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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十大中短篇小说家：芥川龙之介》

内容概要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期新思潮派的主要作家之一，短篇小说的巨擘，被誉为日本文学界的鬼才。
芥川龙之介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其短篇小说的创作上。《世界十大中短篇小说家 芥川龙之介》收录了他
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二十余篇。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大多构思巧妙，精深洗炼，意趣盎然。通过短小
的篇幅，高度凝炼地表达出主题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某个侧面的本质。

Page 2



《世界十大中短篇小说家：芥川龙之介》

作者简介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日本大正时代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全力创作短篇小说，在短暂的一生中
，写作了超过一百五十篇短篇小说。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取材新颖，情节新奇甚至诡异。作品关注
社会丑恶现象，但很少直接评论，而仅用冷峻的文笔和简洁有力的语言来陈述，便让读者深深感觉到
其丑恶性，因此彰显其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其代表作品如《罗生门》、《竹林中》已成为世界性的经
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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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十大中短篇小说家：芥川龙之介》

书籍目录

罗生门
鼻子
浪迹天涯的犹太人
大石内藏助的一天
黄梁梦
戏作三昧
英雄之器
地狱图
蜘蛛之丝
基督徒之死
圣·克利斯朵夫传
窗
舞会
尾生之信
杜子春
南京的基督
竹林中
将军
诸神的微笑
斗车
六宫公主
一块地
桃太郎
湖南的扇子
河童

Page 4



《世界十大中短篇小说家：芥川龙之介》

精彩短评

1、看罗生门这篇小文章之前特意百度了一下，之前总是觉得蛮玄乎的，百度好了以后看这篇文章觉
得它真的很特别，描绘地特别生动。很棒的感觉，看日本人写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有种以前看
日漫时候的感觉。
2、笔头像剑一样。
3、翻译 似乎 有点 糟⋯扫了不少兴致
4、有不少作品和中国有关。
5、译文也很棒，想要收全集。
6、芥川龙之介的文章大多是中国和日本的典故改编，文章相当犀利独到有见解，个人觉得升华了这
些素材，刚刚又读了一遍黄粱梦，“惟因虚梦，尤需真活”这段再次读到尤为感慨使人振作，好梦亦
假，噩梦很快也会醒
7、《鼻子》《橘子》《羅生門》《竹林中》《南京的基督》
好看。
《鼻子》又惡心又好看⋯
8、比起追求完全的文学性作者而言，芥川龙之介读起来实在有让人叹服叫绝的鬼才魅力。读后是绝
对不会忘记的风格和内容，具有很强的影像感，而且角色带读者反省认知自我，怪才便是了。
9、醍醐灌顶，短小精悍。
10、像在读鲁迅呢
11、里面很多故事也跟中国文化有关，如作者曾多提到《水浒传》、《金瓶梅》，短篇小说很有灵气
，每个主人公自带引导技能，让人开始审视自己。
12、很喜欢《河童》，《罗生门》还是电影更精彩
13、那个灵魂经历了无数的流转，又需要寻找一个人来托生了。那便是栖息在我身上的灵魂。因此，
虽然我生于现代，却又一事无成，只有不分昼夜地度过恍然如梦的人生，唯独为了等待那必来的不可
思议的对象，正如尾声在薄暮的桥下，痴情地等待永远不会来临的恋人一样。
14、爽利！
15、很喜欢芥川龙之介的风格，第一次见到就被惊艳到了。可是我每次都会读成川介龙之介。
16、不知道是不是这本，还是很多短篇的杂糅，还记得地狱图！
17、民国时期的译本，竹林中 南京的基督 鼻子 罗生门 这几篇印象最深
18、文字的驾驭能力需要天赋，而芥川龙之介极具这方面天赋
19、 不知地狱，不知天堂。
20、涉及中国的小说有几篇风格和明清小说有些像 有说教意味 对于日本其实一直在反思
21、太棒了 故事都非常精彩 最喜欢的作家
22、最精彩的鼻子，和地狱变，赞叹，短篇思想家，都说时势造英雄，可那个年代，也令他失望。
23、芥川的东西也一向暗黑。暗黑文往往有两种，一种作者自己也三观不正地乐在其中，另一种刚好
相反，倒霉的芥川是后者，对未来毫无希望而自杀倒也理所当然。大多数文都是现实意义上的努力者
，希望着幸福又被现实击溃。或许是写多了这样的现实，他才会留下“为什么我对未来只有模糊的不
安呢”而草草离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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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十大中短篇小说家：芥川龙之介》

