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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月物语·春雨物语》

内容概要

《雨月物语》共五卷九篇志怪小说，熔日本民间传说和中国神怪故事于一炉，文字精妙、情节曲折；
风格新颖、结构严密，更兼人物性格鲜明、氛围刻画生动，表现手法洗练传神，充满了艺术魅力。在
日本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誉为日本近代以前怪异小说的巅峰之作，是“读本小说”的
代表作品。
《春雨物语》是《雨月物语》的姊妹作，共十篇故事，取材全部来自日本正史或野史轶闻，以物语故
事为载体，巧妙地融合了真实历史、虚构传奇这两大要素，带有浓郁的寓言和讽世色彩。作品中还掺
杂了上田秋成的历史、文学观点，是他长年累月注释史籍、古典文学名著的一次浓缩总结，也是上田
秋成晚年时，思想认识、人生体悟都达到顶点的力作。其影响力虽不及《雨月物语》，却也在日本文
学史上留下重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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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月物语·春雨物语》

作者简介

上田秋成，江户读本小说第一人，生于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幼名仙次郎，本名东作，秋成为其雅号，
此外尚有无肠、三余斋、鹑翁等别号。
上田秋成精通汉学，在文学创作方面显露出惊世的才华，以其独特的反复古主义思想和关注庶民生活
的视角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学观和价值观。在他众多的作品中，尤以《雨月物语》和《春雨
物语》最为脍炙人口，最能体现他的思想和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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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雨月物语
序
一　白峰
二　菊花之约
三　夜宿荒宅
四　梦应之鲤
五　佛法僧
六　吉备津之釜
七　蛇性之淫
八　青头巾
九　贫富论
春雨物语
序
一    血溅宫闱
二    天津处女
三    海盗
四    再世之缘
五    独眼神
六    尸首的笑容
七    舍石丸
八    宫木之冢
九    和歌之魂
十    樊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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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月物语·春雨物语》

章节摘录

插图：一　白峰　丹枫迎秋，满山红叶，西行法师在逢坂关口验关东去。一路行来，重峦叠嶂，层林
尽染，使人流连难舍。走过水鸟飞翔的鸣海滩头，越过浮岛原的清见关，领略大矶小矶海岸的澹澹风
光，更有灵峰富士巍然高耸，云遮雾绕，妙不可言。在见过紫草遍地的武藏原野、风平浪静的盐釜晨
景之后，又历经象潟的渔户茅舍、佐野渡的浮桥、木曾峡谷上的栈桥，所到之处，无不令人神驰心醉
，逸兴盎然。　饱览东国风光后，西行决定掉转回头，向关西旅行，观赏西国的歌枕之地。遂于仁安
