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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龙之介小说精选》

前言

　　一个人生活在现代，由自身能感受到的现实空间再向上推溯，就进入了历史。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自身生活的空间也会逐渐演变成历史。因此，无论生活在哪个时代的人，都不能不在面对现实
的同时，思考前人的生活，思考前人经历过的、远比眼下的现实更为漫长的历史。 已经流逝的过去，
凝固在纸上，凝固在文物中。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历史在现代人的眼中开始变得模糊了，没有想象中
那般透明。 要进入历史的时空，了解前人的生活，往往需要借助文字的阐释。 于是有了史学，有了
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本书将要介绍的芥川龙之介（1892—1927），就是一位风格独特的现代作家，他
在十多年写作生涯中用自己的创作，对日本古今历史文化作出了独具一格的形象阐释。他的小说深为
日本读者所喜爱，并通过翻译介绍为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所熟悉。 与历史学家不同，文学家对历史的
阐释更多地侧重于形象。这使得通过文学作品理解历史比读史籍来得更为生动。一个人一生中读过的
史书，恐怕远远不及读过的小说数量多。仔细想想，说不定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中就掺杂了很多文学成
分。尤其是对外国历史文化的了解更是如此。 我们也许对唐朝的兴亡所知不多，但却知道白居易的《
长恨歌》；同样，我们对法国的近代史未必有足够的了解，但却知道小仲马的《茶花女》、雨果的《
巴黎圣母院》。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那些古今中外历史上的文学家，其中既包括本国的，也包括芥
川龙之介这样的外国作家。 芥川的一生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历史题材小说。
如本书介绍的《罗生门》、《鼻子》等等，无不取材于日本古代典籍。当初芥川执笔写这类作品时，
还是一个东京大学的学生。从小说描写的古代日本人物风土，能明显感觉到这位年轻的作家以古喻今
的志趣。小说对人物心理的深层的开掘，让冷峻的笔触直达人性的最深处，这种独具匠心的叙述方式
，深得作家夏目漱石的欣赏。他曾断言，如果芥川能将“那样的作品再写上二三十篇，当会成为文坛
上无与伦比的作家。”此后，芥川以自身的艺术成就证明了夏目漱石的眼力果然不错。 芥川的创作活
动主要集中于日本的大正年代，这一时期正值白桦派高扬人道主义旗帜活跃在文坛上，因此，日本作
家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关注自我、关注人性。由于作家的个性、追求、文学趣味不尽相同，每
个人对历史的阐释方式自然也呈现出不同风貌。与同时代作家相比，芥川尤为重视戏剧性场面的经营
，以求用小说的形式展示历史人物内心的冲突，从而与现代读者的精神沟通。从本书选译的《罗生门
》等小说可以看出，芥川在写这类作品时最为关注的与其说是历史真相，不如说是人的生存状态本身
，尤其是心理深层的人性。这篇小说描写的是平安朝一个雨夜，在京城罗生门里上演的那幕短剧，分
明是一篇现代寓言。那个年轻的家将为生存所迫，起意做强盗，但内心却迟迟下不了决心。当发现罗
生门上老太婆拔死人头发做假发，家将的心理明显为之一变。方才还觉得强抢可耻。 如今却以其人之
道还治其人之身，堂而皇之地完成了向强盗的蜕变。 其后创作的《鼻子》，仍然运用类似手法，通过
古代高僧心理深层的纠葛，揭示人性中最为隐秘的一面。小说中那个僧侣对自己长了一根与众不同的
香肠鼻子耿耿于怀，却偏偏死要面子，不敢向徒弟坦言治愈的愿望。经过了一番折腾，鼻子虽然没治
好，僧侣内心反倒变得比当初坦然了。作品写的虽然是古人，但揭示的却是现代人的心理、生活情境
。类似的作品还有《竹林中》，这篇小说由几个不同的人物的不同陈述连缀而成，他们对刚刚发生的
那场凶杀案的证言真真假假，像一团乱麻纠葛在一起，很难断定孰是孰非。作者似乎想通过小说告诉
读者，世上本来就没有一览无余的真相。只有剥开蒙在表面的种种谎言，透过纷繁的表象，才能触摸