精彩书评

1、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选，已看的差不多接近尾声。合上书本，真切地感受到，芥川作品里的中
国文化。他受古典四大名著影响，但同时对中国的历朝各代涉猎匪浅。从楚汉的项羽到大唐的盛况，
从元末的黄公望到清末秦淮河畔颓势中的假虚荣。就连写那边《圣.克里斯朵夫传》的结尾，隐约都能
联想到《西游记》流沙河里沙僧的绰影。对中国的一切历史拿捏有度，适可而止。芥川龙之介喜欢编
离奇的故事，故事本身再虚幻荒诞和可怖，但最终的目的劝导人们一心向善，积福者福必佑之。他的
作品除了构思独特，情节跌宕之外，语言描写也是优美独树，尤其是有关风景的描写。比如《山鴂》
里有这么一段“天空晚霞绯红，空中枝叶交织，朦朦胧胧一片，准是密密匝匝，清新扑鼻的嫩芽。屠
格涅夫举起猎枪朝远处看，林木幽暗，时而清风微拂，窸窣作响。”很难现象这么优美的文字会出现
在这么忧郁的一个作家笔下。这个年仅35岁的作家是开枪结束了他的生命的，书本里有关于他的照片
和坟墓，他给自己的书斋取名“我鬼窟”他读波德莱尔写过这么一句话“读波德莱尔的散文诗，最令
人感动的，不是对恶的赞美，而是他对善的憧憬。”一个好的作家可能都背负着重于泰山的原罪吧。
写到这里我同时在想，为什么现在的作家，都写不出一百年或者更早些时候那么扣人心弦的情节?小说
也好，诗歌也罢，难道真的是所有的题材和素材都被写完了，消耗殆尽了吗？还是我们对于现状显得
太安逸和满足，无暇、也不想去挖掘深层次的，更加能撞击自己心灵的东西？
2、最早知道这个鬼才是通过一篇《竹林中》。看完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却又被深深地吸引住目光
完全不能移开。看过这本之后，大概对他有了浅浅的认识。很难用语言表达芥川龙之介的文风（也许
也是因为他鬼畜的感觉而被冠以“鬼才”之称吧）但大概就是给人一种支离破碎的感觉。自己表达能
力有限，因此饮用书中前言的几句话，我认为很好地表达出了那种意境：同毕加索绘画艺术带来的“
立体主义”革命有很多相通之处——将不同视点观照之下的事物反映在同一平面上，用变形、扭曲与
破解的局部来展示一个更接近于原态的立体世界。嗯，差不多了，有点想起《格尔尼卡》呢，支离破
碎却有独特难懂的美感育于其中。印象最深的有《罗生门》中用残酷血腥的事实来追问生存手段的选
择问题；《舞会》中刻画的唯美而悲惨的女子的爱情⋯⋯芥川龙之介这种画风诡异的作家在一战后的
日本应该是不少见的吧，然而，鬼才逃不过命运：1927年，36岁的他自杀了。知道这个事实其实也没
什么好惊讶的，毕竟他遗书中那一句“对未来的恍惚的不安”简直就是他文风的精妙写照了。最后摘
录他《尾生之信》中的一小段，总觉得冥冥之中芥川龙之介早已透露出了自己的惶恐：从那时又过了
几千年以后，那个灵魂经历了无数的流转，又需要寻找一个人来托生了。那便是栖宿在我身上的灵魂
。因此，虽然我生于现代，却又一事无成，只有不分昼夜地度过恍然如梦的人生，惟独为了等待那必
来的不可思议的对象，正如尾生在薄暮的桥下，痴情地等待永远不会来临的恋人一样。
3、芥川龙之介可谓是日本文学界当之无愧的“鬼才”，以“巨匠”誉之，也毫不为过。芥川的短篇
小说，风格独特，立意深远，运笔精湛，艺术魅力浓厚。以下是我读本书所作之笔记，且以薄学浅析
下芥川的小说特色。一.�以小见大的象征手法芥川的诸多短篇都具有明显的以小见大的象征手法，如本
书中所辑《罗生门》《鼻子》《窗》《斗车》《一块地》等，这些作品往往篇幅较短，情节简单，落
笔于小处，然而却具有极强的社会现实意义。仿佛一个小巧的透镜，镜面虽狭小，然则背后折射出的
万千世相，纤毫毕现，精准到令人不寒而栗。这些以小见大的佳作，是一把细针扎在现实的肌肤上，
血珠沥沥。二．成熟老辣的文字运用芥川之所以堪称鬼才，不惟其文学构思之精巧，更因其文字运用
之老辣。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构思也许取决于阅历和思想，而文字造诣似乎更与天赋相关。独特的构
思也许有成熟的表达方式，才得以成就佳作。芥川最令我惊叹的一点，是他对于文字拿捏的精准性。
这种精准性表现在：遣词用句的表现力之精准和字数控制之精确。细读他的短篇，几无赘笔，凝练老
成，短短数语可道尽千言。至于芥川的文风，自然是带有日本文学一贯的清丽风格，不过不少篇目显
得更为古典；而在这清淡素雅的审美风味之后，隐藏着芥川独有的冷静。三．作品中明显的中西特色
芥川的作品中往往带有明显的中或西的特色，这大概与他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明治维新后，日本文
化的重构）。本书所辑录篇目中，有诸多涉及到了基督教的故事（《浪迹天涯的犹太人》《基督徒之
死》《圣·克里斯朵夫传》《南京的基督》《诸神的微笑》等），芥川对于西方基督教的讲述和思考
是个蛮有意思的现象。另外，他的一些作品，也有明显的中国古典特色（如《黄粱梦》《尾生之信》
《六宫公主》《湖南的扇子》等），这或使得部分译者采用接近中国古典文学式的文风翻译芥川作品
，个人认为效果还是不错的。四．精确入微的心理洞察不得不说，芥川对于人性幽微处、心理微妙处
的洞察力真的精准到令人疼痛。偏偏他用那种淡漠、冷峻的笔调写来，更是彻寒入骨。这类作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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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十大中短篇小说家：芥川龙之介》