三年秋，经芦葭枯败的难波径直西去。冒着须磨明石浦的彻骨海风，舍陆登船，越海来到赞岐国真尾
坂的密林，搭起一间茅舍，止步暂息。他并非因为旅途劳累而歇足，而是打算在此静思参佛、专心修
行。　久闻距茅舍不远的白峰上，是崇德上皇的陵寝所在，西行一心想去参拜。遂于十月初的某日，
前往白峰。登临途中，只见松柏郁郁葱葱，尽管是风和日丽的大晴天，山中却露水清凉，仿佛霏霏细
雨，纷扬飘落。身后那座险峻的儿岳峰，直插入云，下临干仞深谷，云雾缥缈，即使咫尺之遥亦难辨
识。又行一程，在林木渐疏处，有一隆起的土墩，其上三石叠压，四周荆棘丛生、蔓草滋长，予人满
目凄凉之感。难道这便是上皇御陵吗？西行心神悲沮，茫然四顾，此情此景，不知是真是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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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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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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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月物语·春雨物语》

精彩书评

1、首先很赞王新禧的翻译，带文言的味道但是很自然，不生涩。两部物语比起来更喜欢《雨月物语
》，感觉写法和故事的选择都更成熟。而《春雨物语》有点像随便选成的一些写着玩的短篇，风格、
篇幅都不一致。《春雨物语》中比较喜欢《天津处女》、《尸首的笑容》和《宫木之冢》这三篇；《
雨月物语》里尤其喜欢《夜宿荒宅》和《吉备津之釜》，《菊花之约》、《梦应之鲤》、《青头巾》
和《佛法僧》也不错。（看来我喜欢诡异的⋯⋯话说看《吉备津之釜》的时候老在想，要是拍成鬼片
，觉对是佳作，还是文艺鬼片~）日本的神神怪怪确实很有意思，蛮有爱的~不过，新世界出版社的这
个版本确实是那啥了点，莫名其妙的空格什么的，让人很无语。
2、上田秋成（1734-1809）《雨月物语》江户怪诞小说的巅峰，初稿完成时，上田34岁；《春雨物语
》完成时，74岁。光是这岁数，就引人潜想。《春雨物语》的序言褪去了引经据典和各种可显露学识
的花招——《雨月》的序就接连提及罗贯中、紫式部、《水浒》 《源氏物语》，很有《三国》开场说
书之感，给了读者距离，仿佛客栈小二呼唤吆喝，急着显示“我将端出盛世大餐，请君期待品尝”。
可是《春》的序，简简单单地提及作文的场景，以雨滴声结束。七十老翁，灯下提笔，窗外夜雨纷飞
，他所写文字，如斯呈现纸上，回想看时脑海出现的暗夜、深山、古庙、小僧、魂魄、门缝中的灯影
，种种因乱世（如《夜宿荒宅》）或惑心（如《吉备津之釜》 《蛇性之淫》 ）引发的悲剧，一股水
墨般的黑暗寂静就涌现了出来，令人唏嘘不已。虽取材《剪灯新话》 《三言》，却割除了人鬼之间的
缠绵香艳的恋情艳色，正如日本水墨画，脱胎国画，却舍去颜色，只有墨色浓淡，更具禅意，画与文
的改编也很相通了。“推窗而望，绵绵春雨，似润吾枯肠，淅淅沥沥，淅淅沥沥”。读完《春雨物语
》终篇《樊哙》，再品此序，无常、彻悟之感顿生，于人间烦杂事又抽离了些许，类似冥想的效果。
今日这篇，只说两个，一个是《雨月》的景色，一个是《樊哙》。1一般讨厌写景段落，尤其是散文
中的大片写景，说是欣赏韵味，但通过文字，实在不如亲自用眼看，一张好照片就抵过朱自清的《荷
塘月色》冗杂文字百万倍了，但我很爱看《雨月物语》的写景，因为对季节敏感是日本文学的特色，
而且那种感觉，樱啊，菊啊，总带有禅味，看了特别清凉，幽静，如枯山水，以砂纹拟江流奔海，初
