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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夜叉》

前言

尾崎红叶（1867-1903），日本明治时代的小说家。本名德太耶，1867’年12月16日（一说为12月27日
）出生于江户（现在的东京）芝中门前町。其母名庸，在红叶4岁时便因病早逝，幼小的红叶不得不
被外祖父荒木舜庵家收养，以至于在红叶的不少小说中，主人公大都被设定为孤儿的身份，不难从中
管窥到红叶本人的l心境。他的父亲名惣葳，乃是江户的根雕工匠，以谷斋雕而闻名，但同时又是相扑
场的有名帮闲。红叶对父亲的帮闲身份深感羞耻，总是极力避讳与父亲的关系.从不愿向任何人提及。
纵观红叶的作品就会发现，尽管他常常在书信、日记或作品里谈到自己的母亲，却对父亲的事情守口
如瓶，未置一辞。红叶就读三田英学校之后，在15岁时进入大学预科学习，参加了学生的文学社团文
友会、凸凸会的文学活动，学习创作汉诗文。1885年2月，上大学预科2年级时，与山田美妙、石桥思
案等人结成砚友社。这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学社团，采取师徒制的组织形式，旗下聚集了
一批欲登上文坛的文学青年，包括当时活跃在文学第一线的川上眉山、岩谷小波、广津柳浪、泉镜花
、小栗风叶、德田秋声、田山花袋、江见水荫等众多年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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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夜叉》

内容概要

故事从贯一和阿宫两个男女主角说起，贯一从小父母双亡，因贯一的父亲有恩于阿宫的父亲，故阿宫
之父就负起养育贯一的责任。男女主角青梅竹马般快乐地成长，贯一对阿宫一向呵护备至，阿宫父母
也许诺让两人成婚。阿宫终于长成美丽的少女，在一次宴会上遇见了当地一个银行家之子，她被他手
上闪亮的大钻石戒指吸引，心想若能嫁给这样的人，或许会有幸福快乐的一生吧！而银行家之子对出
众的阿宫更是一见钟情，回去后立刻说动父亲出面提亲。阿宫一家毁弃了对贯一的承诺，同意了这门
婚事。
贯一受此刺激开始自甘堕落，成为金色的夜叉，一个金钱的奴隶，做起他原先最瞧不起的高利贷生意
，一心只想赚大钱。而嫁为人妇的阿宫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幸福生活，幼子夭折后的不孕加上富贵人
家的种种规矩让她的婚姻结冰，银行家之子也因得不到阿宫的真爱而沉迷欢场不归。一次偶然的机会
，阿宫与贯一重逢，阿宫这才发觉她真正所爱的是贯一。于是她经常写信给贯一，但对爱情已经心死
的贯一却从不回复。
一次贯一外出办事，却意外地救起了一对殉情男女。原来，女子是一名艺伎，而男子是她的恋人，这
一对不见容于功利社会的恋人决定一起离开这个世界。贯一原已冰冷的内心突然被感动，他发现这世
间还有真挚不渝的爱情，于是决定接受阿宫的忏悔和爱情。
故事将进入高潮，年仅36岁的作者尾崎红叶就因癌症辞世，让《金色夜叉》的后续情节划下了休止符
，平添后人无限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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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夜叉》

作者简介

尾崎红叶（1867—1903），原名德太郎。1885年，在大学预科学习时，和山田美妙等人成立砚友社，
推崇写实主义。早在学生时代就倾心于江户人情本，写有《春色连理枝》（1884），后受《小说神髓
》影响，采用写实主义手法创作。明治二十二年（1889）发表的短篇小说《两个比丘尼的色情忏悔》
，使其一举成名。随后凭其《沉香枕》（1890）、《两个妻子》（1891）、《三个妻子》（1892）、
《邻家女》（1893）等作品，逐渐成为当时文坛的巨匠。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金色夜叉》（1897
—1903）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在《读卖新闻》上连载，因患胃癌去世没有完成。作为19世纪末日本
青年文学社砚友社的领衔人物，尾崎红叶的门下还聚集着泉镜花、德田秋声等四位大弟子，他的浪漫
主义和写实主义兼有、长于心理描写的叙述风格，对后世的谷崎润一郎等大文豪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译者吴元坎（1913—1989），笔名金福。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后赴日本留学，1937年毕业于日本东
京中央大学，回国后任国际联盟同志会干事兼编辑、《大公报》记者和编辑。1941年，二战进入了极
其关键的一年，盟军亚洲司令部急需既懂英语又懂日语的翻译人才，吴元坎由此应聘，成为驻印盟军
的高级翻译。从1941年起，吴元坎、杨之英夫妇在印度工作了四年多时间，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
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先后在上海群联出版社、新知识出版社、展望杂志社、文艺出版社、上海译文
出版社任编辑、编审。主要翻译作品有：《黑潮》、《金色夜叉》、《鲁迅书简补遗》、《国木田独
步选集》等近20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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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夜叉》

书籍目录

《金色夜叉》与尾崎红叶的文学世界（代序）上篇中篇下篇续篇再续篇三续篇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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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夜叉》

