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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儿》

内容概要

《哥儿》是夏目漱石的代表作之一。作品通过一个不谙世故、坦率正真的鲁莽哥儿踏入社会后同周围
俗物展开的种种戏剧性冲突，辛辣而巧妙地讽刺了社会上的丑恶现象，鞭挞了卑鄙、权术和虚伪，赞
美了正义、直率和纯真。行文流畅，节奏明快，形象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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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儿》

作者简介

夏目漱石(1867—1916)，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文学家，本名夏目金之助。代表作有《我是猫》、《哥儿
》、《虞美人草》、《三四郎》、《后来的事》、《门》等。作品大多以细腻的心理分析，刻画知识
阶层精神上的孤独和仿徨，揭示出现代人的乖谬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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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儿》

精彩短评

1、那样的江户哥儿，恐怕现在已经绝种了吧。那样的红衬衫，如今遍地都是。阿长多像阿清婆啊，
鲁迅先生想必是受到了影响。
2、畅快
3、脑补一下老师打老师的情节莫名的搞笑，实在是太有趣了！
4、喜欢夏目漱石这诙谐的文风
5、简单鲜活，直爽率真的江户哥儿~ 明天有空把电影也看了 (^ з^)

6、看完《哥儿》让我想起了李松蔚讲的一个老师办户口的故事。江户小哥和那个老师有些相似之处
，从旁人的角度看来就是“不懂规矩”。但小哥也不见得不懂，而是讨厌不耿直的人和行为方式，偏
偏自己嘴拙--“能言善辩的人不一定是好人，被驳得招架不住的人不一定是坏蛋。”--结局也是以自
己的行事方式把小丑和红衬衫揍了一顿，看得好解气。很喜欢小哥，因为我很需要他性格中的“鲁莽
”。
7、很幽默，很辛辣，很率真
8、阿清是个好人
9、一开始想，这哥儿要是生在明代，怕是也要写酒色财气疏骂皇帝的吧~ 不过，我大概还是高估他了
，哈哈。总之主人公就是哪里不爽怼哪里，嘴上怼不了心里也要怼一怼，绝不和稀泥。乡野学校众生
相挺活灵活现，刚有点生气吧，想到哥儿那个人，气也出在棉花上了。都是意气之作，还是更喜欢《
草枕》。
10、还是陈德文的译本和我的口味。
11、很流畅 很活泼
12、20170128。
13、我表示有点无法接受小说内容，不过也让我见识了下日本明治教育的腐败和黑暗，有点吃惊。一
开始我还以为豪猪是坏人
14、畅快淋漓 做个率直单纯的人
15、要继续读漱石
16、【2017第23本】相当有趣的一本书 江户哥儿吐槽满分 喜欢这种简单率性有仇必报看不爽就打的人 
17、赤子之心，难能可贵
18、再读一遍
19、有仇就报，看不爽就打。
20、大概人人都想过要活成小少爷那个样子的，张牙舞爪直率有趣，实在太讨喜。
21、阿清⋯⋯
22、实在很有趣！不愧是夏目漱石！哈哈哈
23、轻松有趣，诙谐幽默。
24、把美好的东西用平常的态度来描述，将深刻的道理用浅显的话来说，将令人厌恶的世界以成熟的
幽默和质朴来对抗.》就像大泼墨，爱与恨无遮掩，坦荡荡地骂着很过瘾。我觉得人要擦亮眼睛：爱你
的人，对你好的人，你要加倍回报；但害你之人，根本不需要可怜和原谅，正眼也不要望他们。跟小
人无法沟通，小人也不会成为君子，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食其果，不然害人更多。其实我们每个
人都曾是少爷，只不过慢慢变成了圆滑世故的人，不再冲动地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现实里，了无心
机的少爷永远不可能混得比狡诈虚伪的红衬衫好，他的每一次冲动都可能伤到亲近的人，伤到自己。
而这就是真实的世界，即使冲上去对着讨厌的人狠狠一拳，也改变不了什么的世界。

有可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掺有爱情的故事吧..
25、小时候就喜欢夏目漱石，当时对他的印象是干净，现在还是喜欢，恍然还觉得有点鲁迅的影子
26、【2017012】满口仁义道德的人，背地里倒是一副黑透了的肚府；耿直冲动的人，倒是真真切切一
副好心肠。写得非常有趣阿！
27、“管它什么履历，正义比履历更重要。世界要是这个样子，我也不甘示弱。我必须效法一般的世

