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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古都》

内容概要

本书收集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四部代表作。《雪国》以有钱有闲的舞蹈研究者岛村与一位
艺妓和一位纯情少女之间的感情纠葛，为读者展现了一种哀怨和冷艳的世界。《古都》描写一对在贫
富悬殊的家境中生长的孪生姐妹之间感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千只鹤》描写富家子弟菊治在不经意
间与父亲生前的性人太田夫人发生肉体关系，而这段孽情最终导致了他所真正钟情的姑娘文子——太
田夫人的女儿——自杀的悲剧。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迄今一般认为获奖作品是《
雪国》、《古都》、《千只鹤》为代表作品，事实上，瑞典皇家文学院常务理事、诺贝尔文学奖评选
委员会主席安达斯·艾斯特林致授奖词，首先评介川端康成的优秀代表作品，是《伊豆的舞女》。他
说：“川端初次发表了一举成名的、讴歌青春的短篇小说《伊豆的舞女》，它描述一个青年学生的故
事。主人公于秋季里，只身去伊豆半岛旅行，与一个贫困的、受人蔑视的舞女邂逅，萌生了爱怜之心
而坠人情海。舞女敞开纯情的心扉，对青年表示出一种纯真而深切的爱。这个主题，犹如一首凄怆的
民谣，反复吟咏，在川端先生后来的作品中也一再改头换面地出现。这些作品揭示了作家本人的价值
观。并且，历经多年，川端先生逐渐越过日本的国境，也在遥远的海外博得了名声。”然后，他才相
继评介《雪国》、《千只鹤》和《古都》，因此《伊豆的舞女》也在颁奖所列举的代表作之中，过去
被人们包括译者在内所疏忽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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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古都》

作者简介

川端康成(1899—1972)，日本著名小说家。出生于大阪，学生时代起即开始文学创作，1924年自东京帝
国大学毕业时立志成为一位专业作家，并与横光利一等人创办同人杂志，名为《文艺时代》。1926年
，发表成名作《伊豆的舞女》。他早期的创作曾追求新感觉主义和表现主义。最后，走上借鉴西方现
代派的技巧、方法，立足日本的古典文学的新路，取得了成功。1968年，他以《雪国》、《古都》、
《千只鹤》三部代表作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日本文学史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作家。除小说外，
川端康成还写下许多文学专论和书评。1972年，在其个人工作室自杀身亡。川端康成是日本现代文学
大师，他的作品对日本现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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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古都》

书籍目录

川端康成文学之美(代序)伊豆的舞女雪国 千只鹤古都附录1：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附录2：受奖
演说：我在美丽的日本附录3：川端康成生平与创作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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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古都》

