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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提包》

内容概要

日本年度最受欢迎小说”第一名
荣获谷崎润一郎文学大奖
年少时看《挪威的森林》，长大了读《老师的提包》
爱是欲言又止，痛是欲语还休
川上弘美大概是想让人相信杯酒之间的人生：清酒、啤酒、葡萄酒、马提尼、杜松子⋯⋯总有一种酒
让人一杯就醉，忘了自己。茫茫人世，也总有一个人，让你直入梦境，三世三生。——南方都市报
三十七岁的月子，总是一个人坐车，一个人散步，一个人喝酒，直到和高中老师在居酒屋相遇。
她已想不起他姓什么，只好含糊地以“老师”相称。他们一起饮清酒、品和食，到林间漫步，去樱花
底下流连，在涛声不绝的夜晚吟诵俳句⋯⋯所有令人心醉的日子里，无论何时何地，老师总是带着一
个提包。
几年后，老师去世，把提包留给了她。她打开，里面空无一物，唯有一个飘渺浩大的空间，延展开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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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提包》

作者简介

川上弘美，日本著名作家，1958年生于东京。1994年，《神》获首届帕斯卡短篇小说新人奖，自此登
上文坛。1996年，《踩蛇》获芥川奖。1999年，《神》再度获紫式部文学奖。2000年，《溺》获伊藤
整文学奖和最后一届女作家文学奖。2001年，《老师的提包》获谷崎润一郎文学奖⋯⋯
众多大奖的背后，是作家的低调、谦逊与勤奋。她将笔下的文字统统称为“谎言”，这些“谎言”引
领读者进入如幻如真、如梦仙境的“谎言世界”，讲述着比真实尘世还要真实的欢喜悲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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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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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提包》

媒体关注与评论

　　川上弘美大概是想让人相信杯酒之间的人生：清酒、啤酒、葡萄酒、马提尼、杜松子⋯⋯总有一
种酒让人一杯就醉，忘了自己。茫茫人世，也总有一个人，让你直入梦境，三世三生。　　——南方
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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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提包》

精彩短评

1、昨天一口气读完了《老师的提包》，一般来说，我不太喜欢看外国人的书，因为记不住人名，但
是这本书是日本人写的，人名比较好记，也只是抱着随意的心情去读的，可是一拿起来，就没放下，
这本书，真的好。
我读到喜欢的书就会想，真好，幸亏读了，忍不住就想告诉别人，而且每一次都会有一种这真是最好
的一本书的想法，可是再读下一本时，就会忘了上一本书的好，又想，这本书更好。其实每本书和每
本书带给人的喜悦感是不同的，人的需求也是不同的，自己觉得好，别人未必觉得好，这本书的好上
本书未必有，上本书的好这本书也未必存在，但还是忍不住想跟自己说，哎呀，这本书真是太好了。
　　不用那么多复杂的语言，只是单单冲着自己的内心喊一声，似乎就很快乐似的，像个不太会组织
语言的小孩子一样只发出单纯快乐的笑声一样，真是太好玩了，可是又说不出其中有多么的好，这也
是一种纯粹，这种纯粹让人身心愉悦。
　　但是我不是小孩子，我也有表达的欲望，所以还是愿意复杂一下，愿意写一点个人的感受。其实
可以不写的，但不写，我怕明天的热爱会淡下去，而我今天的欢喜，明日就不会再有，我舍不得丢弃
所有的东西，包括我的小欢喜。
　　一个叫大町月子的女人，其实更像是个女孩，三十七岁，独居。
　　一个人在“悟”的酒馆里（大概是酒馆吧，这些细节我总是有点模糊），相遇了多年前的老师，
以后经常在一起喝酒，各喝各的，老师总是提着一个提包，慢慢地说一些话。
　　一直很好，不相约，偶尔相见。
　　直到一天，因为一场球赛，各自的立场不同，恼怒了，像是两个孩子，负了气。
　　彼此装作看不见对方，依旧是一个人，可是此时的一个人和从前的一个人不同了。
　　然后试探着和好。⋯⋯
　　这样的故事总结是很难的，我无法复制书中带来的心悸。
　　但是它真的打动人心，文字用一种近乎冷静的调子，却无比真实地拨动了读者的心，喜欢就应该
是这样不知不觉，试探，疑惑，担心，想念，猜疑，经历无数内心的不安，谁也不用说出什么来，你
永远也猜不透他在想什么，就是要这样在无穷的等待中经历欢喜，惆怅，孤单，忍耐，心跳，这才是
我所喜欢的爱情啊。经历不安时，月子只会叫，老师，老师就啊一声，再叫，再啊一声，可是无穷的
意味都在里面了，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是不说出来，自己想要说什么，可是说不出来，只能这样悠悠
地，轻声唤你的名字。沧海波正涌，可是无法逼近核心。
　　可是月子，我还能活多久？然而老师的眼光宁静安详。
　　永远，直到永远，月子大叫。
　　如果不是永远，月子就会觉得不够吗？老师难道不是这样的恐慌？
　　然而，在还没有熟悉老师之前，老师却已经去了什么地方。留给她的唯有那个提包，里面空无一
物，唯有一个缥缈浩大的空间，延展开去⋯⋯
　　故事无非是幻象，可是幻象却依旧是我们真实的人生，你读时，将自己放进去了，这便是你经历
的人生。
　　书一天可以读完，可是人生不会，它一样经历悲欢，在你的悲欢里，难道也有着这样遥远却又熟
悉的身影？爱，必是要以拥有为最好的结局，可是我们敌不过时间，我们不知道前面会遇到谁，也不
知道未来会遇见谁，我们只是行走着，行走着，直到那个人自己出现。然而当我们终于走到时间安排
的内容里面时，才发现，没有什么能敌得过时间，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多么陈词滥调，可是这
份悲凉，时时刻刻都在这人世间上演。
　　每一幕正在上演的都是真实的欢喜，就像读书，现在读的总是最好的，那么现在相遇的便一定也
会是最好的。我总是忘记了上一本书的好，我是如此健忘的一个人，就像我总是会遗忘上一次甜蜜的
回忆，因为我不愿意和逝去的时光做无谓的游戏，但是总有一本书会让你泪流满面，总有一个人让你
难以忘怀，为了记住这本书的好，犹如为了记住现在的爱，我还是愿意用文字在时间上刻下印迹，因
为，你是真的好。

2、确实“欲言又止”，似情淡，似情浓。
3、原来提包就只是提包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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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提包》

