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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日》

内容概要

日本著名文学家永井荷风经典散文名篇。
东京的雪、踏着木屐漫步的街道、意外邂逅的撑着洋伞的曼妙女子⋯⋯大师笔下的绝美的日本旧时代
风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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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日》

作者简介

日本小说家、散文家。原名壮吉，别号断肠亭主人、石南居士等。1902年即以自然主义倾向的小说《
地狱之花》成名。曾游学美国、法国，写有《美国故事》、《法国故事》。回国后任大学教授，并主
编《三田文学》杂志，倾向唯美主义。1954年被选为艺术院会员。主要作品有《隅田川》、《争风吃
醋》、《梅雨前后》、《东趣话》等，带有享乐主义色彩。还写有《断肠亭杂稿》、《断肠亭日记》
和《荷风随笔》等散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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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日》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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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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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红叶
钟声
十日菊
悬崖
坡
便携秃笔
百花园
虫之声
羊羹
十六七岁
十九岁的秋天
闲话洋装
树
来青花
骤雨
海之旅
夕阳
引洪渠
重游八幡神宫
隅田川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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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日》

精彩短评

1、深夜读书，关灯之后留下泪来。日本的哀愁总是报以对一切的过去洗刷式的赞美，但写的真好，
仿佛身临其境。对钟声里成长起来的众生，有着如此真诚地，害怕失去而想要紧紧攥住的心情，这恐
惧都是向着生的。
2、2016年的最后一本。
3、消极度日大多如此。这样，或许就是和日子一起消亡吧。（是什么影响了永井荷风的观念，当时
的社会究竟又如何？以至于他只想在残影里寻找孤独）
4、有人活在昭和 有人活在大正 论为什么过去的日子更美好
5、看不下去。
6、#青空文库# 日亚kindle商店下的免费版 好久没看到如此美丽工整的日文 中上级日语学习者用来当
阅读材料非常合适
7、读完送女朋友了
8、越读这样的文字，越想从喧嚣中抽身而去。但编者太差，多人翻译，毕竟是汇成一本书，人名、
注释竟没有统一梳理。
9、一直以为 永井荷风是个女的 难道他在散文中有时候确实把“我”建构成女人吗
10、生活气息随处可见，喜欢的不得了
11、孤独症患者
12、精养轩在森茉莉书里也看到过 “关照”
13、来自日本的情怀，启发中国人对本土文化的视角。编写差评
14、美
15、幽静的情调，独身主义者的感慨。三星半
16、唯美 原来他还去过龙华寺 
17、偶然的发现，便也认识了这个曾经只知其名的作家。不做俗世的从流者，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孤
独，喜爱寂静
18、提着木屐，打着洋伞，漫步在东京街头。 
这样的永井荷风太过于romantic。
19、真是一本降温的好书，悲凉的冷清感漫上来，35度的高温都不算什么了。
20、想去江户，不想去东京了
21、看永井写的东京风情，初读几篇让我身临其中特别是<悬崖>观潮楼的暮钟，不过多读些难免觉得
单调⋯⋯
22、辣鸡村上春树
23、三星半。怀古伤今，不喜欢文风，不喜欢其中思想。想起张岱，但觉得张岱更好
24、有隐世情怀的他，穿着木屐、拿着洋伞成日游走于东京街头，回忆并想念江户。
25、木屐，雨伞以及对江户时代的怀恋。
26、穿着木屐，拿着纸伞，徜徉于东京的大街小巷，既不为到达什么地方，也不为获得什么感触，只
是散步和空想。羡慕这样的生活。
27、寡淡无味，没读出所谓“唯美”。
28、这种书大概不能一口气读完吧 
29、正好这几天因为要办事，走了很多未闻的街道。归程常常是闲走，秋凉的薄暮里，行人寥寥，只
有两三路车的公交站台连广告纸都褪色地躲着。一样地喜欢无名无用之物，这本书文笔不显优美，然
而却觉得和永井荷风的心境是相通的。
30、30%太浪漫主义的鸡肋
31、还是喜欢这样的无用之文，只能让人在纷杂中惆怅和哀伤，却深深地感受到人活于世的多情。
32、 "每到冬日，就有野鸽前来庭院拜访的记忆却一直盘踞在我的脑海中。大雪将至的冬日傍晚，胸
中总会充斥着莫名的落寞与寂寥。这种忧虑的心情并非一两日就能治愈，时至今日，那种莫名的悲伤
还会被轻易唤起。"
33、书写小情绪。
34、明明就是一个老头子伤春悲秋借此回味自己的风花雪月，对不起，不喜欢。对我来说有用的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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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日》

