感到害怕，害怕必须首先用满带尖刺的生之碎片将双
手弄得血肉模糊。柏木对本能与理智同样嗤之以鼻。他的存在本身如奇形怪状的皮球一样到处滚来滚
去，试图撞破现实的硬壁。这甚至不是一种行为。总之他所暗示的人生，无非是一场危险的滑稽剧—
—它用未知的伪装打破欺骗我们的现实，扫荡世界，以使之不再含有任何未知数。

37、《金阁寺》的笔记-第7页

        由于不被人理解这点成为我唯一聊以自豪之处 所以我也就失去了力争获取别人理解的表现欲

38、《金阁寺》的笔记-第1页

        

39、《金阁寺》的笔记-第80页

        对我来说，美必须是如此之物，它将我同人生隔绝并从中庇护下来柏木向我暗示并当场表演的人
生，期中生存与毁灭所具有的意义如出一辙。那样的人生既无自然纯朴可言，又缺乏金阁那种结构上
的美。不妨说，那纯粹是一种惨不忍睹的痉挛。虽说它曾经使我心神往之，也的确曾以此决定日后的
方向，但我感到害怕，害怕必须必须首先用满带尖刺的生之碎片将双手弄得血肉模糊。柏木对本能与
理智同样嗤之以鼻。他的存在本身如奇形怪状的皮球一样滚来滚去，试图撞破现实的硬壁。这甚至不
是一种行为。总之他所暗示的人生，无非是一场危险的滑稽剧——它用未知的伪装打破欺骗我们的现
实，扫荡世界，使之不再含有任何未知数。

40、《金阁寺》的笔记-第27页

        我略微一笑。我这种无意流露出来的自然而然的笑，在有的人心里很可能播下亲密交往的种子。
我总是这样无法对自己给予别人的每个细小印象承担责任。

41、《金阁寺》的笔记-第45页

        金阁与我的关系就此中断，我想，我于金阁处于同一世界的梦幻已经破灭。原先——甚至比原先
更为绝望的事态卷土重来。美在彼处我在此处的事态，与世同存万古不变的事态⋯⋯

42、《金阁寺》的笔记-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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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无数的灯火 无一不是邪恶之灯 想到这里 我的心才得到安慰 但愿我心中的邪恶不断繁殖 无限繁
殖 并闪闪发光 同眼前这数不胜数的灯光逐一相互照应 但愿我心中的黑暗 包含邪恶的黑暗 同包容这无
数灯火的黑暗并驾齐驱

43、《金阁寺》的笔记-第34页

        人这东西 一旦钻在美里出不来势必不知不觉之中撞进世间最为黑暗的思路 或许人生来如此

44、《金阁寺》的笔记-第106页

        “但愿我心中的黑暗，同这包容无数灯火的黑夜一般模样。”

45、《金阁寺》的笔记-第25页

        相隔数月后见到金阁，静静地坐落在晚夏的光照之中。
我刚行过落发礼，脑袋光的发青。空气好像紧紧贴在头皮上。我有一种奇妙的危险感，似乎头脑中所
思所想之事，同外界之间只有一层薄薄的易受损伤的皮肤相隔。
每当我扬起这样的脑袋看到那金阁，只觉得金阁不仅扑入我的眼睛，而且渗入我的脑壳。但愿这颗脑
袋因日照而马上发热，遇晚风而倏忽变凉。

46、《金阁寺》的笔记-第11页

        我屏息敛气，出神地看着。一张丝毫无动于衷的面庞，既不向往未来，又不回顾过去，历史在这
里中断。如此不可思议的脸，在刚刚割过的稻茬上倒曾见过。新鲜、水灵，但生命的历程已经中止，
沐浴着不该沐浴的风和月光，突如其来地暴露在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世界面前--这样的稻茬断面，以其
动人的纹路描绘出了这张不可思议的脸，这张仅仅为了拒绝而探向世界的脸。

47、《金阁寺》的笔记-第24页

        我回到安冈之后，那样令我失望的金阁，也又一次在我心中逐日复苏了它的美，不知什么时候竟
成了比我看见之前更美的金阁。我说不出它什么地方美。看来梦想孕育的东西，一旦经过现实的修正
，反而要来刺激梦想。

我已不再在寓目的风景和事物中追寻金阁的幻影了。金阁渐渐变成了深刻、坚固、实在的物体。它的
一根根柱子、花头窗、屋顶、屋顶尖上的凤凰等，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仿佛伸手可及似的。它
的纤巧的细部和复杂的全貌相互呼应，只要取出任何一部分，金阁的全貌就会响彻宇宙，恍如想起音
乐的一小节，整个乐章就会流泻出来那样。

48、《金阁寺》的笔记-第122页

        由于我内心缺乏某种冲动，所以我特别喜欢炮制冲动。

49、《金阁寺》的笔记-第32页

                        

50、《金阁寺》的笔记-第40页

         是的。有时我觉得鹤川很像从铅里面提炼出黄金的炼金师。我是照片的底片，他则是正片。好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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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我惊愕的发现，自己浑浊黯淡的感情，一旦经过他的心的过滤，便遽然变得玉洁冰清，熠熠生辉。
在我口吃、彷徨的时间里，鹤川的手已经将我的感情翻转过来传达给外界。这种惊愕使我个懂得：仅
仅就感情本身而言，世界上最恶的感情和最善的感情并非大相径庭，莫如说其效果全无而致；而且谋
杀心和慈悲心在表面也没有区别。尽管无论怎样费劲唇舌解释鹤川也不至于相信，但对我来说却是一
个令人惧怵的发现。因为，总是我由于鹤川而不再惧怕伪善，伪善于我也还是想对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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