Page 4



《哥儿》

人，否则就无法生存。如果说不做拦路抢劫的恶人就混不饱饭吃，那么有没有必要活着倒是很值得考
虑。”一个正直坦率，因生性鲁莽吃了不少的亏，识恶不为恶的青年经历，展示了一个娇小却不失警
醒的故事，一气呵成。
28、脑内就是Nino在演这本小说⋯⋯顶着小红巾泡澡
29、抱着读美文心态的我，被这个故事闪的脸疼
30、一边看一边脑海里浮现出二狗那张傲娇的脸，倒是这个人物现在读起来还真是觉得有点傻呢。
31、看到作者是夏目金之助好有趣。江户哥儿在乡下中学里大闹一场，潇洒地回去了，不过哥儿听来
这个信这个，听来那个又信了那个，确实鲁莽。东京一直有个阿清在等待照料自己，这种感觉真好啊
。
32、看到“月薪二十五元，房租六元”莫名舒爽。
33、好看～
34、哥儿事实上也被环境所影响以至于冲动前会先思考一番。
35、看着看着仿佛看到了鲁迅，接着又仿佛看到了《围城》。这是我看的夏目漱石第二本书，依旧很
喜爱他。
结尾实在太痛，阿清的一句话仿佛生生在心上剖下一块肉。
36、这本叙述方式和三四郎和心都太不一样了 讽刺的味道溢于言表 丝毫不克制
37、补标。戏谑
38、夏目漱石的书真的好难改编啊，去年看了sp后一直说看小说来着，二宫虽然少年感很强，总觉着
还是差了些，王子的形象倒是很贴切。挑译作的时候，觉着哥儿听着要比少年江户感一些，就选了译
文这个最近的版本，行文流畅，翻译有趣。因为看了剧，情节看着更觉巧妙。内里蕴含的情绪却很难
把握，可能跟我去年看了胃液姐姐的那部剧有关。
39、这个讽刺实在好玩，有些可爱，坐火车上一口气就看完了
40、非常喜欢
41、既写《其后》又写《哥儿》，却一点也不违和。
42、夏目漱石簡直太可愛啦！狹義江戶哥兒！我們都得效仿！看得時候，不自覺就代入身邊人......呃，
哈哈哈
43、有点日本版《围城》的意思
44、“日本的鲁迅”。个人觉得，《心》比《哥儿》好些。
45、它是复杂社会的温软柔情，它是不落俗套的悠然清新，它是极富层次的错落交合，它是高潮迭起
的戛然而止。虽然是一百多年前的作品，但是夏目漱石把一个鲁莽冲动但又正直朴实的江户哥儿形象
描绘得栩栩如生，整本书的节奏有起有伏恰到好处。社会还是这样的社会，形形色色的人都各有各的
生存之道，但是要做竹子一样正直的人，这样才能靠得住。这是不是就是这本日本文学“麻疹书”教
我们的做人道理？
46、郁達夫在日本.
47、好像真的不适合看这种有年代隔离感的书呢
48、以前读夏目漱石，觉得平淡荒诞，这次觉得可口痛快。大师风范的幽默，没有庸俗的感情线也能
向前优雅行走的行文
49、“少爷心地善良” ，阿清以支持与信任给予了哥儿发现自己并相信自己持有善良，哥儿又以这样
的善良继续影响所任职地方的每一个人，心正无谓框歪
50、年轻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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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儿》