看是静止不动，需要一定心境，方能从沙石中看到江海。这种禅味的寂静风景，极大拓展了照片感的
写景，让平扁的景色无限拓展，跟精神层面的悟产生关系，好似通过一个有禅思的人的眼看世界，感
觉好舒服。著名的《菊花之约》中，有一段p21“昨日还盛开的尾上之樱，今朝已经凋谢，凉风习习
从海上吹来，拍打着礁岸。不问亦可知，初夏到来了。”清爽简单，却充满和风。所谓和风，在我看
来，是一种特别注重瞬间和短暂的感觉，写那些只有短暂生命、只有瞬间美的物，如变幻的季节，还
有应季的植物，随着季节变化而变化，将时间和物融成一种感觉，使人随之将目光变长变短，一会儿
看着绽放之花的美，一会儿又提醒你，美短暂易逝，不久另外一样东西就要来了，这个美就要被另外
的物取代了！这样写，不仅产生一种流动的美感，还容易引发伤春悲秋的心思，让被日常淹没的感觉
神经重新活过来，可以说是一种“撩拨”吧，也是一种清洗，这种“物哀”，让人可稍稍脱离浊世人
情，放大目光和心灵，引人看一看被忽视的小小的美，赋予一种脱俗之感。上文那段，并未细腻白描
出樱花花瓣多么美，蕊又是什么颜色，而是写流动之姿，变化之笔法，用不同的时间表示时间变化，
例如“昨日”，“今朝”，“初夏”。又有对比的动词“盛开”，“凋谢”。但是又没有悲春，而是
“不问亦可知”的爽朗初夏来了，语气明快。单这一段，就能营造江户时期的季节感，也暗示了赤穴
与左门母子的欢快日子非常快地过去了，以流动的景色免去了重复种种乐事，一笔盖过，妙得不得了
。2夜中佛门，经典的《雨月物语》场景，营造了不知多少万籁绝寂的氛围，夜里读来心凉，仿佛回
到远古无光的静夜里。《佛法僧》中，山寺不能歇宿，梦然和幼子不想下山，“两人在夜色中沿着山
林小道，寻到灵庙前的灯笼堂，踏上廊檐下的地板，以雨具铺地为席，坐下来静心诵经。暗夜沉沉，
万籁无声。”后面父子二人遇到丰臣秀次一行鬼怪魂魄，是动；而此刻，是静。在只有一僧应门的山
寺的灯笼堂中，二人随遇而安，席地诵经。空荡荡的夜中山寺，耳畔自然地响起了诵念声，声音孤孤
单单的。二人，深山，寺庙，空间广阔无边，充塞黑暗，深夜，环境与氛围为下文的魂出现做足了铺
垫，就如电影，广角拍出了极佳的画面。《青头巾》，快庵禅师留宿山中破寺，“夕阳渐渐隐到山后
，暮色沉沉，寺中也不点灯，漆黑一团，维闻山涧流水潺潺。寺僧起身，自行回到僧房，四周了无声
息，万籁俱静。”此处最妙，稍稍扫过，轻轻想象，心里便觉无穷的舒服。“漆黑一团”，视力无用
，一般只是用睡觉打发，但是最妙是有流水！“维闻山涧流水潺潺”，看不见，可是却听得到！不是
温婉平静的江南水乡门口的绿河，而是深山破寺附近的潺潺流水，在山涧，有空间下陷的纵深感，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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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月物语·春雨物语》

离或远或近，但是能听到水声，肯定是寂静非常，。枕流水入眠，美哉！漆黑的空间里，耳闻泉流，
心里自然呈现水象，简单两句，无限禅意尽泄！3 门缝之光，如窥秘，遮挡后的神奇世界，或是普普
通通的一家灯火中的俗居场景。在日本纪录片《美之壶》中，有一集专说“纸灯笼”，在罩子上绘简
单花草，色彩灰淡，浅紫，灰绿，花姿也平板无特色。可一但点亮罩内烛火，黄光如水般摇曳透出，
白色纸罩子通体透明，溢满火光，无一点白色，那花也活了，灯身内由一圈圈平行的细竹签撑起，竹
骨形成浅浅纹路，似波，那花就漂浮在了那波上，在风中荡漾。可见普普通通的遮挡，蕴含了绝妙的
美学。《吉备津之釜》：“初七的冷月清辉照着不大的院落，显得格外萧索。微弱的灯光自窗纸上透
出，更添荒寂之感。女子道：‘请您稍候。’说着走进屋里。正太郎站在长满青苔的古井旁，向屋里