4、其实我一直邪恶地在想 女主和老师什么时候会上床做爱 可是显然我错的太羞愧了。   节奏很缓慢  
却让我很喜欢  看完和没看差不多 其实心里却明白人生就是很平凡的道路
5、淡淡的故事，日本的故事都喜欢这样的，像水煮豆腐。当然水煮豆腐也有水煮豆腐的好。看过漫
画，漫画基本是高还原了。大概是画风的缘故，总觉得漫画的氛围更温馨一点。
6、絮叨的不错~
7、川上弘美这个银啊，很给力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8、文案比书好看些  书是那种很无聊可是却让人挺想看完的 
9、很日本
10、寻寻觅觅，冷冷清清，中年女性的心境
11、轻口味
12、很日本的小说。很有日本古风
13、忘年恋的温柔，恰如女性文字般舒适且细腻。如温水里溶解的蜜糖，淡淡甜甜又心神安定
14、三十七岁的月子，在一家小酒馆里与原来的国文老师偶然相遇，她想不起老师姓什么，就含糊地
称呼他。在以后的许多个日子，老师常常谈起高中课堂上的事。他们一起喝清酒，吃和食，散步，一
起赏樱，一起外出旅行，在涛声不绝的夜晚作俳句⋯⋯
但在老师离去的夜晚，月子打开老师的提包。里面空无一物，唯有一个缥缈浩大的空间⋯⋯
以上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川上弘美的《老师的提包》故事大概和结尾。
特别的故事、独特的结局。小说中不断透露着月子老师对月子的一种依赖、一种试探、一种爱恋。他
们开始约会，月子被邀请到老师家，看到了老师家里堆满了被用过的东西，被老师珍藏着，因为它们
曾经都为这个家庭或者为老师的生活付出了。是不是一个很怪异的老师，也正是不同常人，所以才有
了这份故事。
月子在老师的诗歌朗诵中，感受到了老师的一份感情，但是她有点犹豫，质疑他们两人在一起是不是
在约会或者相恋。一则老师的表达很含蓄，这种含蓄一直随着故事继续着。一种就是对于月子来讲
，37岁了，可能在情感问题上一定非常慎重，她不太敢轻易敞开自己的心扉，因此两个人就这样保持
着这种交往关系。
作者讲述着这种独特的忘年恋，开始真的以为两人走到一起。可是故事情节突变，老师去世了。月子
一直好奇老师的提包，可是在故事的结尾当她打开提包，里面竟然什么都没有。两人情感发展到现在
了，真的意外提包里会有什么秘密，可是提包里竟然什么都没有，真的意外到吃惊。
可能作者的意图就是老师把所有对月子的依恋，都已经在往日的交往中全部付出了，什么也没留给自
己。就像开篇中那些已经绝对没有电的电池一样，全部的电量已经在平时耗尽了，没有留下丝毫！爱
恋也许不要保留，全部的付出。只不过老师将自己的是通过缓慢释放的，他在释放中得到了一种满足
，让对方慢慢体会到一种东西叫幸福。爱恋是不能用提包来装载的，因为老师对月子爱恋的内容早已
不能是一个提包所能承载的，我的爱已经全部付出了，没有丝毫留给我。这就是作者笔下这样一位奇
特而独特的老师，含蓄到极致。
15、喝杯酒看个月亮吧
16、“切勿冀望，切勿冀望。”
17、延展开去的是月子与老师的爱，平淡中蕴涵着深婉的爱意，这是忧美的爱恋，是真正的爱恋......
18、每次都哭得稀里哗啦 大概因为我想象中的三十好几就是这样的吧 当然 并没有老师
19、日语中表示爱人的词有很多，我独爱“あの人”。

あの人
那个人

那个人
时远时近
可远可近
亦远亦近

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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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提包》

你念他的时候，他真的会出现
你不念他的时候，他也会出现
你念与不念，他总会时时时不时地出现

想说，又说不出
想绕，又绕不开
想见，却不一定见得着
想抱，却不知道要不要

严禁期待，严禁期待
纵使再严厉的警告
还是希望那个人喊自己的名字
还是贪恋那个人独有的温暖味道

只想跟那个人在一起吗？
——那个人总说我一直都在
不想跟那个人在一起吗？
——那个人却说：我们约会吧

《老师的提包》，貌似是个短篇的集子，实则是一个故事；好像就是一个故事，每个短篇又都有自己
的情绪。
那个被叫做老师的人，特地留给了月子一个提包，里面却空无一物。
是想告诉月子，他只不过是一个过客吗？
——那又何必如此特意
是想暗示月子，它承载了良多的记忆吗？
——那又何必是一个提包

被叫做老师的那个人是有一定的收藏癖的，那个乱糟糟的储物间不就有很多的藏品嘛，废旧电池、火
车陶壶，当然，肯定还会有那晚偷来的那个耳环。虽说如此，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月子呢？！
就算没有什么东西要留下来，月子一样会去悟的酒屋喝酒；
就算是有什么东西留下来，月子也不在乎其实是松本春纲而不是老师；
——月子的心里只有あの人，那个被叫做老师的人。

数星星和采蘑菇
好像都比这个更有意义
可为什么还要这样呢
是因为在乎，还是因为不在乎

在乎，或者不在乎
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
那个人不还是要走嘛
这个叫我的家伙还不是要独自留下来

严禁期待，严禁期待
——果然是要的太多了
最后连个斟酒的人都没有了
话说了，杯中的酒和腹中的酒，哪个更甜，哪个更苦⋯⋯

这本书好像有两个版本。每个版本的封面，我都很喜欢。2011年的这本较之2006年的那本，封面更有

Page 8



《老师的提包》

特色和辨识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日本文学。我还注意到，这两个版本的共同推介语就是“年少时读
《挪威的森林》，长大了读《老师的提包》”。有意思的是2006年版的那本还有以及很有意思的推介
语——郑秀文送给恩师兼好友杜琪峰的书，这句推介语在2011年版中则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爱是
欲言又止，痛是欲语还休”。

人生，何不就是这样？！
——情愿不情愿的总有改变
管他那么多
先来一杯，忘了自己

20、和老师谈一场清淡如水的恋爱，这件事本身就很有美感，更何况老师如此君子如此温润如玉。
21、就像作者所说~他写的是都市里的“谎言”~第一次看的时候有了泪花~老师与月子生活的点点滴
滴就像一幅画面铺展开来~我很喜欢日本这种淡淡的情~朋友看了也觉得很舒心~
22、愿淡而长，一无冀盼。
23、最精彩的应该是在最后一章。对老师的感情描写有些淡，需要自己细细从细节品味，这也是本书
的特点之一吧。。对于♂的来说，这种爱情有些不敢恭维。对于♀的也许没在意那么多。
24、每一颗字我都在凌晨里读过
25、帮孩子老师买的。
26、在当当买了很多书，收到后还是先读的《老师的提包》，虽然只看了几页，但是却比较吸引我。
从生活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写起，用平淡的朴实的话语来讲述月子与老师在一起的情境，就像平静的湖
面一样。静静的去体会其中的故事......
27、好日式的爱情。。女主是个超孤寂的人哎，看得蛮凄凉的
28、虽然是分了三次才看完的整本书，但真的淡如白水，食之无味，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还是我早已
口味浓重。完全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29、月子，一个三十七的独居女人。爱喝酒。清酒、啤酒、葡萄酒、马提尼、杜松子⋯⋯

但友人评价她斟酒时没有风情。她总是心不在焉，一旦开始犹豫便会一直犹豫不决。

有一晚，她在常去喝酒的小酒馆里遇见了高中时的国文老师。一个喜欢自斟自饮的男人。他有一个形
影不离的提包⋯⋯

 

川上弘美的文笔细腻之极，字里行间有一种低回的韵味，像日本清酒的味道，冷洌而不浓烈。

你也许可以想象故事的结局，却一定想象不出那是一个怎样的过程。《老师的提包》里说的并不单单
是两个独居者的寂寞。翻开藏青的封面，淡黄而挺括的纸张泛出一缕缕催促黑夜降临的意味。看着看
着，我的视线也晕开了。可能因为昨晚睡不好的缘故。

 

