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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

内容概要

《古都》是川端康成一九六八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三部作品之一，描写了一对孪生姐妹悲欢离合的
际遇。姐姐千重子出生后，由于家境贫寒，无力抚养，即遭遗弃，幸而为一家绸缎批发商所收养，成
了一个养尊处优的小姐。而妹妹苗子，虽未见弃于父母，却在襁褓中便成了孤儿，孑立伶仃，长大后
自食其力，到山里种植北山杉。姐姐千重子优美，文雅，善于感受，赋有少女细腻的心理：春花秋虫
，是她联想到大自然的永恒，生命的无限；高耸的北山杉，使她感悟到为人正直之道而苗子，这仿佛
是挺拔俊秀的北山杉，当雷雨袭来时，在杉林里无可遮蔽的情况下，她便毫不顾惜自己，以身体庇护
姐姐。为了不影响姐姐的幸福，她宁可远遁深山僻壤，表现出动人的姐妹之情和美好的情操。
作者以大枫树上的两株紫花地丁，来比喻孪生姐妹的命运：咫尺天涯，虽相见有期，却终难聚合。姐
妹二人几度相逢，却因境遇不同，实难一起生活。苗子自感身世凄凉，千重子也有人生孤寂之感。由
于姐妹俩无力抗拒的命运，加之少女们多愁善感的情怀，是小说不仅具有浓厚的抒情气息，还蒙有一
层诗意的感伤。
小说的主题，虽说是写两姐妹的命运，但从全书的结构和作者的旨趣来看，作品刻意表现的，显然是
京都的风物人情。京都历史悠久，千余年来，常为建都之地。优美的自然景色和四时风物，足可代表
日本山河的妩媚秀丽。各种节令和风俗，体现日本人民自古以来与大自然搏斗的魄力与传统。一处处
的名胜古迹与佛舍浮屠，更反映了民族的智慧与情趣。所以，京都堪称是日本传统文化的荟萃之地，
是日本人民“精神上的故乡”。不论川端康成写作《古都》的本意如何，就其艺术效果而论，确是表
现了京都的自然美和传统美。作者让读者跟着千重子去寻访京都的名胜古迹，欣赏平安神宫的樱花，
嵯峨的竹林，北山的园杉，青莲院的楠木，领略一年一度盛大的祇园会，时代祭，伐竹祭，鞍马山的
大字篝火...小说好似京都的风俗画卷，使人能体味到日本民族的情趣，日本民族的美。所以，从这部
作品，很能看出川端康成的创作特色，即：以现代人的感受，用叹惋的笔调，描写日本民族的传统美
。
川端康成曾以继承日本的美学传统自诩。正像我国在艺术上历来讲究意境一样，日本自古以来便注重
“幽玄”之美，含蓄之趣，读完觉得余情绵绵，韵味深长。川端康成作品里，简约含蓄的语言，意在
言外的象征，自由飞动的联想，的确继承了日本古典文学中这一美学传统。
川端康成在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某些表现手法，借助这种外来技巧，
来抒写日本民族所特有的纤细而敏锐地感受，从而创造出川端康成独特的，即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艺
术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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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

作者简介

川端康成，（1899～1972） 日本现、当代小说家。出生在大阪。幼年父母双亡，后祖父母和姐姐又陆
续病故。孤独忧郁伴其一生，这反映在他的创作中。在东京大学国文专业学习时，参与复刊《新思潮
》（第6 次）杂志。1924年毕业。同年和横光利一等创办《文艺时代》杂志，后成为由此诞生的新感
觉派的中心人物之一。新感觉派衰落后，参加新兴艺术派和新心理主义文学运动，一生创作小说100多
篇，中短篇多于长篇。作品富抒情性，追求人生升华的美，并深受佛教思想和虚无主义影响。早期多
以下层女性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写她们的纯洁和不幸。后期一些作品写了近亲之间、甚至老人的变态
情爱心理，表现出颓废的一面。 成名作小说《伊豆的舞女》（1926）描写一个高中生“我”和流浪人
的感伤及不幸生活。名作《雪国》（1935～1937）描写了雪国底层女性形体和精神上的纯洁和美，以
及作家深沉的虚无感。其他作品还有《浅草红团》（1929～1930）、《水晶幻想》（1931）、《千鹤
》（1949～1951）、《山之音》（1949～1954）和《古都》（1961～1962）等。川端担任过国际笔会副
会长、日本笔会会长等职。1957年被选为日本艺术院会员。曾获日本政府的文化勋章、法国政府的文
化艺术勋章等。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2年在工作室自杀去世。已有多部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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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

