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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陽》

内容概要

人是為了愛和革命而生的，
天主沒有理由懲罰他。
與《人間失格》齊名
太宰治女性獨白文學顛峰之作！
《斜陽》寫於1947年，太宰治自殺的前一年，當時日本處於戰敗萎靡的氛圍中，舊價值被搗毀，新的
民主與自由思潮在興起，年輕人值此新舊交接世紀，無不感到徨然無依。
書中四個主要人物，分別是女主人翁「和子」、和子之母、和子之弟「直治」，以及無賴作家「上原
」。故事從失婚流過產的貴族和子與母親，自東京無奈遷往伊豆鄉下為始，一路由和子的觀點，寫出
她眼中的貴族母親如何走向衰老，從南洋歸來的直治如何在現實中找不到自身位置終以自棄態度過活
，最後，是29歲的和子以幾封大膽書信向已婚作家上原示愛⋯⋯
故事圍繞著和子的遭遇與決定，時常向讀者拋出一個問題：「革命的目的是什麼？所謂的幸福又是什
麼？」
川端康成曾予太宰治讚譽：「太宰治的文章中，女性部分表現得最好。」1947年的沒落貴族和子，用
一場不被世俗認可的戀愛向舊社會宣戰，她懷上孩子（私生子）並決定獨力撫養他長大，讓我們看見
女性面對時代變遷與生命事件給予的考驗時展現的不拔韌性，似乎太宰治以此喻引太陽帝國日本從明
治維新富強之路歷經戰敗，吞下兩顆原子彈而投降，一路跌跌撞撞，幾近土崩瓦解的邊緣。但他說：
「生，是比死更加艱難更加需要勇氣的事情。」革命的目的與所謂的幸福，也許人活了一輩子也找不
出答案，但是勇於面對生命挑戰的人就是勇者。
本書特色

1.以情人太田靜子的日記為創作藍圖：「我要寫一部最美的紀念小說。」太宰治給情人太田靜子的書
信中如此寫道。

太宰治和他的讀者太田靜子結識於昭和16年（1941年）9月，太田靜子熱愛文學，也受過良好教育，和
太宰治的其他情人（藝妓、女侍、理髮師等）出身大不相同，但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兩人沒能好好
發展感情。

1945年2月在金木村空襲避難時期，太宰治深感日本農用土地改革後，老家將要衰敗，在看到太田靜子
的日記後，進一步激發他創作一部描寫沒落貴族的作品。

就這樣已婚的太宰治來到太田靜子的住所下曾我村，待了五天，得到太田靜子4本日記和少女時代的
日記片段，太田靜子後來有了身孕，並獨力生育小孩。《斜陽》便是以情人太田靜子的日記為藍圖創
作。

2.太宰治女性獨白文學的最後作品：太宰治一生創作有167部小說，女性獨白僅16部，而《斜陽》、《
維榮之妻》、《女生徒》與《皮膚和心》等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皆以女性獨白體創作，概是這種文體
最能表達出太宰治自己想要表現的意義。《斜陽》發表時間是在太宰治自殺前一年，也是技巧及內涵
集大成之作。

3.一部成長小說：以1940年代一位沒落貴族女性──和子為讀者勾勒一幅意圖掙破道德框架的革命家
形象，失去貴族身份、無錢無權，失婚流過產的和子，青春走到尾聲，以一場不被世俗認可的愛戀作
為手段，她在情愛中如何努力去摸索、瞭解世界，併力圖突破傳統的框架限制，是相對於貴族母親的
一位革命家角色。「革命的目的是什麼？所謂的幸福又是什麼？」歷經貴族母親的衰老死亡及弟弟直
治的自殺，透過主人公和子的人生探索之路，也暗喻日本太陽帝國從明治維新富強，到吞下戰敗苦果
一段的發展。

4.創作背景──新價值正待重建的契機：日本戰敗後，舊的聖戰及軍國主義思想崩解，新的民主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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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陽》

由的思潮興起，是正待重建新價值的時期。

5.小說前半部──母與女：大篇幅地對貴族母親的形象的描寫，也細膩寫來女兒與母親的之間關係，
母親由內而外都是高貴的，主角和子對母親的崇敬與依戀，她的一生一直在尋求母親的肯定與認同，
母親是她精神層面上的最終依靠，是上一個世代最輝煌的象徵。當時日本逢戰敗，舉國瀰漫哀傷氛圍
，因此也有人認為故事中母親代表的是日本，而貴族的沒落則像徵戰敗後民族精神的殞落。