精彩书评

1、我为什么不喜欢小少爷，因为我慢慢变成了小少爷所讨厌的或同情的人。小少爷没有离开家的时
候，某种意义上是个十足的混蛋，自负，冲动，不动脑子，情商太低，种种词汇都可以加注在小少爷
身上。可以为了证明刀子锋利而试图割掉自己的手指；在心中嘲讽看得起自己，对自己温柔体贴，觉
得自己一定会有大作为的阿清婆；随意的选择以后的人生道路。没有思考，没有规划，顺着性子胡来
，人说年少轻狂，大抵如此。讨厌么，是讨厌的。为什么讨厌，这大约是因为，我年少时期，像极了
这个人。我为什么不喜欢小少爷，因为我慢慢变成了小少爷所讨厌的或同情的人。离开家的小少爷，
再也没有阿清婆的夸奖和维护，开始发现，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歧视、没担当的人。有的是恶作剧
后不敢承认的学生，满嘴谎言的同事，和默默忍受屈辱的人。小少爷从一个谁说什么就相信什么的人
，慢慢的变得开始分析，开始思考。开始懂得，阿清婆的好。小少爷终归是长大了一点点，他回了东
京，和阿清婆在一起，让阿清婆过了一些心目中的好日子。而小少爷讨厌的那些人，在被小少爷和豪
猪打了一顿后，也依旧过着自己的好日子。我为什么不喜欢小少爷，因为我慢慢变成了小少爷所讨厌
的或同情人。小少爷讨厌和同情的人，大多和现在的我一样，自私，懦弱，为了自己的目标的前进，
途中种种不公平，只要能为我所用，又有什么关系。越来越多的相信成者王侯败者寇。多久以前，一
个朋友给我说过程有多重要的时候，我已经可以风轻云淡的说，因为他终究是成功了，所以才有人在
乎他曾经的过程。而小少爷是在乎过程不在乎结果，他不高兴，他觉得不公平，所以他一定要说出来
，工作没了可以再找，这口气是不能憋着的。我是羡慕的，也是失笑的，因为看的时候，就觉得，一
切的挣扎都没有用。随着长大，知道的最多的事就是知道自己做的改变不了什么。就好像知道即使小
少爷和豪猪离开了学校，打了红衬衣和二流子一顿，终究改变不了什么，学生依旧是那群熊学生，红
衬衣和二流子伤好了，也依旧是那两个自私的小人。生活中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这样，我连我们周六周
天有人家装修用没有符合周六周天无声作业的要求都投诉无路，更何况世间种种。我为什么不喜欢小
少爷，因为我慢慢变成了小少爷所讨厌的或同情的人。小少爷同情的那个人，被人逼得远离家乡，远
离年老的母亲，被未婚妻和同事背叛，带着绿帽子，却还是在自己的送别会上，感谢一众同事，诉说
他们的照顾。就好像在工作中，知道自己是替别人白干活，知道别人就是欺负你是个实习生，又能怎
么办，也不过是笑着硬撑，感恩戴德。这是不公正么，可是每个人其实也都是这样过来的。正所谓你
不先干3000的活，又怎么会有机会拿3000的工资。一边一边告诉自己，都能挨过去。我为什么不喜欢
小少爷，因为我羡慕小少爷到不认可他的地步。我也想不计后果，承担的后果的任性而为。做对的事
，说对的话，可是现实早都告诉我，场合不对，时机不对，那就是不合时宜的，是错的。而我也早已
认可，并不断的担心由于自己的不熟练而犯下的错误。我告诉自己，那是了无牵挂的人能做的，而我
不行。但是，我还是羡慕他，到不认可的地步。要我直接去说因为别人恶意寄走其他同事而有机会给
我升工资是不合理，那样的工资我不要，我做不到。让我说因为我们都犯了错，只惩罚一个人不合理
，我也应该要一起被开除，我做不到。我做不到的太多，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这是不合理智的，是
不被认可的。可是，我还是羡慕小少爷，我也还是会想，如果每个人都是想什么说什么，多简单。我
为什么不喜欢小少爷，因为我慢慢变成了小少爷所讨厌的或同情的人，因为我羡慕他，羡慕到不认可
他的地步。但是可能也会更复杂。今天我也是如此的安慰自己。
2、

被誉为“国民大作家”的夏目漱石，只活了四十九岁，创作期不过十一年，但岩波书店推出的《漱石
全集》却多达二十九卷，其创作力之强盛令人不能不叹为天才。他三十八岁才发表首部作品《我是猫
》，出手即是成熟杰作；终其一生，他的作品始终都保持了很高的水准；而且，虽然他早年曾留学英
伦，像很多同代人那样试图通过精通英文赶上世界的潮流，但回国后落实到文学创作上时，他却既没
有让自己的写作西化，也没有固执本土传统，而是另辟蹊径，创作出焕然一新且影响深远的文学风格
。

《哥儿》这部小说，是夏目漱石的早期作品，但其近乎完美的结构和自然精湛的叙事技艺，却足以映
射出其非凡的文学才华。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部薄薄的小说很像是大师烹小鲜，虽说食材简单，但
更能考量厨艺的高下，也更能让读者感觉到其对于火候及色香味的卓越把握。深受其影响的鲁迅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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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儿》

论：“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作，登在俳谐杂志《子规》上的《哥儿》、《
我是猫》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这段话
，可谓是知音的洞见。

小说的主人公哥儿，既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也不是自觉背逆庸俗风气的激进分子，只是个生于平
常人家的普通人而已。他没什么理想，对于自己的生活也没有明确的想法，有种得过且过、走哪算哪
的感觉，除了那个深心呵护他的女佣人阿清，他在那个平庸而又乏味的世界上了无牵挂。当然，特别
需要注意的是，他跟阿清这条感情线索，是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一条至关重要的暗线，虽然戏份不多，
却是关键中的关键，正是它的时隐时现的存在，使得整部小说在充满无聊的轻喜剧、庸俗的小闹剧气
息的表相之下，隐藏着淡淡的仿佛由尘埃构成的悲剧倒影。

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小说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内容都是一幕幕让人忍俊不禁的由各种小丑上演的滑稽戏
。正像哥儿概括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有像小丑一般狂妄自大的家伙，在用不到他的地方，也非
要露露面不可。有像豪猪那样的人，两个肩膀扛着一副救世主的面孔，似乎日本少了他就要遭殃。也
有像红衬衫那样的人，以涂发蜡和偷女人为自己的嗜好。还有狐狸，装出一副‘倘若教育是个活人，
它穿上大礼服也就成了我’的样子。这些人都各自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架子，独有这位老殃君，似有
若无，宛如一只被人当作人质的木偶，规规矩矩地活着。”

