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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千鹤·古都》

前言

标举新感觉，写出传统美    高慧勤    一九六八年，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雪国》《千鹤》和《古都》
三部作品，“以其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日本人的精神实质”，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亚洲地区，自一九○三年印度的泰戈尔获奖以来，直要过了六十五年，才有这位以《伊豆的舞女》
一举成名的日本作家第二次膺选。想必谁也不至于认为，在此期间，亚洲各国的文学是一片令人遗憾
的空白，没有诞生具有国际影响的文豪。须知正是在这一时期，亚洲的民族民主运动和社会革命斗争
风起云涌，新的时代产生新的文学，伟大的潮流涌出伟大的作家。且不说亚洲其他国家，也不论日本
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文学，即以现代文学而言，也是名家如林，有被誉为“鬼才”的芥川龙之介，称
为“日本短篇之神”的志贺直哉，以恶魔主义惊世骇俗的谷崎润一郎，擅长写“世纪末”忧郁情调的
佐藤春夫，以及文情深沉的当代写实作家井上靖等。在群星璀璨的文坛上，川端康成或许未必是最耀
眼的一颗⋯⋯那么，他何以能得天独厚，膺此隆誉呢？    有人认为，是与日本六十年代末跃居“经济
大国”，引起国际重视分不开；也有人提出，不容低估川端战后的国际文学活动；另一种意见，则认
为是得力于出色的英译而享誉欧美之故。总之，天时地利人和，未尝不是一部分原因，但是，一个作
家之所以能为世人瞩目，最根本的，还是其自身的价值——艺术上的创新和独特的美学风格。    ⋯⋯  
 川端康成也从精神分析学受到启发，强调自由联想。他的联想，不是逻辑上的，而是通过感觉引起的
，具有很大的跳跃性。还是上面提到的《雪国》开头，岛村从玻璃窗上的幻象，借助朦胧的意识活动
，联想到第一次来雪国认识驹子的经过，引出一大段倒叙，使现实和过去错综交杂。《干鹤》中，作
者多次描绘有干鹤图案的包袱给菊治以美的印象，却一笔都未写拿这包袱的女主人。但读者的感受上
，觉得女主人更加美貌绝伦。川端的这种联想手法，不同于意识流漫无际涯的信天游，而是根据情节
的需要，用得很有限度，写得很有分寸，给人以充分的想象的余地。    川端康成在作品里拈出的某些
意象，有时往往带有一定的象征寓意性质。如《雪国》里，镜中的映象，象征人生的虚幻；秋虫之死
，暗示人生的无常；绯红的面颊，朱红的嘴唇，火红的枫叶，象征驹子的热情，反衬岛村的冷漠。《
千鹤》里以名贵的茶碗，比方太田夫人为“最名贵的妇女”。《古都》中则以两株紫花地丁象征两姐
妹的命运。这类意象的外延，深化了意象的内涵。    与联想、象征相关联的，是巧设比喻。如把一群
托钵归来的尼姑，比作急急还巢的乌鸦；夜空里的一弯新月，象是嵌在蓝冰里的一把利刃，可谓妙喻
。至于结构上，凡属多余的叙述，琐细的情节，冗长的心理描写，一概略去，这就使得通篇节奏加快
。    但凡一种外来的文学技巧，能对一个作家发生影响，并运用在他的创作之中，必然与作家本人的
精神气质相符，同时也为作家的文艺观所决定。而且，像自由联想、象征手法等，在日本古典文学里
，尤其在传统的和歌和俳句里，用得也是很普通的。所以，川端康成对外来的现代派技巧，并非生搬
硬套，而是当作借鉴，化为我有，所以易为一般日本读者所接受。他将这种当时不失为新的技巧与旧
的传统，将现代派表现手法与日本民族传统美学，巧妙地结合起来。所以，川端作品的写法，既是“
新感觉派”的，西方式的，同时也是传统所能接受的，日本式的，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如
果说，川端康成给日本文学带来了什么新东西，作出了什么新贡献，能用一句话加以概括的话，那就
是：作家本着现代日本人的感受，以优美叹惋的笔调，谱写出日本传统美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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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千鹤·古都》

