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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札记》

内容概要

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文学主题表现了人类最关心的核问题和残疾人问
题，大江健三郎多次赴广岛调查原子弹爆炸的惨状，亲眼目睹遭原子弹爆炸的爱害者多年后仍然面临
死亡的威胁，过着无止境的忧心忡忡的人生，于是他通过“广岛”这个透视镜，把即将宣告死亡的“
悲惨与威严”的形象一个个地记录了下来，并向读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类应如何超越文化的差异
而生存下去，大江还探讨了“生的定义”，将儿子病残带来的苦痛，以及经历原子弹爆炸的悲惨事件
，作为文化问题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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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札记》

作者简介

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31日出生于日本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排行第三。20岁开始发表作品并获奖
，1957年发表小说＜死者的奢华＞，成为“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川端康成称赞这篇小说显露了作
者“异常的才能”。大江健三郎正式登上文坛。其重要作品有：＜饲育＞获第39届“芥川文学奖”，
＜性的人＞，＜个人的体验＞获新潮文学奖，＜广岛札记＞，＜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燃烧的绿树
＞获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等。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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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札记》

书籍目录

序　广岛行
一　初访广岛
二　再访广岛
三　道德家的广岛
四　关于人类的威严
五　不屈的人们
六　一个正统的人
七　广岛巡礼
尾声　告别广岛

生的定义
一　“亲切”的定义
二　为“难以想象的事”
三　乱世的地丁和杜若
四　百年之迷路和新时代
五　作为资产的悲哀
六　大可破坏的最后的东西
七　接受教育的能力
八　“某种乐趣”及其相反
九　恐怖与希望
十　多方面的观察
十一　战斗的人道主义
十二　“此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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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札记》

精彩短评

1、作者自始站在個人視野與平民百姓一起體會戰爭、政治的殘酷，平實筆觸細緻剖開一個個沉默倖
存者的決擇。然而，世間的政治角力看來還是要掩埋這段戰爭始作俑者兼受難者反省追求和平的悲歌
。
2、然而永远也无法原谅日本人。
3、尽管那时连根拔起的痛，人性的硬度却在1945年8月6日突然间被淬炼出来。很感动的文字。记住它
。
4、呜呜呜
5、有种悲天悯人之感。政治语言不多，比《冲绳札记》要好看。
6、灾难后的灾难 日本的反省是远远不够的 炼狱是炼狱 魔鬼何在
7、1.可与吾谈心者惟足下耳. 这句话要说给思考过苏格拉底之死的人听.不可抑制的使命感与尊严,最早
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荣耀,也是持不同看法人眼中的悲剧. 2. 我并不欣赏"暧昧"的日本这一说法.任何过分
强调自己是受害者,抹杀对起因思考的个人和民族,在举起屠刀的时候,都不是暧昧的.
8、对于这本书个人持保留态度。
9、很震撼。
10、记得里面的一句话。

当一个人失去一切的时候总有什么得到吧
11、正好10年前看的这书。。。
12、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读不下去。一种怪怪的悲悯
13、“pika一声一道光，又轰的一声，房屋都倒塌，人变得浑身是火面目全非”怎么比喻才好呢？在
半路上，那些人吧嗒吧嗒倒在地上。。。有什么比这更惨绝人寰的景象？大江先生的书中，没有控诉
，没有悲鸣，而是以极其“道德”的文字叙述了广岛人民沉默寡言的真实道德。
14、很晦涩
15、站在广岛控诉千万别忘了昭和天皇没有承担战争责任//另：大江写这本书时冲绳还在美军治下，
他居然在书中透露出对一种冲绳领土的隐约的要求。无论日本的文化多么灿烂，天皇逃避战争责任的
负罪感会永远压在他们身上。
16、最近读了一个人的圣经和广岛札记，一个文革一个核弹，奇怪诺贝尔奖特别中意灾难受害者啊。
。。
17、无论初衷，原子弹真乃丧心病狂的恐怖主义
18、触目惊心的文字。广岛“原子病患者”们的生命在结束前以痛苦挣扎的画面定格的那一刻，是在
向世界宣告：我们要死的体面庄严。他们的死能否换来核的太平？不论与否，他们的死也不该仅仅成
为政要演讲中的一段数据...世界上再不要有第二个广岛噩梦。。或许我不该用手机看这作品的... 

