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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風的東京散策記》

内容概要

日復一日，不在世間露臉，不花費錢財，也毋需朋友，獨自隨心所欲，
慢活過日子，種種思慮後的結果之一，即為漫步市內遊蕩。
東京，是個讓荷風又愛又恨的地方。
生於極欲趕上西方經濟工業技術、文化全面西化的明治年代，荷風痛心於所謂的文明，在毫不吝惜地
摧毀著這座江戶城，致使面目全非甚至不倫不類，不協調的市街光景讓他深感厭惡。然而，他認為無
論如何醜陋、污穢，既然居住於此、朝夕於此送迎，必得於醜陋中尋出幾分美，於污穢中看出幾些趣
味。荷風的出生地小石川和江戶衰亡期的唯美主義，孕育了他對藝術的狂熱。而何謂日本之美？
深藍茄子結實之秋日、夕靄中萬家燈火時，或高台林木一舉妝點成新綠之初夏晴日。抑或是無數污穢
襤褸雜物，有如旗幟般置於屋頂和窗台上曝曬。裸露黝黑身體的男人、綁著骯髒腰帶的女人，還有背
孩子的小姑娘......如此壯觀的景致，形成一種出乎意料的美麗和威嚴——小小陋巷已是一渾然調和的
藝術世界。
對荷風而言，漫步中看到的人事景物，均是令人回想辰巳往昔之物：廟會裡彈奏三味線的盲女、說書
老頭、迷上美艷的澡堂女子的木匠兒子......。
市中散步為一種美學的感悟之旅、一種追憶往昔歲月的感官憑藉，以他的話語即「僅是一種時刻想追
求寂寞而禁止不了的情慾而已」。
《日和下(馬太)：一名東京散策記》為永井荷風的散文代表作，本書另包括五篇荷風的散步隨筆：〈
傳通院〉、〈銀座〉、〈百花園〉、〈遊里今昔〉、〈放水路〉。
足履木屐、手持蝙蝠傘、黑提包，行遍繁華下町、隅田川、吉原遊里；
遊蕩暄嘩的日光街道，冷眼旁觀眾生相，選擇一個人孤獨地活著。
以一景一物，嘆息、緬懷那些不復返的往昔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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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風的東京散策記》

作者简介

永井荷風（1879－1959）
日本小說家、隨筆家。本名永井壯吉，號斷腸亭主人，金阜山人。1879年出生於東京市小石川。父親
永井久一郎為明治政府的官僚、實業家與漢詩人。受到喜愛日本歌舞伎的母親恆所影響，荷風入岩溪
裳川之門學習漢詩，並師從荒木古童學習尺八。
1897年，荷風隨父到上海，得以近距離體驗中國文化。回國後發表遊記〈上海紀行〉，被視為其處女
作。1902年，發表《野心》、《地獄之花》等小說，深受十九世紀法國自然主義作家左拉的影響
。1904年留學美國，稟承父志於當地從事銀行工作，四年後轉赴巴黎，其後荷風把兩地的見聞寫成《
美利堅物語》和《法蘭西物語》。
1910年，在森鷗外與上田敏的推薦下，任教於慶應義塾大學文學科，講授法國文學。同年五月，創辦
《三田文學》。1914年，「日和下(馬太)」開始於《三田文學》上連載，1915年結集成書。荷風深愛
於東京市內散步，寫意地觀看下町百態，眷戀江戶文化藝術；對於當時東京市不斷想模仿西方都市外
觀深感厭惡，形容為「空洞的西洋式偽文明」。
晚年，荷風定居於市川市，1959年由於胃潰瘍發作吐血，導致窒息死亡，得年八十。
主要作品包括：隨筆《日和下(馬太)》、《斷腸亭日記》、《茶餘集》、《江戶藝術論》、《法蘭西
物語》等。小說有《狐》、《□東綺譚》、《梅雨前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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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風的東京散策記》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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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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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 夕陽附富士
散步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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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後記 都市觀察家：永井荷風（林皎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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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風的東京散策記》

精彩短评

1、永井看著江戶景物被洋風所破壞，跟我們現在香港好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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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風的東京散策記》