章节摘录

上篇第一章一天刚黑，装饰着松竹的大门都已关得紧腾腾的，一条自东向西笔直漫长的大道，仿佛是
扫过了似的，杳无人迹。在这条沉寂的大路上，难得也有一辆华丽的马车疾驶而过，但总是显得那么
匆忙，大概是什么拜年的客人，因为多喝了几杯，想快些回去了吧。隐隐约约地传来一声两声舞狮子
的鼓声，但它又是那么幽远、微弱，仿佛是在埋怨这新年的三天怎么过得这样快，令人听了感到愁肠
寸断。元旦，晴。初二，晴。初三，晴。日记上一连三天的记录，今天被打破了：从黄昏时分开始就
刮起了瑟瑟的寒风。现在是，不但听不到“风儿不要吹，啊呀不要吹”这种优柔的歌声；装饰在大门
上的那些竹子也仿佛发怒了似的，干枯的叶子发出了粗哑的吼声，一片片被吹落下来，随风狂舞，忽
儿揉作一团，忽儿四散纷飞。微微有些薄云的天空，也仿佛被这种声音惊醒了似的，露出一片繁星，
闪烁着锋利的冷光，寒气逼人，使暴露在这薄暗中的街道，看来仿佛是冰冻了的一般。人们站在这空
虚寂寥之中举目四望，怎么还能想象这是什么人世、社会、都市、街道！混沌初开，虽然天地已经分
明，但万物尚未完全化生，这是风第一次试吹、星第一次发光时的一片大荒原，没有任何意志，没有
任何秩序，没有任何趣味，不过是无边无际的一片荒漠而已。白天那种沸沸鼎鼎的欢乐、讴歌、狂醉
、嬉戏，那些笑语声声、兴致勃勃的人们啊，现在又是形单影只地销声匿迹，不知道都蜷缩在哪里各
自做些什么啦。经过了长久的寂静之后，远远地传来了几声梆子。声音刚消逝，大街的尽头处忽然出
现了一点灯火，在那里晃闪了几下，横过街头，重又消失了；在这星空月夜之下，只留下刺骨的寒风
，还在那里呼呼作声。这时候，只有那条小路上一家急于打烊的澡堂子，在墙脚边的下水道口子上喷
出了一股热气，像一团白云似的袅袅上升；一股令人恶心的微温的气息，带着垢臭向四面散发开去，
蒙住了一辆正巧在这里经过的人力车。那人力车刚好从街角上转过弯来，已经来不及躲避，只得在这
团热气中直穿过去。“啊呀！好臭！”车上发出这么一句骂声，车子疾驶而过；一个烟蒂从车上甩出
来掉在地下，发着一小点红光和袅袅的轻烟。“澡堂子已经放水啦？”“哦，年初头上，打烊得早一
些啊。”车夫只答了这样一句，赶紧拉着车子笔直地向前驶去，四周又归沉寂。车上是一位绅士，他
穿着一件双层的披风，两只袖子紧紧地揪紧着·整个脸颊几乎全部深深地埋在獭皮的领子里面。灰色
的毛皮车垫，一端拖到了车后，膝头上也盖了一条华丽非凡的横格花纹毛毯。灯笼上漆着用两个“T
”字组成的徽章。车子不断向前奔驶，从这条小路的尽头处向北转弯，在一条略微宽广的街道上走不
多远，又一转向西。在这一条街道的半中腰，有一家坐南朝北的门面，门灯上漆着“箕轮”两字，那
人力车就在这里穿过门上装饰着的松竹，向院子里去了。住宅的格子门玻璃上映着里面的灯光，只是
关紧着打不开，车夫上前去敲着门喊道：“劳驾！劳驾！”可是里面人声嘈杂，并无回答。于是两个
车夫又齐声喊着，连连地敲着门框，这才听到里面有人急急忙忙赶出来的声音。开门的是一个约莫四
十来岁的女人，身材瘦小，肤色白皙，头上梳了个圆髻，穿一身茶色小花绸和服，外罩一件绣有纹章
的黑色短褂，看样子是这一家的主妇。她慌忙打开格子门，那绅士悠悠然地正想跨进门槛，一看地上
放满了鞋子木屐，简直无法插足。正在踌躇的时候，那女的赶忙亲自下地，殷勤地为这位可敬的客人
开出一条路来，等他一进去，她又特地将这位绅士脱下来的木屐，捡起来单独放在隔扇的里边。二箕
轮的住宅里面，一间十铺席的客厅和一问八铺席的房间打通成为一片。在这广大的厅堂里，竖起了十
座黄铜烛台，高高地燃着的都是重达半斤多的蜡烛，望过去像海滩上的渔火一样。这还不够，在两间
屋子的天花板上，又各吊汽油灯一盏，光耀夺目，把整个屋子照得如同白昼。有三十几位年轻男女，
分别围成两个圈子，兴高采烈地正在玩着纸牌戏。蜡烛的火焰，炭火的热气，加上这么多人身上的热
气，使屋子里的空气混浊不堪，何况还有纸烟的烟雾、灯火的油烟，弄得烟雾缭绕，弥漫全室。聚在
一起的人们，吵吵嚷嚷，特别是全靠打扮修饰的女人，她们那种洋相也最惹人注目：有的脸颊上的白
粉已经斑驳，有的头发已经散乱，有的甚至衣衫都乱了。那些男人，有的衬衫的腰缝撕破了，坎肩儿
都露在外面；有的脱下了短褂，解去了腰带，高高地耸起了屁股，两只手里抓满了纸牌。尽管空气这
么混浊闷热，烟雾弥漫，使人咳呛，可是大家似乎全不在意，一个个犹如疯了似的，高兴得争争吵吵
，笑得腰杆都直不起来了。只见这里那里的扭作一团，推来攘去，哄笑声一阵接着一阵，简直是闹得
天翻地覆。这情景哪里还说得上什么三纲五常，只可以说是斯文扫地，打翻了修罗道场。在大海上遇
到风波的时候，只要在航路上浇些油，波浪就立刻会不可思议地平静下去，据说船也就在九死一生中
逃过灾难。如今在这闹得乱哄哄的屋子里，也有着一位具有那种油的威力的女王。在她面前，不论是
多么凶猛的男子汉，自然会软下心来，最后不得不拜倒在她脚下。女人们对她尽管嫉妒，但也不得不
表示敬畏。这位姑娘在靠近中央那一簇人围着的柱子旁边占了一个座位，衣襟上的纽带打成一个沉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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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夜叉》