19、像正常人一样活下去
20、很赞。
21、抱着猎奇的心态读本书，读完却没有很大的震动。探讨战争、核武器带来的苦难与非正义，探讨
人性的坚韧与顽强，都在意料之中。不知道是不是这早已成为常识，因而豆瓣上读过本书的人也并不
多。
22、触目惊心的文字。广岛“原子病患者”们的生命在结束前以痛苦挣扎的画面定格的那一刻，是在
向世界宣告：我们要死的体面庄严。他们的死能否换来核的太平？不论与否，他们的死也不该仅仅成
为政要演讲中的一段数据...世界上再不要有第二个广岛噩梦。。或许我不该用手机看这作品的...
23、大约高一时候看的。那个时候看不懂啊，看不懂。
24、廣島居民從沒想到過恨，只是善良地希望從此以後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再有這樣的悲劇發生。
25、捐书之前的录入4
26、我读着读着 总有种不舒服的感觉。 你在关注核弹伤害的时候 声泪俱下 可是 你们日本人在杀人的
时候 有没有也痛心疾首 
27、早期。第一次看到关于此事的另一方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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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札记》

28、本想给三分，但是书中末尾的一段描写让我震撼：一个世纪前的人类还可以想象自己以人的形态
迎接世界末日。也许我们都还没有意识到核武器究竟意味着什么。大江从广岛幸存者的斗争中则看见
了善与恶的界限。对人，此书可四分。对民族，此书两分。另外，我想想问一句：难道只有广岛没有
长崎吗？
29、这绝非是人道主义所能涵盖的范围
30、没有太多说的
31、《广岛札记》无论内容、翻译，都属上乘。《生的定义》不知道在说什么，我想把责任推给翻译
或我的智商。
32、没有想到年轻的大江心怀人类。
33、◆光明日报出版社
34、你会像狗一样死去，毫无价值可言。
35、呼吁都是可爱的。我们也该创作出这种水平的文章来呼吁。
36、思考的东西，也很辛苦
37、想起了《地下鐵事件》。
38、讲述尊严
39、能反思的日本人太少了，尤其自身遭遇苦痛的。
40、睡着好多次之后，终于看完了。很道德，但缺少美感
41、好深沉。
42、只看得下前半部
43、对人类前途与和平的深刻思考，对人精神之力量的颂扬
44、背负沉重命运的人们
45、《生的定义》：八  “某种乐趣”及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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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札记》