精彩短评

1、伊豆的舞女
2、终于读完了钙曾经很喜欢的文字。。嗯，优美的。。但是钙去吃大便！
3、起初，总觉太细腻平常，读不下去；后来心便被狠狠抓住了。
“银河，很好看啊。”
正如文中常提的，天空挂着淡淡的寂寞，杉林藏着淡淡的悲哀。
这淡淡的，热闹凡尘难寻的心绪。
4、伟大的作家 让我必须承认这个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他们的文化除了艺伎、茶道、园艺，AV女优，还有更深的甚至比我们还悠久深邃精微的东西
5、再读了一遍，再看了书评才比高中的时候看得多懂一点了。觉得日本式的审美很细腻也很深沉。
6、即使在这样的翻译下，我还是非常喜欢
7、川端用那细腻而优雅的文字，向世界展示了日本美丽的一面。“物哀”之情承接了发轫自《源氏
物语》的日本文学传统，值得一读。
8、川端康成那种纤细精致的文风和富有韵味同时精雕细琢的语言，让初读的我感到惶恐：对日本传
统文化的疏离让我感觉难以适应和静心品读。从《雪国》与《千只鹤》中便可窥见川端那种“优美得
近乎悲戚”的文学观，藉由其悲惨身世，他的文字带有颓废美和厌世主义倾向，也就萦绕着宿命感挥
之不去。
9、高中时候读的这本，雪国、古都、千纸鹤，加上课本里的花未眠，语文读本里的伊豆的舞女，构
成了我对他的全部印象。当然了叶老师的翻译也很经典
10、一贯的宁静与朦胧。
11、这是我第一次看日本作家的作品，很喜欢！作者对人物内心的描写非常细腻！看完这本书后，让
我对日本的风土人情充满好奇，希望有机会能到日本亲身体会！
12、美好。
13、“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提啦， 人世间很难说没有失落的珍珠。”
14、四篇里面，最喜欢的还是要算古都吧。
15、纯粹而认真地生于徒劳之上。
16、雪国。
17、没看懂   一点都木懂   还是挺佩服自己能看完看不懂的书
18、这种书要看好多遍的啊...老管人借怎么行啊....
19、但愿是叶渭渠翻译的原因⋯⋯
20、还不错但是翻译有些拗口
21、看伊豆的舞女，真美。越往后看越不知所云且恶心。。
22、淡淡的哀伤 被带入另一个世界 
23、川端康成的经典之作
24、我承认我看不懂⋯⋯
25、喜欢啊～～感觉微妙～好早之前看的
26、淡淡的进行。。
27、日本文学对我很有吸引力
28、美
29、银河好像哗啦一声，向他的心坎上倾泻下来。
30、东方美。。。
31、川端康成的文字，我不可妄加评论。
32、唯美
33、京都风情画中的世态炎凉。情感过于含蓄，还不能读出味道。
34、能带来很好的阅读感受的书。
35、只能看得懂伊豆的舞女，雪国和古在结束的时候都感觉高潮还没到，怎么就完了。。
36、读起来能从文字里感觉到那种美好和朦胧，还有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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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古都》

37、3.5，收录了比较有名的四篇《雪国》《伊豆舞女》《千只鹤》《古都》，川端康成的世界我真的
读不懂啊
38、很赞很赞

39、豆瓣没有读过的那个版本，那就随意标一个吧。也是，大概刚上初中那会从语文老师家里借的，
写过很长的读书笔记，现在，也只记得大概了。
40、只读了雪国 千只鹤 伊豆的舞女部分
41、川端的书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完美
42、抱歉我欣赏不了这诺奖作品
43、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看的，看的比较乱，一个暑期都没把这本书看完。开学了便匆匆读完，只是
收获的一种甜涩，就如标题一样，雪国，让你想象不到的那个作者心中的纯朴与淡然。
44、只看了雪国。拖了很久看完的，他的描述真是强大。细腻而绝代。
45、川端康成在那年评论夏目漱石自杀时说他可能不能理解他的自杀行为，但是后来他还是用这样的
方式告别人世。如果说是成长方式给予他一定的底蕴，倒不如说他用文字丰富了他的童年。他是日本
作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文字中透露着物哀与悲伤之情，很多场景都美得不像话。
46、在脏乱的时代写下纯情的文字，绝不是一般人的境界。
47、我读过的是这个版本的。
48、2016/02/22 美到极致，美到伤感，物哀贯穿他的所有作品。
49、文字淡雅，恬静，很美，但近乎白描的叙述却又让我觉得有些简陋。三部里最喜欢雪国。
50、唯美的书 
51、美的开光，此书之前，于我而言，空有叙事，没有文学。。。刻在姐生命中的一本书
52、最喜欢《伊豆的舞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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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古都》