6.小說後半部──女人的戰鬥：

7.「斜陽族」一詞的始祖：聯合國軍總司令部下令實行農用土地改革、解散財閥，並頒布一系列的新
法新制度，這些都重重打擊日本舊有的顯赫貴族，尤其是大家族的年輕人，幾乎在萎靡的狀態下生活
，《斜陽》在1947年出版後，很多人認為故事與自己的境況相似，開始自稱是「斜陽族」，並將面臨
破產危機的企業稱為「斜陽會社」。

8.節奏：全書隨著情節「家族從東京搬遷鄉下、貴族母親殞落、和子義無反顧追求無賴作家，及至弟
弟直治自殺與和子的最後一封告白信」有著「慢─慢─快─快」的節奏，斜陽雖晚但仍帶來光輝，這
是太陽帝國之子永恆的驕傲，不因戰敗而有頹壞。雖只早《人間失格》一年發表，卻擁有全然不同的
生命力，創造讀者對無賴派文學的不同感受。

編輯小語

在發表《斜陽》前，太宰治在給太田靜子的信裡提到：「我要寫一部最美的紀念小說。」雖然紀念的
對象並無所指，但太宰治《斜陽》不只紀念了與太田靜子如星火的短暫戀曲，也勾勒出整個大和民族
戰敗後的重生。「日本」的原意為「太陽升起的地方」，本該是一派光明，戰敗後卻彷彿斜陽一般黯
淡失色──好似家道中落的和子家，精神終以不同的方式延續下去。《斜陽》所呈現的美感是深層而
富有張力，這種希望、生命力交織的淒美，就像茫茫黑夜裡的一盞燭光，又如歷經森林大火的泥土裡
一顆待發芽的種子。（林子揚）
名人推薦
太宰治的文章中，女性部分表現得最好。──川端康成
無論是喜歡太宰治還是討厭他，是肯定他還是否定他，太宰的作品總有著一種不可思議的魔力，在今
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太宰筆下生動描繪的作品都會直逼讀者的靈魂，讓人無法逃脫。──奧野健男（
日本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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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陽》

作者简介

太宰治 1909~1948
「上帝選民的恍惚與不安俱存於吾身。」──太宰治
日本無賴派代表作家，與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並列為日本戰後三大家，作品被譽為是「永恆的青春
文學」。
太宰治本名為津島修治，出生於富有的青森仕紳家庭，曾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法文科。1933年，他以
太宰治為筆名開始寫作，兩年後以短篇《逆行》入選第一屆芥川賞決選，1939年以《女生徒》獲第四
屆北村透谷獎。之後並陸續創作出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其中又以《維榮之妻》、《斜陽》和《人間
失格》為顛峰之作。
太宰治一生糾葛於生而為人的矛盾與自我毀滅的慾望，曾五度試圖自殺，最後在一九四八年，與情婦
山崎富榮於東京三鷹玉川上水投河自盡身亡，年僅三十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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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跋
光與影交織的絕筆詩（或愛與革命已完成）
──談太宰治集大成名作《斜陽》
陳蕙慧

大多數人把太宰治的所有作品視為青春文學，即使年少時（尤其是二十歲以前）曾經熱愛過這位作家
，及長（或出社會後）通常就把「生而為人，我很抱歉」的自省，以及對外在普遍現象的觀察、對照
後引發的自我否定、懷疑和嫌惡拋諸腦後，從於世俗常規而沉浮於滾滾時代洪流之中了。

確實，太宰文學是不折不扣的青春詩篇，卻不是清新，充滿生之活力的。生為東北津輕大地主津島家
源右衛門與タ子的十一個孩子中的倒數第二個，無足輕重的六男，本名修治的他平時幾乎見不到同時
也擔任眾議院議員，與病弱的母親常住於東京別墅的父親，圍繞在他身邊的就是三十幾個傭人和雇工
。即使父母在家，家中氣氛毋寧是拘禮而窒悶的。尤其當他逐漸得知父親的資產大多來自於對地方上
貧苦農民的惡質剝削，週遭大人們所作所為與外表的道貌岸然和滿口仁義道德背道而馳，在他幼小敏
感孤獨的心靈中，投下了重重暗影，這不斷累積的罪惡感和內疚，在他接觸了民主主義和馬克思思想
、投入相關非法地下活動，並理解到自家（自己：地主之子）正是新時代轉變最應除去的障礙後更加
嚴重。