《鼻子》《大石内蔵助的一天》《戏作三昧》《地狱图》《竹林中》《一块地》等，都是不可多得的
佳作，宛如冷水灌顶，给人以广阔的深思空间。五．独具一格的小说形式芥川的短篇小说有其独特的
个人特色，但是也显见中西方各文学流派（包括古今）的冲击影响（如我斗胆猜测一下，其遗作《河
童》应该是借鉴了《格列佛游记》），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让我在读的时候常感新鲜，不过不得不承
认，他的作品纵然带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子，但仍然具备了作为佳作的所有要素，堪称小说创作的典范
之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接下来分析一下本书中我比较喜欢的几个短篇。
《罗生门》《罗生门》的主题是人性的善恶之争，从仆人（有版本翻译为“家将”）心理的几次急转
（先是憎恶恶行，然而听完老太婆的话后反而坚定了为恶的决心）来表现人性的脆弱、道德的脆弱。
当然了，文学界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品多如牛毛，而芥川此作之所以如此经典，与独特的“芥川思维”
有密切的关系。我试着梳理一下本篇中仆人的几个心理细节：1、�仆人被解雇后自怜自艾，对当强盗
这件事“仍然没有足够的肯定的勇气”；2、�仆人在刚看见老太婆的行为时“不断地增强起对一切恶
的反感”，甚至宁可“毫无留恋地选择饿死”也不愿与其同流合污；3、�当仆人拔刀向老太婆时，由
于发现他的力量占绝对优势、老太婆完全被压制，从而感到“洋洋自得”和“心满意足”；4、�仆人
听说老太婆拔头发想做假发，“很是失望”，“方才的憎恶情绪和冷冷的蔑视，又一齐涌上心头”
；5、�仆人在听完老太婆作恶的理由后，“产生了一种勇气”（作恶的勇气），对老太婆施加了恶行
。我们知道人性在极端的情况下会变得肮脏污浊，然而仅仅知道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知道这
一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以何种过程发生的。仅仅是观察仆人的心理转变，就有很多“细思极恐”的地
方：1、仆人早已知道，要么为恶，要么饿死，然而当他一人独处时，却迟迟跨不过心里那个坎，而
老太婆几句话就轻易让他毫无顾忌地犯下了恶行。似乎当人们把自己隐藏在群体之时，道德的压力就
会减轻，“别人也这样”的想法仿佛消解了一切不安。千百年前，孔子说“君子慎独。”在道德上，
我们真的应该只“慎独”吗？2、人们所谓对恶的反感，究竟来源于何处？从书中看，仆人拔刀，乃
是出于这种对恶的愤怒，然而这种“正义的愤怒”背后却仍是欺凌弱小的恶的快感。老太婆厌恶卖蛇
女，故而觉得拔她头发也无所谓；仆人厌恶老太婆的行为，所以觉得扒其衣着也无甚干系；——我们
不得不看到，每个对恶的愤怒最后都无一例外地导向了新的“恶”。那么既然如此，善与恶的分界在
哪里？又或许，人性本恶，道德只是一层伪装的催眠？3、生存的理由，很简单，也很粗鄙。所以当
仆人听到老太婆拔死人头发的理由时先失望了一下（或许此时在他的道德意识里，为恶仍需要充分重
大的理由），然而最后他作恶的理由也许连老太婆都不如。这就是赤裸裸的生存，这就是生存对道德
的碾压。——我们知道，人性是兽性的文明进化，人性本身无所谓对错是非，只有一种规律，随着现
实（生存）的变化而被随意揉捏的规律。也许很多人看完此文后在想，人性是什么？而我却在思考，
道德是什么？它就像制度文明之上一层糖果色的外衣，华丽鲜美，却也最是脆弱不堪。生存并不可耻