合上书，忍不住想，若是我也一直单身，我会不会也陷入月子那种状态？我用“陷”字眼，是因为它
代表着某种沉迷。对月子来说，为恋人准备盒饭、去他的房子勤勤恳恳地为他做菜烧饭，或是邀请他
来品尝自己亲手做的晚餐之类的，都不符合她的趣味。因为她害怕一旦这样做，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
窘境。而我，却选择了匆匆结婚。现在想来，有些婚姻就像一封盖了邮戳的信，已经身不由己地出发
了，而现在问题是，信并没有到达它要去的某处，而是继续躺在黑暗的邮筒里。但不管怎样，它改变
不了已经被盖上邮戳的事实。这是多么叫人难过的事实！真想像月子一样去喝一杯！当然，最好是有
樱花的夜晚，将飘着花瓣和月光的酒仰头喝下，一定可以让自己醉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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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提包》

30、封面是很有木质淳朴味道的绿色，川上老师的文字是那样的温暖，将淡淡的故事淡淡的写出，留
给读者的却是深深的回味。
31、日本文学总是很有特色，带着浓重的日本文化特点，文字间的淡淡疏离是怎么也无法改变的。曾
看过《挪威的森林》，不是很喜欢书中的感情，压抑无法宣泄，似乎浓烈无比却逃避不了那淡淡的沉
淀于文化中的悲哀。由于最近在学习日语，对日本文化有些追求，故而选择了这本《老师的提包》。
这本《老师的提包》像是一个个小故事的集合，但从整体而言却只是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独居女子
和她的老师的故事。虽然这本书的宣传语是，“年轻的时候看《挪威的森林》，年老的时候看《老师
的提包》”，而我却更喜欢这本。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月子，一个独居的三十岁女子，在偶然的时刻，遇上了她曾经的老师，回忆
总是那样，在改记得时却无法给予正确的答案，于是，月子无法回忆起老师的名字，只是将“老师”
这个称谓再次提起。相比于月子，老师却能轻易地叫唤出学生的名字，甚至还能记得学生过去的种种
，只是如今，他已是一个独居老人，有着回忆，充实生活。两个人的共同爱好，成了他们之间连接的
纽带之一，不需要刻意地去相约，当出现在那个小酒馆时，四下一望，就能看见那个熟悉的背影，这
是一种默契，即使相隔遥远，他们的心却能紧紧相依。
无法想象，一个三十岁的女子与一个六十岁的老人之间能有多浓烈的情感，在这些点滴的小故事中，
我们却看到了那些独特的情绪，就像是恋人一般，偶尔，他们会一同出游，偶尔，他们会有些别扭，
偶尔，他们会默默吃食，默默喝酒。就像是一幅生活的水墨画，没有过多的色彩，却能看到最浓烈的
情感，是这样浅浅流淌的情感，溢满全书。
老师的离去，是必然的，一段年龄悬殊的感情必须要承受这样一种离别，而他在离去之后留给月子的
却是他形影不离的提包。这个提包是月子在第一次与老师重逢是就带在身边的，老师的每一次出现，
都离不开这个提包，提包，见证了老师与月子的爱情。
我想，老师留下提包给月子，是想留给她一段美好的回忆，但是，也告诉了她，这一段过往终将成为
回忆，月子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过更美好的人生，一段过往的回忆就让它尘封在那个老旧的提包中
吧。
32、欲罢不能的一本书啊。好看。
33、理当很亲近的，却因为距离过近而遥不可及
34、翻译得很好，看到最后忍不住哭了起来，好伤心。如果拍成电影，一定很好看。
35、有时候日本人的书还真的很美!
36、这故事还是漫画好看，看文字一看差30岁就接受不能，但在漫画里就感觉不错。
37、老师的提包
38、恋旧的人都有像老师那样的“舍不得扔掉的电池”。其实，一厢情愿的把物拟人化的过程也是自
寻烦恼的过程！ 书写的一切都好，就是觉得日本比想象中的开放很多，毫不逊色于电影中的美国，有
些地方写的太过露骨。起初是这么想的，但到看完《挪威的森林》是才发现《老师的提包》在这一点
上已经是很保守的了。。。。。。
39、初次知道川上弘美是读了她短篇小说《沉溺》。
后来一位写魔幻的女友说她很喜欢川上的风格，我就开始找来她所有的中文版书来读。
尽管这位日本女作家以魔幻主义的身份自居，可是我觉得这本小说应该是她最好的小说。
40、距离感的微醺
41、是本好书！读后让人想安静下来，故事情节虽简单，却让人很宁静，给人一种纯纯的感觉！
42、看了川上老师的爱怜记于是买的正本书，很好的
43、老师的提包很小，小到只装了两颗心；老师的提包很大，大到装满了两颗心的回忆。
很喜欢那个结尾：
在这样的夜晚，我便打开老师的提包，里面空无一物，唯有一个飘渺浩大的空间，延展开去⋯⋯
都说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喜欢似乎惊天动地电光火石的激烈之爱，可似乎在这喧嚣浮躁的年代里，外界
的轰响已让我们只想静静地去看一段、去经历一段平淡得真实、平淡得安心的爱情。《老师的提包》
绝对是能驻在你心头的那本书、那种爱情。
“那，可是下了一生一世的决心。”进入到老师与月子的世界里，你会被这一句感动到眼泪默默不断
流。不进入这情境，不进入他们的世界，你就像在看一部与己无关的电影，感人的言语和画面估计都
无法打动你那颗被浮躁掳掠的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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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请无奈、焦躁、不再信任⋯⋯的你，你，还有你，翻翻这本小说。等你进入这情境，进入老师
的提包去看看，很多时候，陷自己于浮躁的恰恰是你自己，那就不如平淡地去感受平淡的真情吧。
44、尽管看到最后也没明白为什么要以命名,也非常好奇为什么提包里什么东西也没留下!可它又是如
此的贴近我们的真实生活:没有波澜壮阔,也没有曲折迂回,一直淡淡的,娓娓道来!
45、觉得比不上漫画的情调
46、喜欢这样的文字，平淡的生活能给人带来丝丝触动。月子的身上总有一个人的影子在浮现。。
47、刚刚开始读，还没有读完，开始时很平淡的，波澜不惊的情节，但是往往这样的故事会让人深思
。
48、即使提包里空空如也，留下的却是一世的情思
49、淡淡的情愫是日本作家特有的写作气质。他生之缘、仔细收藏用过的电池、火车站的陶壶、海岛
游的俳句之夜、去美术馆约会。
50、不太能理解這種感情
51、纵使是“谎言”的虚像世界，也讲述着比现实尘世更真实的喜乐悲愁
52、书的装帧好喜欢~
53、看《老师的提包》，是会看饿的。精美的食物伴随着月子和老师的感情发展。
金枪鱼纳豆。甜辣藕丝。盐水茭头。肥鲸鱼片。糖醋味增。水煮豆腐。盐味海胆。烤蘑菇。
光是写下来，就觉得无限美好。
月子和老师之间，始终淡淡的，像这些和食一样，要仔细品尝才体会得到平淡底下的浓烈。他们之间
的关系如此舒适，不用担心沉默让人尴尬，不用做许多事情把时间的空当全部塞满，就这样在居酒屋
并排坐下喝上一壶，偶尔相约去逛集市，去采蘑菇，去赏花，去海岛度假，一切都是自然而然。
在这个焦躁、烦闷、愤怒的下午，《老师的提包》缓缓地熨平心里的褶皱，让人平静下来。
54、提到当代日本文学作品，想必很多人会举《老师的提包》为例。
书中将师生间的暧昧情感淡淡得道出，这种禁忌之恋（算吗？）却又不会让人反感。
师生在居酒屋的相遇及互动，一切都是那么淡淡的。
彼此的情感却在这淡淡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有的一切都在无言的提包中⋯⋯
55、平铺直述到了毫无特色的极端，毫无负担的纤细感，令人一气读完而毫不自知。第一人称缺失第
三人视角的感觉。
56、结尾处有一点被感动到
57、我在书友会上分享过，很喜欢文风，也会重读吧
58、模糊的形象，模糊的细节，模糊得什么都是轻描淡写，连忘年师生恋都只是描写得清淡如水，一
无冀盼，但就是这样的感情满满当当地塞满了生活，毕竟不是所有的恋火都像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么的
热烈。小酒馆的阿悟描写得挺生动的。
59、接受无能。
60、爱是欲言又止，痛是欲语还休。
看过《踩蛇》当时就震撼到了，再看到这本先于其发表的力作，毫无疑问要买来细读。到手了，先好
好看~
61、《老师的提包》日系小说，总是让人有一种恬淡般的感觉，没有夸张没有献媚，生活里的一点一
滴之间，用文字的美把它记录下来，也许只有这般才觉得那是生活里的细节。温暖而安详，喜欢这般
的文字与静逸。淡淡的有许思考有份回味，如文字里的豆腐 啜着一点点的慢慢留在唇齿间。配一合
（ge)德利壶的清酒，这或许就是细节。大町月子的爱情在37岁才开始，没有轰轰烈烈却平淡如水般随
时光流淌，在小酒馆里不经意间遇到了国文老师（松本春钢），在随后的每一次相遇，小酒馆里的喝
酒，聊天，默默的喜欢上这份若即若离的感觉，相约一起采蘑菇，相约一起看电影、去旅行，在安静
的下午，在傍晚的酒馆，在内心里如草般发芽滋生，以至于弄不清楚到底是不是爱了，抚摸着37岁的