甸的夜会结，又加上了一条淡紫色的缎带，外加一身红点子花的灰色绉纱短褂。她显得那么温静文雅
，似乎很有兴趣地瞪眼看着面前这一片纷扰。从妆饰以至相貌都是这么惹眼，而且又是如此娇媚非凡
，凡是初次见到她的人，心里都不免有些怀疑：会不会是什么青楼中人假装出来的？因此一局纸牌戏
还没有个胜负，阿宫这个名字早已传得无人不晓了。今天来的姑娘不能算少，其中有的很丑，身上的
衣服仿佛是向保姆那里借来的，看上去像什么滑稽戏里的女角儿一样，但其中也有几个是漂亮的，像
这样的人，平时恐怕在二十、甚至五十人中也拣不出这么一个。她们的服装多数要比阿宫高贵好几倍
。阿宫身上穿的，不过是中等而已，像那位贵族院议员的千金，尽管生得奇丑无比，但穿的却尽是绮
罗绸缎，那高高耸起的肩膀上，披着三件一套的绣了家纹的出客礼服，一条紫色锦缎的大腰带，上面
有金线绣成的突起的百合花。她的服饰虽然令人目眩，生相和打扮却使人恶心和皱眉。和这些打扮得
五光十色、绚烂夺目的女人比较起来，阿宫的装饰只不过是一颗晓星的光彩而已。可是她那肤色却白
皙得比任何颜色更美，她那脸容端丽得比任何纺织品更整齐。正如一个人的丑恶不是任何衣饰可以掩
盖得了的一样，她那种美丽也不是任何衣衫可以损害得了的。在壁龛和隔扇之间的角落里，有一个男
人靠着手炉在剥橘子，他遥遥地望着阿宫的侧影，神思恍惚地禁不住独自咕哝着：“美！美！真美！
尽管说人靠衣裳马靠鞍，可是真正的美是用不着衣装的，只要本身美，穿什么都可以，甚至什么都不
穿也可以。”“裸体更好啊！”说这句话来支持他的，是一个美术学校的学生。坐着马车来到的那位
绅士略事休息之后，由主妇陪同走进大厅。跟在后面奉陪的，还有这一家的主人箕轮亮辅，他到目前
为止一直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大厅里一片混乱，正是大家为了最后的胜利而奋斗的最高潮，因此这位
新的来客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只有在角落里谈着话的那两个人，对这位绅士的风采瞟了一眼。大
厅里的灯光射到站在门口的三个人身上，把他们的姿态照得非常鲜明：那位瘦小的主妇肤色白皙，嘴
唇抽搐得有些歪斜；男主人从额际开始，整片头顶光秃秃的，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妻子比一般女人矮
小，丈夫却大腹便便，不像妻子那样老是在思虑着什么似的，脸色非常乐观清朗，简直像一位弥勒。
那位绅士看来有二十六七岁，高高的身材，肥瘦适中，脸如白玉，两颊微红，额宽口大，腮骨有些突
出，整个脸庞宽广而略显正方形；微微有些波浪形的头发在左边分开，薄薄地涂了一层油，梳得光滑
可鉴；嘴唇上一溜不太浓的小髭，笔直的鼻梁上架了一副金丝边的眼镜；身上穿一件小花黑绸短褂，
里面是绣有家纹的绸袍，六寸宽的织锦腰带外垂一条黄金的表链。他大模大样地抬头向全座扫了一眼
，容光焕发的脸上，显出一副不在话下的表情。全座这么多人，没有一个生得像他这样皮肤白皙，身
材匀称，没有一个人比他打扮得更华丽的。“怎么回事，这个家伙？”刚才在那边谈话的两个人，里
面有一个带着厌恶的神色低低地嘀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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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夜叉》

后记

尾崎红叶（1867-1903年），日本明治时代小说家，生于江户（今东京），本名德太郎。1888年入东京
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法律科，翌年改学国文科，旋因考试不及格而退学，但在同年，红叶即以新
晋作家身份，进入《读卖新闻》报社。红叶早在高中时期就从事文学少动，1885年2月与山田美妙等人
结成砚友社，是为日本最初的纯文学社团。同年5月，机关杂志《我乐多文库》创刊，以手写传阅本
形式发行，1886年改为铅印非卖品，1886年5月始公开发卖。这也是日本最初的纯文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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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夜叉》

编辑推荐

《金色夜叉》让连载它的《读卖新闻》成为当时全日本最畅销的报纸，每一天的情节发展部令读者们
引颈期盼，如今，小说中贯一和阿官这对恋人诀别的地方——热海温泉已经成了日本蜚声海外的旅游
胜境，该处甚至还建有小说男女主人公的塑像。打败渡边淳一和村上春树，日本史上销量第一的小说
。有位痴情女子临终前立下遗嘱，希望《金色夜叉》续编，成书之后，能供一册在她的灵前⋯⋯阿官
忘不了贯一，更忘不了热海那一场悲伤的离别。看吧，就在这一年一度的一月十七日这一天，那忘不
了这一次悲剧的心，总是要添上一层新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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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夜叉》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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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夜叉》