精彩书评

1、繁花化为蔔泥，今朝卷云似鲣鱼。——《狂歌才藏集》明治维新时代，世间浮浮沉沉，动荡不已
，永井荷风的父亲久一郎早早嗅出这气氛，毅然出国赴美留学，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回到日本，
进入文部省当会计课长。后来不做官，成为日本邮船会社高管，吃穿不愁，惟有望子成龙。永井荷风
是个正宗富二代，他一辈子都不曾为金钱操过心。他不算坏，也不算好，对单口相声、汉诗和三弦抱
有极大兴趣，还想着依靠写小说生活。红尘滚滚，依靠写小说谋生靠谱吗？作为父亲的久一郎不这么
想，到上海任职，把荷风也带过去，没想到引发其对中文的兴趣，回到东京后，荷风就进了外语学校
学习中文，后来半途而废，因缺课太多被开除，平日里交游广泛，跟一帮文青混得开心，还出了几本
小说集。不至于颓废，但终究看不出什么长进，于是独断的父亲把他撵出去留洋，看看新世界学学新
实业。要出洋，美国当然是首选，但荷风执拗于去法国的巴黎。劝了几回，才点头答应，听从父亲安
排。去了美国，东晃西荡，照样写文章、读法国小说，依然憧憬巴黎。久一郎实在压不住自己的儿子
，便帮他在正金银行里昂分行弄了个位置，随他去了。年近而立之年回国，荷风连续出版了《美利坚
物语》和《法兰西物语》，深获好评，文学事业总算有了起色。1912年，荷风奉父命结婚。隔年父亲
去世，便立刻离婚。后来把新桥艺妓八重次带回家同居。到了1920年，索性离群索居，我行我素，耽
溺到文人世界和江户文化之中了。他说自己喜欢不断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是喜欢的事，之后就
不会后悔。他喜欢什么呢？他爱浮世绘，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中的钟
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诗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
西，于他都是可亲可怀的。荷风少年就爱散步，中学走读，便爱在路上晃荡，到处乱看。1914年前后
，父亲死了，婚也离了，他说自己已经没有特别应尽之义务与责任，一身宛如隐居者。日复一日，不
在世上露脸，不花费钱财，不需要交友，日事之一，便是在东京的大街小巷里晃荡，到处趴趴走走，
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回到家里，兴致来了，就写文记之，在《三田文学》连载，一年后出书，便是
这本《东京散策记》。苏东坡有诗：散策尘外游，麾手谢此世。散策是汉语，意为拄着拐杖去散步，
荷风正值壮年，无须拄拐，倒是拿着一把黑色蝙蝠大伞，既可撑持，亦可避雨，颇有西洋绅士之范儿
。于是，一九二〇年代的东京街头，天气晴好之时，你会看见一个青年，头戴绅士礼帽，脚上趿着矮
脚木屐，拄着那把标志性的黑色蝙蝠伞，逡巡穿梭在东京的大街小巷。永井荷风走过江户时期东京的
大街小巷，留心着那里的一草一木。作为都市美的东京，第一要素便是树木和水流。覆盖在山边的老
树和流经下町的河川，是东京市最尊贵的宝物，东京如若没有郁郁苍苍的树木，便少了几分美丽与威
仪。今日东京市内的水流纯粹作为运输之用，不像江户时代，天然的河流及其相通的运河，不仅是江
户的商业命脉，给都会居民带来春秋四季娱乐之外，还蕴发着具有不朽价值的诗歌绘画。荷风绕过呈
现出各种不同形态的小巷，观赏西洋版画和浮世绘，他说小巷是一个浑然调和的艺术世界，日阴薄暗
的小巷，带着深深的哀愁情绪。荷风对江户时期风物的眷恋之情，透露出对现代城市发展进程中环境
与人文的双重破坏的担忧和批判。他积极地提倡理想的景观，散策所及之处，罗列出寺庙、小巷、渡
船等城市构成元素，并且提出这些基本元素乃城市传统之根基，倘若破坏或消失，恐怕城市的人文精
髓也难以固立。有了求学美利坚和法兰西的经历，看透了纽约、巴黎等西方城市，荷风对东京不再遵
从江户传统文化而一味地学习西洋文化的皮毛嗤之以鼻，于是他散步，在外人看来，像怪人一样，无
论晴雨，总是足履木屐，手持蝙蝠伞信步而行。他漫无目的地走，随心所欲地写，努力游览并记录下
所到之处的风景，目的在于为这变幻着的世界立下存照，期盼有幸成为后人谈论的素材。永井荷风的
《东京散策记》俨然一副游走东京的地图，它不仅具有指路功能，也帮助读者或游客认识东京，发现
江户文化。来到电车后方残留都市更新前的老街，或仰望寺庙众多的宜山小巷中的树木，或见到架在
沟渠、护城河上不知名的小桥等，荷风的感情被周围寂寞的光景调和了，一时间不舍离去。我们跟随
着永井荷风游走在城市之中，怀念逝去的景观与文化，心扉为那些无用的感慨所打动，应是比什么都
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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