到背后的真实。 本书中选译的《地狱变》、《六宫公主》等，也同样属于历史题材。《地狱变》从开
篇到结束，场面描写开阖自如，火烧香车那一段尤其动人心魄。画师良秀为了艺术，甘愿遭受世人的
白眼。为了能生动再现地狱火焰，他向大公提议烧辆香车，以便观察体验。然而他万万没料到的是他
的爱女竟然被投入香车在烈焰中丧生。那一刻画师内心悲愤无比，继之升腾起一股近乎神灵感召般的
艺术激情。 艺术与道德的冲突激成了那幅惊世杰作，而画师本人则因受不了内心的煎熬最后自缢身亡
。《六宫公主》虽然作品内容看起来波澜不兴，但小说的每个细枝末节中，都蕴藏了足以掀起惊涛骇
浪的能量。 除了从日本古典取材之外，芥川还有意识地从中国古典资源里寻找素材。这当然得益于他
自幼熟读汉籍。中国古典作品、传说可以说是芥川发掘创作题材的又一宝库。小说《杜子春》、《秋
山图》等故事就是这方面创作的典型。《杜子春》取材于一段得道成仙的故事，作者着眼于主人公杜
子春成仙过程中受到的种种诱惑，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古今人性的弱点——对金钱的执迷。《秋山图》
则取材于中国艺苑传说，通过一幅《秋山图》的真赝，折射出人生悲喜的几多虚妄。 通过对历史的新
式解读，芥川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感知历史、介入历史的新形式。正如芥川自己所言，他的小说素材“
大抵得之于旧书”。不过，芥川本人的眼界之宽阔，并不完全限定在和籍汉典。 他在东京大学读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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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龙之介小说精选》

本就是英文专业，毕业后最初也是在学校教授英文。精通西文无形中给芥川又拓开了一条新路。比如
本书中所收的《烟草和魔鬼》，就取材于早期基督教传入日本的逸闻，小说描写烟草初次传到日本，
借此暗示读者，事物呈现的形态往往比人们所看到的更为复杂。人自以为战胜了诱惑，说不定恰好中
了魔鬼的圈套。 正如牛贩子获救与堕落相伴随，魔鬼的失败背后隐藏着意想不到的成功：把烟草带入
了日本。 这种认知历史的视角一旦形成，使得芥川在创作现代题材的小说时，也获得了一个依托点。
本书中所收《手绢》、《母亲》等小说，方法意识与他的古典题材有相通之处。由此也可以看出，芥
川的历史小说为什么“不以再现历史为目的”。《手绢》可以说是透视日本人心理的绝好文本。小说
描写痛失爱子的母亲宛如谈家常一般讲述儿子的死，眼里没有泪水，嘴角还带着微笑。只有从放在膝
盖上激烈颤抖的双手以及手中那条差点被撕碎的手绢，才能窥见母亲深藏在内心的无比哀伤。手绢成
了诠释日本民族心理的小道具。《母亲》中的叙述，表面上看同样是平淡无奇，透过一个个貌似琐碎
的细节，却让人感到一种惊悚、震撼。作品通过那个年轻母亲敏子的淡淡心迹，揭示了掩盖在同情心
之下的刻薄与冷酷。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人性的洞察极为深刻，如此复杂的心理形态在作者的笔下
驾驭得却十分轻松。 在芥川看来，无论古典还是现代题材，最终都是与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
这正是芥川与通常的历史小说作者相异之处。芥川的小说虽然也写历史，但他叙述的故事并不因年代
久远而显得滞重，反倒圆润轻灵，骨子里流露出很强的现代精神。反观他的现代题材小说，很多又带
有古典传奇色彩。比如《魔术》中将现实与梦幻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令人称奇的画面。魔术能给追
求物欲者带来成堆金币，但要学会这种技巧，却要求学习者必须断绝对金钱的欲望。 一旦心里涌起贪
念，魔力顿即消失。小说寓意现代人面临的物质与精神的矛盾冲突。就幻想的丰富性而言，《河童》
比《魔术》更令人赞叹。这部小说借助于民间的传说，虚构了一个与人类社会形成鲜明对照的河童世
界。这个由一群传说中的精灵组成的国度，将人类的价值观体系做了根本性的颠覆。人不再是宇宙的
中心。在河童的眼中，人毋宁说是异类、怪物。那些人类世代奉为天经地义的东西，在河童的价值观
念中恰恰是错误的、变态的。不言而喻，这部作品即便放到现在来看仍然显得很前卫。 大凡一个有成