精彩书评

1、终于看了金色夜叉，当时在学校学习的时候看到这个名字就萌了，隔了这么多年，终于找到重出
版，看了，有些失望。其实从技巧来说，是一部很棒的小说，人物的描写，心理的，景色的，只是故
事太单薄，感觉就像在看一部简单的成人童话。当然，时代变了，人们的审美观也变了。其实故事的
整体结构有些像呼啸山庄，可惜无论如何无法摆脱人物的单薄感，只要是人，都具有其两面性，而尾
崎红叶笔下的人物，也不是说人物形象不丰满，只是他的人物太过黑白分明，不符合我的“灰色美学
”，尤其是间贯一，为了一个女人至于么？红叶这个故事是很复古，尤其是后面部分，感觉像在看净
琉璃，那时候的日本是有很多情死的，可是这里，只把金钱说为万恶的，如果没有金钱，光靠理想就
可以活，那人类该何其幸福，有得到就有失去，阿宫的选择以女人的角度来说并没有错，谁说选择了
一个男人一生就得跟着他，只要不劈腿，任何人都有再次选择的权利，至于阿宫后面的行为，既然选
择了，就好好珍惜，岂不更好？再说里面的高利贷业者，那里把高利贷说的极端万恶，确实，他们的
手法不光明，可是为什么法律还可以保护他们的契约合法，即使现在，日本的高利贷业依然存在，如
果一个行业存在，必然有其理由，而借的人也要付出相应代价，他们只不过是职业，而那些比高利贷
更加万恶十恶不赦的职业或者人，只不过他们更善于把自己的行为合法化罢了，更多时候还披着伪善
的外衣。红叶在这里也表现出了一些厌世的思想，以当时的日本情况来说，或者以当时的作家圈来说
，这种思想是很普遍的，但这里的故事又不如呼啸山庄那种震撼，伊丽莎白之所以没选择克里夫（也
许是这名，我常常记不住人物名）是为了更加深刻的考虑，就是她在克里夫失踪那晚的表白，可惜克
里夫并没有听完，所以造成了之后的悲剧，而显然克里夫的仇恨更加彻底，当然，这是东西方文化的
差异，也因为红叶把自己的小说定在“人情味儿”这上面，可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喜欢间贯一，知道自
己的女人要另嫁他人，就对心爱的女人施以暴力的男人，无论如何在今天的女人看来，就是无法原谅
的，况且爱一个人，更加伟大的爱难道不是希望对方可以获得幸福？看看间贯一呢，他把自己当成了
悲剧男主角，天天在哀叹，所以说红叶的这本书具有局限性，所以当成研究当时日本风俗的通俗小说
看，是本很不错的小说，深刻印象，除了里面的厌世主意也就没什么了。不知道从哪里是红叶的弟子
的续写，只不过明显感觉后面不如前面，或许这部小说没有结局才是最好的结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红叶写了这样一部讴歌爱情的故事，可是却极力反对弟子泉镜花与艺妓的交往，果然现实的局限性
是大大的存在的。ps我也本是痴情人，不是说痴情不好，爱情与面包的争论，古今中外就没有停过，
在艺术中我们当然更向往爱情获胜，可以现实的角度来考量的话，只有爱情，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无论多伟大的爱情也是会被现实的柴米油盐磨碎的，到头来还不是更大的悲剧，而以男人为主的很多
小说名家，创作了很多功利的女人形象，着实让人气愤，女人确实在某些方向比男人更功利，可是这
个世界最最伟大的就是女人，哪怕女人们大多都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可她们才是创造了历史的人，
如果没有伟大的女人，任劳任怨的女人，那些男人们还有什么生活能力。好吧，我是女权主义者，看
到这种类型的作品就又些生气。又 里面唯一特别喜欢的就是满枝又 现在的出版商真是会骗钱，排版
那么疏松，比以前厚了很多，不过里面的插图还是蛮喜欢的。
2、第一遍是在关西外大的图书馆里看的，很有感觉，当时就萌生翻译的念头，可惜才学尚浅，还是
自知作罢。书中晦涩难懂的古语着实让人焦躁，看了翻译的版本还是觉得自己深爱着祖国的土地。前
些天香港的纯文学杂志面临关门的时候，我突然想起砚友社。是不是现代的节奏和喧嚣早就不允许永
远以文墨为友的纯洁团体了吧。近代日本第一个文学集结社，集结了所有爱文字的灵魂。读《THE
GREAT GATSBY》的时候，第一次感到一个男人会为了爱情的伤害而投向金钱的占有欲。这是一种报
复。对于那些男人，如果能让她心动，那就戴顶金帽子，如果你能够跳得高，就为他跳一跳。所有喜
欢戴着金帽子的男人都会有一样的结果。爱情和金钱的价值交换一直是个不休的话题，当然也就成为
文学作品中常出现的主题。不管是宫还是待DAISY，悲剧的女人还是会被手上闪亮的大钻石戒指吸引
，还是说起话来都是金钱的声音，这一切都是需要虚荣的女人反思的⋯⋯热海诀别未免带有东京爱情
故事般，你说我应，我说你应的男女经典桥段。但是深刻到每天的1月17日都会使他的读者想起曾经泪
流满面的痴情贯一，是的，至少我会记住在成为一个无情的高利贷者之前还有一个为情拼命的痴情男
子。爱情的伤害不是因为痛，而是因为每每读起总会有莫名的感伤。
3、幕布拉开，所見是那青空下開遍的絳紅薔薇。只有絳紅薔薇才適合滿枝這樣的女人——毫無粉桜
之柔弱，也非白梅之冷豔。全身遍佈利刺，妖冶地開放在明治的污濁世間。其實，滿枝也曾經是個好
女孩。在第二部一開頭，貫一的友人就說她是破落士族的女兒，不幸被高利貸者誘騙失身。若換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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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夜叉》