张望。从唐纸屏风的缝隙中，露出被风吹得忽明忽暗的灯火。”隔着门，隔着唐纸，隔着些遮挡，罩
子后的灯光变得含蓄温柔，降下了最适合《雨月物语》的幽谈的调子。隔着的又如时间，我们这些读
者透过文字，窥望着中世日本的浮世生活，妄想着灵魂在雾中，返回那幽世，如坠遨游清梦中。缝隙
中的灯火还忽明忽暗，效果正如那纸灯笼一样。外面是萧索的院落，古井，屋里是美人居所。正太郎
的“张望”，像前戏。《青头巾》p90：“山村的夜，寂静安谧，连寺庙的钟声也听不到，唯有从破
旧门缝中泄入的下弦月月光，使人惊觉，夜色已深⋯⋯”又见门缝中光景。这次的光源，不是灯火，
而是月光，显佛门幽静。读一本书，最好的应该是简单沉醉，而不是这般肢解分析，实在是喜爱，想
理出头绪，便于自己模仿上田的写景笔法，遂这样大胆了。其实除了景色，人物语言中也常常有“物
哀”、“无常”之感，如《菊花之约》中，左门的母亲安慰儿子说“人心不会像这秋日的天空那般，
说变就变；菊花鲜艳绽放的日子，也不单只有今天⋯⋯”希望左门看淡赤穴未按时赴约之事；左门临
别对母亲说：“生如浮沫，死生之事，旦夕难保。”《夜宿荒宅》的丈夫安慰妻子说：“身在异乡，
如乘浮木飘零，焉能久留？待到来年暮秋，风卷葛叶之时，我便回来了。”季节流逝、对比的时间、
对比的物态，无一不备，融成清美的和风。那种自然说出这样的话、而人不自知的天然，令人心醉向
往！那一定是个好朝代啊！4《春雨物语》共十篇，《樊哙》是最后一篇，是最让人唏嘘的一篇，一
部洒脱爽脆的大盗故事。此樊哙不是西汉屠狗者，其名大藏，被唐国客人呼喊樊哙，便自称樊哙了，
有种鲁智深的感觉。杀兄弑父，为避通缉剃头为假和尚，跟着大盗村云做起了强盗，有神力，没钱就
干一票，毫不费力。其血肉体现于三件事：一件是有恩报恩，盗亦有道，他借宿穷人家里，商人欺老
妪不识金价，樊哙直言“那人是奸商”，揭穿骗局。为老妪亡父念经——砍柴老翁听见诵经声，从门
缝里看，认为他是个法师。其二是戏弄村云，二人游浮岛，骗村云跳上浮岛，推向水中央。面对村云
的惊怒，他吹了一曲匏箫，哈哈笑着下山了。原来是报复初入行时，村云分财的不公。随后二人立马
又和好了。明明是嗜血行恶的大盗，这种玩笑似的报复像孩童打闹，使樊哙露出很可爱的性格。其三
是樊哙、村云、小猿、月夜夜盗金库的故事。两小盗笨手笨脚，紧紧张张的，小猿先去探风，看到金
库被两副大铁锁锁住，竟然不知如何是好！等急的樊哙骂“铁锁也是人锁的，亏你还是个强盗，难不
成只会拾稻穗？”月夜进去帮忙，一个小时还没把门打开，樊哙等得暴怒，徒手把墙扒了个洞。桥段
十分搞笑，直让人捏把汗。七十多的上田竟然能如此细致地写盗金场景，简洁却不乏幽默。故事丰富
多彩，并非硬铮铮的铁汉似的大盗喋血史，而是鲜活柔软的、以爽快态度活着的人物传，生活气息特
别浓厚，即使杀兄弑父，也都是偶然为之，并非天性好恶。一切变机，樊哙的态度都有些船到桥头自
然直的态度，清爽大气，自然，来了事就去面对，凭天性行事。故事发展自然，一点也无矫揉造作、
精心编织桥段的文学小说感，上田的笔力可见。樊哙会享受生活。他在路上收了两个本想打劫他的小
盗小猿、月夜，结果三人竟然一起寻了处山中温泉，赏雪洗浴，过冬天。看到这里，我很觉好笑，这
樊哙真是会享受！这样生活情趣十足的桥段，看着特别温馨舒服，没错嘛！即使是大盗，也是人，也
会玩乐嘛！好像自己也跟着他在冒险的过程中享受了一番，过瘾。最为故事增色的，我认为是那清亮
的箫声！在赏雪洗浴时，樊哙向僧人学会了吹匏箫，他体格好，中气十足，吹出了极美的音色。并且
他只学《喜春乐》，“俺会吹一曲，已然称心如意。学太多首，过于繁杂，反而记不住。”多么简单
清爽的个性！出人意料又形象的选择。会吹奏匏箫后，樊哙希望有听众，逐渐冷清的温泉旅馆就呆不
住了。他来到店家推荐的过冬地粟津，更热闹。他就与偶遇的使横笛、筚篥的知音者合奏，沿途无数