就的艺术家，都不会无视写作技巧的锤炼。芥川当然也不例外，他倾尽毕生的精力去追求艺术上的理
想境界，也与其对历史的感悟形式密切相关。芥川有句名言说，作家为了写出“非凡的作品，有时难
免要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小说《地狱变》集中反映了他的这种创作态度。本书中收录的另外一部作
品《沼泽地》，也用不同篇幅表现了艺术家创作的甘苦，不妨视为芥川本人心境的流露。芥川小说的
形象性，源自作家在创作上的精益求精。即便是古典题材，他也经常可以从看似平淡无奇的现象中，
开凿出人性的最隐秘处，并作尖锐透彻的艺术剖析。仅就小说而言，不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代题材
，芥川始终都在探讨人性问题。他探讨人生，挖掘人性，结果总是看到现实的丑恶，觉得“人生比地
狱还地狱”，深为痛苦，极感矛盾。所以，鲁迅在翻译介绍芥川的小说时，特意点明，他“所用的主
题最多的是希望之后的不安，或者不安时之心情。” 在走过35年的人生旅程后，芥川终于在对未来的
“恍惚不安” 中，于1927年7月24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恰像《地狱变》里的良秀一样，芥川的人生
也是以悲剧而告终。他的作品如今已经成了日本近代文学的经典之作，限于篇幅，本书只选收了芥川
的24篇小说。不过，仅就这24篇作品来看，也足以展示出芥川创作的艺术风采。自芥川自杀至今，80
多年过去了。现代的读者（不仅日本国内，包括世界其他国家的许多读者在内）仍然从芥川作品中不
断汲取新的启迪。作品一旦完成，如何理解，就在读者了。阅读史不单与作品的创作史相伴随，还将
在作者的创作活动结束之后继续延伸。 中国的年轻读者，身在21世纪，你们从芥川的小说中会读出些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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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芥川中短篇小说25篇。《罗生门》以风雨不透的布局将人推向生死抉择的极限，从而展示了
“恶”的无可回避，第一次传递出作者对人的理解，对人的无奈与绝望。《鼻子》则把犀利的笔锋直
接刺向人的深层心理，委实耐人回味。
书山稗海，文史苑囿，于中沉潜含玩，钩没抉隐，一日发而为文，自是信手拈来，随机生发，纵横捭
阖，不可抑勒。由庙堂高官到市井小民，由紫宸之深到江湖之运，其笔下无不呼之即来，腾跃纸上。
这方面选了《罗生门》、《鼻子 》、《薮中》等代表作。另一类便是现实题材。芥川生性敏感，近乎
神经质地敏感。一般来说，他不重描绘而意在发掘，疏于叙述而工于点化。少是轻灵与潇洒，多的是
沉郁与非凉。这点不难从其他几篇中窥其一斑。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近代的杰出作家，有“鬼才”之誉。他的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于短篇小说，《罗
生门》、《竹林中》、《鼻子》等都是芥川龙之介最广为人知的经典名篇。早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
便将《罗生门》、《鼻子》译介到中国。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也深受老一辈著名翻译家夏丐尊、夏衍、
楼适夷等人的喜爱，他们都曾翻译过芥川龙之介的作品。 根据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竹林中》改编
，由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执导的电影《罗生门》轰动全球，被誉为“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十部影片之
一”，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也因此更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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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读罗生门鼻子手绢烟草与魔鬼地狱变蜘蛛之丝毛利先生桔子沼泽地龙魔术舞会杜子春弃儿秋山图母
