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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的家庭》

前言

　　记得是2007年的8月底至9月初，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奥兹先生及其夫人前来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进行学术访问，在一次午餐的餐桌上，这位作家说起希伯来民族在历史上曾遭受许多
劫难，多次面临种族灭绝、文化消亡的危险，却总能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延续至今，究其重要原因，
就是在任何时期，群居的希伯来人都会推举族群里最有知识和智慧的长者担任拉比，将历史、法典和
智慧一代代地传承下来。即便在今天的以色列这个现代国家里，拉比在社会生活中仍然扮演着非常重
要的角色。当时我便插话说道，奥兹先生您以及大江健三郎先生、爱德华·赛义德先生等人都是当代
的拉比，在不停地为人们讲述着历史、知识和智慧，当然，更是在不停地讲述着历史的教训以及我们
面临的危险。奥兹先生当时似乎没再拘泥于礼节，用提高了许多的嗓门说道：“对！对！正是如此！
”　　这里说到的大江健三郎先生，就是你们正要阅读的这套丛书的作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
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这位可敬的老作家已经七十多岁了，在自己的人生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
，为了把这些经验和智慧以及感受到的危险告诉你们，特地为他所认定的新人，也就是象征着希望和
未来的你们，陆续写下了《康复的家庭》、《宽松的纽带》和《在自己的树下》这三部作品，并且请
夫人根据文章的具体内容绘制了非常漂亮的彩色插图，与“妻子一道，从内心里期盼这些作品也被翻
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悄悄期盼着将来有一天能够把这三本书汇编成一套系列丛书”，而且，老
作家“现在正想象着，这三本书汇编成一套丛书后，被中国的孩子以及年轻的父母们所阅读时那个家
庭的情景。在并不久远的将来，在东京，在北京，抑或在更为广泛的各种场所，假如阅读了这套丛书
的日本孩子、中国孩子（那时，他们和她们已然成长为小伙子和大姑娘了吧），能够围绕这套丛书进
行交流的话⋯⋯啊，在我来说，这是至高无上的、最为期盼的梦境”。　　大江先生出生于日本四国
地区一座被群山和森林围拥着的小村庄，他最初的“拉比”是家里的一位老奶奶，这位老奶奶向儿童
时代的大江极为生动地讲述了当地历史上的几次农民暴动，还述说了那片森林里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
说。老奶奶去世后，母亲接替了老奶奶曾扮演的“拉比”这个角色，她不去理睬战争时期那些宣传极
端国家主义的所谓“国策”书籍，却从家里并不多的粮食里取出一部分，徒步前往很远的地方城市换
来《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使得大江得以沉浸在美妙的神话世界里。战
争结束之后，母亲取出原本作为敌国文学而藏在箱子里的《鲁迅选集》送给少年大江，作为他由小学
升入初中的贺礼。由此，大江开始了对鲁迅文学从不曾间断的阅读。七年后，大江考入东京大学，邂
逅了人生中另一位“拉比”，法国文学专家渡边一夫教授，开始沐浴在人道主义的光芒之下⋯⋯　　
在人生不同时期的“拉比”的引导下，少年大江掌握了适合于自己的学习方法，学会了慈爱、悲悯和
宽容，同时形成了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个性，及至成为作家后，他又将这一切反映在包括这套丛书
在内的文学作品里。　　当然，现实生活中的大江先生更是时时鲜明地表现出他的以上品质。四十多
年来，他一直用慈父的爱心关爱着患智力障碍的儿子大江光；为南京大屠杀、广岛原子弹轰炸和奥斯
威辛集中营等二十世纪的人道主义灾难大声疾呼；为日本复活国家主义并导致再次走向战争之路的可
能性不断提出警告；为人类社会当今所面临的巨大危险和灾难发出警示⋯⋯　　自不待言，大江先生
的这种高贵品质尽管为所有拥有良知的人们所赞许，却也让另一部分人恼怒异常。你们将要阅读的《
在自己的树下》中，大江先生曾这样告诫孩子们：“早在你们出生之前——直到现在，就有人提出要
写出新的历史教科书，他们现在都是和我同龄的老人了。他们说这是为了日本的孩子们，也就是为了
你们，能够拥有一种尊严。他们打算怎么去写呢？那就是从历史教科书上，把有关日本侵略过中国以
及亚洲国家的内容统统抹掉！”这里所说的想要从教科书里删除侵略历史的老人们，就属于那些恼怒
异常的那部分人了。　　这些人不仅要删改教科书中的相关历史记述，还将大江健三郎这位诺贝尔文
学奖获得者、象征着人类文明和良知的老作家送上了被告席，理由是大江先生在将近四十年前出版的
《冲绳札记》里，部分内容谈到在二战末期，面对美国军队的进攻，日本军队曾强令冲绳当地居民集
体自杀。在保守团体的支持下，曾参加冲绳之战的原目军士兵及其遗族于2003年起诉《冲绳札记》的
作者大江健三郎先生，说是该书中的相关表述没有事实根据，要求停止出版并进行赔偿。　　面对挑
衅，大江先生没有逃避，而是选择了战斗，表示要将这场战斗一直打到底。这种“横眉冷对干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品质，让我们无法不联想到另一位可敬的作家——鲁迅先生。所以，在倾听大江
这位“拉比”为我们讲述知识、智慧以及警示时，我们不但要善于学习大师的知识和智慧，更要继承
为了真理而战斗到底的优良品质。　　许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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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的家庭》