身体，想象着老师的抚摸能否不一样，内心也许就此出卖了自己，想来一定是喜欢了。也许传统的日
系文化与儒家文化都有这般的静逸，把如此场景描写的这般让你没有觉得潋滟与情色，或许这就是喜
欢它的缘由，有时间不妨买本《老师的提包》看看，或许会为大町月子而感悟些什么？
62、最幸福的忘年恋
63、老师很可爱，在暮年能遇到她，老师是幸福的。他们之间也不止是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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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多年前看过《挪威的森林》，以为那本书是日本文学中最唯美的文字，这段时间看了这本《老师
的提包》，个人认为《老师的提包》更胜一筹。也许是因为《挪威的森林》所表达的东西更艰深，更
丰富，更需生活阅历才能体会、揣摩。而《老师的提包》一书的内容较为易懂，关键在于唯美的风格
，平平淡淡的文字，平淡而真实的生活点滴的描述，却能催生一种唯美、温暖、甜蜜的氛围，这是能
力的体现。
我以为此书堪与沈从文的小说媲美，沈从文的唯美笔触是无与伦比的，我尤爱《三三》。《老师的提
包》与《三三》极为相似，并非小说内容的相似，而是让读者读来的感觉，都有直达心中最柔软部位
的能力。赞叹！敬服！
65、看过之前的版本，似乎这次的意蕴更浓，更讨人欢喜。
湖青的底子上，是同色系的几朵小花，温婉淡雅。是成熟韵味。
而细细的心思，在酒里，在每一件小吃食里，在收藏下来的小物件里，在一张古旧报纸中。
是爱的气息，轻轻的，淡淡的，让人无从寻觅，让人心向往之。
66、“真安静啊⋯⋯” 
　　这是月子和老师半夜在旅馆里，相对而坐发出的感慨。似乎也是每个观者的感慨。很日式，很安
静，虽然不若川端康成的空山灵雨，却也似秋日清晨，从半开的窗子里微浸进来的凉意。月子和老师
似乎行走在一个节奏舒缓的空间中。从偶遇开始，他们时而一起喝清酒，散步，吃和食。金枪鱼纳豆
、甜辣藕丝、肥鲸鱼片蘸酱、甜而淡的梅子酒、清酒⋯⋯轮番上演。三十七岁和六十岁的爱里，不见
轰轰烈烈、你侬我侬。充满浪漫色彩的“约会”一词，在月子和老师这里，其含义是并肩地逛集市，
买下两只鸡雏；是去玩老式电子游戏；是在海岛上一前一后漫无目的地散步，然后相对而坐，品尝切
得薄薄、几近透明的涮章鱼。 
   少年时的爱，是青涩而向往着热忱的，飞蛾扑火般，固然壮美，但若过去，要如何收拾那一地的狼
藉？年纪渐长，爱便有了许多条件，不能爱，不敢爱，抑或根本无力去爱，自以为已失去爱人或被爱
的能力。其实，不若尝试一下这种安静的爱。不会浑然忘我，却如一锅上好的炖汤，渐渐由淡转浓，
忽而有一日，会发现离不开这已熟稔的好味道了。 
67、典型的日本小说  人物简单  却有很大的回味空间
68、看完了《老师的提包》，太折磨人了，里面的吃饭环节写得都那么好，施小炜的翻译也地道。女
主角跟着老师一起去山里吃蘑菇，去温泉吃鲍鱼，在车站附近买特制泡菜盒饭⋯⋯看完正好是黄昏，
立刻出门，顶着夕晒，不远千里跑到鼓楼附近的一家日式小酒馆⋯⋯
69、3.5  场景、食物和心境结合的手法细腻有趣
70、小说是日本一贯的小清新风格，不张扬、更没有千回百转，让人觉得孤寂中也有温暖。
71、我以前曾写过一篇关于日本小说的专题文章，那篇文章不是针对一篇或一部日本小说，而是就几
个短篇小说给我的综合印象而写的。我记得文章的题目叫作《雨中昏黄的小灯》，我说日本小说给人
的感觉是这样的：一个夜晚，下着秋雨，雨量不大，却是绵绵密密的，偏僻的小街上没有行人，路边
有一盏小灯，亮度不大，照得不远，昏昏黄黄，映着绵绵的雨丝⋯⋯这就是日本小说给人的印象。
�当然，上述印象不包括日本的推理小说，日系推理，常以凶残见长。与英国推理比起来，日本推理更
注重犯罪，而英国推理更注重推理过程。这是题外话。
�而如果不是推理小说，日本小说，大抵给人的印象都是“雨中昏黄的小灯”：暧昧、压抑、绵密、孤
凄。川上弘美的《老师的提包》，也是如此。
�读《老师的提包》是一种什么感觉呢？这部小说通篇就是女主人公月子和她的老师一起吃饭、喝酒、
爬山、聊天。聊天的内容也不过就是吃饭喝酒爬山。都是生活琐事，又都是内心感觉。确切地说，是
月子这个第一视角的感觉。文中经常出现的话语就是“老师会这样说吧”。小说的结尾虽然让故事完
整，但也没有怎么轰轰烈烈。换句话说，读者看完小说之后，如果想把小说当中的故事讲给另一个人
听，其实是无从讲起。故事是完整的，但是也是很简单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和一个年长的老师
之间发生的故事，仅此而已。
�那么，这部小说好看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得先问一个问题，你觉得日本电影《入殓师》好看吗？
实际上，《老师的提包》和《入殓师》有很多相通之处：情节都很缓慢，讲述的故事都很平常，气质
又都很深沉压抑，但是，它们又都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浮光掠影的热闹，而是深入心扉透彻。
�《老师的提包》，就是这样一种透彻。你看不到任何热闹，但你会和主人公一起去吃饭、喝酒、爬山
，以及，和她一起去琢磨老师，和她一起暧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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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对老师的感情很暧昧。而小说本身也很暧昧。
�暧昧，看上去没有什么力量，一点也不轰轰烈烈，但是，它却似乎又远处不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一
起吃饭喝酒爬山聊天，看似没有故事，却每时每刻都透着暧昧。这种暧昧，存在于月子对老师着装的
体会，存在于月子注意着老师的声音，存在于月子体味着老师的每一句话，存在于月子在心底里对老
师的呼唤。小说里有一个情节很触动人心：月子偶尔叫一声“老师”，老师答应一声之后，月子却又
无话可说，可是却还是想再叫一声“老师”。没有波涛汹涌，没有山盟海誓，但是这份感情却是绵密
而浓烈。
�月子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孤独女人，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上班一个人喝酒。一开始，老师只是她的一个酒
友。但是渐渐地，月子的内心却越来越接近老师。然而因为老师年长很多，所以，她就只好暧昧。这
种被迫的暧昧，其实是来自于心底的深沉的感情和不能克服的环境制约，于是，内心强烈的愿望被现
实压制，却又在压制中强烈反弹。
�每一份暧昧的感情，都有着不可名状的隐情。而暧昧本身，就成了一种如黑夜一般不能感知的痛，同
时也是一种流水一样不能消散的力量。暧昧很美好，暧昧也很无奈。
�暧昧，是一个很难形容的状态，也许只有“暧昧”这个词本身才能形容它。《老师的提包》也是如此
，你很难说清它，只有它本身，才能表达它自己。
72、最后20页没看完就还给图书馆了，并不知道月子究竟和老师怎么样了啊
73、算是一种忘年师生恋 没有太多情欲相关 淡淡的 情绪 
74、很早就存了这本川上弘美的小说但是一直就缺货之前来过一次价格又不太合适终于等到无须再等
了主要是怕它又没货了就赶紧买了质量没的说非常好~
75、这本书平实真切感人，适合下雨天，品着茶香，慢慢的读
76、真想不起来都写了什么了。。。
可是~就是很好看啊~~~
77、很喜欢！第一次看川上弘美的作品，是感动。晚上躺在床上看的，很平和的文字，可是读着读着
，就会让你慢慢流泪，是那种可以走进心里的文字。文字朴实，却有着很强的穿透力。不错的作品。
书的封面也很好，是我喜欢的感觉，淡雅，温情。
78、虽然暂时的我无法理解这样的忘年之恋，但这无愧是一本好书，有些细节处理的相当到位，是日
本文学典型的人生观，以及委婉细腻的古风笔法。谈不上治愈系，但有的地方真正相当触动神经线。
推荐。
79、B3 I313.45/624:1 对日常生活和心理活动绵密细致地描摹，是日本女作家的优势。可惜大多时候我
静不下心好好体会。女主蛮可爱的，老师也是，他们在小酒馆喝一杯的情节最有趣。
80、川上弘美情淡情浓力作：爱是欲言又止，痛是欲语还休⋯⋯
81、总觉得老师和学生，而且是年纪很大的老师和学生了在一起，可能本人接受面太窄，反正不太喜
欢
82、-  -、 送给老师的 书,觉得里面的  细节处理的很好 ，把 日本人 的那种 人与人之间 的 微妙感 写的
好有感觉啊
83、现在很少有愿意读第二遍的书，很少有愿意买第二本的书。
这本《提包》可归入这种“罕见”。
我不知道当自己37岁来临时会想起谁，谁忘记谁，谁为谁流下泪来，
我也不知道我生命里是否会出现一个不期而遇的故人，他是谁，他来自何方，
我知道，几次去日本，在温泉里泡着的时候，我在期待什么；
我也知道，当我从十几年前走过的路上再次默默走过的时候，我在期待什么；
我还知道，当大雪纷纷落下，我默默走过静静悄悄雪地的时候，我在期待什么⋯⋯
生命中总会有很多期待不期而然地发生，总有很多从来不曾指望的邂逅会发生，但月子，老师，酒，
和食，樱花，涛声⋯⋯永远永远会令人泪下无数。