“大雪纷飞日，袖手旁观时”这一句
35、比岛崎藤村的《千曲川风情》有趣多了，作者本身有趣才能抓住有趣的细节。最喜《巷之声》。
36、隐遁 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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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日》

精彩书评

1、《雪日》读完。永井荷风在这一册中，显得像个过时之人。置身嘈杂中的怀古情绪，没有一点尖
锐的棱角，也不放射出爆裂的火光。不合时宜的闲散与风流，作者感叹自己“疏懒至此”。但荷风的
享乐主义不是耽溺物欲和豪奢，而是纵游于诗文美景，秋日听蝉声，雨里观落花，冬天，冬天则有钟
鸣被冻得清脆，暖炉熏熏。因此，这懒散是亲切喜人，读来怡悦的。但他写到那些现已不存的古时韵
味时，无疑，深怀哀思，而且那愁绪与难以疏解的遗憾也将轻易萦绕让你的心头，使人不得不叹息。
这书中带着的年代感不是硬质的建筑，而是薄雾般逸散，令人浸没其间。就是雨中的东京，水洼倒映
着灯牌彩色的光亮，行人匆匆，裹在不合身的洋装里。它们为荷风所鄙弃。这个定是穿和服，踩木屐
的人，只对它们投以玩味而深长的一瞥，就遁入进凉荫下，窄而曲折的巷间去了。他要观赏杂草掩着
的旧寺，到泄洪渠岸寻古，读魏尔伦的诗和清国的词文。清丽，悱恻，惆怅，亦有单调平淡之处，倒
更真实了些。今日签到说，秋日夜晚适合读散文，那这本确然应景。不那么热烈，不那么闪耀，秋初
偷闲的雅趣。刚好屯在手边的还有青梅酒，瓷碟儿一盛，个中风雅，不等醉去便尝得出来。要说风物
人情，东方文学之韵味，是截然不同于欧美文学的，这种根源于文化的享受，为旁者所不能比拟。只
是作为学过日语的人来说，这合译本，实在算不上把永井的志趣译得剔透，而且前后文风也不统一。
不如读原版。永井荷风有很深的中国情结，偶尔也显出一点儒士的风骨。钻研日本文学，永井荷风实
在有必要一读。
2、1、先说说为什么一定要用nostalgia这个英文单词。可能有的人看到题目之后会从心底里鄙视我，觉
得我在模仿五四青年的语气。我坚持用这个单字不翻译，是因为语言之间存在没办法逾越的鸿沟，它
的中文意思可以指思乡，也可以指怀念过去与从前，可是你把它翻译成哪一个中文词语都是片面的，
很多时候这种感觉作为一个整体而出现，很难区分。如果想要解释什么是nostalgia，那可能需要很长
一段话，而且不能是说理性的解释，它可以是&quot;记得在父亲辞世后，我和母亲两人坐在牛込区大
久保空荡荡的大院里。每到冬日最冷的时节，都会有一只野鸽不期而至，停歇在院子里。母亲看到后
，就会念叨道：&quot;野鸽来了，该下雪了。&quot;至于到底有没有下雪，我已记不大清了，只是每
到冬日，就有野鸽前来庭院拜访的记忆却一直盘踞在我的脑海中。大雪将至的冬日傍晚，胸中总会充
斥着莫名的落寞与寂寥。这种忧虑的心情并非一两日就能治愈，时至今日，那种莫名的悲伤还会被轻
易唤起。&quot;或者是&quot;整个少年时代的春季和初秋，鼠都一次次往灯塔跑。浪高的日子，浪花
冲洗他的脚，风在头顶呼啸，生苔的石板不止一次滑倒他细小的腿。尽管如此，那条通往灯塔的路对
于他仍比什么都可亲。他坐在堤头侧耳倾听涛声眼望空中的云和一群群小竹荚鱼，把装满衣袋的石子
掷往海湾。暮色四合时分，他顺着同一条路返回他自身的世界。归途中，无可名状的伤感时常罩住他
的心。他觉得前头等待他的世界那般辽阔，那般雄浑，完全没有他潜人的余地。&quot;上面那段是永