内容概要

《康复的家庭》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随笔集。以残疾孩子光为中心的日常生
活，如清澈溪水，自作者笔下缓缓流出。光的智力障碍常使作者感到苦恼，但光的天真又时时给家庭
带来微笑与感动。光会因为父亲的不体谅而闹别扭，又会在事后尽量找机会和解，加上其他家庭成员
的微笑旁观与适时调解，原本辛苦的生活因此活泼生动起来，充满温暖的亮色。而当光借助鸟鸣走进
音乐世界，并终于写出豆芽菜一样的音符，开始音乐创作，那份纯然的情感流露，让人心灵震撼。
残疾孩子光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的重压，更是家人之间的互相理解与扶持。在逐渐接受现实之后，一家
人凝聚起并肩前行的力量，这个康复的家庭让人肃然起敬。作者因此对人生及历史有了特殊的理解，
同时反映在自身的文学创作上。他以感恩和悲悯的情怀叙述光的主治医生森安信雄博士的真诚，音乐
大师小泽征尔先生的高尚，文学大师井上靖先生的精神，并且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充满人性关怀。
所谓生活的极致幸福，正在于平常；所谓人的尊严，正在于承担无可逃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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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的家庭》

作者简介

大江健三郎 （1935－ ），日本作家，生于四国爱媛县一个森林环绕的山村；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专
修法国文学，以萨特为主要研究对象；1958年，小说《饲育》获得芥川文学奖；1994年，以小说《个
人的体验》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他作品有：《死者的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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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的家庭》

书籍目录

痛苦的样子慎直的幽默击中中心同情接受啊，我的故乡现在灯火初明个性没法子，干吧！独立个性的
裂缝哪个家庭都一样异人经过推敲的语言残疾人十年活动优情（一）优情（二）萨尔茨堡·维也纳之
旅（一）萨尔茨堡·维也纳之旅（二）声音的表情哭叫的灵魂一切都完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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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的家庭》