愛與革命，是他自我突破心障唯二可能的救生繩。但是，以他時常遭到罪惡感啃噬的心，以及愛與革
命本質的不可捉摸，救贖行動的難以一蹴即成，甚至採取邪惡手段的必要，都讓太宰治苦苦追求自救
的結果，換來的只不過是更深沉的絕望和悲哀罷。

二十一歲他就一心求死，想要換得人世間無法獲得的「自由」卻失敗了。二十三歲時以「求死」為前
提開始寫作，立意所有的書寫都是遺書。這樣的他卻被視為天才，三年後發表的〈逆行〉（收錄在隔
年出版的首部集結作品《晚年》）被提名入圍文壇最高榮譽芥川賞。這是多麼荒誕可笑啊。內在從未
消褪的羞恥感與世間喝采的榮光拉扯得更加劇烈，他再次企圖自殺未遂，此後麻藥中毒，欠下了巨額
債務，仍持續用藥、酗酒，決意走上自我毀滅的絕路。兩年後他被送進精神病院，又自殺未遂，終致
喪失寫作的氣力，每天渾噩度日。

三十歲的太宰蝸居在甲州，深深感悟到生而為人必有其限制，自己所追求的、依據主觀意識而形塑的
真實且純粹生活並不存在，決心重新出發，接受恩師井伏鱒二的安排相親結婚，立意做個健全的小市
民。這一年二次大戰爆發。

此後直到戰後，太宰與同期長時間停筆的作家相反，他創作不懈，寫下了〈富嶽百景〉、〈葉櫻與魔
笛〉、〈女學生〉、〈清貧潭〉、〈御伽草紙〉等等佳作，然而敗戰後日本社會陷入價值系統的混亂
，為求生存，世人越發卑怯、醜惡，依然受到既存的道德與傳統思想主宰，虛偽貪婪，以堂皇之名行
惡。

於是，強烈的悲哀與絕望之感讓背負著「無賴、頹廢」惡名的太宰治重新探索「愛與革命」的價值，
認為唯有以「革命」大肆破壞階級、身份、地位，以及大義名分這些綑綁人心的外在束縛，才能真正
呼應內心的需求，碰觸「愛」的本體，得到「生」之活力。

而這正是貫穿《斜陽》這部作品的精神和主軸。為了傾訴、懺悔、闡明他的痛苦和理想，《斜陽》中
的「最後的貴族」母親、姊姊和子、弟弟直治、弟弟的老師作家上原，都是太宰治寄予傳達這個探索
的面向，也是作者本人內在撕扯的分身。書中的四個主要角色呈現了人世與生命歷程的光與影。面對
無法挽回的昔日華彩、追逐不著的明朝曦光，在逐步頹圮的廢墟暗影中，母親始終維持開朗與優雅；
麻藥中毒，愈發自我沉淪的弟弟直治，終究採取了主動的選擇；而上原那屬於底層階級的、形同自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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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陽》

的歡快與活力，也在迎向走出失婚、失親陰影的姊姊和子「愛與革命」的戰鬥中，完成帶來一線光燦
的使命：新的生命即將降世。

所以，這「斜陽」雖是書中上原所喻示的：

「不行。寫什麼都覺得無聊，心裡悲哀得很。生命的黃昏、藝術的黃昏、人類的黃昏。這也教人感到
討厭。」

但也是和子完成「愛與革命」的戰鬥後的心情：

「我現在真幸福。即使聽見四周牆上傳來陰鬱和憂愁的嘆息，我現在的幸福感已達到了飽和點。簡直
幸福的都要打噴嚏了。」

上原先生聽了呵呵笑說：

「可是太晚了，已經是黃昏了。」

「不，是早晨呢。」

斜陽不似白晝之日，清晰無比地呈現了黑影。溫潤的斜陽，光影都減弱。人的生命不是直線型的走到
黃昏時刻，當人感到悲哀即是日暮，但即使日影西斜，仍有機會得到幸福，重新注滿活力。這是太宰
對世人的「高聲疾呼」，也是他的「S.O.S.」，而現實裡，長期以來的身心破敗，又使《斜陽》終成
了又一首絕筆詩。

這就是太宰的掙扎，而舉凡世人，是否也有這般的覺醒和體察呢？

太宰死了。他的孩子（作品）長存。這也是他在文學世界中完成的「愛與革命」的證明。

（本文作者為資深出版人、文學策展人，譯者。現任群星文化、青空文化出版顧問、IC之音「經典也
青春」節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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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顺畅的读完了。好喜欢，要再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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