人沉醉，随故事飘出的箫声，添了无限风雅。美妙的乐音有着净化的力量，乐器也多为法器。例如尺
八就是一些宗门的僧侣修行的必备法器，也很适合樊哙僧人的形象，只是不知匏箫具体是哪种和乐器
。上田没一昧突出樊哙的无敌，设了个破庙咳嗽武士，把樊哙撂倒了，武士劝说樊哙：盗道不长久，
虽为乱世英雄，却不可能在当今这平安时代长久为盗。故事到这里，文风转为苍凉。就像演到了侠盗
义贼的电影中的英雄末路的苍凉时段中了——时代过去了，战争乱世结束，时代需要的，是能守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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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能安安静静生活的人，而非适合战争的血腥人类。这段武士说教，也是为了结局铺垫，使得本
来特别出乎意料的结局，想来又有理。果然，小猿和月夜被抓贼的武士逮住了。樊哙救了他俩，丢了
金子。正是丢了金子，樊哙才会打劫路过的僧人。正是这个僧人不惜钱财的赤诚，震撼了樊哙，让他
回想前程，断了俗根，虔心修行。而有了前面义盗末路的情节铺垫，樊哙的彻悟才特别合理，毫无破
绽。本来就结束了，但最绝妙的，是全篇倒数第二段，“老法师道：‘⋯⋯现将俺一生故事，都说与
你等知晓，则无憾也。俺本是伯耆国恶徒，坏事做尽做绝，后受恩师感化，参佛修行⋯⋯”原来，以
上文字都是这位八十岁老法师对前生的回述。说完，他就圆寂了。樊哙与老法师，前面樊哙的故事越
是放纵享乐，与八十彻悟的老法师的形象就相差更远。这样的结尾，仿佛给前面无限丰富的人生经历
套了一层套，世界外面还有个世界的感觉。其中韵味，与《天人五衰》的结局何其相似！本来欢乐的
义盗浪迹江湖的故事，结尾处染了些时移势迁、时不待人的末世感，最终竟然是一佛门人的往事！五
彩斑斓，至此皆熄灭干净了，寂静的结局，膨胀出巨大的人生虚无感，似乎要吞没纷杂记忆，给人一
片清静的留白。夜里读来，更觉世间百般寂寥，好似剥落了的旧壁。2016 March 23 水 21 - 23：34  ~  
2016 mar.24 木20：30-23：18
3、一直因信世间存灵怪之物，而不得见之而心存遗憾。所以偶然觅得此书，当然兴趣盎然。加上对
其他读者称赞的翻译十分期待，就立刻找来一读。也许是最近被大部头的书纠缠，每每读完书中短短
几页的故事，都觉得像吃了一牙西瓜一样，解渴又爽口。拿起将要读时，脑里都是聊斋的影，但读下
去，聊斋已经不见了，而是另一种气质，聊斋里含笑，而《雨月》与《春雨》透着的是英气。《雨月
》立马想到的是菊花之约那篇，极难忘。有时一篇故事写死了人也不一定会让人伤感，就算是让人伤
感了，也是一时。而现在，一提起这篇，感动就心生，敬意亦心生，挡都挡不住，脑海是那句话“人
不能日行千里，而魂能日行千里”，赤穴为了赴约，把绝望的生命抛弃，寄托于一句古人言而招魂还
愿。我想这不全是友谊的作用，作者要藏在赤穴这个人身上的是一种可以放得下性命，执着自己决定
了的事的气度。同时左门与赤穴也像是山傍水，水依山的那种情谊，山处于一处便稳一世，水容一切
，也会使容纳之物体察包含之要义。赤穴，左门，手足情深。而佛法僧一篇，营造那种神秘氛围的感
觉最令我印象深刻，有点儿像是神来之笔一般，黑夜里，本荒凉的山野，突然来了狡黠的火光，再是
气势如云的对话，豪气顿时叫醒了父子俩的惊恐。奇怪之处是，文章未提任何关于光的文字，但我读
时以及后来回忆时，都感觉十分亮堂，有那种秉烛的热光，也有月洒凉意之感，每个人看起来不十分
清楚，但又可以看清面目，所以觉得很妙。而读罢雨月的九篇，还有一处十分统一，就是每读出一篇
的名字，都立马浮现其中高潮的那幅画面，栩栩如生，好像是看了电影一般。不得不称赞名字起的好
，很像关键处的海报，但又不会剧透。不过除却贫富论一篇。其实对春雨是没有对雨月兴趣高的，但