这一系列的人与事儿，会让人不时边看边笑边摇头，但到在最后的高潮——哥儿跟豪猪痛打了红衬衫
跟小丑，逃离那个让他们恶心之极的小地方时，小说的调子忽然逆转。哥儿回东京跟自己唯一挂念的
阿清生活在一起没多久，阿清就病死了⋯⋯她临终时恳求哥儿说：“我在墓穴里愉快地等待着哥儿的
到来”。读到这里，相信稍微敏感些的读者都会忽然陷入一种巨大的情感落差——小说戛然而止，无
边的悲哀刹那浮上心头。至此这一条暗伏久矣的线索，转眼就把一切都颠覆了，此前的种种可笑喧嚣
、无聊的闹剧，仿佛瞬间都变成了陪衬，它们所烘托并呈现的，是一滴眼泪般的单纯事实，是真正无
可替代的失落之痛，是把哥儿淹没其中的彻底的虚无。对什么都不在乎的哥儿跟那个世界的唯一一点
关联，就此被抹掉了。此后的哥儿，该如何活下去呢？

夏目漱石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那个生性鲁莽、善良、单纯而又有些侠义心肠的小人物哥儿丢
到那个偏僻的充斥着愚蠢恶俗诡诈气息的小地方，把那里搞得天翻地覆并胜利大逃亡之后，轻轻地那
么一翻手，就把这个小人物仅存的寄托毁了，将其抛入无尽的虚无之境，把这么一出充满了嘲讽、调
侃的诙谐剧转瞬之间就变成了悲剧。此前那条包含着柔软温情的点缀般的暗线，就像一秒风暴，让一
切都碎成粉末，把唯一的一丝希望也化为了乌有。此中爆发出的残酷意味，让人越想越是背后生寒、
心里冰冷。当然真正残酷的，并非作者，而是日日循环往复、永远休止的紧紧裹胁着人的现实处境。
可悲的也不只是哥儿一个人，还包括那些行尸走肉般地过着机关算尽的庸俗乏味生活的人们，他们甚
至连多少感受一下永失牵挂之痛的机会都没有，他们看似活着，其实早就死了。

夏目漱石的叙事与结构，看似简单明了，实则细腻多变，行文极富层次感，而又自然多姿、意味深长
，且从始至终都没有半点拖沓冗余之笔。他的叙事过程中，多有插叙、倒叙之处，又加以时态的不时
转换（过去时与现在时交替），从而使得情节的演进能彼此榫铆相嵌、错落咬合、相映生辉，非常的
紧凑而又不落痕迹，无论是伏笔、闲笔，还是小风波与大冲突的设置，都极为讲究，无一不处置得游
刃有余、恰到好处。比如哥儿值班时偷偷去泡温泉，却被传为去寻花问柳，随后引发了跟学生的冲突
以及跟学校多数人的对立；他跟红衬衫、小丑去海上钓鱼，偶然听到了红衬衫提及其与老实人古贺的
未婚妻“玛童娜”的私情，从而引出一条哥儿要“替天行道”打抱不平的戏剧线索；豪猪热心帮哥儿
找了住处，房主的无良虚伪又引发了哥儿跟豪猪的误会，而这误会又导致他离开原来的租所搬到萩野
家，结果通过房东太太揭出了美女“玛童娜”势利移情的原委。

在章节的安排上，他也非常注重它们的起伏与呼应，以及冲突能量的积蓄与释放。比如，他在前面三
分之二部分把几条线索不动声色地交织起来之后，在第九章安排了给老实人古贺送行宴会这个小高潮
，随即又在第十章用庆祝战争胜利的大场面和哥儿、豪猪遭算计卷入两校学生大冲突这一事件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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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高潮，当读者还没来得及从这两波高潮事件中回过味来时，最后的高潮已悄然来临，在第十一章
里他让哥儿跟豪猪痛快地教训了红衬衫跟小丑，然后离开了那个小地方。这种一浪叠一浪的手法，非
常的出彩，尽显叙事的张力。而几波高潮累积起来的能量，又在结尾处以阿清的死这一事件忽然被扭
转了方向并以刹那坠落的状态释放出来，给人以波峰后面是深渊的感觉。

即使是在一个章节里，夏目漱石的精心结构也可以显露无遗。在祝捷典礼的大场面中他先预设了师范
学校与中学的冲突态势，但写到这里他笔头一转，没让这矛盾就此激发，而转而去写散场后哥儿回家
想念阿清并试图给她写信却未成的事，继而写他跟豪猪喝酒聊到红衬衫嫖艺妓，想找机会揍他的事，
就此埋下最后那场高潮的伏笔。接下来他才转而去让前面按下的两校学生的矛盾发作，哥儿跟豪猪被
红衬衫算计被卷入了学生的冲突。在这一章中，想念阿清、跟豪猪喝酒这两个部分设置得非常妙，既
抑制了矛盾的爆发，又埋下了最后高潮的伏笔，这种复合式延滞手法，夏目漱石用得非常之精到。而
此章中还有一段文字尤其值得重视，它是本章甚至全书的一个关键转折节点：