这个时代早就忘记了小提琴，
这个时代早就忘记了忧伤和哀怨，
这个时代里没有近在咫尺的默默守望，
这个时代里也没有遥遥天国的痴痴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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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选取了直接和简洁的时候，我丢失了情趣和意味，丢失了联想和提包⋯⋯

很喜欢的一本书。很喜欢，很喜欢。
84、不喜欢她的隐忍极
85、今早坐车时看新京报，突然发现上面在介绍《老师的提包》
上面说“老师的提包里有酒有肉”。
不觉想起我买了一本，只注意感叹封面的雅致，日风，竟还没来得及看。
上午优哉游哉地读完了。

书不厚，可放下后，感觉老师那书包无限蔓延，给人无限的想象。
经典的日系文学。有如生鱼片，味淡，回味无限。
86、整篇都是淡淡的和式风情，女主角月子和老师时不时碰到，一起喝酒，又时不时不再碰到，各自
生活。在最后几页前的篇目，似乎都是读了这章忘了前章，但也没关系，心平气和地看他们远足喝酒
爬山喝酒采蘑菇再喝酒，有时大半夜被馋得不行，第二天一定要跑去居酒屋吃喝一番。酒量很差劲的
我，开头总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咕噜咕噜乱喝一气，直到某个临界点，醉意携同厚重的情感汹涌袭来
。结局还是淡淡的，说着最平常不过的话，却让人掉下眼泪。
87、初中时的女朋友让我代交一封折成心形的情书给物理老师，但被我扔掉了。上高中后的第一个月
，我永远失去了她。曾经一起相拥着午睡的人，她的三十七岁再也不会到来。好想她啊⋯⋯于是带着
这样的心情花了一个夜晚看完了这本书。
88、这是川上弘美书里面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了 获了谷崎润一郎文学奖  整个师生恋的故事清淡的就像
书里面多次出现的白豆腐一样清单 温柔 欲言又止
89、书封面精致
小时候经常和老师过不去，似乎骨子里就有股反师长的叛逆。不过现在回想一下，何尝不是书中的模
样。老师是值得尊重的。有时候他们对你看似颐指气使的态度，往往才是关心你的表现。
90、若是一步步地遵照年龄而按部就班地长大，该多没劲啊。看起来是37岁的女人，实则并不确然，
说起来也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住在37岁女人的大衣里。她胆小、迟钝，又不知悔改，另一个家伙恰
巧同她一样，于是俩人一同做了场长梦。月色如纱，斟上清酒，便一壶一壶的酣醉不醒，是含含混混
又甜蜜的情感。文字古典悠长，清欢淡淡。
91、在飞机上看了半本，感觉日本人的书就是那种味道，淡淡的好像不知所云地东拉西扯又让你记忆
深刻，一下子想起很多往事
92、请说移动电话。手机这个叫法，让我觉得不舒服。
93、知道川上弘美，是从那一本《踩蛇》开始的，也成就了一次非常愉悦的阅读。
这位作家在我看来，是标准的日本文学给人的味道，文字很平实，非常淡，没有宏大叙事，没有家国
悲歌，人物极少，感情丰富，经历离奇，韵味悠长。就像踩蛇，就像婆子，就像蜥蜴和三郎。
这本《老师的提包》，描述的主题和《踩蛇》可谓大相径庭，远离奇幻与荒诞，回归平凡的真，但味
道仍是一样的淡而隽永，像一杯好茶，颜色清丽，气味冲淡，却能让人回想良久，心生多少感慨，却
又无话可说。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大抵便是如此吧。
如果说《踩蛇》像是王小波的《舅舅情人》那样，有绿色的爱情和乌亮的水草，长及胸腹的美髯和娇
艳欲滴的宫姬，《老师的提包》则有些像汪曾祺的《受戒》，出于自然，一片宁静，再加上一点怅惘
。像《一个人的好天气》、《阴阳师》那般的意境，欲说还休，妙不可言。
94、川上弘美以淡淡的笔调勾勒出一个温情的故事 老师始终拿着那个提包 提包中虽然看似空无一物 
但其实就是老师的一生呢
95、无法接受忘年恋 师生恋
96、内容没有大起大伏，但是写得很真实细腻，像身边发生的似的。主人翁与老师的忘年感情，冲破
世俗的观念，没有半丝恶心。文末，老师和主人翁在游乐场看着游戏队伍的欢乐场景，两人潸然泪下
，那种无奈，没办法厮守的心情，非常感人。很细腻的一本书，喜欢！值得珍藏。
书非常新，超值！
97、还可以吧，对这类的日本小说是在是提不起太大的兴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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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提包》