可能是期待的小，反而在读过之后更为欣赏。序里面提到了春雨是作者晚年之作。一向对老者的文字
或是言语有倾听的欲望，因为觉得在经历过时间之后的老人的记忆里面，一定多少有年轻的我所未知
的惊艳之处，会敲醒我，也有可能敲疼我。然后在读了春雨的序后笑了。老爷子这把年纪了说“念往
昔受诓于史籍，而今不妨为文诳惑他人，图一乐也！”我只想在老爷子面前，笑言“已被诳惑，诳惑
颇深哪”。读春雨的时候，真是觉得比雨月还有意思的多，尤其是从读到再世之缘时，觉得这书力量
颇深，故事新鲜奇妙至极，脑子里定助那个怪物还颇像是哈利波特里面的小精灵，定助都能找到媳妇
，真是作者有趣之笔，但文章里面要破除迷信的主旨，应于当时还是十分有开拓性的吧。最喜欢独眼
神一篇了。因为有种感同身受，获益匪浅之感。自己现在其实还有几分似那渴望得一名师指点而成为
“休憩于樱花树下的文人雅士”的年轻人的。独眼神，法师，女童，白狐侍女，修验者，一兔一猿，
年轻人，人数还不少，吃肉喝酒，真是自在，再加上说的都是极为朴实的警醒之言，读后久久不能忘
还。想起深夜食堂里面也是各式人等聚在一起，也是一样有深意，还有西瓜，不一样的人住在了一起
，互相维系。再就是，文中全是中国的典故，倍感亲切。感觉那种日本学习中国的那份韧劲儿与谦卑
，这是日本民族的优势，不像任何一个骄傲的国家只对自己人谦恭，不对其他人。还有感觉自己都不
及作者读中国史籍的百分之一，心中有愧。那些有益的典籍，涉猎皮毛，真是读的不够，要补充，要
认真的看看呀。
4、因为看到是王新禧翻译的，刚刚看了他翻的《怪谈》，而且从《怪谈》的《守约》追到这本书里
的《菊花之约》，想起《御法度》里冲田总司说明自己不搞基但喜欢听感人的物语时讲的那个“教书
先生和武士”的故事。其实都是每天午睡前翻开看看的，所以不是很仔细，看前言也知道了，很多改
编自中国的话本小说，但历史细节也好，气氛也好，都很日本化。《蛇性之淫》里，法师的名字居然
还是叫“法海”，但故事却没有《新白》那么“女性本位”了。《樊哙》是《春雨物语》里的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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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故事很长，也好像是很多故事捏合而成的，打赌去神社拿香火箱的情节，在《怪谈》里《幽灵瀑
布》的故事中出现过，但结局完全没那么恐怖；自命名为“樊哙”的主角落草后伪装为僧人，与朋友
分别前要学唐人折柳，居然把整根柳树连根拔起，怎么看都有“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赶脚；假和尚
夜宿老妇人家，糊里糊涂为老妇人亡夫念经超度的情节，也和《老鼠经》的故事有微微的重合，这个
故事的结局也是盗贼学得佛法，成了真正的高僧。总之，这是一个不良青年遇鬼遇险、杀兄灭夫、流
亡落草、入室抢劫、游山玩水、学会吹箫、被世外高人海扁又被高僧点化真正出家成为高僧的故事。
与其他篇目很强的道德感不同，这篇很黄很暴力，专讲乱力怪神，而且主人公杀人越货但不经常济贫
却仇视奸商，认为他们比打劫还凶狠。较正面的形象是武功高强的武士和真正的高僧，他们即使打败
了强盗也不会把他们扭送官府，而是好说好商量，劝他们早日从良。主人公怪力、难看、打劫，却会
吹箫、会佩服高僧的诚实，像极了“菊花与刀”。
5、一直很喜欢看怪力乱神的东西，从小时候的枕边书籍也是厚厚的一本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到现在
的对日本漫画，都是偏爱鬼怪多一点。不过比起中国鬼怪历史的脱节，现今都再没有什么电影或者新