，然而由它引发的道德跌落确是令人扼腕叹息。最后，“仆人的去向谁也不知道”。结尾似兀然，确
是意味深长。《鼻子》“——人的心中，自具有两种矛盾的感情。见人不幸，无人不会不同情。然而
，此不幸者，一旦摆脱困境，不知怎的，反让人觉得怅然若失。说得过分点儿，心里巴不得他重陷入
不幸中去。虽非有意，不知不觉中竟生出一种敌意来——内供尽管不明其中缘由，却总感怏怏不乐，
无非因为从池尾僧众的态度中，隐约察觉出这种旁观者的利己主义。”这段话说得毒辣，颇有鲁迅的
批判意味。然而《鼻子》一篇值得注意之处，非全然在于这种“旁观者的利己主义”，更有禅智内供
的心态变化也颇值得玩味：起初明明视鼻子为心头疙瘩，却偏偏总是装作毫不在意；而鼻子恢复正常
后，反而因为他人的异常举止而恼怒不堪；最后“重陷入不幸”，反而觉得庆幸。——人毕竟是社会
中的动物，很多时候，也许，我们以为的自我认知，不过是外人观点在我们内心的投影而已。或者，
就连那些志趣，那些引以为傲的人生追求，也是“借”来的。那么，“我”在哪里？《大石内蔵助的
一天》“内藏助听着十内的这番话，毋宁说感觉十分痛苦。他感觉到，那几乎是一种侮辱。同时，这
些话自然而然地勾起了他放浪形骸的往昔回忆。对他而言，那些回忆有着异常鲜丽的色彩。在那些回
忆之中，他看见了细长蜡烛的亮光，闻到了沉香香油的馨香，也听到了加贺节庆的三弦声。⋯⋯毫无
疑问，他曾无怨无悔地生活在记忆中所有的放浪生活中，也曾在放浪的生活中，完全忘却了复仇义举
而享用着短暂的惬意瞬间。他是一个极端诚实的人，却自我欺瞒否定了这个事实。对于明了人性真谛
的他，那当然是做梦未敢想象的悖德之举。因此当人们盛赞自己，或将自己所有的放浪行为说成是实
现忠义的手段时，他便会感觉到不快和内疚。怀有这种思想情愫的内藏助，自然对佯癫苦肉计之类的
褒扬，感觉到十分痛苦。他意识到，自己在遭受着第二次打击。仅存于胸间的那缕春风，眼见得拂面
而过。尔后则在那冷冷的寒影中，仅仅留存下对于所有误解的反感，以及未能预知误解的、自身愚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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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感。他觉得这样下去，他的复仇，他的同志，还有他自身，或许都将在一种乱七八糟的赞赏声中
留传后世——他面对着这样一种令人不悦的事实。⋯⋯”——成为英雄似乎是件悲惨的事情：你不得
不面对外界对于英雄的附会、想象与臆断，任凭他们把你如同小女孩般打扮，穿着历史华丽的外衣在
社会的道路上游街；你被公众绑上祭坛，却没有说不的权利——因为你的道德，教养，博爱，或是其
他使然。世人需要的是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是谁都没有关系，你只是不幸成为了载体。你的隐私被挖
掘，成为养活一批话语者的饵料，被改造成世事所需的样子，像污水一般倾斜在路旁。你可以成为任
何，除了一名凡人。你是你的名字，是一个符号，一种荣光，一种尊崇，是一道天降的神谕；但你不
是你。《戏作三昧》艺术创作不是一块洞天福地，艺术家们也得面对世俗之扰。甚至因为这种落差之
大，反而更觉痛苦。马琴对于艺术的思考，对于文字艺术的虔诚追求，那种心理的挣扎起伏，痛苦和
狂喜，也许正是芥川本人的现实写照吧。我觉得这是实在走心的一篇作品呢。《英雄之器》·《窗》
贴一段我在社团公众号发的短评：本期所选两篇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可谓短篇小说中的经典之作。《