阿宮這樣意志不堅的柔弱女子大概今後會以淚洗面或直接懸樑自盡。但滿枝卻選擇了第三條路——背
負駡名成為高利貸者的妾，甚至逐步接手丈夫的高利貸事務，成為正人君子唾駡的“擠牛奶美人”。
既然這個時代拋棄了我，我就偏要讓這個時代看著我好好活下去！這樣的宣言，也只有滿枝這樣的奇
女子才能在那樣的年代發出，發出如此擲地有聲的一番豪言。儘管這豪言背後也可能沾著不幸少女的
眼淚。於是絳紅薔薇在高利貸築起的罪惡土壤上妖豔綻放了。有人說，薔薇只是爲了所愛的人盛開。
這個人于之滿枝便是貫一。許多次，滿枝爲了貫一隱藏起刺只想讓所愛的人注視到美麗的薔薇。然在
貫一眼裡，做高利貸的都是鬼，做高利貸的女人也都是美麗狠毒的女鬼。所以，像貫一這樣的男人怎
麼配得上滿枝這樣的奇女子！就算滿枝可以放棄一切追隨這個不再純真的書生，但書生的心並非用她
的柔情就可以包裹住的。“您可真是個無情的人！”“就算是謊言，也請對小女用溫柔一些的語氣說
吧。”嬉笑怒駡，毫不掩飾。紅塵中好不容易遇上那個讓她心動的人，但那個人甚至瞧不起你厭惡你
，這便是滿枝的悲哀。到頭來，薔薇滿枝也只能獨自香。最後想用一段歌詞來悼念滿枝毫無結果的戀
情不知谁昨夜没有睡 　　浇醒了那一朵红蔷薇 　　短短的就在这一夜之间 　　绚烂盛开是如此灿烂
如此绝对 　　难道它也在想念着谁 　　莫非它也能体会我的眼泪 　　想起你我还会心碎 　　鲜红的
好像我心中那道旧伤口流的血 　　在心中百转千回 　　多想再见你一面 　　让我知道你心中也感觉 
　　我们的爱没白费 　　直到生命最后一夜 　　你和我还深深怀念 　　记得你我深爱过 　　我心中
百转千回 薔薇滿枝獨自香，氤氳明治末年間。縱使不得郎君顧，我自滿枝獨自香。
4、知道这部作品的重要性，带着很高的期待把《金色夜叉》看完了。但是感觉作品似乎是被高估了
。无论是对环境描写还是对人物塑造及心理刻画，尾崎红叶都是以较高水平完成的。但是整个故事看
起来稍显牵强并没有结果。女主人公阿宫一开始就注定嫁给有钱人户，虽然没有表示什么，但是这正
是她心里所期待的。她并不确定对贯一的感情，似乎也并不是什么爱情，充其量是亲情。阿宫因为年
少加之父母的劝诱使自己嫁给了自己并不爱的有钱的富山，婚后不幸福的生活使她眷恋起与贯一在一
起的时光，木然间发现自己爱的其实一直都是贯一。贯一因对金钱的怨恨和阿宫的背叛造成天翻地覆
的变化，而后又因雅之与铃子的爱情还有狄山和爱子未遂的双双殉情所感动，虽然烧了阿宫一封又一
封的来信，但是心里还是为之一动，也许对阿宫的怨恨也会因此减少⋯⋯尾崎红叶未能写完这部《金
色夜叉》，就英年早逝了。即使一度续写，但最终没有一个结果。最终阿宫和贯一是在一起还是贯一
固执的不改变想法让阿宫孤独地死去？看完书后给出你的结论吧。
5、除了《雪山飞狐》，这是另一部令人读了遗憾没有结局的书，金庸有意为之的事，红叶无意间完
成了。这是个命定的问号，却不是任何一个破折号能予以消除的。《金色夜叉》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是一个清除了周围噪音的纯声音环境，这里边的而每一句话都是红叶有意安排的，这出人生之戏的导
演是红叶，对结局的揣测，其实是对红叶心意的揣测。这是一出悲剧，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过错，
所有的道路其实都是自已当初的选择失误造成的。阿宫因为不能抵制那颗金钻的诱惑，放弃了对贯一
的爱情。那个1月17日海边的夜晚，贯一为她剖析了选择可能造成的结果，但阿宫并未回头。她明知道
可能的结果，但还是执迷不悟。她并未意识到自己究竟有多爱贯一，她的爱还是可以用一个数量词去
衡量，也许只有贯一爱她的二分之一吧。我初次读到这句话时，以为红叶有意去张扬阿宫的寡情与自
私，细想之下，才觉得这似乎是一个隐喻，贯一对阿宫的爱自然是无限的，那么无限的一半又是什么
呢，还是无限吧。这在后来阿宫悔悟之后，体现得尤为分明，离开了贯一，所有以前想象中的美好生
活都变得毫无意趣。这本书的主旨已经借由贯一的口，于1月17日晚上的海边尽数道出。此后种种情事
不过是从另一个层面进行诠释，道理还是那个道理。爱情与面包的古老比喻，在婚姻这个问题上永远
都是一个首要选择。选哪个都没办法评价绝对的对错，只是必须承担选择的后果。红叶在这本书中倒
很有些爱憎分明的意思，其实生活终究是模棱两可的，遗憾是肯定的，但在我们有限的一生里，无论
如何的痛彻心扉，我们的生命力都足以苟延残喘下去。红叶把这本书做成了一个透明的水晶球，这种
接近于绝对的透明情结，在今天几乎已经见不到了，但在那个古典的时代兴许是存在的。红叶为爱情
与面包的选择打下了一个死结。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若不爱，毋宁死，生活即使延续，也必定
是了无生趣。贯一也罢，阿宫也罢，都是不大能同生活妥协的人。自己想要的，若是得不到，要么形
同行尸走肉，要么就干脆憔悴如一片落叶，死，似乎倒是一个轻松而妥当的选择。在爱情与浮华之间
，阿宫选择了浮华，那个闪亮的钻石的光芒迷惑了她本来就不甚坚定的心智，她轻易的放弃，并不是
不爱贯一，而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到底有多么爱贯一。贯一在这个爱的过程中倒是清楚的，当他没有选
择权的时候，他很清楚彼此之间的感觉与真正需要，只是有选择权的阿宫不明白，于是有了那个伤心
的夜晚，惊涛拍岸，白浪滔天，泪光蒙住了月亮，他们分离了，在一声无望的呼唤中。时光流转，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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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夜叉》