井荷风的『雪日』，下面这段是村上春树的『1973年的弹子球』。这两个不善于应对改变的男人都处
在一个让人措手不及的时代，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城市，日益变化的新观念，他们所怀念的可能各有不
同，一个怀念江户，一个挂记昭和，一个为了清平小调而惋惜 ，一个在老爵士酒吧听着黑胶唱片，可
却都有着同样的情怀，他们代表了两带割裂却极其极其类似的青年世界。只不过村上君写了三本书之
后便放弃了这个主题，并且就此划线成为自己作家生涯的一个初级阶段，最开始他是反对这三本书在
欧洲的译文版刊行的，我猜测他有点不好意思自己过于暴露青年时代的体验，现在看来略显幼稚吧。
与村上相对，永井荷风的怀旧是明目张胆的，大方潇洒。当我读荷风的第一篇文章，雪日的时候就深
受感动，他不会放低身价去迎合读书的人（当然我不是说村上君在刻意讨好读者，只不过有一些恬不
知耻的作家是这样的），但是他很懂得用真情，让你陷入到一种情绪里。我总觉得在日本这样一个个
个不缺情怀，处处都有小津遗风的岛国，这种怀念更是一个长盛不衰的精神体验。怀旧是个恒定的哀
愁，过去的事情似乎永远站在美好和稳定的一边，而未来看起来面目狰狞，阴谋重重。同样的，村上
龙在『第一夜 第二夜 最后一夜』里面表达了相似的nostalgia，然而完全不同于这两个人的是，他
的nostalgia私人性很强。荷风和村上更具有时代感。可这是其他的话题了。如果有人非常残忍的批判
，这几个男人都是闲出了病，那我也无话可说了。2、杨晓钟在序里面讲，永井荷风&quot;所代表的日
本唯美主义的文学作品克服了自然主义平板单调的缺点&quot;，这句话我不是很赞同，至少从这本书
的二十篇散文里，能看得出永井荷风不会局限于什么主义，该平板单调的时候也非常无聊，他似乎很
懂得取悦自己，描写了一通自己喜爱的自然景观，平淡无奇。我想这大概困于题材的局限性，如果没
有亲身感受过他笔下描写的坡儿、崖、山、寺，又没『雪日』、『葡萄藤』那样的人和故事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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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日》

那么很遗憾，骨子里还是平板单调的自然主义。因此整本书个人认为是有些良莠不齐的，穿插的两篇
小说非常具有时代感和画面感，这大概要归功于荷风的观察力和把风景再现、塑造成故事舞台的能力
。（配合小津安二郎更有味道）。除去这两篇小说不谈。最出色的大概就是『雪日』这一篇文章了。
『雪日』里面在雪地中野合的情节出现在最后，而在这之前，怀旧的情绪培养了一个多愁善感的男主
人公，又用寒冷夜晚的食物——冒热气的红薯、大福饼、乌冬面，并着雪夜的居酒屋散发出的灯光，
蓄了满满的情怀，最后释放出来，白居易的《问刘十九》大概也是这样的意境，&quot;绿螘新醅酒 红
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quot;同样『葡萄藤』虽不比这篇，可是也很好，他和妓女两个人
在阴暗潮湿的房间完事后，又走到葡萄藤下，近处声音有欢笑有牛虻，远处声音有木鱼，天色是紫红
色的，和葡萄一样。这种颓废又边缘的美感，大概只有永井荷风能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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