英雄之器》探讨了“凡人”与“英雄”的英雄观：虽则吕马通与刘邦都认为“知天命，犹与天斗，方
为英雄”，然两人对项羽的评价却截然不同。吕的观点其实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意见（如杜牧），认为
项羽应当养精蓄锐，明知败势却硬要逞能、终究身毁人亡还要归罪于天非英雄所为。而刘邦却认为，
项羽已知必死，仍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乃是真英雄。究竟孰是孰非，历史难有定论。不过，无疑地，
以吕氏为代表的意见具有显然的唯结果论意味，而刘邦等的观点则更似一种纯粹的精神意义。我最喜
本篇的遣词用字之凝练深定，全篇千余字无一赘笔，寥寥几笔勾画出的人物形象跃然灵动，以小见大
，一波三折，看似文风简淡，实则字字力透纸背。《窗》的表现手法与同期的表现主义作家卡夫卡颇
有通处，象征意味浓厚，取材于平常，落点于细微，意境幽广深邃，亦是以小见大的绝妙典范。《地
狱图》艺术的狂热。故事本身真的诡异得可怕，估计这也是很多人不喜的原因吧。不过这篇和《戏作
三昧》一样，是芥川本人艺术心态的自我剖析。情节虽然极端，但是那种上天赐予的艺术天赋所带来
的狂热，仿佛一个魔咒：它让艺术家全然沉浸在一个异样的世界里，常人的思维和本能在此都被斩断
，只剩下无尽的源流，仿佛万古的洪荒⋯⋯也许，《地狱图》只是一扇小小的窗口，助你我一窥艺术
家独特的心灵世界。另，本作很有古典志怪（传奇）的气质呢。PS.吐个槽：邪教组织也能创造出这种
近乎艺术的狂热呢，呵呵呵呵⋯⋯《尾生之信》这是一篇我非常喜欢的短篇。芥川出神入化的文字功
底，把尾生抱柱一事写得幽然动人，意境飘渺绵回；景色描写、情景营造的文笔之美令人击节赞叹。
然而，到此为止，它还是一个我们所熟悉的故事。末尾笔锋一转，涉及自身，便使短文宕开一片天地
：尾生所代表的那种等待的信念，就具有了极强的象征意义。这种事物的微妙联系一经发掘，便是令
人惊艳的。芥川龙之介，确堪鬼才。PS.后《斗车》一篇也有类似的结构：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然后
笔锋一转，转至一个似乎跟故事本身并无干系的人物/事件上去，辅之以简短但精刻的议论，将事物之
间的微妙联系打通，豁然开朗，意境洞深。《竹林中》文本本身比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更要洗练
。前言的解析很精准，在此一并摘录：“这部作品最关键、最具有颠覆性的创意，是它运用复眼式的
叙述视角，为读者呈示出了如同映现在多棱镜里的不同层面且互不相容的现实世界。作者基于怀疑主
义的立场，对历史真实的惟一性这一认识论前提进行了质疑和解构”⋯⋯“芥川龙之介将人们习以为
常的一元化世界撕开了一个巨大裂口，而黑泽明却把这个裂口缝合上了。”⋯⋯“原作《竹林中》的
结构特点，便是无法拼接出一段完整且惟一的事实真相，它呈现出的世界史破碎且多元的。所有试图
通过推理和辨析对事实真相进行整合的努力不仅徒劳，反而是对小说的复线叙述所展示的历史与现实
的多重性的刻意消解和破坏。黑泽明试图用他的改编对虚无主义实施拯救，但却漠视了原作挑战单一
视点出发的一元化世界认知的意义。”“芥川龙之介在《竹林中》的文学书写实践，同毕加索为绘画
艺术带来的‘立体主义’革命有很多相通之处——将不同视点观照之下的事物反映在同一平面上，用
变形、扭曲与破碎的局部来展示一个更接近于原态的立体世界。因此，不妨将《竹林中》视为一部‘
立体主义’小说，它如同毕加索的绘画一样，能够带给读者以认识论层面的强烈冲击具有其他小说所
无法取代的特殊的文本价值。”《一块地》这是一个颇令我动容的故事。读罢在网上一查，似乎有人