精彩短评

1、整个小说格局显露出的日本人执着的季节感，和作品人物的心情相交织。整个作品还是非常优美
纯净的。
2、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结束了。有点《边城》的感觉
3、淡淡的紫色小花,生命里隐藏着牵扯
4、翻译的很好
5、这个版本的《古都》错别字非常多。而且译者把某些中国北方的语言特点代入文字，看起来很别
扭。
6、悲伤的气氛氤氲在周遭 很难走出来
7、止于陈述的表达。
8、一个字都没提及过忧伤，却被字里行间伤了一地。
9、京都 太美
10、唉⋯真的细腻的让人赞叹⋯语言散漫的可以，却被一根线缠缠绵绵的凝聚在一个中心，若即若离
，美不胜收，故事性不强，所有的美感，在序幕刚刚拉开时戛然而止，留下无限的空间，美的像一颗
光点，凝聚着，可以照到很远，而本身却停留在刹那间⋯
11、情怀。
12、花是活的。它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活得绚丽夺目。。。
13、川端康成写的很美的一本书！淡淡哀愁，细微的感情变化，两姐妹的情感。
14、古都里缠缠绵绵的情愫
15、高中时学校图书馆里的。封面实在不大好。
16、描绘得太美
17、虽然不喜欢这样的叙事风格  但还是感叹川端能将文字像画画般得表达 非常的美 
18、我真没看出什么好。/。/。。。。
19、看之前还以为是短篇小说集，结果是一本薄薄的中篇，很有京都风味的一本小说，故事情节也如
和风一般淡雅
20、在学校的阅览室借的书，已经不是一般的喜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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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

精彩书评

1、记得读高中的时候，课文里面有一篇川端康成的《花未眠》，大抵是说半夜起床邂逅花的故事，
然后川端康成以花为审美对象，不断将花人格化，甚至超越人格化，引申到对于终极问题的追问......
凌晨三四点遭遇未眠的花多么需要契机啊，所需要的不光是外在的时间空间的契机，更多的是一种对
于美得渴望和发现。川端康成的书只读过《雪国》和《古都》，和《花未眠》一样，小说里面没有声
音，显得那么寂静。还记得读《雪国》在上海的时候给以前的姑娘言说女主角在火车站上遭遇男主角
时的描绘，火车窗外的景色所带来的光影，不断的打在女主角脸上。这段描绘是如此的冗长，也是那
么的美。我经常想起从北方坐火车回南方，华北的平原自然没有什么丘陵林树之类，当驶出河南，大
概到了湖北之后，铁轨旁边的山坡便若有若无的遮住阳光，光和影在车厢内开始了追逐的游戏，变幻
莫测的可爱，有时进入一段隧道，便是一段黑暗，等出了隧道，这个游戏就又开始了。光和影出现的
地方，有的时候是一张沧桑的脸，有的时候是一张笑脸，有的时候是一张漂亮的脸，有的时候是一张
狰狞的脸......我还有什么想说的呢，我想起来了，今年中秋的时候，我跟爷爷奶奶在房间里面看电视
，窗帘是开着的，因为奶奶说就算我们不赏月也要让月亮照着我们，突然奶奶说你们快看，月亮上面
悬着一个十字架，我抬头看过去果然有，似乎是两道垂直的光芒形成的，而且特别美丽。这大抵就是
神迹吧，我也不明了怎么形成的，奶奶很感动，眼睛里面闪着泪光，开始唱赞美诗，我一言不发，爷
爷一直觉得这很神奇，一个小时之后，这才慢慢散去。为什么月亮上面有十字架呢？这是神给予我们
的启示？抑或只是光受云层的遮蔽形成的？我不明了，不明了。川端康成在《雪国》的结尾说，男主
角有一些内心的东西融化了，我也有一些内心的东西融化了。在《古都》的结尾，苗子离开了千重子
，千重子叫苗子以后还来家里，千重子摇头离开。她们恰恰就是千重子所喜欢的紫花地丁无法在一起
。千重子和苗子之间充满了理想主义道德色彩的爱，但是她们还是无法在一起，至于为什么，不需要
明了，因为有些人，有些景，本是邂逅，又何必强求依偎？《雪国》里面毫无声响，我自然可以认为
是因为有太多雪将这些声音给藏匿了，给消逝了......《古都》里面呢？声音为何也听不到，是因为千
重子小姐的理想主义人格么？那样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太多的声音就变得聒噪了吧。我读不懂川端
康成，我知道川端康成最后也是自杀的。他的故事不给你结局，但是最后故事的主人公都远去，或许
川端康成想说的是，离开就离开，不要问因果，他似乎从这种悲情里面享受到一种美，从静态的景物
，静态的叙事之中享受到一种美，这种美脆弱的支撑着他，以至于他跟我们叙述这种美得时候都不做
声。我还想起来，同样在火车上，大概是路过许昌，两三年前，一个天主教教堂伴随着光与影进入我
的视野，雨后，一道彩虹挂在教堂上面，我感动的轻轻说了声，阿门。
2、用清新唯美的文字,波澜不惊的文字描写出了一个纯洁的主人公和充满神韵的景致.没有明显的情节,
仿佛一切都是顺理成章.读完后仿佛净化了心灵,净化了周围一切存在的事物.丝毫没有像读完&quot;千
只鹤&quot;时产生的困惑和罪恶感.喜欢这样简单美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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