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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

前言

日本语“物语”意为故事或杂谈，是日本古典文学的一种写作题材。大概产生于日本的平安时代。大
致分为两个文学流派：一为小说创造类的物语，故事内容虚构，具有传奇色彩；另一为和歌物语，主
要以和歌为主，属于客观叙事和历史史实的记述。    《源氏物语》即“源氏的故事”，是日本平安时
代的女歌人“紫式部”所著。通过对主人公源氏及其后代的生活经历和情爱故事的描写，反映了那个
时代日本宫廷政治的腐败，贵族生活的骄奢谣逸，以及女性社会地位的卑微和普通民众生活的苦难。 
  《源氏物语》是现有记载的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紫式部在日本文学史上第一次将小说创作
类物语和和歌类物语相结合。在继承了物语创作写实的基础上，改变了物语缺少细腻的心理描写、细
致的景物描述的缺陷，借物观心，以心哀物，开创了日本文学哀婉、细腻风格的先诃。    《源氏物语
》的作者紫式部，本姓藤原，原名不详。因其父曾先后任式部丞和式部大丞之职，故以其父的官职取
名为藤氏部，以显示其出身身份。后因其塑造的《源氏物语》中紫姬的形象广为世人喜爱，故后人尊
称其为紫式部。紫式部生于官宦之家，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对白居易诗文尤其喜爱和熟悉。但她的
个人生活十分不幸。二十四岁丧夫寡居，开始创作《源氏物语》，进宫任皇后侍从女官后继续创作。
历经十年，终于完成了这部堪称日本平安王朝宫廷画卷的散文体小说(物语)。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
位主要在于它诞生之早。整部书完成于一零零六年前后，相当于中国宋代真宗年间。早于《三国演义
》、《水浒传》三百年左右，早于《红楼梦》七百余年。较意大利的《神曲》、《十日谈》早三百多
年，比莎士比亚戏剧早不止六百年。至少就小说而言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一九六六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将紫式部置于“世界五大伟人之列”。    《源氏物语》是一部让日本民族整整骄傲了十
个世纪的著作。川端康成在接受诺贝尔奖时所做的讲演上也曾指出：《源氏物语》是日本小说创作的
最巅峰，他自己也不能与其相比较。这虽有几分自谦的成分，但是这数千年来《源氏物语》确实影响
着日本文学的发展，至今，仍无人能超过这部著作。    《源氏物语》全书约百万余字，讲述的故事纵
跨四代皇朝，历时约八十余年，涉及人物四百多位，其中详细描写、形象鲜明的人物亦有二十多人。
通常分为三部：第一部，共三十三卷。以源氏为主人公，叙述了他不同寻常的出生、任性纵情的爱欲
生活及在政治上遭遇谪迁及从反京都，飞黄腾达，位极人臣的过程；第二部共八卷。主要描写源氏四
十岁以后的生活。表现其认识到生命的无常。从而深深陷入沉重的寂寞与无奈之境；第三部共十三卷
。主要讲述源氏之子薰君与旬皇子之间复杂的爱恨纠葛。以与前两部情节“因果相报”的呼应形式，
发出了对人生、宿命、情缘的深重而悠远的哀叹。    紫式部从小受汉文化熏陶，尤其钟爱白居易的诗
文。在《源氏物语》中她多次引用白居易的诗句，以及《礼记》、《史记》、《汉书》等中国古籍的
典故。又因该书涉及人物大多都是贵族，并着重于爱情生活描述，因此被中国人誉为日本的《红楼梦
》。但编者认为，《源氏物语》成书时间早于《红楼梦》七个多世纪，称其为日本的《红楼梦》有违
通常伦理原则，实为不当。    其实，《源氏物语》大量关于情爱的描写、叙述颇类似中国洁本《金瓶
梅》。只是由于西门和源氏各自出身、所处阶级及财富拥有程度、教育背景不同，在其行事中好似显
得源氏高雅、风流、慷慨；西门庸俗、猥琐、吝鄙。但他们见色心喜、不择手段、泯灭人伦纲常的人
心、品格其实相差无几，难分伯仲。    《源氏物语》奠定了日本古典文学的“物哀”审美观。物语之
“哀”是以和歌之抒情为基础，然其含义、感受向深广的方向发展。《源氏物语》使用“哀”有一千
多处，完成了从“哀”到“物哀”的发展过程。这种依附于“物”的、物化的“哀”形成了那个时代
的美学精神，应该说，感物而生情是《源氏物语》的“物哀”审美观，也是物语文学的审美核心。    
《源氏物语》在日本开启了“物哀”的时代。物哀，简单地概括说，就是人心接触外部世界时，触景
生情，感物生情，心为之所动所自然涌出的情感。在《源氏物语》成书以后，日本文学明显地带有一
种淡淡的哀伤。“物哀”也成为日本一种国民性的民族审美意识这也充分表现了日本民族推崇外在型
美、色美的民族特性。    以一部“物语”深刻阐释并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性格特点，《源氏物语》被定
义为日本古典文学巅峰之作，实不为过。每一个民族都对世界文明进程有其独特的贡献，有的贡献了
哲学，有的贡献了文学，有的贡献了数学，有的贡献了化学、物理学⋯⋯相比而言，一般认为日本民
族主要贡献了美学——日本人生性执著，把“美”推到了极致，推到了登峰造极淋漓尽致的地步。在
日本人那里，美就是同消亡、同寂灭、同悲哀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说的“喜怒哀乐”，哀是喜怒哀乐
中的哀，哀是其一；而日本人说的喜怒哀乐，是哀中的喜怒哀乐，哀是一切，哀是主题。也就是说日
本人有一种悲剧情结，以悲为美，以哀为美。这种美学情趣主要来自《源氏物语》。《源氏物语》称
之为“物哀”。可以说这种“物哀”精神一直影响到现代，其最典型的体现者，在作家中就是川端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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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