在探讨婆媳关系和两代人的两种生活信念呢。从这个角度切入，去探讨本篇主旨，当然也中规中矩，
但是我的关注点却不在此处，我认为此篇更微妙之处仍在于心理描写：一是婆婆阿住的心理，一是媳
妇阿民的心理，当然其中更值得玩味的是前者。且听我细细道来：婆婆阿住最值得玩味的心理在于其
对死人的态度：将自己的两人亲人的死亡（儿子、儿媳）视为一种解脱而感到愉悦。如果说我们在开
篇看到她对于自己儿子仁太郎之死的态度还无甚感觉的话，那么，看到文末她对于儿媳阿民之死抱有
同样的心理时，就该怵然而惊，寒彻入骨了。不妨来梳理一下阿住心路历程：瘫痪多年的儿子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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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解脱——担忧生计，想给儿媳找入赘，哪怕这人是个赌徒——儿媳用实力扛起了家，她感觉幸福
，逢人便夸儿媳，甘心操持家务——儿媳的事业心夸张，她的活计增加，加之儿媳渐不服管，生了嫌
隙——讨厌儿媳，同时归老心强烈——儿媳死，感到放松，不久又随机对未来生计悲伤。不得不看到
老人家的矛盾之处：担惧劳累，却又不得不寻求生计。这种劳累让她先是放下了养育多年的儿子，后
又放弃了曾经赞不绝口的劳模儿媳。此二子者，归根结蒂：负担。当生存压力迫于头顶时，她可以忍
受负担，暂忘痛苦；可一旦生活不那么难过了，这种负担又把压力转化为怨恨：对至亲之人的怨恨。
不得不说，老太婆阿住也许是个好老人，勤勤恳恳，温顺柔弱，符合传统村妇的形象；但是那种人性
深处最本质最原始的淤泥，也同样滋生于淳朴美好的心灵中。再说阿民。阿民的心理也很有意思：首
先是她的母爱非常强烈，那种为儿子留下家产的信念非常之强，这种信念支持她慢慢挺直腰杆，昂首
挺胸，最后被一场急病侵袭，笔直地倒下。其次是她态度的转变：对于婆婆，起初是温顺的；但这温
顺的底子里就埋着强硬——她无论如何对入赘一事绝不松口；后来在打拼事业的过程中，她和婆婆达
成了一种和谐，一人主外一人主内，似乎是平等了；随着家业的慢慢积累，她渐渐敢于直面反击婆婆
了，甚至破口争吵，揭其短处。不管是经济权决定话语权也罢，事业的打拼磨炼了人的性格也罢，总
之，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在这场婆媳权力之争中，阿民站起来了，她不再满足于传统的三从四德，晚
辈孝道，她要用实力来争夺家庭的控制权——这一整个过程水到渠成，我们不禁想问：支撑我们在这
世上挺直了腰杆站直的，到底是什么？《河童》《河童》一篇的构思手段和《格列佛游记》十分相似
。《河童》用一个幻想世界（彼岸）的镜子，折射我们所处现实（此岸）的百态。这样一来，其实映
照的面非常广：从人类的出生问题（人的出生是被动的、不自由的，甚至可能是恶的，然而河童却可
以选择自己的降临与否）到制度问题（资本主义的“吃人的”阶级社会，而河童则直接做成了肉罐头
）；从诸多的生活细节（人的穿衣问题：河童不穿衣服）到形而上层面的时代理念（河童所认为的滑
稽与人类相反）；从人类婚配问题（这也可能是个性别问题：河童是雌追雄），到现代工业文明（文
化的廉价和低俗，以河童的印刷厂为隐喻）⋯⋯等等，至细靡微，由浅入深，广角宏观，可堪颇有野
心和经营的遗作。唯一的遗憾，可能只是我自己并不喜欢吧（耸肩）。2016.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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