98、清冷如一杯清茶的感情，淡淡的情愫裹着如此相似的两人，没有轰轰烈烈的曲折情节，平稳的基
调暗潮汹涌
99、原来老师的提包打开以后是广阔无垠的回忆啊⋯⋯内容简介太误导人了，还以为是一部“异次元
空间”的幻想小说呢，结果原来是师生恋的故事⋯⋯
100、果然是由于太相似，反而害怕在对方身上看见自己的倒影。
101、虽然早已知道离别是结局，但是，真正读到那一刻，心中居然还是那么不忍。
倒数的章节，我几次都不敢再看下去。
因为前面那么长时间，感情终于要开花了，可手下的感觉那么微薄。
花落之时，居然这么快就到了。
想要停留在这透着丝丝甜意的微妙中，这样才觉得是书中所有的特权。
但是，结果还是那么残酷，我们要一同匆忙的送走老师。
或许也是因为，感情之花开启的太漫长，在犹豫不决挣扎万分之后终于想要突破，却不能料想，才刚
迎来美丽的绽放，就要哀伤的零落花败。
短短一瞬就将前面的一切击得粉碎，这冲击，着实让我心里狠狠翻滚了一番。
可能正因为遗憾短暂，才能在心里留下深刻的伤痕，即便时间将我们的记忆消磨，但存在过的痕迹，
却永不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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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日本文学总是很有特色，带着浓重的日本文化特点，文字间的淡淡疏离是怎么也无法改变的。曾
看过《挪威的森林》，不是很喜欢书中的感情，压抑无法宣泄，似乎浓烈无比却逃避不了那淡淡的沉
淀于文化中的悲哀。由于最近在学习日语，对日本文化有些追求，故而选择了这本《老师的提包》。
这本《老师的提包》像是一个个小故事的集合，但从整体而言却只是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独居女子
和她的老师的故事。虽然这本书的宣传语是，“年轻的时候看《挪威的森林》，年老的时候看《老师
的提包》”，而我却更喜欢这本。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月子，一个独居的三十岁女子，在偶然的
时刻，遇上了她曾经的老师，回忆总是那样，在改记得时却无法给予正确的答案，于是，月子无法回
忆起老师的名字，只是将“老师”这个称谓再次提起。相比于月子，老师却能轻易地叫唤出学生的名
字，甚至还能记得学生过去的种种，只是如今，他已是一个独居老人，有着回忆，充实生活。两个人
的共同爱好，成了他们之间连接的纽带之一，不需要刻意地去相约，当出现在那个小酒馆时，四下一
望，就能看见那个熟悉的背影，这是一种默契，即使相隔遥远，他们的心却能紧紧相依。无法想象，
一个三十岁的女子与一个六十岁的老人之间能有多浓烈的情感，在这些点滴的小故事中，我们却看到
了那些独特的情绪，就像是恋人一般，偶尔，他们会一同出游，偶尔，他们会有些别扭，偶尔，他们
会默默吃食，默默喝酒。就像是一幅生活的水墨画，没有过多的色彩，却能看到最浓烈的情感，是这
样浅浅流淌的情感，溢满全书。老师的离去，是必然的，一段年龄悬殊的感情必须要承受这样一种离
别，而他在离去之后留给月子的却是他形影不离的提包。这个提包是月子在第一次与老师重逢是就带
在身边的，老师的每一次出现，都离不开这个提包，提包，见证了老师与月子的爱情。我想，老师留
下提包给月子，是想留给她一段美好的回忆，但是，也告诉了她，这一段过往终将成为回忆，月子还
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过更美好的人生，一段过往的回忆就让它尘封在那个老旧的提包中吧。
2、拿到这本《老师的提包》时，看到中封上印着：年少时看挪威的森林，长大了读老师的提包。觉
得很好笑，腹诽又是出版商的吆喝，好的书是不需要这样的噱头，在阅读上，我向来是杂食属性，合
上书页后，有没有再次翻看的欲望，或着一点点触动内心的感受就是我评价一本书的标准，这本川上
弘美的书像清淡的日本料理，在作者碎碎缓缓婉婉的讲完故事后，居然能够让人回甘悠远，不得不说
真让人意外。故事很简单，37岁的女子，一个人坐车，一个人散步，一个人喝酒，直到和高中老师在
一间居酒屋相遇。展开了一场忘年恋。没有生死相随的轰轰烈烈，甚至没有亲昵的情话，没有热烈的
拥吻，更没有缠绵的身体纠缠，难以想象，就这么淡的出鸟来的一个故事，在作者的处理下就是像一
点滴入清水的墨汁，在情绪中慢慢的洇开，能让懒人有写写书评的冲动。林清玄说，喝淡酒的时候，
读李清照；喝甜酒时，读柳永；喝烈酒则大歌东坡词；其他如辛弃疾，应饮高粱小口；读放翁，应大
口喝大曲；读李后主，要用马祖老酒煮姜汁到出怨苦味时最好；至于陶渊明李太白则浓淡皆宜，狂饮
细品皆可。月子跟老师在一起时清酒、啤酒、葡萄酒、马提尼、杜松子·····杯酒人生呀，个人
觉得读《老师的提包》，似乎应该配青梅煮酒，暖暖的，清隽的口感，不知不觉中已醺然。这本书，
是在陪儿子入睡时，靠着床头无可无不可的读完。没有能够让人一口气读完的欲望，不得不说，作者
大巧若工的功力让人钦佩，一本不错的读本！
3、日式茶，小巧精致，温润的汤色在小碟小碗衬托下，弥漫着氤氲之气。老师和月子的爱情，在我
的眼里就是这样一盏茶水——陈郁的茶、清冽的水，恰巧相互融合了，渗透进彼此身心。应该是忘年
交吧，成熟儒雅的老者和自己当年的女学生在小酒馆里相遇，点了相同的小食和酒水，在唠唠叨叨的
你来我往中开始了这段平凡温馨的交往⋯⋯看《老师的提包》，从一开始不经意的翻阅到喜欢，期间
又经历了些许的反复，差点不想继续阅读；平平淡淡，却很美，不知觉中已读了很多页；直至结尾时
，我竟在这看似平淡的叙述中找到了满满的悲欢离合。一本薄书，可以读出这许多心绪，在我的阅读
经历中，不多。我喜欢川上弘美于故事中展现出的一种画面感，很贴很细，充溢着特色鲜明的东洋美
。当老师和月子在酒馆邂逅，他们点着啤酒、葡萄酒、清酒⋯⋯搭配的小食是小鱼、明虾、青菜和豆
腐，蘸一点糖醋味噌，那寥寥的清香如暖流拂过面孔。一杯酒下肚，严谨的老师和孤独的月子彼此都
有了些热情和松弛，琐碎重复的生活在夜色中的酒馆里也变得多了几分色彩。在最初的友谊中，杯酒
之交活络了他们的心绪。特别是樱花下的聚会那一段，色彩在文字间跳跃，我的眼前全是满满的粉色
花蕾，衬着树下或坐或行的人。在春日的某个瞬间，欢乐就这样被定格。也许就是文字的纤美吸引我
一口气读了上百页，也许是平淡生活以及平淡的人所展现的真实让我叹息。当老师和月子走得越来越