的东西是改编自这些古老有趣的故事了，要不也是拍出来怪模怪样的。白娘子姐姐除外。。而日本的
鬼怪的传承则显得更好，看了许多漫画，其中就有不少是从古代的神话故事演变来的。最喜欢的就是
那篇《菊花之约》了，哦呵呵，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是在电影《御法度》里面的，当时就很想看《菊
花之约》，结果借来的这本书里面竟然有，真的太开心了。一个落魄的武士，颠沛流离到了一个村落
，没有人敢去照顾他，怕传染上什么病，除了一个书生，悉心的照顾他，给他上药，喂饭，擦身体。
后来，他们就成了好朋友，然后武士一定要回家报仇，书生就和他约定九九重阳的时候一定再次相见
。结果到了那天，书生千等万等没有等到武士的身影，决定熬夜，最后，武士终于回来了。可是武士
对书生说，我其实已经死了，因为那边把我软禁了，不让我回来，于是我就自刎了，让我的魂魄飘回
来看你。就为了赴你的约，让你不至于等我等到你心碎。书生哭了，书生的妈妈也哭了。后来书生跋
山涉水给武士报仇，故事就结束了。看完了很郁闷，书生的妈妈都默许了，为什么他们还是不能在一
起。书生最后有没有自杀呢，应该有吧，为了可以和武士在一起。
6、译者的翻译很带感，很有魏晋志怪小说的味道。比起《聊斋志异》的喜怒哀乐，更接近《六朝怪
谈》的那种冷清淡漠。这本书是江户时代的超级畅销书。被誉为日本怪异小说的最著名的杰作，其实
很多故事都可以看出中国民间传说的影响，所以中国人看，总有种莫名的即视感。尤其是里面有个故
事叫《蛇性之淫》，完全就是白蛇传的翻版。故事讲的是渔场的少东家丰雄，在一次躲雨的时候认识
了两个娇艳甜美的陌生美人，年长的名叫真女儿（日文中是漂亮女孩的意思），年纪小的没有说名字
，只说是婢女。一番交谈，双方皆颇有好感，丰雄便借了伞给人姑娘，说好来日登门去取。丰雄回来
后朝思暮想夜不能寐，不日则登门上访。接下来就是一来二去，郎情妾意，以身相许，准备婚事。而
实际上，美女二人皆是蛇精修炼的人形。两人好事将近之时，发生了种种怪事。然后丰雄听信他人之
话，认为二女是妖怪，开始远走千里之外。没想到人姑娘情深意切，也走了千里找了来。一番辩解后
，丰雄释怀，又你侬我侬在一起，终于结为夫妇。婚后恩爱有加，幸福甜美。然而一次游山玩水之时
，遇到一个神官老人，二话不说把二女赶入瀑布。然后拉着丰雄说，哎呀你碰到妖怪了，这两个女人
是蛇妖所化，蛇妖都是很淫荡的哦，他们要吸光你的精气哦，你早晚要被她们害死哦。是不是很眼熟
？这故事简直就是《白蛇传》的山寨版。而接下来日本的许仙和中国的许仙走上了两条完全相反的道
路。丰雄听完别人两句话，立马忘了山盟海誓幸福时光。此后，开始了坚定且义无反顾地想办法除掉
二女的革命道路。请神官，请法师，请武士，一一失败告终，蛇精很受伤，但依然表示爱丰雄不变。
丰雄吓得假装答应，暗地里继续找除妖人。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位大牛人——法海和尚！对，你没有看
错，就是法海！法海也很忙啊！中国的蛇妖要收，日本的蛇妖也要他收。法海出了一个贼馊的主意，
颇有其中国原版的风韵。就是让丰雄跟白蛇亲密的时候，偷偷拿出他的法宝袈裟，把蛇妖蒙住，她就
不会动了。丰雄一点犹豫没有，哎呦这个主意好哦。丰雄成功了，白蛇痛苦呻吟着，说你为什么如此
无情呢？我对夫君一片真心，我跟你到底有何仇恨你要弄死我？丰雄也知道蛇精对他确实真心，可他
只有一个理由：“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最终蛇妖被法海镇压在寺里，所有人欢呼雀跃，皆大
欢喜。我看完莫名有一股寒意，因为原作的基调就是蛇妖虽然没做什么坏事，但她生而为妖，就是该
死。虽然所有关于蛇妖的坏形象，都是别人传言，推理，偏见，可男主角就是坚定不移地信了，而作
者还以非常赞赏的角度描写男主角的勇敢和坚定。你看，差不多的一个故事原型，可以是中国版温良