精彩书评

1、实话实说，这样一本书，我没有办法喜欢，但我会一直读下去，读到我或许有点思路的时候，原
因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需要从中整理出的东西太过复杂了，就好比是，你要从五彩斑斓又不慎被
喷了赭色颜料水的油画中整理出一副或许存在的暗示一般的悲哀。原爆之于人类，是暗色的。之于美
国，是红色的胜利与霸权，之于日寇，是混沌的绝望，之于国人，却又成了金黄色的荣耀与自豪。到
我们终究，都是在‘’人类造的核弹”这块脏色的画板上描绘着各自的宣传画。所谓的人道主义，也
早已成为了一种基于某种低一层的意识层面的信仰，个人觉得，这种人为的非人的惨剧，或许应该值
得我们静下心，抛开其他不切实际的口号，必要时可以摆摆个人主义的架子，想想，它的源头，结尾
，去探索更为本质的东西。人类的爱与伤害，从来便是光与阴影一般的存在，惯常到如同于半厘米的
浪潮都可以淹没的沙滩一般，但是这些法则，却延伸到了整个地球，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深入地心，小
到只占两三个平米的男女，达到几千平方公里的国家，凡是由人类组成的单位，都难免沾染这种如同
牛胃中与生俱来的寄生菌一般的恶气，仿佛不搞这些就不是人似的，像刺猬一样，拥抱，伤害，拥抱
，伤害⋯⋯一次比一次抱得紧，一次比一次扎得深，只是人类却反常地将这种病态的自然法则忽略，
隐藏，以至于正当化了，我觉得仅仅是默认，都显得我们是多么的渺小卑微。人类究竟从何处完成对
自身的救赎？自杀，自杀，羞耻，自杀，大概这就是文化差异吧，我总是难以理解，日本人的自杀文
化，虽然在作者的心理描写中慢慢体会到，这是自杀者作为悲惨故事主角最终的一点同时作为人的坚
持，作为一个人出生，作为一个人活着，作为一个人死去。这永远不会是救赎，只是对绝望的无奈。
我是这么理解的。今天的中国，今天的日本，今天的各国，活生生像是森林里的动物，日夜忙碌，为
着食物和繁殖奔波着，斗争着，只有上帝端着一杯茶，满意的看着这个由他创造的森林公园的正常运
转，看着日本这条小鱼前些日子不小心碰破身上的脓包核电站而散发出的恐惧，看着我们这些悲惨的
小虫妄图透过钢化玻璃寻求救赎，殊不知，没有无神论的空气，没有民族主义的淡水，没有内燃机
的25摄氏度，何来我们的存在？或者说，对这一切的需求，仿佛早已成为了我们存在的证明。今日中
国，我们日夜奔波，天昏地暗，尘土飞扬，商业带来GDP，也带来癌症，我们累死自己，赶死别人，
一次次挑战某些底线，糟蹋生命从未停止过，核辐射，绝望，这本书此刻带给我们的，或许还是重新
思考，我们生命的价值究竟几何？神惧怕人类一心同体的时刻，惧怕冲破钢化玻璃的一致性，故而早
已拆毁了巴比伦的花园，为人类造了无数种语言，定格了人类的性质，救赎早已永远注定成为了永远
。人类只有自我救赎，亦或是说，谁知道呢。
2、在作者天生残疾的儿子诞生的那年起，作者开始了对广岛三番四次的走访，有关广岛原子弹受害
者的报告文学构成了作者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位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本书中这么回忆
：“我在此项工作中逐渐理解到，这是为了把自己和残疾儿子共同生活下去的决心与实践，无论如何
必须使之社会化而采取的手段。⋯⋯在原子弹受害者的生与死上，可以看到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
坏’的最现代的表现，而且我还通过同残疾儿子共同生活发现了它。”作为核战争灾难受害者而成为
反战反核中坚力量的他们应该是达成今天的国际公约《核不扩散条约》的重要推动力吧，而作为少数
拥有核武器大国国民的我们，却从来没有受过类似的反核反战的教育，相反，我们从小被教育要为国
家成功研制原子弹而感到自豪。附：《“受害者团体协会”的章程》美国投原子弹，造成了人类史上
最早的和战争灾难。其行为是无差别、非人道地对待战争，其违反国际法一事，已经由原子弹裁判裁
定，日本政府也认为“违反国际法精神”。强制他人受原子弹灾害，决不能再次发生。绝不允许重演
的原子弹灾害，根本不是由于受害者的责任引起的。“追本溯源，战争乃国家之行为而发生者”
（1978年最高法院判决）。反人类的原子弹灾害既然是战争的结果产生的，对其受害者给予补偿，乃
实行战争之国理所当然之责任。及时制定“国家补偿之原子弹受害者援护法”乃日本政府的义务。
3、　　此书有两个文章：《广岛行》《生的定义》。第一次看关于广岛的书时，还颇有些动容，原
子弹给日本人民带来的苦难委实是难以言说，所以日本人对核武器的情感也值得同情。可是现在看来
却有些虚伪。我试想了一下，把文章中的广岛核爆换成南京大屠杀也是一样的。怎么日本人要比中国
人高一等，核爆就值得全民缅怀，不断控诉，企盼理解和同情；而同样是二战的悲剧南京大屠杀就成
为被忘却的纪念，这可真是体现了日本人的虚伪的双重性。不要说作者只是去广岛而着重核爆受害者
，要知道对于我们来说，广岛人也是日本人，也是加害者。我完全理解投放原子弹的美国。　　而另
一篇文章则思想评论的意思。我没有太大的感想。
4、早上没睡着那阵子看了大江健三郎的《广岛冲绳札记》。里头有这样一首诗：还我父还我母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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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札记》