“庭院是三十多平方米的平地，没有什么花木。只有一棵橘树，高出围墙，从外面一看就能很容易找
到这里。我每逢回去，总是始终盯着这株橘树看。一个未离开过东京的人，看到长出果实的橘树，心
中是颇为好奇的。那颗颗青绿的橘子渐渐成熟，将变成金黄色，那该多么漂亮啊。而今已有一半变颜
色了。听老婆婆说，这橘子汗多，味道很甜。‘等熟了，你就尽量多吃吧。’我想，每天吃它几个也
好，再过三星期就可以吃了。想来这三周我不会离开此地吧。”

就是这样看似平实清淡的一段文字，一段游离了现实事件进程的一段闲笔，在纷纷扰扰的前文后文之
间营造了一个空明安静的瞬间，一个极为漂亮的停顿。它让哥儿的那种隐蔽心底多时的孤独感和几丝
不易察觉的些微希望感都悄然渗透了出来，而随后写到他因为想多吃几个甜橘子就决定推迟离开此地
时，那种孩子般的单纯又不禁让人哑然失笑。整段并无一字一句有抒情的意思，但回头看一眼前面他
对阿清的思念和写信不成的纠结，就可以发现此中无一字句不是写心写情，夏目漱石的笔法之精妙，
仅凭此段，亦可窥其一斑矣。换句话说，在整部小说的深处，它就像一片宁静澄清的湖面，把哥儿那
依旧纯净重情的心灵，立时映射了出来，也让始终纷杂着诸般庸俗琐事、乏味烦扰的叙事空间里，忽
然透入一缕清明静定的光束，而哥儿的那颗并不复杂却烦躁不断的心，也难得就此轻微地喘了口气。
另外，它与小说结尾处那深渊般的失落与虚无，也是暗中关联着的。

说到这里，我们不免要想，夏目漱石塑造“哥儿”这样一个小人物，到底想要表达些什么呢？他所经
历的种种无聊至极的世俗闹剧以及最后近乎虚无的悲哀失落，究竟在传达着什么样的意味呢？我们或
许可以这样概括性地形容一下夏目漱石笔下的这位哥儿：他就像参杂在一袋发霉的大米里的那种细碎
白石子，棱角分明、质地坚硬，虽然不与腐米同污同腐，可是归根到底，也还是没什么用处。不过，
虽说无用，但他至少还有一颗单纯干净的心。换句话说，在那个极其庸俗、乏味的世界里，心地纯净
、了无心机的哥儿，就像一道关于良心的底线，他是低的，但又显然高过了他周围的大多数人。

（刊于《外滩画报》2014年8月19日）

3、今年是夏目漱石逝世一百年，我爱豆要出演他的《哥儿》，于是便在图书馆找来读了。之前并没
有读过夏目漱石的作品，不过正像另一版翻译林少华所说，在夏目漱石的文字中感觉到了鲁迅（这句
话似乎不那么合理，只是我们更多接触的是鲁迅）。这位落魄的小少爷（死了妈，死了爸，哥不爱）
真天然，受不住挑衅从学校二楼跳下来 用自己的手指去试刀，总之就是调皮捣蛋（似乎看到某人的影
子）。从学校毕业后糊里糊涂地去了四国乡下的学校教书，这也正是哥儿步入社会的开始，经历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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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多的事（总结能力不好），最终离开了学校，返回东京。小少爷很天真，免不了被红衬衣挑拨与
豪猪的关系。小少爷三观正，学生在黑板上写他吃了四碗面，他内心os是我自己付了钱。小少爷有担
当，学生故意作对不承认，而自己虽然调皮捣蛋，但从来都是光明正大，不以撒谎逃避责任。小少爷
不胡乱接受恩惠，另一位老师被迫到另一个地方任职，红衬衣给他加工资，他拒绝了。小少爷很有正
义感，他鄙视红衬衣的所作所为，也看不起狐狸的虚伪。夸了一番小少爷，如果要我选最深刻的场面
，大概就是豪猪替小少爷说话的那里了。当所有人都站在红衬衣那边，职责学生的闹事是老师的责任
时，小少爷内心是愤怒的，但是嘴皮子不行。作者借豪猪之口说出了对教育的看法：教育的精神不仅
在于传授学问，同时还要鼓吹高尚、正直的武士般的精神，扫荡粗野、轻浮、狂躁的恶劣学风。假如
害怕起反作用，害怕事态闹大而姑息养奸，那么，这种恶习何时才能得以矫正呢？我们来校供职正是
为了杜绝这样的恶习，要是对此放任不管，那又何必来做老师呢？