成。即使深受西方影响的村上春树，其骨子里的成分——比如无奈、孤独、寂寥和凄凉——也还是和
《源氏物语》体现的美学传统一脉相承。说得夸张些，理解了《源氏物语》，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理解
了日本美学、日本文学乃至日本人——这大概就是对于我们而言的《源氏物语》的价值。    而这种审
美意识又与佛教的无常观密切关联。《源氏物语》中的“无常”大多是由于亲人的去世而觉人生苦短
，导致对人生的痛苦、悲哀的无奈和否定，于是佛教的厌世、追求净土便成为一种社会的思潮。生命
的终结，既是美的毁灭，也是痛苦的消失；厌世是对人生迷恋的拒绝，也是对死的接受，这是寂静之
美的具现。作为文学审美的对象，与佛教的“涅槃寂静”的理念是一致的。不过，虽然《源氏物语》
浸润着浓厚的佛教色彩，却并没有达到“空”的境界。出家之人也未完全脱俗，其“无常”实质上是
说感觉时间变易之迅速，生命短暂，应该珍惜时间。这就与佛教的万物生死、变异无常住性的思想并
不完全一致，因此“无常”与“物哀”的结合便成为平安文学的时代审美观。    从《源氏物语》中可
以看出佛教中人世无常，因果相报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已深入其髓。上至天皇，下至庶民，都皆因感慨
人世无常，而求之于以佛教而超脱俗世痛苦，进入极乐净土。其亦反映了当时社会环境的残酷和无情
。贵族们已无力改变自己衰落的命运，他们不避人伦的纵欲，荒诞奢靡的日常生活，可以看做是其已
预知必将灭亡前的疯狂。    《源氏物语》中对源氏情爱、婚姻的描述，揭示了一夫多妻制下妇女悲惨
的命运。从这一方面来说，《源氏物语》可视为日本女性的一部哀歌。    男婚女嫁往往同政治斗争相
连，女性不仅是男人的玩物，也变成了政治交易的工具和手段，她们不能自主自己的命运。在这方面
，紫式部做了大量细致的描写。左大臣把自己的女儿葵姬许给源氏，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势力。朱雀天
皇在源氏四十岁时把自己年仅十六岁的女儿嫁给源氏，是出于对源氏一族强大势力的考虑。如此一来
，他既可以保护女儿未来的生活，也可以保证自己退位后的安稳。    而源氏则倚仗自己的权势，夜半
强闯地方官之妻空蝉的居室，玷污有夫之妇；勾引夕颜，却又践踏其爱情；与继母藤壶通奸；强掠紫
姬于童幼，养女为妾⋯⋯这种为人所不齿的堕落生活和乱伦关系是当时社会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的反
映，与贵族阶层的没落与衰亡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作为出身贵族家庭、书香门第的才女的紫式部
在丈夫去世后，应招入宫，为皇后讲解《日本书纪》和白居易的诗作，因而有机会直接接触宫廷生活
，并对宫廷生活和妇女有着全面深刻的了解，对贵族阶级的没落有着切肤的感受。    作为贵族阶级的
一员，紫式部不可避免地有着其对历史和阶级认识的局限性，所以她企图通过对源氏的美化、理想化
作为对本阶级的希望和寄托。为此她亦不惜余力地美化和宽宥源氏荒唐、无耻的行为。书中第四十一
回只有题目《云隐》而无正文——紫式部以这种奇特的表现手法来暗喻源氏的离世，以表现出她对源
氏这个她予以吹捧、美化的理想贵族形象完结的深深痛惜和哀悼。    《源氏物语》中刻画了诸多妇女
形象。有身份高贵的，也有低贱的。但她们的境遇都是一样的，都得依附于男人才可能得到安定、优
裕的生活。以男人为自己命运，父死女贱、夫死妇贱、子死母贱充分表现出女性在社会中低下的地位
。即使反抗，也只能是剪去长丝，断绝亲情，于青灯古佛下煎熬自己的心灵和生命。从紫式部自己名
字的由来亦可看出那个时代，作为女性的人生的悲哀，令人叹息。    虽然紫式部极力避免对当时日本
政治生态直接描述，但也从几任天皇的境遇，反映了平安时代日本皇权的没落。政治走向受强势外戚
及朝廷重臣的影响和决定。天皇徒有威仪，而国家管理权却落在大臣及其家族之手。甚至到了为与臣
下争女人而忍悲饮恨，为保自身及后代平安而向臣下乞婚的悲哀境地。从中可以看出百余年后日本幕
府时代的必将到来。    《源氏物语》详细地记载了古代日本的民风、民俗，诸多节日和庆生祭死的仪
式。对于了解日本文化和民族习俗、心理特征具有教科书的作用。作为世界历史上现存的最早的长篇
章回写实小说，《源氏物语》备受后人的推崇，并被诸多文学大师推荐为名著必藏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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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