老还我孺还我自己还我血脉相连的亲族只要世界有人有人存留就要还我和平还我和平的归宿！然后看
到那些关于原爆病的记录，那些人一个一个没有任何还手之力的朽掉，坏掉，然后他们还担心自己的
孩子无辜朽死。就会觉得广岛真的不是二十四小时爱情的城市。且不论战争的是非，我看到大江健三
郎的序言，说：“广岛人依然沉默。他们将生死看作是个人的事情，不愿意把自己的悲惨当成反对原
子弹之类政治斗争的参考资料公诸于世，也不愿意因为自己是原子弹受害者而被别人看成乞丐。”文
章是1965年写成的。我在里面看到一种让我敬重的东西。我现在还说不好。是那种独立的立场？还是
一个作家直视当下现实的那种气魄？我们如今的作家会怎么写？我脑海中轻易出现了数种脉络。他们
自以为自己关注的都是“当下社会现实”，其实我们知道不是。我觉得大江健三郎看到了一种很厉害
的东西，锉出了很厉害的东西，那种东西，从悲惨中被提炼出来，真是很棒的！希望我自己，在看到
悲惨的时候，也不要仅仅感到悲惨的好。
5、天阴阴的，随时都会下起雨来。鸟雀在树木间匆忙地飞来飞去，而不论灰蒙蒙的枯枝，还是满缀
春意的林叶，全都不安颤动着，无法为这些小生灵提供一个短暂的安然居所。植物的骚动传染给路人
，但就连窗内的我也瑟瑟索索起来，甚而阅读也变得不安且迷离。大江健三郎谈战后日本文学时，说
起井伏鳟二的短篇小说《杜若》，写战时一位为躲避轰炸而回到故乡福山市近郊的人的经历。主人翁
在广岛被炸不久回到故乡，却看到怒放的杜若花。八月中旬，单瓣，紫色。“往常，这个季节的杜若
已经结了鲜绿色的和尚头式的子房。”而故乡的杜若花却迟开了。“从挺立于水面的剑状叶子抽出绿
茎，上面顶着一朵扭着弯弯的花苞⋯⋯”于是广岛市区的被炸便和杜若怒放的意象横向联系在一起。
小说结末，主人翁有一句话说：“因为时代不同了所以开花也不同了。这花开的也真混帐。”这花开
的也真混帐。这样写，不究错季开花的事实真伪，那与大动乱时代相联的鲜明意象，会是直刺人心的
吧。那种从错季盛放的杜若花中绽放出幽艳颓靡的荒乱氛围，读者也会直觉地懂得的吧。可以想象，
人与植物，彼此应合，在精神的谱系上存有一套密码，不同的密码诉说着不同的相知。或是爱绾同心
，像印度人与菩提树，日本人与樱花，中国人与梅兰松竹的一往深情；又有情也依依恨也依依，如花
心溅泪，妾弃蓬蒿，郁郁枝叶间又负载着几多幽怀悱怨。有时，似那错季盛放的杜若花，植物也会弃
了人，兀自去开谢。仿佛是感知了日月轨行之乖异，宇宙风云的际会，甚至人世沧桑的变幻。但是，
它们的苍翠茂盛、果实累累，与慌乱人间那萧瑟破败的景象多不相配啊，这又何尝不是对荒唐人事的
莫大嘲讽。你听那些悲悯的声音，国破山河碎，杜甫吟着“城春草木深”。诗经里的老人一路蹒跚，
走在破败故都的郊野，茫茫一片稻粱无人管，果实愈盛，自己的步伐愈重：“彼黍离离，彼稷之实。
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乱世里，
人望着植物是要落泪的。那仿如错季怒放的花开，会明艳地衬托出现实的萧败；而植物显露与世情相
应的枯颓，人则更加要对自身不幸感慨万千了。清朝学者李慈铭记1860年圆明园被焚。夜火光烛天，
达旦通明。贵官多携家眷逃亡而去。“军民被焚家，焦烂四窜，哭声震郊。以万余岛夷，孤悬深入，
而致辇毂之下，惨变至此，可为长恸！”当听闻石门失陷，杭城围急，李慈铭忆起九岁读诗经，《苕
之华》中有“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彼时惊问塾师古人怎么作这样诗句。塾师
