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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玉獅子香爐》

内容概要

一九二三年紫禁城一場大火，點燃了青玉獅子香爐的生命，嫋嫋縈繞著李同源一生一世的執著。
在詭譎多變的時局裡，獅子香爐成為李同源生命靈魂的寄託與依歸。當烽火連天，神州變色，故宮珍
寶輾轉南遷，青玉獅子香爐行蹤成謎時，心靈深處已幻化為青玉獅子香爐的李同源頓失了一切精神的
依靠。
尋找獅子香爐，尋找遠颺的靈魂，李同源，能否再一次與青玉獅子香爐重逢!?
第六十屆直木賞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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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玉獅子香爐》

精彩短评

1、直木奖作品总是要做作点 大概评委才能懂
2、动荡时代中人的命运和这青玉狮子香炉的命运紧紧联系,血肉不离
3、虽然拿下了直木奖，出版社又将之划到推理小说的范围来出版，但全文与推理并无太大关系。这
部小说可以看成是“一个香炉不平凡的转移史”。李同源将执念放到自己雕刻的香炉之上，陪着这只
香炉奔走，竟舍弃了一生的青春。同时，跟随李同源的脚步，通过作者之笔见证了从清末到建国初期
那段动乱的历史进程。
4、这故事，我喜欢⋯⋯
5、其实日本人文笔真不咋地！
6、我才知道台版和大陆版不一样啊我只看到这一篇大陆版的是短篇合集啊，ORZ
7、85分钟读完。首先我不认为这是一本推理小说。//情节不算复杂，也不是很吸引，因为是译作，也
实在不觉得文字有多好。读完大概是因为它很薄，一口气就干掉了。//刚读完的时候觉得有点闷，仔
细想想，有点味道：大了说，国事纷扰，百姓惶然。小了说，不敢恋人，恋物，猛觉所求实非物，叹
息半生早自误。//我想，不同的人应该品出了不同的东西，这就是味道所在吧。
8、这压根不是推理吧，直木奖的品位略奇葩。
9、读得不是推理而是历史
10、定义为历史小说更合适吧
11、推理性较弱，读的更多的是历史，作者对几段历史的研究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12、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虽然人在异国，可对故乡的眷念，由此书可见一斑。
13、读到中段，莫名其妙地哭了一场。苦也！我们的国宝！
故事非常简单，没什么悬念，背后的历史却极沉重。那些平实地描写故宫文物转移的文字，蜀道上年
轻职员念的那首杜诗，心里真是难以承受，几乎喘不过气。
主角李同源本身倒没什么，却是素英的形象十分奇特，这个女人不寻常。
14、直木獎獲獎作
15、非常喜欢这本！结合了民国时期故宫文物辗转的史实写出的故事，但是不知道它为什么算“推理
小说”？匠人与作品之间的牵绊虽然觉得有些夸大，但非常生动，也重现了民国时期故宫文物辗转时
代的状态。据说国内有出简体版了，现在出版标准放宽了嘛。
16、貌似不算推理，不过作故事来读，还是蛮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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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玉獅子香爐》