章节摘录

　　痛苦的样子　　1　　二月中旬的一个早晨，我看到起居室门背面贴了一张祝贺妻子生日的卡片
，这是我的家人互相祝贺生日的习惯做法。这张卡片是被我们叫做小胖的长子贴的，上面画着两个穿
同样颜色衣服、高矮差不多的少女，正在给盛开的大朵黄花和蓝花浇水。花朵上和少女身上都写
有UKARI，这是长子用罗马字母拼写的母亲名字，他一向这么称呼母亲。对不了解我家内情的人来说
，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长子出生时脑部发育不正常，做了畸形矫正手术后，又出现了癫痫病等
新的症状。每次发病，医生都像亲人一般悉心治疗，这使我们家与一位医生结缘，这位医生名叫森安
信雄，已经去世了。我以后还要详细介绍森安先生。在我的心里，先生首先是作为“文化问题”存在
的。人生多际遇，从人际交往中可以学习纷繁多样的人类文化。我用这样的方式，把自己认为重要的
问题统统作为“文化问题”来思考。森安先生使我知道了医生这个职业是个什么样的“文化问题”。
　　我的长子智力发育迟缓，虽说已经二十六岁了，可是相当于什么年龄的正常人，不光是我，家里
人都没有仔细算过。但是，那天长子写在生日贺卡上的一段奇妙的话，比贺卡上的画儿更引起了我的
注意。　　“进了今年，过了很长时间，好像痛苦的人很多。由佳里，再忍一忍吧。让姥姥学会许多
罗马字，这一天就很好过了。非常痛苦的不是妈妈，只是姥姥，我就放心了。”　　我又看了一遍，
惊奇地发现长子的语言仓库里还储存着“痛苦”、“痛苦的人”这些生疏的词汇。首先引起我注意的
是痛苦这个词，因为以前从来没听他说起过。　　这些平常不大用的词，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收藏在了
长子的心里。每当他创作完一小段钢琴曲，给曲子起名字时，他的脑海里会突然冒出一些词汇。比方
说《悲伤》这首曲子吧。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词，包括其形容词的变化形态“悲伤的”
。但是有一天，在他放在钢琴前的乐谱上，却工工整整地写上了“悲伤”这个题目。　　语言这种东
西真是不可思议，它使我经常想起窿田空穗年轻时写的一首旋头歌：　　沉寂心海上，忽隐忽现浮沉
问，一词在荡漾。　　痛苦这个词究竟是以什么形式或通过什么机缘传达给长子，存进他心里去的呢
？这成了我们家一天的话题。可是，“痛苦的人”却是他独特的用法啊。难道能够说，这不是从他自
己的内心涌现出来，而是从外面传进他耳朵里的词语吗？　　长子在心里把外祖母叫做“痛苦的人”
，家里人都很明白这个词的意思。我们现在和已过八十五岁的岳母住在一起。她经常把客厅的拉门敞
开，然后打开玄关的门，去迎接她脑子里能想得到的家人或者来访的客人。有时候连续几天，从早到
晚，每隔四五分钟就去门口一趟。　　岳母是伊丹万作的遗孀。即使作为亲属，我们也想用“伟大”
来称呼这位电影导演，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是《无法松的一生》。岳母还记得伊丹是在日本战败前后，
患肺结核卧床不起时，创作的这部由阪东妻三郎主演的电影剧本。　　伊丹万作制作出非常详细的剧
本绘画分镜头，对角色分配也相当用心，他的儿子伊丹十三导演说，只要把演员定下来，这部电影也
就等于基本完成了。导演拿到剧本绘画分镜头后，就立即开机拍摄。我还是学生时，曾经仔细看过这
个剧本。　　电影中的那位出身名门，品行端庄，又不乏幽默感的军官遗孀，是伊丹万作以自己的妻
子为模特儿塑造的人物形象。伊丹十三曾对他的妹妹——我妻子说过，电影里的军官遗孀与她儿子之
间的关系，其实是父亲为妻儿留下的教育规划。　　外祖母年轻的时候，应该说直到十年前，在家人
和老朋友看来，简直与电影里受到无法松仰慕的军官遗孀的品格没什么两样，而现在，长子觉得外祖
母是“痛苦的人”⋯⋯　　按照文意来看这段文字，长子所写的“由佳里，再忍一忍吧”这句话，似
乎含有黑色幽默的意味。但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由于这种痛苦的疾病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所
以很快就会康复的。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对长子来说，人的死亡，特别是森安先生的去世是他
最害怕、最拒绝面对的事，也是最大的遗憾。贯穿于我正在写作的一系列文章的主题是：每个人——
或者其家人，从生病到康复的整个过程中，都会伴随着真正的喜悦、成长和人格的完成。虽然长子无
法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但他通过自己的身体，应该已经深刻而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然而
，没有康复希望的疾病，或者渐入老境后，不仅是肉体，连精神也慢慢衰弱下去，这是何等地痛苦啊
！　“进了今年，过了很长时间，好像痛苦的人很多。”这种痛苦的衰老之终点就是死亡，如果不相
信灵魂救赎和彼岸世界，其本人和家属的心灵怎能得到真正的安慰呢？即使是不治之症，当病情略有
好转时，哪怕像小阳春天气那么短暂，都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鼓舞。　　尽管现在我还无法谈论灵魂
救赎和彼岸世界，但是智力低下的儿子感觉到外祖母是痛苦的人，使我依稀看到了从他们二人的关系
中浮现出来的朦胧之光。　　2　　前年，我和妻子自费出版了长子光创作的钢琴曲作品集。我为作
品集写了后记，想把长子患有残疾以及音乐对于他的意义告诉读者，现转抄如下。　　光出生的时候
，脑部发育不正常。确切地说．经过手术，他才活在了这个世界上。手术之后，森安信雄博士一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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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的家庭》