一在沉沦中暴富，阿宫也在寂寞的思念与揪心的悔恨中，消耗自己的青春与生命，选择权已经在不知
不觉中转到了贯一的手中，那一封封泣血的来信，那一场惊人心魂的梦靥，要不要原谅，要不要给这
段感情一个机会，愤恨蒙住了贯一的眼睛和心智，拥有选择权的贯一如同六年前的阿宫一样，执迷不
悟，于是他们始终无法走到一起。红叶是故事的创造者，他时不时地跳出来给迷途的贯一一些提示，
那场恐怖的梦靥，甚至于盐原的梦景复现，如此诡异的情节安排，已经分明透露出了红叶的急切。他
是多么希望这对在迷途中兜兜转转的恋人破镜重圆啊。我相信红叶虽然谴责过阿宫，但他是深爱着阿
宫的，有两个篇章，全文选了阿宫写给贯一表示悔悟的信，那些泣血以达的文字，把阿宫的柔弱与惹
人怜惜之处表达得淋漓尽致。红叶给贯一的提示不止一处，雅之的爱情，姑娘对他的不舍不弃，贯一
虽未参与其中，但却倾听了全过程，此时的他心有所感，但依然无法坚定，于是红叶有煞费心机地安
排了爱子夫妇情死的情节，这次他让贯一亲自参与其中，贯一后来被塑造为冷酷无情的金色夜叉，但
透过一处又一处的暗示，红叶一步步把他拉出绝情的深渊，在这几处特意的安排中，红叶给了贯一大
量的内心独白，在这种内省式的思考中，贯一身上的人性之光逐渐复苏，他对阿宫深已刻骨的爱也逐
渐地浮出水面。该书因为红叶的去世而成了断点，结尾处是阿宫写给贯一的一封信，我妄加揣测，照
此发展，贯一与阿宫的重会，并非不可期待。
6、《金色夜叉》是日本明治时期小说家尾崎红叶的名著。这本书的语言，极其有感染力。因为都是
“人之常情”。唯有“人之常情”能打动人。“我”觉得，很能够理解间贯一。然而—— 先说说剧情
。贯一和阿宫是已订婚的情侣。贯一喜欢阿宫，阿宫也喜欢贯一，但是她有些许虚荣心，于是，当有
一个富商出现时，她选择了富商。贯一认为阿宫背叛了自己——故事的起点是这样。 分析一下，会发
现“人之常情”多么荒谬。 阿宫对贯一的爱  贯一  贯一眼中阿宫对自己的爱A             7                 +3              
     10 B             6                 -6                      0贯一认为变心的是阿宫，恰恰相反，变心的是贯一。阿宫对贯一的
爱只有1分变化，贯一自己变化了9分，于是他认为阿宫变了10分。人恰恰认识不到自己的变化。B状态
的贯一，认为自己看透了阿宫，“狼心狗肺的女人！淫妇！”A状态的贯一原来处于梦境：“是梦啊
，是梦啊！我做了一场漫长漫长的梦！”而B状态的贯一，其实也是在不自觉的主观之梦中。如果贯
一客观的话，是怎样呢？阿宫对贯一的爱  贯一  贯一眼中阿宫对自己的爱A               7                 0                 
7B               6                 0                  6这样的贯一，心情该不会那样起伏跌宕吧！“我”之前认为贯一的心情
跌宕是“人之常情”，那是因为“我”和贯一一样看不清自己。《金色夜叉》 “我” “我”看《金
色夜叉》A                                        和贯一“共情/共振” B                                        对贯一“不再共情”《金色夜
叉》没有变，书还是那本书，贯一还是那个贯一，但是“我”变了。A状态的“我”和B状态的“我”
，哪一个在主观之梦中？哪一个可以说：我看透了真相！结论一：泰戈尔：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而
说世界欺骗了我们。结论二：苏格拉底：他一无所知，却自以为知道，而我既不知道，也不自以为知
道。又：贯一说自己能够保证阿宫的幸福，因为他对她的爱不会变。会不会变呢？谁说得准？
7、个人口味不同吧，看惯了简练干脆的行文风格，觉得书中人物大段大段的对话很罗嗦，心里描写
也显得累赘。其实故事的构思挺单一的。不过书做的很漂亮，插图精美，有收藏价值。
8、昨晚看《金色夜叉》，看的时候停顿一下，回顾往昔叹今朝，泪水又涟涟。抹完鼻涕之后脑子清
醒了，接着看，坚持看，直到看完。读完《金色夜叉》，作为一个已经习惯在微博上卖拽亮彪的淑女
，我当时想好的发言稿是：絮絮叨叨罗里吧嗦，绵长又使人心情平静。我期盼已久的作品果然从来没
有令我失望过，在深夜读完这部小说，这事简直真实得不像样。第二天被电话响起来，立马觉得我他
妈怎么这么矫情，好好说话不会，变相调戏作者，还不如改成“一看男猪脚那纠结的脑回路这么像我
，猫都睡死了的半夜，外面鬼在叫，内里我湿了”。读这书前我早料到，我会遗憾作者留下这么个烂
尾楼小说就西去了，唯一值得意淫的片段还在这男主人公的梦境里，还不是推倒，光一个自觉自愿的
吻能满足了谁啊？
9、没看过这本书。只是许久以前就知道它，当时觉得：这简直是《呼啸山庄》的日本版！虽然不可
能。作者是不会冒着被人唾弃剽窃的风险来写书的。可它们确实有些相像。残酷的说，也许连结局也
一样。尽管我们再也没机会知道结局如何了。但这不妨碍想象力，我们照样可以想象出结局。像是‘
在男主决定重回女主怀抱并开始阅读那些信件时，才发现女主早已死了’女主是自杀的话，男主会一