精彩书评

1、这只是薄薄的一个小本子，一个并不离奇的中篇故事，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故宫文物辗转
史”更为贴切，从冯玉祥将废帝溥仪逐出宫去，到部分珍品渡台安置，短短二十多年的历史，作者讲
来近乎平铺直叙，从故宫博物院成立，清点文物造册，反复周旋防止军阀觊觎，到东北易帜之后的黄
金年代，再到8年抗战中的全国迁移，先到南京又到上海，再兵分几路，辗转汉口、武昌、宝鸡、成
都、重庆、乐山数地分批安置，抗战胜利之后又回南京，再到渡海赴台。纸上寥寥数字，地图上几条
路线图，一段在大时代背景下几乎无人关注的小事，哦，也不对，当时不少人反对，认为占用了那么
多人力物力去做这样的事情，也是政府的不作为，认为带着文物跑，不带人民跑，不是个合格的政府
。这里我无意辩驳这些行为的对错，我只是觉得很震撼，震撼于我之前的无知，作为一个中国人，读
到日本人写到的这段历史，不知怎地我只觉得汗颜。昨天看到张佳玮的一条说说：“每次去西湖转，
看各种景点说明，无论是苏小小墓、武松墓、什么什么塑像，都会来一句“20世纪60年代被毁，之后
重塑”的句子。昨去林风眠先生故居，刚跟人感叹说“保存挺好，没被毁过”，立刻就看见“林先
生1966年自毁画作、1968年被捕，1972年释放&quot;的字样。”很多人会说，文革嘛是个特例，群体陷
入疯狂了嘛，但是现在我们就不拆迁古城和名人故居了么？很多人都认为，我们五千年的历史太长了
，东西太多了，所以子孙后辈们也觉得没什么稀罕的，只有像美国那种没历史的，和日本那种皇帝不
急太监急的国家，才整天对我们的历史咸吃萝卜淡操心。日本人将切腹的行为美其名曰“玉碎”，之
前我觉得他们很有阿Q精神，直到我看到他们对于老舍的始终的关注，在老舍去世的第二年，著名作
家水上勉就写了《蟋蟀葫芦》，以寄追悼之情。1970年，才偶从旧报端上得知老舍自杀消息的井上靖
，随即写下著名散文《壶》，通过一个故事慨叹老舍一定是那种“宁为玉碎”的文人。1978年，开高
健索性以《玉碎》为题，写了短篇小说，并成为川端康成奖获奖作品。有吉佐和子更是写下了报告文
学《老舍之死》。1989年，中园英助又有短篇小说《彷徨湖》问世。1991年，冈松和夫写了另一篇小
说《太平湖》。2002年，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杉本达夫，连续写出《关于老舍之死的断想》两篇。他
们一直没有忘记过老舍，这位在文革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文人，我只是再度觉得汗颜。也许我们始
终是一个韧性很强的民族，我们崇尚强者，关注大历史中的铁血和权谋，我们的忘性很大，因为很多
时候只有把什么都忘了才能毫无顾忌地开足马力向前冲，砸碎一个旧世界，才能迎来一个新世界。很
多人都相信这个，不是么？不认可不加入到这种主流的价值观里，就是一种落后的近乎于背叛的行为
。李同源就是这么一个时代洪流中的孤独者，对于他来说，除了心心念念的青玉狮子香炉以外，“任
何事情都没有发生”，相比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所处的时代动荡不按，他见过皇帝，见过几任总统
，见过军阀，见过日本人美国人，亲历文物万里迁移辗转，但是，“任何事物都穿不透他的盔甲”，
抗战胜利之时，“呼喊胜利的声音不绝地响彻李同源的四周。他想起孙文进入北京和北伐军收复北京
的情景。如同当时那样，人们狂热的模样在他眼里，不过是发生在云雾般迷蒙而遥远地世界里的事。
”我们可以拿民族大义之类的旗号去批判和抨击他么？那么这样的我们和文革中批判老舍的人有何不
同？那么这样的我们和孙海英、吕丽萍这对“恐同症”夫妇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我们常常违心地站在
多数人这边，因为我们怕作为少数的那种疏离感，只有和多数人在一起，才会觉得自己安全了，因为
少数人永远不掌握话语权。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地理解并尊重个人的选择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做
到不强加价值观给别人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不动用国家、民族、道义等等大帽子去扣死别人呢？我
们什么时候才能帮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争取他们应得的权利呢？我不得不承认，这可能最终又是一个
令我汗颜的结果。
2、很难想像这样的一部作品能摘得直木赏，先不去管陈舜臣究竟算不算是中国人，光凭这样的题材
也能获奖这一点就足够说明直木赏的包容性了，而且还并非是绝无仅有的特殊待遇，除此之外还有不
少他国题材的小说摘得此奖项，比如说——我接下去会看的《夏姬春秋》。这本书很薄，薄到只有125
页，这本书也很好读，好读到只花了回程在车上的时间便宣告结束，但我好像看了一段简洁明快的近
代史影像，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主人公李同源的一生只随着青玉狮子香炉而浮沉，而我也感慨于自
古留传下来这些宝物能长久存放实属不易，跋山涉水，漫长旅途，辗转反侧，这是看人事，但历经战
争的硝烟，仍能保存完好真是要看天意了。陈舜臣的文笔很简练，根本没有什么废话，情节上除了李
同源一心想守护的青玉狮子香炉以外，还加入了爱情的元素，除了那女子一开始对李同源所展示的行
为稍显突兀以外，其它的我都觉得很好，基本无可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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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玉獅子香爐》

章节试读

1、《青玉獅子香爐》的笔记-第1页

        他终于理解了师父那种陈旧的精神主义者的做法，已不是他当初认为的滑稽吓人的符咒了。
（师父其实是迷上了拥着玉，坐在一旁的女人）
喜欢的女人在身边时，男人的心会感到兴奋，一旦将这种感觉导入创作中，那么持续燃烧着的人的温
暖，自然而然的便会表现在作品之中。
吸取女人肌肤精髓的不是玉，而是创作者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通过玉表现出来。
想起了小时候老爸告诉我的前三年好人养玉，后三年好玉养人。

喜欢玉，喜欢这个故事。

1969年直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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