光进行治疗。森安先生去世的时候。光写了一首《给M的安魂曲》。这首乐曲的旋律充满真诚而深切
的悲伤，使我们一家人感到无比震惊。透过他创作的音乐，可以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情感。　　据妻
子回忆，尽管光的智力发育迟缓逐渐显现出来，但从婴儿期开始，他就对音乐具有敏锐的反应。三岁
的时候，光一听到贝多芬的音乐，就发出“贝——贝——”的声音；一听到肖邦的曲子，就发出“邦
——”的声音。同样对于妻子来说，头一个孩子就是残疾儿童，作为年轻的母亲，她一定发现了，从
在婴儿床边听到的音乐中，可以获取激励自己的力量。　　我这个年轻的父亲，当然也一直陪伴在光
的身边。发现光对鸟的呜叫声显示出兴趣后，我便买来一百多种野鸟叫声的录音带让他听。那是光五
岁的时候，我和他在森林里的小木屋中，偶然听见鸟叫声，光缓慢地开口说：“这是——秧——鸡。
”他的语调就像是录音带里的解说员，这是光第一次用有意义的词语和我们进行交流。　　然而，光
进入小学特殊班和残疾儿童学校中级班以后，对鸟叫声逐渐失去了兴趣，开始喜欢音乐了。他一天到
晚都在听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巴赫等音乐家的作品。　　自从跟着田村久美子老师学弹钢琴后，
光开始自己作曲了。残疾对光的身体动作也会有影响。久美子老师并不拘泥指法的练习，而是想方设
法地把光引向自己选和弦、编旋律的方向。终于有一天，我和妻子惊喜地看到了他用豆芽似的细长音
符写出来的第一首曲子。　　我总是坐在不远的地方一边看书，一边听着久美子老师给光上课。我从
中感受到了光通过音乐。生动而充满自信地表现出来的人最美好的素质。每当听到久美子老师以及给
我们巨大鼓励的其他音乐家们演奏光的作品时，我都会为光那丰富的内心世界而感动不已。　　光内
心世界的丰富感情，若没有音乐。恐怕一生都无从表达，而我和妻子、光的弟弟妹妹也绝对无法了解
他的内心。我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我必须说。从音乐里我发现了Grace，这个词可以理解为优雅或品格
，也可以理解为感恩的祈祷。我倾听着光的音乐以及音乐之中超越我们世俗的内涵。　　钢琴曲作品
集里收入了十六首曲子，每一首曲子都鲜活地反映出了长子与家人共同生活过来的各个场景。自长子
出生以后，我和妻子，尤其是妻子，为了他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尽管如此，在每一阶段的间
歇，也有歇歇脚喘口气的时候。有智障的光的音乐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在这种间歇时的感觉，这使我
觉得有趣。　　光以小学“特殊班”毕业那一天的情景为主题创作了《毕业》，进入残疾儿童学校高
级班以后，他为学生节创作了《青鸟进行曲》——这所都立学校名叫青鸟残疾儿童学校。当然表现这
种间歇的，并不止这些能明确回忆起日期的曲子。　　例如《北轻井泽之夏》这首曲子，我在倾听一
位钢琴演奏家朋友录制这首曲子时，恍然进入了另一个时空——在北轻井泽的别墅里度过的几个夏天
。那个时候，妻子常常给北轻井泽的花草写生，也给孩子们写生。每当看到这些画册，那些夏目的情
景便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　　今年考入大学理科的次子跟我们说，他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曾写过
一篇作文，题目是“马拉松”。光升入中学的那年夏天，女儿在读小学。他们三个人每天早晨从半山
坡的林间别墅出发，一路“马拉松”到网球场旁边泉水淙淙流淌的地方。　　女儿只要和光一起跑步