近，我反倒止步不前，心生疑惑。相差三十多岁，就这样喝酒聊天，真地能相爱吗？月子在老师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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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是一种已然成熟过的、祛除了矫饰和盛气的岁月沉淀。他的身体已不再健硕，可她就是想钻进
他的怀里，叫着“老师”，说不出其它的话。她到底能从他的心灵里得到多少慰藉？以至于终于放弃
另一个适龄男人的追求。而老师，他总是用关爱的语气拒绝着月子，但又不能无视自己的倾心——他
其实是在拒绝着自己的年龄，那个可能付出了就会在某一天不辞而别的自己，又能够拿多少承诺给月
子？他俩的故事就是一杯和着日食的茶，除了温润再无其它。终于老师说出了：“我们约会吧。”那
个总是不喜欢被别人斟酒的老师，那个不喜欢女士把臀部说成屁股的老师，他终于紧紧环抱住月子，
温暖着她的孤独；而她也温暖着他剩下的情怀，哪怕只有半生！那四平八稳的感觉充盈着整幅画面，
一个端正庄重的老人形象跃然纸上。爱得正式而坦荡，没有矫饰却渗出丝丝心痛和感伤。我再度被小
说吸引，应该就是这五个字的力量吧。川上弘美通过《老师的提包》，表达了这样一种杯酒人生：总
有一种酒让你醉，总有一个人让你终生不忘，心心相惜⋯⋯老师总归会走的，只留下一个空空的提包
，却满载着欲语还休；月子还会独自去酒馆，点上同样的下酒菜，不哭，与老师明暗共饮，今生来世
。——“我们约会吧”！拂过月子耳畔的，我的心灵的一句话，何时再会响起？
4、有些小说，喜欢的人会非常喜欢，不喜欢的人会非常不喜欢。我想，《老师的提包》就是这样的
书。日本作家经常把小说写得很淡，整本书没有复杂的情节，不断地渲染各种感情，甚至形成了一个
流派，被称为“私小说”。《老师的提包》不仅写得淡，还写得散。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总在想，到
后面总该发生点什么吧。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发生。仔细想想，如果真出现了大转折、大悲恸，那
这部情意绵绵的小说也就被毁了。37岁的都市剩女大町月子，一个人过着平淡的生活。某一天，她与
高中时代的国文老师松本春纲老师相遇。老师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两人一次次在小酒馆偶遇，一
起赶集市，一起采蘑菇，心中渐生爱恋。这段超越年龄的感情，没有谈性说爱的浮躁，如同咖啡馆里
那些陈旧的老歌，悠远绵长，是对漫漫人生中纯真心灵的守候，是浮华阅尽后最后一次无奈的追求，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守旧而正派的老师，身上少了点浪漫，而他的妻子却是个渴望生活的人，终于
跟别的男人跑了，最后死在海岛。多年以后，这份感情依然留存在老师心中，成了他心中永远的伤痛
。他的古板，他身上那些过去时代的印迹，倒使他成了个特别的男子，这大概也是他吸引月子的地方
。小说以第一人称写作，很好地展现了女主人公月子的心理脉络。在当代社会，人们压力越来越大，
于是出现了许多像月子这样未婚的大龄女子。她们学历高，有稳定的工作，但对未来的生活，却没有
清晰的打算，一个人一天天走过来，不知不觉自己年纪竟然就这么大了。她们也并没有受过什么特别
的伤痛，却有点喜欢自怨自怜，虽然希望能有个人可以给予慰籍，但要求颇高，有着过于理想化的期
待。而老师的出现，正好符合月子心中的期望。不管是从师生关系、朋友关系还是走向了恋爱关系，
老师始终是真诚、纯洁的，在感情方面几乎是只求付出，不求索取，正好符合了月子一类女子的期盼
。小说荡漾着浓浓的古典抒情风格，老师与月子一起念诗、做俳句，这种旧时文人的作派，让这场忘
年的爱情仿佛发生在遥远的过去，故事显得更美，也更加耐人寻味。
5、37岁的大町月子和在酒馆重逢的中学老师在两年里频频见面，最后终于以恋爱为前提交往了。美好
的时光总是短暂，老师去世后在他一直用的提包里留了一封遗书给月子——他心中的好孩子。故事就
是这么简单，生活其实就是这样简单而纯朴，并不需要太多奢华的装饰。37岁的月子就好象很多至今
仍单身的剩女。宁愿有一份真挚的感情，也不愿为来自社会及家庭的压力而卑躬屈膝，回绝了中学的
同学小岛，最后还是选择了她的老师。
6、梦想是美的，期待是令人激动的，当期待被叫停的时刻，暧昧也戛然而止，泄闸的感情之水没有
干涸也不再激勇，反而瞬息变得平缓宁静。月子，三十七岁，未婚单身女性，经常到悟的酒馆小酌，
偶一日与这一酒馆的常客、曾经的国文老师（六十八岁，丧妻）相遇，从此他们总是不约而同的一起
来这里 “约会”：喝清酒、吃东西，一起出去散步、旅行。只是他们将心思深埋，努力束缚感情，用
极度思念却假装不经意的问候来假装掩饰，日本文学的这种“慢”特色让人心焦到无法释怀，当然，
故事的过程也有日本美食的特色，放入口中，韵味见见浓烈四溢开去。好在终于的终于，他们突破了
最后的一点顾虑，扔掉了彼此的逃避，一起生活了，尽管是不长的时间，她，只剩下了老师一直带在
身边的提包还有一封遗书。这段忘年爱，平淡而宁静，朦胧而美好，从初相遇时叫不出老师的名字，
到老师的离去，打开曾经装满酒肉而今却空无一物的提包，给人无限遐想，忧伤不觉也漫过心头。喜
欢这种静好，因为读这本书的时候会让你不自觉的慢下来，静下来，情节很舒缓，故事平凡，简单的
对话貌似是不经意，实则满含深意，加上细腻的心理活动描写很容易将人带入其中。当然，那种明明
已经膨胀却极力压抑的文字表述也会让人叹怜，本已情浓到不能自已而表面看来依旧平静的爱痛，也
真真叫人纠结。甚至到最后，你已分不清那份好感源自于哪里，只是随着老师的提包被开启，已经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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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到了最最深处的心底，不变的是，那一声声“老师”的呼唤仍旧饱含情思。全书没有太复杂的线索
或者转弯，而只是记录生活中最最微笑的点滴，用最柔最细的笔端来理顺这场看似“不正常”的尖锐
关系。对日本人的恋爱道德观不是很了解，但回归到保守的中国人的情感现实中，月子与老师那种恋
情压抑和理性的克制似乎越来越少了，与现在国内年轻人的“爱要说出口”简直大相径庭，也或者，
这就是年轻与成熟的差别，也正是这本书的推介中所说“年少时读《挪威的森林》，长大了读《老师
的提包》”吧。一种让你满怀期待，有成长的美好，一种教你严禁期待，有参透人生的洞悉。