内容概要

《源氏物语》是现有记载的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紫式部在日本文学史上第一次将小说创作类
物语和和歌类物语相结合。在继承了物语创作写实的基础上，改变了物语缺少细腻的心理描写、细致
的景物描述的缺陷，借物观心，以心哀物，开创了日本文学哀婉、细腻风格的先诃。
    《源氏物语》全书约百万余字，讲述的故事纵跨四代皇朝，历时约八十余年，涉及人物四百多位，
其中详细描写、形象鲜明的人物亦有二十多人。通常分为三部：第一部，共三十三卷。以源氏为主人
公，叙述了他不同寻常的出生、任性纵情的爱欲生活及在政治上遭遇谪迁及从反京都，飞黄腾达，位
极人臣的过程；第二部共八卷。主要描写源氏四十岁以后的生活。表现其认识到生命的无常。从而深
深陷入沉重的寂寞与无奈之境；第三部共十三卷。主要讲述源氏之子薰君与旬皇子之间复杂的爱恨纠
葛。以与前两部情节“因果相报”的呼应形式，发出了对人生、宿命、情缘的深重而悠远的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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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

作者简介

紫式部(约973-1014)，日本女作家，歌人。作者本名无可考。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藤原为时是有名
的中国文学学者，擅长和歌和汉诗。任地方官，地位不高。紫式部自幼跟从父亲学习中国诗文和和歌
，熟读中国典籍，并擅乐器和绘画，信仰佛教。约22岁时，与比自己年长20多岁、已有妻室子女的地
方官藤原宣孝结婚，因而亲身体验了一夫多妻制家庭生活的滋味。婚后3年，丈夫逝世。在寡居生浯
中，因创作《源氏物语》而文名远扬，受到藤原道长等高官显贵的器重。宽弘2～3年(1005～1006)间入
后宫，任藤原道长之女，天皇皇后彰子的女官，为她讲授《日本书纪》和《白氏文集》等汉籍古书。
官名为藤式部，后改称紫式部。据传，“紫”是《源氏物语》的主人公的名字，式部源于她长兄的官
名“式部丞”。1013年离开后宫。《源氏物语》直到她逝世前才成书。该书被誉为日本古典文学的高
峰，是世界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作者另有《紫式部日记》和《紫式部集》等作品问世。
乔红伟，黑龙江大学日本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就读于日本新泻大学经济系。2003年至2005年在日本青
森县县厅任国际课国际交流员。2006年至今执教于黑龙江科技学院利民校区，任日语系主任。曾在专
业期刊发表论文、译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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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