内容概要

长期担任日本笔会会长,将学习西方与继承传统有机结合,以“标举新感觉,写出传统美”著称于世的川
端康成,1968年因《雪国》、《千鹤》、《古都》三部小说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雪国》（1935）写日
本东京一舞蹈研究家三次去北国山村,与当地艺伎驹子邂逅相爱,同时又对萍水相逢的少女叶子,流露倾
慕之情。 《千鹤》（1949）叙述青年菊治与亡父生前的情妇和她女儿以及另一美貌小姐的错综复杂的
关系。 《古都》（1949）描绘一对孪生姐妹悲欢离合的际遇。作者笔下的少女形象纯洁可爱,作品色调
明朗健朗,时代风貌也有所展现。 女翻译家高慧勤的这个译本深得川端精髓,真实完整,资料齐备,其中最
招物议的《千鹤》系首次在我国全文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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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千鹤·古都》

作者简介

川端康成（1899-1972）,日本新感觉派作家,小说家。生于大阪。一生创作小说一百多篇,中短篇多于长
篇。作品富于抒情性,追求人生升华的美,并深受佛教思想和虚无主义影响。1968年以《雪国》《千鹤》
《古都》获诺贝尔文学奖。奖状表彰他“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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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千鹤·古都》

书籍目录

雪国
千鹤
千鹤
林中落日
志野瓷
母亲的口红
双重星
古都
春之花
尼姑庵与格子门
和服街
北山衫
祇园会
秋色
松林苍翠深秋里的姐妹
冬之花
附录
授奖词安德斯·奥斯特林
获奖演说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小传高慧勤
川端康成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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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千鹤·古都》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授奖词 瑞典科学院常务理事安德斯·奥斯特林 陛下 阁下 女士们 先生们 本年度诺贝尔文学
奖的获奖者，是日本的川端康成先生。一八九九年，他生于大阪这座工商业大城市，父亲是位颇有教
养的医生，对文学也饶有兴趣。由于双亲的骤然去世，川端先生成了孤儿，自幼即失去良好的教育环
境，由住在郊外、体弱多病、双目失明的祖父收养。双亲的不幸亡故，从日本重视血缘关系的角度来
看，具有双重意义。这无疑影响了川端先生的整个人生观，也成为他日后研究佛教哲理的原因之一。 
早在东京帝国大学求学时，川端先生便立志要当作家。专心致志，锲而不舍，是致身文学之道。而川
端先生可谓范例。二十七岁时，发表礼赞青春、叙述一个学生的故事的短篇小说，使他一举成名。清
秋时节，主人公孤零零一人去伊豆半岛旅行，和一个贫穷低微、受人轻蔑的小舞女邂逅，萌发一缕怜
爱之情。小舞女敞开她纯真的心扉，示以一种清纯而深切的爱。这一主题，仿佛一曲悲凉的民谣，反
复咏叹，在川端先生以后的作品中，几经变化，一再出现。通过这些作品，表示了作家本人的价值观
。多年以后，川端康成先生终于越过日本国境，在遥远的海外也获得了声誉。不过，到目前为止，川
端先生的作品译成他国文字的，实际上只有三个中篇和若干短篇。这显然因为迻译是桩艰辛难为的工
作，同时也由于翻译工作好比一个网眼很粗的筛子，经过这道筛子，川端康成先生那富有表现力的文
字，便失却许多韵味。尽管如此，迄今已译出的几部作品，仍能充分传达出川端先生个性独具的典型
风貌。 正像已逝的前辈作家谷崎润一郎一样，川端康成先生显然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洗礼，
但同时也立足于日本古典文学，对纯粹的日本传统体裁，显然加以维护和继承。川端的叙事笔调中，
有一种纤巧细腻的诗意。溯其渊源，盖源出于十一世纪日本的紫式部所描绘的那包罗万象的生活场景
和风俗画面。 川端康成先生以擅长观察女性心理而备受赞赏。他的这一卓越才能，表现在《雪国》和