亲竹林中斗车六宫公主阿吟仙人小白一块地桃太郎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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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某日傍晚，有一家将，在罗生门下避雨。 宽广的门下，除他以外，没有别人，只在朱漆斑驳的大
圆柱上，蹲着一只蟋蟀。罗生门正当朱雀大路，本该有不少戴女笠和乌软帽的男女行人到这儿来避雨
，可是现在却只有他一个。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数年来，接连遭了地震、台风、大火、饥馑等几次
灾难，京城已格外荒凉了。照那时留下来的记载，还有把佛像、供具打碎，将带有朱漆和飞金的木头
堆在路边当柴卖的。京城里的情况如此，像修理罗生门那样的事，当然也无人来管了。在这种荒凉景
象中，便有狐狸和强盗来乘机作窝。甚至最后变成了一种习惯，把无主的尸体，扔到门里来了。所以
一到夕阳西下，气象阴森，谁也不上这里来了。 倒是不知从哪里，飞来了许多乌鸦。白昼，这些乌鸦
成群地在高高的门楼顶空飞翔啼叫，特别到夕阳通红时，黑魃魃的好似在天空撒了黑芝麻，看得分外
清楚。当然，它们是到门楼上来啄死人肉的——今天因为时间已晚，一只也见不到，但在倒塌了砖石
缝里长着长草的台阶上，还可以看到点点白色的鸟粪。这家将穿着洗旧了的宝蓝袄，一屁股坐在共有
七级的最高一层的台阶上，手护着右颊上一个大肿疮，茫然地等雨停下来。 说是这家将在避雨，可是
雨停之后，他也想不出要上哪里去。 照说应当回主人家去，可是主人在四五天前已把他辞退了。上边
提到，当时京城市面正是一片萧条，现在这家将被多年老主人辞退出来，也不外是这萧条的一个小小
的余波。所以家将的避雨，说正确一点，便是“被雨淋湿的家将，正在无路可走”。而且今天的天气
也影响了这位平安朝家将的忧郁的心情。从申末下起的雨，到酉时还没停下来。家将一边不断地在想
明天的日子怎样过——也就是从无办法中求办法，一边耳朵里似听非听的听着朱雀大路上的雨声。 雨
包围着罗生门从远处飒飒地打过来，黄昏渐渐压到头顶，抬头望望门楼顶上斜出的飞檐上正挑起一朵
沉重的暗云。 要从无办法中找办法，便只好不择手段。要择手段便只有饿死在街头的垃圾堆里，然后
像狗一样，被人拖到这门里扔掉。倘若不择手段哩——家将反复想了多次，最后便跑到这儿来了。可
是这 “倘若”，想来想去结果还是一个“倘若”。原来家将既决定不择手段，又加上了一个“倘若”
，对于以后要去干的“走当强盗的路”，当然是提不起积极肯定的勇气了。 家将打了一个大喷嚏，又
大模大样地站起来，夜间的京城已冷得需要烤火了，风同夜暗毫不客气地吹进门柱间。蹲在朱漆圆柱
上的蟋蟀已经不见了。 家将缩着脖子，耸起里面衬黄小衫的宝蓝袄子的肩头，向门内四处张望，如有
一个地方，既可以避风雨，又可以不给人看到能安安静静睡觉，就想在这儿过夜了。这时候，他发现
了通门楼的宽大的、也漆朱漆的楼梯。楼上即使有人，也不过是些死人。他便留意着腰问的刀，别让
脱出鞘来，举起穿草鞋的脚，跨上楼梯最下面的一级。 过了一会儿，在罗生门门楼宽广的楼梯中段，
便有一个人，像猫儿似的缩着身体，憋着呼吸在窥探上面的光景。楼上漏下火光，隐约照见这人的右
脸，短胡子中长着一个红肿化脓的面疱。当初，他估量这上头只有死人，可是上了几级楼梯，看见还
有人点着火。这火光又这儿那儿地在移动，模糊的黄色的火光，在屋顶挂满蛛网的天花板下摇晃。他
心里明白，在这儿点着火的，绝不是一个寻常的人。 家将壁虎似的忍着脚声，好不容易才爬到这险陡
的楼梯上最高的一级，尽量伏倒身体，伸长脖子，小心翼翼地向楼房望去。 果然，正如传闻所说，楼
里胡乱扔着几具尸体。火光照到的地方挺小，看不出到底有多少具。能见到的，有光腚的，也有穿着
衣服的，当然，有男也有女。这些尸体全不像曾经活过的人，而像泥塑的，张着嘴，摊开胳臂，横七
竖八躺在楼板上。只有肩膀胸口略高的部分，照在朦胧的火光里；低的部分，黑漆漆地看不分明，只
是哑巴似的沉默着。 一股腐烂的尸臭，家将连忙掩住鼻子，可是一刹那，他忘记掩鼻子了，有一种强
烈的感情，夺去了他的嗅觉。 这时家将发现尸首堆里蹲着一个人，是穿棕色衣服、又矮又瘦像只猴子
似的老婆子。这老婆子右手擎着一片点燃的松明，正在窥探一具尸体的脸，那尸体头发秀长，量情是