Page 9



《哥儿》

章节试读

1、《哥儿》的笔记-第905页

        想吃的团子吃不到嘴，固然难受，但是自己的未婚妻倾心于别人，这更加难以忍受。我一想起老
秧君，不要说团子，就是断上三天炊也不会叫苦的。说真的，没有比人再靠不住的了。看到那副面容
，怎么也不会想到她会干出那种薄情的事来。——那样的美人儿是薄情的，像冬瓜一般浮肿的古贺先
生却是个善良的君子。这世道真叫人大意不得。原以为心性恬淡的豪猪，人说他煽动学生闹事。他既
然煽动了学生，又逼校长对学生严加处罚。一看就叫人发腻的红衬衫待人是那样亲切，以为他暗中关
照我，谁知却又去诓骗玛童娜。说他诓骗吧，他又说只要古贺那边不吹掉，他就不指望同她结婚。伊
贺银制造事端把我赶了出来，小丑倒就势搬了进去。思前想后，人到底是不可靠的。要是把这些写给
阿清，她一定很惊讶。她也许会说，过了箱根就是妖魔鬼怪的地盘呀。 我生来对一切事情都不在乎，
无忧无虑地活到今天。可是到达这里还不知过没过一个月，忽然对世道感到不安起来。虽然未遭受大
的劫难，却仿佛平添了五六年的岁数。我想，还是早点了结回东京去最好。

2、《哥儿》的笔记-第48页

        哪怕一杯冰水，一碗甜茶，默然感受着他人的感恩等于承认这个人的人格，表示对他抱有一番厚
意。像这类事，只要掏掏腰包即可了结的，但偏让人家出少许的钱，而自己却怀着极大的感激，这不
是用金钱所能换取的。我虽然无官无爵，但却是个独立自主的人，要使一个自立的人垂首表示感谢，
应该看作是比百万黄金还贵重的礼仪啊！
“人情债”这词是有多欠揍，谁叫如今这世道万事都被物化。看看现代人的嘴脸。一方似故作高尚，
“钱是一定会还上的。”一方似故作大度，“这钱不用还了。”两方都言不由衷虚情假意凑一块儿去
了。江户哥儿好生的真性情！

3、《哥儿》的笔记-第954页

        我和信不过的红衬衫可以交谈，但和我所钦佩的豪猪却不搭理，天下竟有这样的怪事！

4、《哥儿》的笔记-第1122页

        红衬衫刚刚坐下，豪猪就霍然站了起来。我很高兴，不由得吧嗒吧嗒拍了几下手。狐狸以及在座
的人都一齐朝我看，弄得我很窘。我想，豪猪究竟要说什么呢？ “刚才校长尤其是教务主任，都为古
贺君的调任而深感遗憾。我却相反，我希望古贺君早一天离开此地。延冈是边远之地，物质上自然比
本地要差。不过，听说那里风俗极为纯朴，教职员和学生均具有古代质朴的遗风。我相信在那种地方
，没有一个口是心非、带着和善的面容专门陷害好人的时髦坏蛋。像古贺君这般温良敦厚之士，一定
会受到当地人士的欢迎。我们衷心祝贺古贺君调任。最后，我们希望他到延冈赴任之后于当地选择一
位堪为君子好逑的淑女，尽早成立一个圆满的家庭，用事实使那个无节不操的轻浮女子羞惭至死！”
豪猪说完，又大声咳嗽了两次，坐到座位上。这回我还想拍手，一想到大家又都要朝我瞧，只好作罢
。豪猪坐下之后，老秧先生站起来。他恭恭敬敬离开自己的座位，从上席走到末席，向大家深深致意
。他说：“这次我鉴于自身的一些原因，决定调任九州，承蒙诸位先生为我举行如此盛大的送别会，
不胜感激之至。刚才聆听了校长、教务主任以及诸位高朋的临别赠言，尤感荣幸，本人永志难忘。我
此行远地，但愿诸位先生一如既往，爱顾而不见弃。”说罢满怀感激地回到座席上。老秧君实在是一
个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好人，校长和教务主任如此欺侮他，他对他们还是这般毕恭毕敬地道谢。如果是
例行公事地做个样子倒也罢了，从他那态度、言语、表情上看完全是诚心诚意地表示感谢。看到这样
的圣人对自己认真表示谢意，谁都要惶愧而脸红的，然而狐狸和红衬衫却一本正经地听着。

5、《哥儿》的笔记-第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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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地说，我勇猛有余而智慧不足，逢到这种时候应当如何，我全然不知。虽然不知但决不服输
。若就此罢休又关系到自己的脸面。要是叫人说什么江户哥儿不争气，那就太遗憾了。