《千鹤》这两部中篇小说里。从两部作品浓艳的插曲里，我们可以发现作家辉煌而杰出的才能，细腻
而敏锐的观察力，和编织故事的巧妙而神奇的能力。描写技巧在某些方面胜过了欧洲。读他的文章，
令人联想起日本绘画。因为川端极为欣赏纤细的美，喜爱用那种笔端常带悲哀、兼具象征性语言来表
现自然界的生命和人的宿命。倘如把外在行为的虚无比作漂浮在水面上的荇藻，那么，在川端的散文
中，可以说能反映出俳句这种玲珑剔透的纯粹日本式的艺术。我们对日本人的传统观念及其本质，几
乎一无所知，似乎无法领略川端作品的奥蕴。然而，读了他的作品，又似乎觉得，他在气质上同西欧
现代作家有某些相似之处。说到这一点，我们脑海里首先浮现出来的，便是屠格涅夫。因为屠格涅夫
也是位多愁善感的作家，在新旧世界交替之际，他以其伟大的才能，怀着厌世的情绪，对社会加以详
尽的描绘。 川端先生的《古都》，也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完成于六年前，已译成瑞典文。故事的
梗概是，幼女千重子因双亲穷苦，遭到遗弃，由商人太吉郎夫妇收留，照日本传统的老规矩抚养成人
。千重子为人正派，对自己的身世已暗自怀疑，促成多愁善感的性情。按日本民间的迷信说法，弃儿
会沦为终生不幸，她常为此苦恼不已。而且，千重子又是个孪生女儿，所以多背负一重受人耻笑的标
志。有一天，千重子在京都郊外的北山，遇见当地一个美少女。她发现那正是她的孪生姐妹。娇生惯
养的千重子同身材健美、自食其力的苗子，逾越社会地位的悬殊，情投意合，和睦相处。由于两人容
貌惊人的相似，闹出一些阴错阳差的误会。故事的背景放在京都，描写了四时节庆的胜景盛事。从樱
花盛开的春天到白雪纷飞的冬季，历经一年的时日。因此，京都这座古城自身便成为作品里的登场人
物。京都是日本的故都，天皇及其臣僚曾住在那里。千年之后的今天，风流繁华的圣地，以其不可侵
犯的地位而得以保存下来，也是能工巧匠技艺精纯的发源地。并且，现在以一个旅游城市而为人所喜
爱。川端先生以毫不夸张的感伤，动人心弦的手法，敏锐细腻的感觉，将那些神社佛阁、工匠荟萃的
古老街衢，庭园建筑、植物园内种种风物，予以精心描绘，作品充满诗情画意。 川端先生经历了日本
最终的失败，想必他认识到，需要有进取精神，应当发展生产力和开发劳动力。在战后全盘美国化的
过程中，川端先生通过自己的作品，以稳健的笔调发出呼吁：为了新日本，应当保存某些古代日本的
美与民族的个性。这无论从他悉心描绘京都的宗教仪式，或是挑选传统的和服腰带花样，我们都可以
感到他的意向，作品所表现的种种情景，即使作为文献纪录，也是难能可贵的。有的读者或许会注意
到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细节，即美国驻军在植物园内大兴土木，把园子也长久关闭不开。一旦重新开
放，优雅的林荫路，两旁楠木依然如故，有些中产阶级市民便前去观赏，看看如今是否还能使那些熟
悉这夹道楠木的人依旧赏心悦目。 由于川端康成先生的获奖，日本第一次跻身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国
家的行列。这一决定从根本上讲，有两点重要意义：其一，川端以卓越的艺术手法，表现了具有道德
伦理价值的文化思想；其二，川端先生在架设东方与西方之间精神桥梁上，做出了贡献。 川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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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千鹤·古都》

这份奖状，旨在表彰您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值。 今天，我们不胜
欣悦，能在这座讲坛上，欢迎您这位光荣的远方来客。 我谨代表瑞典科学院，衷心向您祝贺，并请您
接受将由国王陛下亲自颁发的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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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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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千鹤·古都》