就很满足了，完全不想跟哥哥争胜负。今年她就要大学毕业了，做事谨慎小心。回想她小时候总爱哈
哈大笑的个性，变化之大，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次子总想要超过哥哥，第一个回到母亲种有败酱草、
桔梗的别墅院子里，为此冲刺过好几次。不过，还是光经常夺得“马拉松”的第一名。　　现在回想
起来，那时候光的运动能力是最好的。后来由于癫痫病经常发作，体重也增加了很多，再来北轻井泽
别墅时，他就不和弟弟妹妹一起去跑步了。对于光来说，十岁到十二三岁时，跑步给他带来了愉快，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他人生的最好时期。　　对我和妻子来说也是这样。那时候，妻子一边拿着写
生画册给花草写生，一边等着孩子们“马拉松”回来，我坐在旁边的长椅上看书。现在，有如盛夏的
人生早已逝去，光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我和妻子正循着大自然的规律慢慢走向人生的秋天和冬天，
我们的生命力正朝着必须忍受人生晚年的“痛苦的人”的方向发展⋯⋯　　外祖母在身体和精神好一
些的时候，会到起居室来，用哄小孩儿似的温柔而又威严的口吻，告诉光电视台什么时间播放古典音
乐节目，光也像幼儿那样温顺地回答。一天傍晚，外祖母每隔两三分钟就来起居室一趟，叫妻子把水
倒进各式各样的小容器里。在妻子没完没了地应付外祖母的时候，光一直低着头躲在角落里。那个时
刻，他的内心是否浮现出了“痛苦的人”这个词语呢？　　到了第二天早晨，当外祖母又恢复了她原
有的老年人的严肃和温柔后，叫光时，光也同样很规矩地答道：“是！”　　谨直的幽默　　每隔四
周，我都要去板桥的一家大学附属医院一趟，给光取预防癫痫病发作的药。长此以往，已成了日常习
惯，从来没有忘记过。有一次，家里的药只够吃到星期天早晨，于是我星期六去医院取药时，碰上医
院休息，弄得十分狼狈。　　医院里空空荡荡的，我在医院里的汽车站正一筹莫展时，一位住院的老
人出来散步，问我怎么回事后，让我去地下一层的急诊挂号处看看。在那儿，医生给我开了一天的药
。我正要离开时，一位负责人模样的护士严厉地警告我说，以后务必提前来取药。　　有了这次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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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快到月底的时候，家里人都会互相提醒，该谁去取药--自然要避开星期六。每次取药得花费
一上午的时间，不过，当我发现在医院里看书，其实和在书房里看书没什么区别后，就主动要求去取
药了。　　有一回，我在医院外面的大药房等了近一个小时，听见穿白大褂的年轻药剂师叫光的名
字--处方上写的当然是儿子的名字，我走到柜台前，他很和气地对我说道：“配这种药费时间，请您
用完午饭后再来取吧。”其实，刚才我已经从对讲机里的对话中听见，好像是配这几种药时出现了差
错，我觉得这位年轻药剂师不够诚实。　　我又返回医院，去了餐厅。我已经在这儿吃了二十多年各
种饭菜了。这儿的三明治与别处不同，带有种特殊的芥末味，使我不禁回想起光动手术前后的幕幕往
事。那天，餐厅人很多，我坐在最靠边的餐桌用餐。我旁边的餐桌，坐着三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医生，
一边吃饭一边压低声音议论着什么，好像说的是给一个脑病患者--不知道是小孩还是大人动手术的事
，其中一个人说“那个患者手术就算成功了，也不能成为正常人回到社会里来，真是徒劳啊”，等等