书籍目录

上册
第一回  桐壶
第二回  帚木
第三回  空蝉
第四回  夕颜
第五回  紫儿
第六回  末摘花
第七回  红叶贺
第八回  花宴
第九回  葵姬
第十回  杨桐
第十一回  花散里
第十二回  须磨
第十三回  明石
第十四回  航标
第十五回  蓬生
第十六回  关屋
第十七回  赛画
第十八回  松风
第十九回  薄云
第二十回  槿姬
第二十一回  少女
第二十二回  玉髪
第二十三回  早莺
第二十四回  蝴蝶
第二十五回  萤
第二十六回  常夏
第二十七回  篝火
第二十八回  朔风
第二十九回  行幸
第三十回  兰草
第三十一回  真木柱
第三十二回  梅枝
第三十三回  藤花末叶
下册
第三十四回  新菜
第三十五回  新菜续
第三十六回  柏木
第三十七回  横笛
第三十八回  铃虫
第三十九回  夕雾
第四十回  法事
第四十一回  魔法使
第四十二回  云隐
第四十三回  匂皇子
第四十四回  红梅
第四十五回  竹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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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

第四十六回  桥姬
第四十七回  柯根
第四十八回  总角
第四十九回  早蕨
第五十回  寄生
第五十一回  东亭
第五十二回  浮舟
第五十三回  蜉蝣
第五十四回  习字
第五十五回  梦浮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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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一年夏天，桐壶更衣身体欠安，想乞假回娘家休养，皇上不忍离别，执意不允。这位更
衣几年来常常生病，皇上已然习惯，他说：“且稍住宫中休养将息，视情势再度定夺吧。”但在这期
间，更衣的病情越发加重起来，只过得五六天，整个儿艳色玉体已'衰瘦如柳，甚是令人痛心。母太君
哭哭啼啼地向皇上乞假，皇上见得此般情形，不便强留，方允其出宫。即便如此，也得提防发生意外
。因此决计让小皇子留在宫中，令更衣悄悄回去。形势所迫，皇上也不便一味挽留，只因碍于身份，
未便亲送出宫，心中自是痛楚不安。更衣本来是个花容月貌的美人儿，但这时候重病缠身，花容尽损
，虽有千言万语，只可恨无一丝的力气诉说。只剩得奄奄一息，气若游丝了。皇上睹此情状，已是茫
然无计，一面啼哭，一面历叙前情，重提相邀相约之誓。可是更衣已经不能言语，两眼失神，四肢瘫
痪，只是昏昏沉沉地躺着。可怜那皇上束手无策，只得匆匆出室，命左右备车，但心里又实是难舍，
再进得室中，又不忍让她去了。他对更衣说：“我和你立下盟誓：大限到时，定要同去。你不会弃我
于不顾吧？”更衣也深感皇上恩情，心中似有所动，挣扎着噎噎吟道：“大限已至悲永别，留恋残生
叹命穷。若是早知必有此等结果⋯⋯”说到这里已经奄奄一息，想继续说下去，只觉困疲不堪，力不
从心了。皇上仍欲将其留住宫中，亲加调理。可是左右奏道：“贵妃母家、高僧诸人尽已请到，定于
今晚启忏⋯⋯”他们催促皇上动身。皇上奈何不得，只好允了这更衣回外家寄住休养。 桐壶更衣出宫
之后，皇上自是心中悲痛，无法人眠，但觉长夜如年，前去外家探病的使者亦不见踪影，皇上不断地
唉声叹气。且说那使者到达更衣外家，只听见里面哭声连天，心中已自明白了几分。只听里面哭道：
“夜半过后就去世了！”使者只好快怏而返，据实奏闻。皇上闻此噩耗，长痛难抑，心神恍惚，竟把
自己关在房里，郁郁凝思。 小皇子已遭丧母之痛，实是可怜。皇上本欲将他留在宫中。可是丧服中的
皇子留侍御前，并无这个先例，只得由他出居外家。小皇子年幼无知，眼见得诸宫女啼哭哀号，父皇
哀伤欲绝，心中倒也觉着怪异。他哪里知道，平常间亲子别离，已是悲哀断肠之事，何况又要遭受生
离死别两重痛苦呢！ 悲伤之情虽绵绵不断，仍按照丧礼，行火葬之仪。母太君恋恋不舍，见得众人送
走了女儿，哭泣哀号：“我这老身，就与她一起化为灰尘了吧！”她便挤上众侍女送葬之车，一同来
到正在举行庄严仪式的爱宕的火葬场。太君到达其地，心里自是伤痛已极！她说得还算通情达理：“
眼看着遗骸，忆起平日的音容笑貌，仿佛她还活着；直到看见她变成了灰烬，才相信她是真的不在世
间了啊。”然而哭得几乎从车子上掉下。侍女们簇拥搀扶，百般劝解，她们说：“早就有今日之忧了
啊。” 宫中派的钦差来了。同时带来圣旨，宣读道：追封桐壶更衣为三位。此番自然又引来一片号啕
之声。皇上回想这更衣在世之日未得女御之名，心中歉疚。他现在要让她晋升一级，所以追封。哪料
得此等追封又引来诸多怨忌。然而通情达理的人，尚且以为更衣性情温淑，优柔娴雅，姿容美艳，乃
可亲可敬之人，本无可怪罪。只因过去皇上对她宠爱太甚，以致受人妒恨。如今此身已化作青烟而去
，恩恩怨怨自然已随青烟消去了。皇上身边的女官们回想起她人品之优越、心地之慈祥，不胜悼惜。
所谓“生前虽招恨，死后人尽爱”。此古歌也正合此情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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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