辈子后悔自己没有救她。病死的话，男主会后悔没见到她最后一面。死于非命的话，男主会后悔没能
尽早原谅她。总之，女主死了的话，男主注定是会后悔了。书名美丽，内容冰冷。金色夜叉，就是这
么一本书。PS 如果谁能找到完整版，不妨看完好好写个书评出来。
10、曾经流传过某女有“有车有房，父母双亡”的豪壮征婚宣言，简明扼要，令人错愕：就是不想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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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就是不想奋斗，就是想坐享其成，就是想一生轻松。在物质诱惑面前，婚姻的神圣感瞬间瓦解⋯
⋯这话说得还算隐晦，转换一下意思，铁定如此：要结婚，拿票子先！婚姻绝对要跟金钱较劲，爱情
也难免这一命运。金钱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没有几个人愿意跟它过不去，所以婚姻也好，爱情也罢，只
要跟金钱不对付，那就会发生故事。跟金钱相安无事是理想；不理会金钱，一心追求坚贞的爱情也是
理想；不谈爱情，只求金钱也是理想。人的理想总不相同，但总有一种最受认同。人们常视爱情为神
圣、纯洁、美好之物，不忍其为铜臭污染。史上众多痴男怨女缠绵悱恻的先进事迹受到热烈推崇即为
明证。这态度也就等于作出了终审判决：爱情是个好东西，金钱不是个好东西。百余年前的日本，就
刮起了一股纯情风暴。1897年，《读卖新闻》开始连载长篇小说《金色夜叉》，尾崎红叶的最后之作
势如大河奔流，一时所向披靡，无人能敌，勾得日本民众坐卧不宁，寝食难安，大早上从睡铺上爬起
来，就要跑到门口，眼巴巴地盯着送报纸的同胞可能出现的方向。直到报纸入手，文字入眼，心中那
份焦虑方才消解。看来日本是个纯情的国度呢。在今天看来，这个日本爱情故事或许简单了些。单纯
专一的男孩间贯一与心向富贵的女孩阿宫相爱，这爱情突遭富家子弟（金钱的化身）介入，自此中断
。深受刺激的贯一跑去搞高利贷（“金色夜叉”一名的由来），寻求心理慰藉；阿宫嫁作人妇，发现
生活无趣，心中真爱乃是自己背叛了的男孩。造化弄人，两人数年后重逢，阿宫顿觉人生再生希望，
于是开始忏悔与救赎，并最终成功，获得了贯一的真爱。尾崎红叶写了个好故事，通俗而不媚俗，还
带着那么一点高贵的自矜。《金色夜叉》看似一部悔过书。阿宫活着，似乎就是为了悔过。打从热海
月夜贯一挥泪而别，她的悔过便开始了。悔意充满了她的生命，而悔意又源自爱情。爱情要让一个人
痛苦，只需一次结结实实的灼伤。那个愁惨的月夜，似有腐蚀之力，永无休止地啮噬阿宫的心。但好
在尾崎红叶还算得上怜香惜玉，阿宫的心没有痛到麻木不仁，新的希望慢慢将它冲淡。可明眼人都看
得出来，阿宫的结局很可能是早亡。生命完结，她的后悔也理应到头了。然而认真一想，后悔的候补
承载者间贯一必将接下承载者的位子。后悔不会断绝，只是人生有限。好在不论阿宫的生命是否继续
，她都别无他求了，因为她重新赢得了真爱。爱情消解了后悔，不但是对金钱的完胜，也是对负面情
绪的大清洗。看着被爱情折磨的这对人，总不免想起一句老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可是我们这
些凡夫俗子，又有几个能做到不以事后诸葛的身份来说这话呢？尽管尾崎红叶没能完成小说，但很明
显的是，他已经设定了真爱胜利的结局：美丽的爱情击溃了丑恶的金钱，伸张了自身的坚贞、庄严、
崇高与神圣。这种结局源于尾崎红叶的爱情观，亦即贯一的独白，“最诚笃的爱情是不会被金钱所惑
，是任何东西所不能换取的。如果可以改变的话，那不用说，一开始就不是最诚笃的爱情了。”这种
观念似乎尽人皆知，但对于观念，了解与表达远非一事，尤其是它进入“非主流”思想之列时。在拜
金的明治时代，尾崎红叶敢于逆势而行、迎难而上，着实难能可贵。作者之所以安排贯一重新接受阿
宫的情节，怕是也存着矫正日下的世风的良苦用心吧。可是尾崎红叶的意见纯然正确么？小说的大受
欢迎，除了表明故事的架构足够精妙，不也映现出民众的心里对世风亦有不满，并企图从这爱情童话
中觅得些许对抗绝望的力量的诉求么？拜金时代的纯真梦想者，绝非红叶一人耳。这也就强力地证明
，金钱何其扰人，金钱还没完蛋。分析《金色夜叉》读者的身份一定是极为有趣之事，他们身为推动
世风日下者，心底却对世风不满，这心理还真是不简单呢。自己创造的东西，自己会反对么，不会反
对么？此文版权专有，转载务必注明出处
11、周末在图书馆随便挑中了这本小说，利用一周睡前时间读完。生活在一线城市，30而不能立，处
在人生的低谷，对金钱的力量感到无可奈何。自己的心也已经冷了。主人公阿宫在金钱与爱情之间犹
豫不决、优柔寡断，但最终选择了金钱，但偏偏选择后不知道珍惜，这种人十足可恨。如果知道自己
的目的，就是为了安逸，并能够泰然处之，我也觉得无可厚非。而被他抛弃的贯一，却执幻为实，不
择手段追逐利益。受到心理创伤后变为偏执狂。很是可怜！这是一篇，烂尾小说，但我对结局持悲观
看法。
12、书的封面画着一位身着传统服饰的日本女子，她用一只精致的西洋望远镜在眺望着什么。乍看起
来，总感觉有些怪异。后来读到四分之一处才明白印封皮上的画是小说中的一个情节——已嫁入豪门