一个女人。 家将带着六分恐怖四分好奇的心理，一阵激动，连呼吸也忘了。 照旧记的作者的说法，
就是“毛骨悚然”了。老婆子把松明插在楼板上，两手在那尸体的脑袋上，跟母猴替小猴捉虱子一般
，一根一根地拔着头发，头发似乎也随手拔下来了。 看着头发一根根拔下来，家将的恐怖也一一点点
消失了，同时对这老婆子的怒气，却一点点升上来了—不，对这老婆子，也许有语病，应该说是对一
切罪恶引起的反感，愈来愈强烈了。此时如有人向这家将重提刚才他在门下想的是饿死还是当强盗的
那个问题，大概他将毫不犹豫地选择饿死。他的恶恶之心，正如老婆子插在楼板上的松明，烘烘地冒
出火来。 他当然还不明白老婆子为什么要拔死人头发，不能公平判断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过他觉得
在雨夜罗生门上拔死人头发，单单这一点，已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当然他已忘记刚才自己还打算当强
盗呢。 于是，家将两腿一蹬，一个箭步跳上了楼板，一手抓住刀柄，大步走到老婆子跟前。不消说，
老婆子大吃一惊，并像弹弓似的跳了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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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近代的杰出作家，有“鬼才”之誉。他的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于短篇小说，
《罗生门》、《竹林中》、《鼻子》等都是芥川龙之介最广为人知的经典名篇。早在20世纪20年代，
鲁迅便将《罗生门》、《鼻子》译介到中国。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也深受老一辈著名翻译家夏丐尊、夏
衍、楼适夷等人的喜爱，他们都曾翻译过芥川龙之介的作品。 根据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竹林中》
改编，由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执导的电影《罗生门》轰动全球，被誉为“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十部影
片之一”，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也因此更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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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河童没读完。但是芥川已经排进我最喜爱的日本作家第一名了，鲁迅应该受他影响很深吧。这部
短篇小说集非常的有古韵，像中国的民间故事集，让我想起我的奶奶。对人性的洞察和对社会脉搏的
把握非常的深刻，喜欢。
2、打发时间很适用
3、基本上是山东文艺《芥川龙之介小说全集》的底子。他并不是我爱的作家，可谁让他的版本实在
是太多了呢。
4、每个小故事都很有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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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芥川龙之介小说精选》的笔记-毛利先生 桔子 龙 魔术 杜子春

        毛利先生;然而，时光的流逝能带走一切，唯独对这位超越时代的毛利先生，难道竟一点也奈何不
得他么？
有古意，禅意，是很受中国古典文化影响的作家。
看的杜子春，挖金子一段，很想很想念我的奶奶。奶奶的故事真的都很模糊了，是求之不能得的。

2、《芥川龙之介小说精选》的笔记-母亲

        这一篇写的太深刻，人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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