编辑推荐

《世界文学名著:源氏物语(全译本)(套装共2册)》是现有记载的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紫式部在
日本文学史上第一次将小说创作类物语和和歌类物语相结合。在继承了物语创作写实的基础上，改变
了物语缺少细腻的心理描写、细致的景物描述的缺陷，借物观心，以心哀物，开创了日本文学哀婉、
细腻风格的先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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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

精彩短评

1、物有所值，不错，正在看。
2、我觉得与其说是红楼梦，不如说是日本的贾宝玉传
3、人类已经阻止不了你的发展了，昨天下午订的书，今天下午就收到了，包装啥的都好，也是正版
。逆天了逆天了
4、封面很漂亮，纸张也不错的书
5、不知道别的版本翻译怎么样 此版还算可以，只是诗不太喜欢 译的不太好
6、刚拿到书，很赞，迫不及待想读了，哈哈
7、没有说的那么好，不过这个价钱也就是这样了
8、很喜欢，帮朋友买的*^_^*
9、好书 价格便宜 翻译的不错
10、一直都想读读着本书，想看一下里面的情节。很优美。
11、就是书的有点脏，不干净
12、和白话文有一点区别，这类的读的少，只大概读懂了意思。
13、书本不错，要是价格能再优惠些就好了。
14、因为想看看日本的书才买的，不过纸质不太好
15、好吧其实最先读的是这一版的，，，然后才读了丰子恺译本
16、这个译本不太行
17、不知道是这版译文的问题（乔红伟译），还是紫式部本来的行文问题。“物哀”意境一点没读出
来，行文太磨叽，源公子太矫情。不是为了日本文学的启蒙必读，我他妈绝对不会读完。有机会看看
丰老师的译版，或者台湾林月英的译版，看看能不能静下心。
18、珍藏版贵了点  如果只是为了看看 就买这款吧
19、有不少错字，不知道是版本的问题还是怎么的
20、个人认为这个版本翻译得很好，半文半白的文字风格与其故事的时代相呼应，另外书的印刷与装
帧也不错。
21、有错别字，有点怀疑是不是盗版的。
22、其实是日本的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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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