。　　在那之前不久，我在名古屋参观了收治重残儿童的医院。我还记得当时看到的情景。一个患有
自闭症的孩子一动不动地躺在干净的床上，这些重症孩子的病房里都弥漫着好闻的气味。这个孩子明
天要接受肠道手术，医生在床边躬下身子，正给孩子鼓劲儿。尽管孩子不具备对语言的理解能力，医
生却耐心地告诉一声不吭的孩子，怎样发现了他的肠道异常，以及要忍受手术的痛苦等等。我一边吃
着咖喱饭一边回想着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个情景。现在，旁边那三位年轻医生也给我留下了因
工作的辛苦而显得疲惫的印象，当然，我没有勇气和他们打招呼。　　那天，我为取药耗费了大大多
于以往的时间才回到家里。第二周，儿子因感冒引起发烧，就没去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上班。第二
天或是第三天的深夜，我被他剧烈的咳嗽声弄醒，便来到他床边。只见儿子满脸通红，睁着一双湿润
的眼睛，盯着空中。平时我总是把他当作孩子，甚至当作幼儿一样来对待，而此刻，面对凝神思索自
己内心异常的儿子时，忽然间感到，他完全像个与实际年龄相符的独立的人了。　　接下来，儿子表
现出了祈求尽快从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不安中摆脱出来的情绪。我只能在一边瞧着儿子，帮不了他什
么忙。上一周在医院取药时被压制住的怒气，不由再度升腾起来。我当时想必也和儿子一样，满脸通
红，呼吸急促吧。但是，躺在我眼前，忍受着发烧痛苦的儿子本身却使我平息了怒火，镇定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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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温馨随笔，朴实文字叙述生活的极致。夫人由佳里女士手绘插图，素淡色彩
描绘世界的原色。　　现在最让我感到自豪的是，看到我的残疾儿子已经具有了decent，即人性的宽
容、幽默、值得依赖的人格，而且我们家庭的所有成员在与残疾儿童的共同生活中，都受到他人格的
影响。

Page 10



《康复的家庭》

精彩短评

1、不过与绝望，也不过与期望， 一个很细腻的作家 另：健康真好
2、老实说，是看了《新闻晨报星期日特别版》上的推荐才去买的但是，翻了几页，就放下了。不知
是语言的问题（我一向看译文都有水土不服的感觉），还是确实写的一般。总之，没有让我读下去的
欲望，只能在床头放着，偶尔睡前翻翻了
3、好像还是地域文化的差异，有些地方不能理解。
4、我是帮朋友买滴。。。。
5、作者有一个残疾孩子，在这个家庭里的成长故事，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
6、好看极了。
我很喜欢作者，作者的思想很有深度，文笔优美，充满温情。
太好看了。
个人认为比《宽松的纽带》好看。
7、人生真美好啊，不禁感慨
8、大概是2010年读的，特别喜欢！很多共鸣！
9、是大江健三郎三本书之一，一个系列，同一个风格。文字浅显易懂，就像听隔壁的白发苍苍的长
者聊天
10、就像一束光照进了心底，很难说清这种感动，似乎人和人之间建立了灵魂的联系。
11、7/10。
12、12
13、喜欢大江健三郎的坦诚。
14、我喜欢看大江的随笔文章，谦逊温和，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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