精彩书评

1、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仿佛自己也随岛村来到了雪国。因着岛村的心是与自然相融的
，仿佛自己也被消融在其间。夜空下一片白茫茫。铁路人员当做临时宿舍的木板房，星星点点地散落
在山脚下，给人一种冷寂的感觉。列车开动了，岛村看到姑娘叶子慈母般地照拂男子。也许他用过分
好奇的目光盯住这个姑娘，自己增添了不少的感伤。感伤？岛村总是把美丽的事物，不由自主地引向
虚无。列车的窗玻璃在雪天成了一面镜子。黄昏的景色在镜后移动着。人与物在夜霭中的朦胧暗涌，
两者消融在一起，描绘出一个超脱人世的象征世界。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美。可是，它毕竟是非现实
的，是虚无的。就像岛村研究的西方人的舞蹈。描写没有看过的舞蹈，是地地道道的“纸上谈兵”，
可是，在岛村看来，那是一种天堂的诗。在任意想象中，欣赏自己空想的舞蹈幻影，对他来说，有时
也会得到一种心灵的慰藉。为心灵而存在，显得那么纯真。如同岛村欣赏的，是纯真的存在。驹子从
十六岁起就把读过的小说一一做了笔记，写不出感想，只是记记标题、作者和书中的人物，以及这些
人物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徒劳嘛。”岛村劈头给了她一句。“是啊。”驹子满不在乎的说，然
后直勾勾地看着岛村。雪夜的宁静沁人肺腑，那是因为被女子吸引了。徒劳？驹子谈小说，像是在谈
论遥远的外国文学，带着一种凄凉的调子，同毫无贪欲的叫花子一样。看上去她对城市事物的憧憬，
现在也隐藏在淳朴的绝望之中，变成一种天真的梦想。在岛村看来，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徒劳，就像铺
席上挣扎的飞蛾的徒劳，像人的依依之情，也没有绉纱寿命长的徒劳。驹子是行男的未婚妻，叶子是
行男的情人，驹子为未婚夫赚点疗养费去当艺妓。可这一切终究如病故的行男一样，终将化为乌有。
驹子恪守婚约也罢，甚至卖身让他疗养也罢，这一切不是徒劳又是什么？恰恰相反，驹子的存在非常
纯真。人世间虚无飘渺之际，驹子仿佛带来了光和热。岛村眼里的徒劳，恰恰是驹子生命的意义。没
有剧场，没有听众，没有都市的尘埃，驹子弹琴照样有力。她总以大自然的峡谷作为自己的听众，孤
独的练习弹奏。久而久之，她的弹拨力量就有力量。这种生活，对她本身就有价值，怎么能说是徒劳
呢？离开谱子还能弹拨自如，这无疑需要有坚强意志和不懈的努力。驹子在大自然的映衬下，显得无
比坚强。她不是栖居山里的蚕蛹，而是苍劲挺拔的芭茅，不偏不倚。她带着野性与不压抑的人性，要
竭力生存与追求爱情。驹子，她有着一股明知徒劳偏偏为之的倔强，她要尽力追求生命的美，追逐一
生的美。纵使徒劳，在驹子身上，在当事人身上，却成了一种纯粹的认真。人世间本身就是一场悲剧
。岛村终究要离开雪国。而驹子，哪儿也去不成，谁也留不住。她的内心，激烈呼吸，像是一种令人
依恋的悔恨，只顾安然等待复仇。一如叶子悲戚而凛冽的死。驹子就是叶子，叶子是内心的驹子。驹
子抱着叶子，如同抱着与岛村共同度过的岁月，抱着自己的牺牲和罪孽一样。若真要说人世间虚无缥
缈，人的存在徒劳无益。那么纯粹而认真的生，也是一种美。它的美，美在灵魂上，如雪国上纷纷扬
扬，尽情飘洒的雪花。
2、川端的书，总能唤起我内心的物哀之感，一如小时候看《离骚》，屈子的孤独哀思都寄托在字里
行间，不过一个在东洋的日本国，一个在汨罗的春秋战国。喜欢咀嚼川端的文字，他的风格还是和被
称之为衣钵传人的三岛由纪夫大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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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古都》

章节试读

1、《雪国.古都》的笔记-第58页

        

2、《雪国.古都》的笔记-第22页

        

3、《雪国.古都》的笔记-第18页

        

4、《雪国.古都》的笔记-第22页

        吃罢，钻到少年的斗篷里，产生了一种美好有空虚的情绪，无论别人怎么亲切地对待我，我都非
常自然地接受了。明早我将带着老婆子到上野站去买前往水户的车票，这也是完全应该是事情。我感
到一切的一切都融为一体了。

5、《雪国.古都》的笔记-第3页

        死者不会用道德制约活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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