精彩书评

1、源氏公子、头中将、左马头、藤式部丞，四人在一个阴雨绵绵的雨夜品评世间女子。有将女人分
上中下三等的，有从中又分出个上中下等的。论出身地位、血统纯良，论家族财富多寡、官职高低，
论才艺高下、智识贤愚，论相貌美丑、心性逆顺。他们掌灯夜谈，慨叹怨恨。总而言之，天下女人各
式各样，概不离这几位的系统分析。如果要替他们做个总结，最最上等的女子，首要务必出身高贵，
最好是王族公卿的公主，万不可是臣下的小姐；其次务必相貌超凡脱俗，人中仅有，能使任何男人见
之倾倒，使君子辗转反侧；再次锦上添花得多才多艺，舞蹈、曲艺、乐器、歌唱、书法、作诗样样精
通；末尾，如果某个女子心性极为顺从，心境平和宽广，不争风吃醋，不挑拨事端，不浪荡出轨，那
简直是人中之凤啊。中等和下等女子，就在各个方面渐次降低。农家的村姑，在此丝毫没有提起的必
要。听四位酣畅淋漓的评鉴，像中年妇人聚众挑拣清晨上市的新鲜蔬菜，也像厌食症患者对一桌菜色
挑三拣四。整部《源氏物语》的基调和故事延展，都在第二回《帚木》的品评环节中埋下伏笔。接下
来洋洋洒洒的七百余页，正是王公贵族和权臣男子们，不厌其烦地实践追逐公主小姐的游戏，并在得
失之间，频频回顾、对证那个阴雨绵绵的雨夜所谈。实际上，《源氏物语》只讲了两个物语：一是，
风流无度的男性贵族权臣，对公主小姐的追求与恋爱日本古代社会受中国影响太深，上层男子三妻四
妾也是社会普遍认可的世俗。不过，中国古代小说在娶妻纳妾上给人的印象，更多是男子对女子占有
的强霸。男权体现的是一个既成的结果，即，有这样身份地位的男人，已然有这般的妻妾成群，鲜有
描绘男子在占有女子的过程中在情爱方面的投情和纠葛，典型的是西门庆式的人物。《源氏物语》显
然就更内化和个人化了。通篇都是男子如何偶然或慕名遇见女子，为女子的地位、美貌和才艺所倾倒
，进而朝思暮想的情思，不由自主地浮现倩女之身影，那流涕哀愁、痛不欲生的样子，真是令人同情
。有如柏木者，竟然因偷情致女怀孕，心惊恐惧，郁郁寡欢得病而亡。这与普通男女之间的恋情很像
，似乎男子和女子只因这共同的情感范畴而抹平了他们之间及与他人之间的身份地位差异，甚至男子
要承受更多的苦痛。由于作者描述的笔墨非常之多，用力亦非常深沉，以致令读者觉得，这些公子哥
儿，成天除了想女人就没别事可做了。这可不是显赫身份、国之栋梁所干的事。但，如果说日本平安
时代的男女更趋于平等，那就大大地错了。《源氏物语》讲述上层男子在爱情上的痛苦和快乐的遭遇
，是文学作品的需要。男权意识在《源氏物语》里不是减少了，而是显得更加真切，看得令人更加厌
恶。虽然不能外在地看出男子对女子暴力的约束，却在内在的意识里将女人实践为一个玩物。举几个
例子：1、主角源氏慕恋一个已经婚嫁的女子，某日闯入该女子房中，女子不愿顺服却不敢叫喊，因
她怕外人知晓而讥议自己对原配的不忠，哪怕是不从的呐喊。在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正常交谈
得隔着帘幕，直接入房成何体统？但为什么是受迫的女子这样担忧？2、不论源氏、夕雾大将、熏君
中将，还是匂兵部亲王，这些血统纯正风韵无人能及的高贵之人，他们只以自己的愿望和所遭受的苦
痛折磨程度为根本，来评价女子顺从忍耐才德的深浅。不论女子多么不愿、多么强人所难，只要她不
能顺其所望，就是不近人情——你看我等都为你如此了，你还不能如何吗？难道你就那么狠心见我这
般痛苦吗？这些男人把自己的自作自受，全都归咎于女子性情的不堪。横竖是女人的错。如果说不上
谁的错，他们就会说，你我之间的“宿缘”甚深，不可违抗。呜呼哀哉！这些荒谬的求全责备，通过
人物间的对话和内心独白暴露无遗。源氏浪情无度，上到五十几岁的老妇女，下到十来岁的小姑娘，
与之有染者不计其数，有的私生子连自己都忘了。但作者给了他极大的同情，早原谅了他的逢场作戏
。毕竟，如获得这么高贵之人的垂爱，可谓三生有幸呢。“源氏大将的衣香浓郁，令人疑为极乐净土
”，作者这般暧昧吹捧，实在令人不适。《源氏物语》充斥的全是把浪情视真情，狂乱追求并在意志
上强女子所难的故事。不少女子因此抑郁寡欢，命归黄泉。然而，这样的男权意识并非男子独有，大
多女子也是默认的。追慕求荣而甘为人妾者比比皆是。或许这才是社会的残酷所在。我喜欢那个无名
的浮舟，她不堪匂兵部亲王和熏大将的“垂爱”，跳水自尽未遂。被救起后藏在寺庙里，还是摆脱不
了这两个男人的频繁求见，最后毅然决然削发为尼。她明确拒绝他人的劝导，更竟然克服了不见在世
母亲的世俗约束，这分明是其个人独立意志的张扬。《源氏物语》通篇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女子来，哪
怕是举世无双的紫姬。小说末尾，熏大将欲见浮舟而不得，垂头丧气，猜测：“如今或许另有他人，
似自己先前藏她于宇治山庄那般，复将她隐藏于这小野草庵之中了吧？”这样无自知之明，自以为是
，颇令人可笑和可鄙哪！可见，上层男人们对自己”天然“拥有的优势地位是多么自信和麻木，在现
实中，显得很是格格不入。如若将此矛盾置入时代，就有一种末世衰微的、腐朽的、旷古的苍凉。二
是，人生就是个无常的哀。线装书局曾将《菊与刀》、《武士道》、《日本论》、《日本人》四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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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