精彩短评

1、书还不错，一下买了好几本，这本还没有看，应该很好的吧
2、书的质量很棒，内容无需多言，我读不懂
3、清新的感觉
4、川端笔触常带哀伤，虚无的人生，不完满的爱情，人世间的这一切好像都隐在大自然的万物中，
寂默无言。#最喜欢〈古都〉，相比较于〈雪国〉的颓废以及〈千鹤〉的肉欲，这篇比较清新明亮，
有一种诗意的哀婉。
5、還是別把時間耗在川端身上了。。。
6、我，一读再读。
7、翻译不错。故事简单，但文学性很强，的确比村上春树更有理由拿XX奖 
8、挺好的，书的封面不错，里面的字大小适中，看了眼睛很舒服
9、三篇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千鹤》，《雪国》读的时候大概没有进去那个意境，而《古都》则
稍显平凡；整个味道、气韵和起伏都很完美，由器物（志野瓷水罐）思人这个“日本式”的情怀，描
写得极棒，中间一个意思是讲“对在乎的人，要送给她最珍贵的东西”，这个感觉况味极正，是川端
康成本人所说的“日本传统的美”；《雪国》被广泛认为是川断康城最好的小说，我是在出游巴蜀途
中看完的，有可能是高慧勤这个翻译的感觉有隔，以后再找一个版本来看吧；《古都》写了很多京都
风致，情感刻画也细腻婉转，让人信服，可以说无可挑剔，可是我认为川端康成的美学是温吞克制中
要隐藏着剧烈的伦理、感情风暴的，比起上两部，《古都》的水似乎烧得不开，反而少男少女青苹果
味道重了，于是略处下风。
10、看了很多遍了，雪国真的是让我入迷。
11、前言、译本前言、若干种附录，足足占了一百页（而且没看到版权标记），讨厌！
12、川端康成写法细腻真实，可窥小日本一些精神
13、最喜欢《古都》
14、高慧勤的翻译很美 贴近中国读者 读起来比叶渭渠翻译的舒服
15、只读完雪国，千鹤看了一点点。这种大师级的书，读不懂啊！除了性，涉黄。
16、包装和纸张都很不错！
17、川端康成后期的作品官能性爱描写太多了。。。《千鹤》颠覆我的三观。。。
18、川端康成作品《古都 千鹤 雪国》
古都『幻影 幻灭』
千鹤『纯洁的痛苦』
雪国『几近美的悲凉』
19、很早很早读完了，怎么忘了标记呢？内容忘的差不多了，可是想起来仍然觉着在那个有点冰冷的
国度里，就是特殊行业从业者都那么干净，一点不肮脏，还很有感情。
20、“在工艺品中，穿着用的布匹寿命最短，但只要保存得好，即便是五十年前的麻绉，都不褪色，
仍旧可穿。然而，人间情爱竟不及麻绉来得持久。” 正是这种对情感的流逝和不确定的精确描述，给
了其作品很大的普世性和超越时代的特质。感情本来就是精美又脆弱的东西，一如日本人喜欢的樱花
那样；而这当中女人永远要比男人美的多。
21、都是点到即止的结尾。景物和风俗的描写让我更想去日本看看。
22、,爱读！好书！名子好听！
23、内页字体太小，还好行间距大
24、翻译的水平没有想象中好，我指的是翻译成的文字美感和流畅程度不理想，日文本来是否如此就
不知道了。但书本身是好的。
25、看到古都里的真一，莫名其妙想起了耳をすませば里的圣司。
26、她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彼岸之人
27、三篇更喜欢古都这篇，虽然寓意都不懂看的云里雾里。
28、如今再读，岛村的力不从心放在今天也一样无能为力，驹子的命运是出身决定的吗？不尽然却也
不无关，性格使然吧。
古都的清新与四时风貌，与今还不到百年吧，那时的人是多么的纯洁自爱。苗子和秀男真是一对，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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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的美好希望有天能看到
菊治，什么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人啊，想起刘阿斗了。文子和她妈都那么激烈，活的那么辛苦不如死了
算
29、书的质量很好，装帧印刷都不错。
30、啊我知道了，就像是岛村在暮色中通往雪国的列车上凝视那车窗时既有其外的寒山孤火又有其内
的清美姿容，就是这种感觉。
31、优美的文字，非常有画面感，仿佛自己到了那个时代的日本乡村，真美~~~~~~~~
32、相见恨晚
33、翻译得很流畅，读起来很舒服，就是为什么纸那么白，太白的纸对眼睛不好。
34、内文纸发黑，像回收纸似的。为什么不能把经典做成经典的样子呢。
35、只看了《雪国》，表示不太理解，我得去请教一下学长了
36、⋯⋯这世界是不是我们的，我应该穿什么吃什么。如果没有人看着我，那该多快乐。
37、最喜欢古都，分隔的两姐妹的生活就像住的城市一样淡雅忧伤
38、不是特别喜欢这种系列图书，但是对于高慧勤的翻译实在喜爱万分
39、只读了古都的部分
40、装订什么的不必说。文章本身有很高的文学价值，那些对于人性的思考与探索虽然没有直接表达
，但是字里行间，对于本真与德行都有真切的描绘。
41、这本书大约还是13年买的，当时只看了一篇雪国，就扔下了，剩下两篇直到这几天才终于看了。
42、认真看了几十页的序 雪国看了十来页真的是看不懂 
43、书不错，质量一般。内容很好，喜欢
44、跟雪国相比还是更喜欢古都一些
45、我突然想到，驹子跟岛村说“人真是脆弱啊，听说从头到脚都摔得粉碎了”，和最后叶子从看台
上掉下来，就像谶言一样。
46、日本的风情画卷，翻译得其实蛮有味道的。
47、这个版本的译本前言写得很有深度，起笔清丽古朴，颇有幽玄妖冶之风，娓娓勾勒一个日渐式微
的文豪的笔下王国。可是，怎么到了译品就不见功底了尼？