6、《哥儿》的笔记-第73页

        一个人，要像竹子一般正直无邪，这样才靠得住。一个正直的人，哪怕跟他争吵也感到舒心。

7、《哥儿》的笔记-八

        “你说得有道理。但是我不愿意加薪，好吧，我谢绝。再考虑还是这句话。再见。”我说完走出
大门。头顶上的天空横架着一道银河。

8、《哥儿》的笔记-第274页

        有时上课出点差错，当场有些不痛快，但过了三十分钟就烟消云散了。我这个人，不管干什么，
即使自己想长久记挂在心上也办不到。

9、《哥儿》的笔记-第95页

        不妨这样认为，悔过是假的悔过，宽恕也是假的宽恕。假如要使他真心悔过，那就必须严加惩治
，直到他真诚悔过为止。

10、《哥儿》的笔记-第108页

        这完全是亲娘老子传给的鲁莽性子所造成的失策。

11、《哥儿》的笔记-第71页

        说真的，没有比人再靠不住的了。

12、《哥儿》的笔记-十

        歌儿冗长，像夏季的糖稀一样扯也扯不断，那咚咚的鼓声便是用来断句的。

13、《哥儿》的笔记-第867页

        在这个世界上，有像小丑一般狂妄自大的家伙，在用不到他的地方，也非要露露面不可。有像豪
猪那样的人，两个肩膀扛着一副救世主的面孔，似乎日本少了他就要遭殃。也有像红衬衫那样的人，
以涂发蜡和偷女人为自己的嗜好。还有狐狸，装出一副“假若教育是个活人，它穿上大礼服也就成了
我”的样子。这些人都各自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架子，独有这位老秧君，似有若无，宛如一只被人当
作人质的木偶，规规矩矩地活着。这样的人我从未见到过。他面部虽然有些浮肿，但是丢弃这样诚实
可靠的男子而倾心于红衬衫，足见得这个玛童娜也是个不识好歹的水性杨花的女子。任凭他红衬衫有
几打，也抵不上这样一位正派的男子。

14、《哥儿》的笔记-第47页

        然而这世界也真叫人不可思议，看了生厌的人有着好心肠；意气相投的朋友反而是恶棍。

15、《哥儿》的笔记-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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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这个道理？月薪拿得多，上课时间少，又可以逃避值班，实在太不公平了。随意制定个规章
制度，自己奉为天经地义，真是无耻之尤！我对此事大为不平。可是照豪猪的话说，一个人无论怎么
不满，都是无济于事的。不管一人还是两人，只要正确就应该实行。豪猪引用一句英语might is right加
以论证。我不明白，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强权即公理。”“强权即公理”，这个说法我过去就知
道，如今用不着豪猪再作详细解释。

16、《哥儿》的笔记-第110页

        “管它什么履历，正义比履历更重要。”

17、《哥儿》的笔记-第32页

        本人读中学时干了一些顽皮的事。但是有人问起谁干的时候，我从来不装熊、打怵。干就干了，
没干就是没干。本人不管如何淘气，都是光明正大的。想用撒谎来逃避受罚，当初就别去淘气。要淘
气就要受罚，有了处罚淘气才显得有趣。光想淘气不愿受罚，我以为这是一种卑怯的品性。

18、《哥儿》的笔记-第45页

        在现今社会上，单纯和直率反遭嘲笑，真叫人没办法啊。阿清在这种时候是绝不笑的，她一定是
感动地倾听着。阿清比起红衬衫来要高尚得多。

19、《哥儿》的笔记-第3页

                        

20、《哥儿》的笔记-第831页

        两三天后我从学校回来，就看到老婆婆笑嘻嘻地迎过来说：“嗳，您盼望的，到底来啦。”她亮
出一封信来，“慢慢地看吧。”说罢就出去了。 我拿起一看，是阿清寄来的。信封上粘着几张小字条
，仔细一查看，是从山城屋转到伊贺银，又从伊贺银转到萩野来的。而且在山城屋逗留了一个多星期
。到底是旅馆，连信都留住了几天，拆开来是一封很长的信： “接到哥儿的来信，本来想马上回信的
，不巧患了感冒，躺了一个星期，所以耽搁下来，真对不起。我比不上如今的小姐们那般能识会写，
字也不像样子，尽管如此，倒也费了不少气力。原想叫外甥代笔的，但又想，要不是亲自提笔，总觉
得对不起哥儿，所以预先打了草稿，然后又誊了一遍。誊清花了两天工夫，打草稿花了四天，也许您
很难看清，但我已是拼了命写的了，请您把它看完吧⋯⋯” 她在开头这样写着。接下去有四尺多长，
陈谷子烂芝麻一大堆。字不光难认，而且使用很多草写字母，不知道哪里开头，哪里断句，要读懂每
一句话十分费力。我是个性急的人，要是平常有人拿了这样又长又难认的信来，花上五元钱请我念给
他听，我也不干。可此时我却从头到尾仔仔细细读了一遍。读是读了，不过注意力全费在认字上了，
意思都不甚明白，只好从头又读了一遍。屋内渐暗了，比刚才更难辨认，我又来到廊下坐着，郑重其
事地拜读了。这时，初秋的风摇动着芭蕉叶子，砭人肌肤，一阵风来，把读了一半的信笺吹向院子，
飘扬在空中。后来，这四尺多长的一卷信纸哗啦哗啦地响着，似乎只要一撒手，就会飞过对面的墙去
。这些我也顾不得了。 “哥儿性情爽直，只是脾气太暴躁，叫我放心不下。随便给人起绰号，是会遭
人忌恨的，所以不能再乱起了。要是已经起了，只可在信中告诉我。听说乡下人很坏，你要当心，免
得遭人欺侮。那里的气候也一定不如东京，睡觉时不要受凉，防止伤风。哥儿的信很短，那边的情况
写得不大详细，下回再来信至少要有这封信一半长。旅馆里给了五元小费倒可以，但此后会不会有困
难呢？到了乡下，诸处要用钱，尽量节俭着花，要留有余地，以防不时之需。我怕你没有钱花受难为
，现汇给你十元钱。上次哥儿拿来的五十元，我想等哥儿回东京成家时作贴补，早替你存在邮局里了
。现支出十元，还剩四十元，不妨事。”——到底还是女人心细。 我坐在廊子上，让阿清的信随风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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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着，陷入了沉思。这时，萩野老婆婆拉开紧闭的隔扇，端着晚饭进来了。 “你还在看呀，这么长的
一封信！” “哎，这信很重要，让风飘着看，飘着看。” 我说完，自己也觉得这话有些莫名其妙，
就开始吃饭了。