答他：“太平时，自想不到此耳！”原来那成长之路上的少年，对人间凄凉命运的体悟便是这样开始
，也就这样将其刻入了以后生活的记忆。“其叶青青”，人与植物相互关照，无助地控诉着发狂的季
节与人间。“发狂的季节”，也如同大江健三郎引用恩师渡边一夫说明法国中世纪市民日记《乱世日
记》，写至圣女贞德出现前后的一段话：“1423年将近年末的时候，黄色的地丁怒放，人们大吃一惊
，日记上业已记下，前面也有一同样的记载。笔者理所当然地感到这真是‘发狂的季节’！”发狂的
季节、盛放的紫花、人对植物的命运体认，这绝不单单是危境下，内心的梦幻，或感情的移入，其实
它们正是时代狂澜中那骚动不安的心灵本身。而又还有什么，能像错季开花一样，给予乱世的荒唐、
可笑，以有力的回击呢。读到木心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开篇《九月初九》，是写中国“人”
和中国的“自然”的关系。略有几笔似也写到“错季的花开”——“大动乱的年代，颓壁断垣间桃花
盛开，雨后的刑场上蒲公英星星点点，瓦砾堆边松菌竹笋依然⋯⋯”而作者笔下亦透露着他自己独特
的感性认识，我也从大江，从李慈铭的文字中翻身出来，读到一层更鲜明的主见，春天一般亲切。因
为他又说——“每次浩劫初歇，家家户户忙于栽花种草，休沐盘梗于绿水青山之间——可见当时的纷
争都是荒诞的，而桃花，蒲公英，松菌，竹笋的主见是对的。”人有了希望，有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植物也开口说话了。
6、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侵略中华大地，觊觎朝鲜半岛，毫无人性的残酷烧杀掳掠，然后美国人在1945
年8月6号给了日本广岛一颗原子弹，他们就歇菜了，而且一直在叫唤广岛原子弹的核威胁给日本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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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多大的伤痛和后遗症，当然，我并不愿意将两件事混为一谈，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在国土外面作恶
多端，给他们的人民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们肆意践踏自己人民和别国人民的
生命，使家庭破碎，使心灵遭受创伤，而他们的无辜平民和妇幼婴儿却在本土内遭受了这样的打击，
这绝非是人道主义所能涵盖的范围，我们只想知道，这种虚情假意的叫唤和毫无人性的屠杀到底何时
才能真正结束？作者的立场站在了人道主义的角度，当然是正确的，撇开立场不谈，每一个生命都是
一个值得尊敬的存在，任何漠视他人和自己生命的凌驾横蛮和自暴自弃都是专制和懦弱。即使到了今
天，如何正视过去都不是一件让人轻松的事情，背负沉重包袱的人们如何带着伤痛的让自己走得更轻
松，不管这段历史有多么遥远和短暂，哪怕只有一生那么短暂的记忆，都不是一个生命所能承载的力
量。----May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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