48、不错，但是没有接触过其他译本！所以不敢对书的价值做
49、雪国（缱绻）千鹤（抑郁）古都（清爽）
50、《千鹤》在污言秽语之间，化作翩翩，凝固成了一种执念刻进脑海。《雪国》皑皑，安静地抚慰
着从毁灭中点燃的爱情。《古都》落寞的背影中浮现出灿烂的季节，手足真情交织动人画卷。这世界
如此透明真切，丑陋和美并存。
51、川端康成作为诺贝尔奖得主 这三篇也是诺贝尔得奖文章 确实有不一样的感觉 倾泻而下的磅礴感 
气势恢宏 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民族情感贯穿始终  那时候 佩服的五体投地是真
52、书的翻译感觉不是很好
53、文字之细腻令人赞叹
54、是个合集，只记的又雪国和伊豆的舞女...准备重新再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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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了正文 也仔细看了诺贝尔奖颁奖词 不难看出评委在意的是两点 日本的文化内涵和川端的细腻描
述。我不以为意。论细腻他不如古文，论意境他不如古诗，论内涵、他没内涵。他写的不是小说而是
散文，而这种散文所体现的仅仅是战后的鳞伤和对美的消极欣赏。淡淡的凄怆和悲凉。他没有表现出
任何有价值的思考，我认为这种书的价值只在于让有闲阶级在泡完妹以后在街角的咖啡店装B，以期
把更多的妹并获得某种程度的自我认可——在已读书目里凑个数，以便日后post个“今年只读了500本
书这样下去可不行”之类的推，脑内小剧场都为他歇业了。总而言之，这个诺贝尔奖根本就是为日本
而发，不是为这本书而发。你知道，他是厌世的，他还有个名词叫厌世家，厌世都能有个家，逗得无
以复加。我一向认为厌世最是自己的事情，最是不能比的东西，一旦涉及到终极价值判断，如存在主
义旗手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提到的那样，应当是纯自我意志的。为了自己的厌世还要硬生生搞出
一个家来，家者，expert也，厌世是情绪性行为，相似的构词方法大约只有艺术家。可是难道，厌世
能和艺术等量齐观？！像这样自命清高又要出世又搞不出艺术的垃圾人，我歧视他。闲下来屁事不做
就净追求些不存在的东西的人，应该立法处决。讲真，宁经史子集皓首，莫读川端一本书。对了，他
要是帅我就给两星，长那么丑的作者写的书，我一开始看就心痛如绞。
2、《雪国》《千鹤》《古都》都是川端康成的作品，都在最精彩、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结尾，仿佛听
着一首悠扬的音乐，刚听到兴奋处却戛然而止，让人意犹未尽，回味无穷。作者善于描写风景，静物
，细节，更善于描写女子细腻的心思，为读者展现了几位性格不同却都惹人喜爱的美丽女孩子。也许
，作者是在通过美丽女子的美丽心灵，向我们说明真善美的真谛吧。翻开书页，眼前仿佛出现一位身
穿浅蓝色底印白色碎花和服，腰系藏蓝色腰带，乌发松松绾于脑后的女子，婀娜立于京都的樱花树下
，正仰首看那粉色的樱花随风翩翩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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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雪国·千鹤·古都》的笔记-全部