的阿宫有日随同丈夫来到子爵家中拜访，她在侍女的陪伴下登上一座三层高的洋楼观景，无意间在白
玉跟黄金制成的法国望远镜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她本应以身相许而现在因她决绝的离去而堕落、
颓废、潦倒了的情人。 “她一看到对方的脸，眼睛立刻就被泪水蒙住，东西也分辨不清楚了。她无可
奈何地沉倒在椅子里，纵情啜泣起来。”其实每晚打开广播，听那些倾诉或求助的热线节目，类似的
事情总是不绝于耳，听得让人有点厌倦了。无论怎样复杂、曲折的情节或多么真挚、动人的诉说，最
终总能归到一句话中去：昔日无比美好，无限痴恋，甚至是命定相许的情人如今“现实”了。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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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了的所谓的“现实”，清纯一些的可能是“距离”，也可能是出身、家境，或是几万块的彩礼
、一套房子，再或者，只是一种“看破了那些没用东西”的感觉而已。于是，“现实”了的一方选择
了“现实”的结果，尚未“现实”的那一人便哭哭啼啼地打进了节目的热线。他们中的许多人很有趣
，首先就主动提出要求来“骂骂我”。他们中的大多数最后都如愿以偿了，心满意足地抹着泪水，哽
咽着，在极端的“现实”而毫无顾忌的谩骂与讽刺、嘲笑与叫喊中“脱胎换骨”，用颤抖的声音道谢
，最后“现实”地挂断了电话。我在哈尔滨度过的那三年时光里，那位每天晚上都要在电波里放送语
言暴力的男主播永刚的节目成了无法入睡的深夜中最好的消遣。在那里面，任何怜悯都是毒害的纵容
，任何纯情都是高级的虚伪，任何幻想都是徒劳的懦弱，任何心动都是原始的性欲。当一切都被解读
成赤裸裸、血淋淋的，人们便丢弃了脆弱的寄托与暧昧的憧憬，所有的含情脉脉都被无情与冷酷所征
服。撕去了包裹在城市身体上的那一层厚厚的斑斓色彩，那里面所展露出来的无非都是金钱与权力，
色欲与贪婪，宣泄与剥夺。除非你成为这个世界里置于金字塔上端的嗜血者，否则你将永远被人在欺
骗后压制，在玩弄后蔑视。“我就是要骂醒你！”似乎成了节目的一个口头禅。于是，听众们拨打进
来纷纷赞扬：“骂得好啊！骂得好！”那的确是一场午夜里“现实主义者”的狂欢。将《金色夜叉》
读毕最后一页，忍不住去想，若是那小说里面的阿宫或是她的最初的恋人贯一在他们的内心极端悲苦
时有幸穿越一下时空的局限，拨打进这样一部电话，究竟会引来什么言语，又会得到怎样的痛骂。故
事的情节不很复杂，甚至还有点“通俗”；简单地说，阿宫在家里的劝导和自己虚荣心的驱使下撕毁
了与青梅竹马的恋人贯一之间早已订好的婚约而嫁给了一个富商，贯一自此重创而放弃了深造的机会
和美好的前途，沦为令人不齿的高利贷者，内心充满了仇恨，而阿宫却在任何女子都梦寐以求的奢华
中愈发痛苦，无时不刻地想念贯一。就这样一过就是四年。直到在偶然间，她在望远镜里看到了昔日
的情人。她给他写信请他原谅，他还未拆开就烧毁了。她冒着风险打探到他家中，亦被无情驱赶。她
在悔恨与对自己的痛恨中日渐憔悴。他无法原谅又无法忘却。接下的发展，我想那女子必然香消玉损
，男子的死活则不大好猜。就在二人之间不断焦灼的时刻，可惜作者尾崎红叶先故去了，所以留下了
悬疑。于是，“一口气”读下来的我，便免不了在戛然而止的未竟处“一口气没有上来”。尾崎的名
字，先前经常在文章中看到。可能是我对年轻男女之间未竟的恋情这题材格外的敏感，于是读来这小
说便禁不住概叹。当然，这个题材从不缺乏写者，甚至可以说最为泛滥的也正是它。也许是因为庸俗
的或写作上拙劣的过多，使得我认为成功的作品相反并不多见。没有什么会比年轻时一时的念头而导
致一生的悔恨与痛苦，更让我感慨的了；也没有什么会比身在其中不得不为的残酷与残忍，更令我心
碎的了。那么，可以毫不吝啬地说，《金色夜叉》便是其中我最欣赏的一篇了。若是他们能回到最初
该多好啊。我在捧着书时常常这样想。可能，我老了吧。每当看到稚嫩的两张面孔彼此懵懂地传达出
爱意的时候，便禁不住有一种发自心底的恐惧与心痛——它们最终会消失的啊，会十分残忍地消失的
啊，你们珍惜吧，珍惜这最终就会毁灭殆尽的感觉吧⋯⋯我忍不住在“续篇”的第八章那里潸然泪下
。那是一个虚构的梦，我无法用任何文字对它进行概括。那里的每一个字都写在了我的心上，它值得
让我献出吝啬很久的感动。看书的封底说，小说中这对年轻恋人诀别的地方——热海温泉，还建了他
们的塑像。我想象，那会是两个人彼此牵手、眺望大海而幸福的模样吧。他们早就死了，该在那里忘
掉一切的苦难而重逢吧。可惜，后来我看到那塑像的照片，描绘的却是他们诀别时最残忍的一幕：他
将她踢到在沙滩上，满是出离的愤恨，她倒在那里呜咽啜泣，一言不发。一切的不幸，就是从那一刻
开始的吧。一想到这里，我的心就无比哀痛。转自显的博
客http://star82618.blogcn.com/diary,2767359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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