7、三十七岁的月子，嫁龄已过，似乎已准备丫角终老了，却在小酒店里遇见多年前的老师。相差三
十载的两人，居然发展出一段淡淡的情愫。川上弘美的《老师的提包》慢悠悠地讲着这个微妙的故事
。 “老师”的形象其实是很模糊的，并未出现对他的正面描写，只觉得他是个背很直、老提着不知装
了什么的提包、衣着拘谨正式、用词很典雅的美食主义者。然而，可能就是这种温吞的特性，让月子
更自如。六十岁的老师，反而会像忸怩少年，为月子不喜欢自己支持的棒球队而生气；也如嬉戏的顽
童一般，偷走出言不逊的男人的耳环；两人唯一的一次远行中，月子半夜来到老师的房间里，心头如
小鹿乱撞，老师却拉着她一起吟诗，“日暮又黄昏，阵阵飞蛾乱扑灯，游子欲断魂”⋯⋯令人不禁莞
尔。“真安静啊⋯⋯”这是月子和老师半夜在旅馆里，相对而坐发出的感慨。似乎也是每个观者的感
慨。很日式，很安静，虽然不若川端康成的空山灵雨，却也似秋日清晨，从半开的窗子里微浸进来的
凉意。月子和老师似乎行走在一个节奏舒缓的空间中。从偶遇开始，他们时而一起喝清酒，散步，吃
和食。金枪鱼纳豆、甜辣藕丝、肥鲸鱼片蘸酱、甜而淡的梅子酒、清酒⋯⋯轮番上演。三十七岁和六
十岁的爱里，不见轰轰烈烈、你侬我侬。充满浪漫色彩的“约会”一词，在月子和老师这里，其含义
是并肩地逛集市，买下两只鸡雏；是去玩老式电子游戏；是在海岛上一前一后漫无目的地散步，然后
相对而坐，品尝切得薄薄、几近透明的涮章鱼。有一种爱如此炽烈，像杜拉斯的《情人》。身处潮湿
炎热的异国，白人少女恋慕英俊的中国情人，无望的爱情，如同湄公河上滚滚流淌的热带阳光。短暂
的幸福之后，爱情难觅归宿。无望转为绝望，从此坠入深渊，如色谱上的鲜红一转而为藏青，情欲如
土崩瓦解，纵然再为谁心动，也是劫后余生。相形之下，月子 和老师的，安静的爱，却是更安全的。
月子已年近不惑，也曾“亲眼看着朋友与自己的恋人结婚”，在半夜里，削了苹果边吃边哭，难以摆
脱这深入骨髓的孤独，却努力地想活得洒脱。爱过哭过，伤过痛过，当一切都归于平静，便开始依恋
和老师之间淡淡如水的感情，对他的期望，仅仅是“淡而长、一无冀盼”。花甲之年的老师，更是无
力去体验生离死别，只愿在寂寂长夜中，有所依托，哪怕只是与伊人静坐作诗，相看两不厌。  少年
时的爱，是青涩而向往着热忱的，飞蛾扑火般，固然壮美，但若过去，要如何收拾那一地的狼藉？年
纪渐长，爱便有了许多条件，不能爱，不敢爱，抑或根本无力去爱，自以为已失去爱人或被爱的能力
。其实，不若尝试一下这种安静的爱。不会浑然忘我，却如一锅上好的炖汤，渐渐由淡转浓，忽而有
一日，会发现离不开这已熟稔的好味道了。
8、我以前曾写过一篇关于日本小说的专题文章，那篇文章不是针对一篇或一部日本小说，而是就几
个短篇小说给我的综合印象而写的。我记得文章的题目叫作《雨中昏黄的小灯》，我说日本小说给人
的感觉是这样的：一个夜晚，下着秋雨，雨量不大，却是绵绵密密的，偏僻的小街上没有行人，路边
有一盏小灯，亮度不大，照得不远，昏昏黄黄，映着绵绵的雨丝⋯⋯这就是日本小说给人的印象。当
然，上述印象不包括日本的推理小说，日系推理，常以凶残见长。与英国推理比起来，日本推理更注
重犯罪，而英国推理更注重推理过程。这是题外话。而如果不是推理小说，日本小说，大抵给人的印
象都是“雨中昏黄的小灯”：暧昧、压抑、绵密、孤凄。川上弘美的《老师的提包》，也是如此。读
《老师的提包》是一种什么感觉呢？这部小说通篇就是女主人公月子和她的老师一起吃饭、喝酒、爬
山、聊天。聊天的内容也不过就是吃饭喝酒爬山。都是生活琐事，又都是内心感觉。确切地说，是月
子这个第一视角的感觉。文中经常出现的话语就是“老师会这样说吧”。小说的结尾虽然让故事完整
，但也没有怎么轰轰烈烈。换句话说，读者看完小说之后，如果想把小说当中的故事讲给另一个人听
，其实是无从讲起。故事是完整的，但是也是很简单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和一个年长的老师之
间发生的故事，仅此而已。那么，这部小说好看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得先问一个问题，你觉得日
本电影《入殓师》好看吗？实际上，《老师的提包》和《入殓师》有很多相通之处：情节都很缓慢，
讲述的故事都很平常，气质又都很深沉压抑，但是，它们又都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浮光掠影的
热闹，而是深入心扉透彻。《老师的提包》，就是这样一种透彻。你看不到任何热闹，但你会和主人
公一起去吃饭、喝酒、爬山，以及，和她一起去琢磨老师，和她一起暧昧。主人公对老师的感情很暧
昧。而小说本身也很暧昧。暧昧，看上去没有什么力量，一点也不轰轰烈烈，但是，它却似乎又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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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一起吃饭喝酒爬山聊天，看似没有故事，却每时每刻都透着暧昧。这种暧昧
，存在于月子对老师着装的体会，存在于月子注意着老师的声音，存在于月子体味着老师的每一句话
，存在于月子在心底里对老师的呼唤。小说里有一个情节很触动人心：月子偶尔叫一声“老师”，老
师答应一声之后，月子却又无话可说，可是却还是想再叫一声“老师”。没有波涛汹涌，没有山盟海
誓，但是这份感情却是绵密而浓烈。月子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孤独女人，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上班一个人
喝酒。一开始，老师只是她的一个酒友。但是渐渐地，月子的内心却越来越接近老师。然而因为老师
年长很多，所以，她就只好暧昧。这种被迫的暧昧，其实是来自于心底的深沉的感情和不能克服的环
境制约，于是，内心强烈的愿望被现实压制，却又在压制中强烈反弹。每一份暧昧的感情，都有着不
可名状的隐情。而暧昧本身，就成了一种如黑夜一般不能感知的痛，同时也是一种流水一样不能消散
的力量。暧昧很美好，暧昧也很无奈。暧昧，是一个很难形容的状态，也许只有“暧昧”这个词本身
才能形容它。《老师的提包》也是如此，你很难说清它，只有它本身，才能表达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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