        之前并没有读过日本作家的文学著作，第一次读就感觉文字非常优美，非常具有画面感，那种朦
朦胧胧的情愫浸满空气，略带淡淡的忧伤，那情那景瞬间出现在眼前，仿佛就置身于到日本的那种山
村里，朴实、厚重，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虽然称其为小说，但是就故事情节来说还是有些出乎自己
的预料，只局限在很小的空间范围内，可能是时代差距太大了吧~~~~~~~~~

2、《雪国·千鹤·古都》的笔记-序言

               今天认认真真又把两篇序言看了一遍，然后看了50页《雪国》正文，还没有喜欢上这本书。
    首先，是阅读序言时候忽然想起渡边淳一《樱花树下》，记得腰封上说这本书写的就是《雪国》那
种日本男人对女体的“梦幻能”。人到中年的东京某出版社社长游佐事业成功，但对常年生病的妻子
以冷暴力相对。他出差京都时常去一家老字号料理店，风韵犹存的老板娘菊乃与丈夫分居多年，两人
渐渐发展出婚外恋情。然而以年轻女性的魅力难以抗拒为借口，游佐竟与菊乃的女儿成了地下情人，
终致悲剧发生，无法挽回。作者对彷徨于欲望与理智之间的男性心理，对深陷恋爱痛苦的女性心理，
都有细致的分析；对日式美食、京都风物也有详细描写。我不大喜欢游佐。
    看了序言，了解日本评论家也把岛村认定是“轻薄子”，心里就介意了；然后继续看岛村是什么性
格、怎么对待驹子的、叶子是怎么死的，吃惊很多，因为《樱花树下》的结局几乎和《雪国》一模一
样，菊乃喝醉了之后不知道是有意自杀还是意外失足坠楼而死，游佐和凉子之情结束。由于不喜欢彷
徨于欲望与理智之间的游佐，也就不喜欢徘徊于官能和感情之间的岛村，对川端追求的妖冶幽玄似乎
不可接受。
    另外，小时候看不懂《雪国》，虽则不懂但无限仰慕（包括岛村），现在却仿佛是得悉源氏之“心
”的若紫，对岛村有种以前怎么会把他当个人的感觉⋯⋯
    何以会讨厌这种类型的男人呢？而且为什么源氏光是例外呢？为什么《源氏物语》一点都不会讨厌
还觉得理所当然？继承了《源氏物语》风格的《雪国》就比较恶心呢？好奇怪哦。
    《雪国》只有一百页，读到五十页，给我感觉一直冷冷的，岛村和驹子的官能描写也非常隐秘，当
然我知道“手指”是什么意思了--渡边淳一在《失乐园》夹议川端。
     我比较偏好叶子，开篇写她映照在暮景车窗玻璃上的那段，貌似渡边淳一也在《失乐园》有过类似
描写。
     这真是一本小孩看不懂，大人也未必全看懂的小说。

3、《雪国·千鹤·古都》的笔记-雪国

        银河下的岛村和驹子

p92/94          

阒：空。指空荡荡，没有一人。

4、《雪国·千鹤·古都》的笔记-第150页

        “我想是了人”应该是“了入”
还有第178页方才干花子应该是千花子。

Page 12



《雪国·千鹤·古都》

《千鹤》是今天认真翻了，发现这种许久未见的错误，有点好笑，遂记之。

5、《雪国·千鹤·古都》的笔记-第5页

        p5“单单映出星眸一点，反而显得格外迷人。岛村把脸靠近车窗，赶紧摆出一副旅愁模样，装作
要看薄暮景色，用手掌抹着玻璃。”

一切都源于岛村擦拭蒙上水汽的玻璃，他偷偷看对座姑娘和她守视的男子，岛村的装模作样倒是有些
可爱，像是小孩子暗恋着一个人。

p6

6、《雪国·千鹤·古都》的笔记-第48页

        p48                

7、《雪国·千鹤·古都》的笔记-第1页

        书影

8、《雪国·千鹤·古都》的笔记-雪国

        行男奄奄一息时想见驹子一面，驹子：
“不，我不愿意看着一个人死掉。”
这话听来，既像冷酷无情，又像充满炽烈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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