合集出版，名为《日本四书》，作者分别是美国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以期从各文化视角描绘日本人
的国民性。其中，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具有非凡的代表性，他以“菊”的柔弱敏感和“刀”的嗜
血冷酷，来比喻日本人集两种截然相反特点于一身的型格。成书于十一世纪最初几年的《源氏物语》
，所体现的人生基调，是“菊花”的柔弱敏感，评论者称其为“物哀”。小说中的人物，不论何种身
份地位、角色性格、男女长幼，对周遭和世事变迁，往往抱有一种独特的感同气质，显得多愁善感、
未语先哀。这个“哀”并不只是痛苦。他们对美的（如樱花盛开），变迁的（如樱花凋落），感人的
（如别后重逢），想改变却不能的（如既成的婚姻和事实），身世遭遇的（生老病死、升迁贬谪）等
等，当然，最多的仍是男欢女爱，充满了感慨。他们喜欢聚集赏花，对樱花的齐开皆落有着神圣般的
慨叹。喜悦与愁绪之间的转换就在瞬间。正如月圆月缺，圆时的辉煌有赞美，缺时的纤柔有叹息。他
们时不时就产生厌弃红尘世俗的念头，好像人生通常的日子是迫不得已的暂时的寄身，皈依佛门才是
归宿。佛教在小说里有着必然存在的地位，但人们对它的归顺并不出于宗教本身信仰，而是人生归隐
的寄托。世俗生活和教徒身份是不能相容的。你要不是尼姑和尚，要不就是红尘男女。他们深刻认为
人生无常，世事无定，并以无常无定的姿态，时刻应对无常无定的人生和世事。这是他们人生的一部
分。说实话，有这样丰富感触的人生观，必然要求更精致的人生经验，也天然地抗拒粗鄙。《源氏物
语》写的是上层人的情爱故事，它虽然从来看不起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的粗野，但就贵族这个阶层
而言，尽管拥有超强权力，它仍是对得起这个阶层称号的。他们对饮食起居的精致要求，对自身名誉
的百般呵护，以及作为社会精英所务必肩负的责任，在其中均有明显的体现。正是这个阶层，推动并
维系社会运转，没有辜负时代的重任。殊不知，相比现今的中国社会，不知道要倒退多少年代。粗鄙
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作为上层阶层，拥有权力却不负责任，作为精英却自甘堕落。沦陷于此的因
素，鄙人以为，乃无视精英领袖的力量，把粗鄙看做平等，将全社会的智识向下拉升至低劣的水平，
而不是向上追寻高贵。鄙俗的当权集团，务必为此担责。读完《源氏物语》并未产生喜爱之情，其故
事结构简单直叙，人物行为重复繁冗，甚至还能看出作者明显的偏向，但作为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
，其对于时代特征的记录，始创一个民族性格和文学的基调，是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更多文章，可
以逛个人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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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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