21、《哥儿》的笔记-第592页

        然而到底是教务主任，谈吐要比小丑深奥多了。回去后，我把这家伙的一番话想了一遍，觉得有
些道理。他的话若明若暗，叫人摸不着头脑。不过他好像暗示：“豪猪不是好东西，你要当心。”要
是这样，干脆明说也无妨。真不像个男子汉。如果是个很坏的教员，尽早免职岂不更好。教务主任虽
然是个文学士，却这样没有骨气，即使私下里议论起来也不敢指名道姓，看来肯定是个胆小如鼠的人
。大凡胆小鬼都很亲切，所以那位红衬衫也像女人般和善。亲切归亲切，声音归声音，因为讨厌他的
声音而将他的亲切也一概抹杀，这有些说不过去。然而这世界也真叫人不可思议，看了生厌的人有着
好心肠；意气相投的朋友反而是恶棍。实在太捉弄人了。

22、《哥儿》的笔记-第61页

        世界要是这个样子，我也不甘示弱。我必须效法一般的世人，否则就无法生存。如果说不做拦路
抢劫的恶人就混不饱饭吃，那么有没有必要活着倒是很值得考虑。
日本人的执拗劲啊。文人的以死明志是对世道最后的对抗。而国人却说，好死不如赖活着。留得青山
在不怕没柴烧。啧啧。

23、《哥儿》的笔记-第563页

        红衬衫呵呵笑起来。我并没有说什么值得发笑的事。直到现在为止，我坚信我没有什么错。细想
起来，世上大多数人都在鼓励干坏事。他们认为，在社会上不干坏事就无法获得成功。有时见到一些
刚正而纯粹的人，就管人家叫“哥儿”或“小子”，百般刁难，态度轻蔑。照这样，中小学的德育教
员就不要再讲什么“不要撒谎”、“要诚实”之类的话了。上课时干脆教学生如何撒谎，如何不信任
他人和诬陷他人的法术好了，这样，对社会对自己都有好处。红衬衫乐呵呵地笑着，他是笑我的单纯
。在现今社会上，单纯和直率反遭嘲笑，真叫人没办法啊。阿清在这种时候是决不笑的，她一定是感
动地倾听着。阿清比起红衬衫来要高尚得多。 “不干坏事当然很好，但是自己不干坏事，别人却在干
坏事，而自己不知道，依然要吃大亏的。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看起来似乎光明磊落，淡泊正直，热
心地为人家张罗住处，但对他却大意不得啊⋯⋯天气变冷了，已是秋天了吧。海岸罩在灰黑的夕霭中
。喂，吉川君！怎么样？你看那海滨的景象⋯⋯”红衬衫大声呼唤着小丑。 “啊，妙极啦！真是奇景
。有时间真想写生呢，就这么眼看着放过去，太可惜啦。”小丑百般迎合。

24、《哥儿》的笔记-第1046页

        因此，不管他说得多么头头是道，不管他如何玩弄教务主任的一手想驳倒我，这些都毫无关系。
能言善辩的人不一定是好人，被驳得招架不住的人不一定是坏蛋。表面上看，红衬衫俨然如君子，但
外表堂皇，其内心却无法使人折服。倘若凭借金钱、权势和理论可以收买人心，那么高利贷主、警察
、大学教授该最受人尊敬了。一个中学教务主任靠这点辩才就能使我动心吗？人是靠自己的好恶而行
动的，不是凭一张嘴皮子就可以支配的。 “你说得有道理。但是我不愿意加薪，好吧，我谢绝。再考
虑还是这句话。再见。”我说完走出大门。头顶上的天空横架着一道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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