美好的白素贞，也可以变成日本版跟踪狂一般的怨毒蛇妖。同样一个法海，如果自己多管闲事去拆散
人家，就变得可憎，而受人之托降妖除魔就变得可敬。那么影响我们情感变化的到底是什么呢？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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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叙事角度。俗话说，笔可以杀人，一个不经意的角度和描写变化，就能让人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试想一下，如果这个故事从蛇精真女儿的角度叙述，是不是变成一个执着追求爱情，却遭遇背叛的
凄美爱情悲剧，而原文中勇敢正直的丰雄，也会变得薄情寡义，卑鄙无耻呢？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
》说明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预设的立场，每个人都不可能说真正的实话，即使所言不假，但也是有
选择的叙事和取材，以影响听话人的意见来支持自己。我们为什么讨厌法海，无非是通过影视文化传
播，这个故事得到了更大的宣传，人们愿意相信，并且认定着一个这样形象的法海。我一直有个疑问
，法海在金山寺，离杭州西湖将近300多公里。如果不是有人千里迢迢去拜访他，法海可有这个闲心管
这闲事？算了，故事而已，何必认真。
7、这本书是在当当上买的，送来的时候封面落了很多灰，脏脏的。书皮是那种很软很软的塑封封面
，书很轻，好像用的是再生纸张，比较粗糙，字体也比较小（这个我满喜欢的），内容排的比较满，
没有出现上下天地过宽的毛病。内部印刷有脱字漏字现象，全书大约出现了2、3次，稍微有点影响阅
读，作为正版图书，这种问题不应该出现才是。内容方面，全书由《雨月物语》和《春雨物语》两个
部分构成。《雨月物语》基本全部由我国的话本、短篇小说改头换面而成，《春雨物语》则全部是上
田秋成的原创。注释部分感觉不是很规范，如果要写出每篇故事对应改写的我国故事就应该每篇都写
，有些注释了有些没注释，不知道是不是疏忽了。比如《蛇性之淫》是改写自三言里的《白娘子永镇
雷锋塔》，这个很明显，却没有给出注释。个人感觉《春雨物语》有些教条化，不太注重故事情节的
设置，有些篇幅根本就是“对话篇”的形式，仅仅是让角色去表达作者个人感悟，丧失了读本小说的
趣味性故事性，例如《和歌之魂》。《樊哙》一篇写的最为精彩，将一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恶人描
写的活灵活现合情合理，当为诸篇之冠。相较于当当网14.5的价格，这个版本也算是差强人意了。如
果是作为阅读则可以购买，如果是作为收藏，还需谨考虑。PS：翻译的还是不错的，只是《吉备津之
釜》和《尸首的笑容》两篇文字与茂吕美耶的《传说日本》中这两个故事的行文用字颇多相似之处，
不知道是不是有借鉴过MIYA的书。
8、说起来这是本人第一次阅读物语类读本，其原因是在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里面提及了雨月
物语里面的奇幻一幕——自杀身亡的武士灵魂夜行千里，如期赴约。掺杂在卡夫卡一书缤纷的文化之
花中，雨月物语这一承载着奇幻故事的浪漫名字深得我心。拿来此书一看，原来是类似《聊斋》的志
怪类。雨月一书是中国志怪故事的“日本化”，而春雨一书则是日本本土故事的改编。尽管是志怪类
故事，读来有时不禁胆寒，但故事内容十分丰富且多样，或悲壮得让人叹息，或主人公令人欣喜的走
上正途，或几乎不具有道德性，甚至还有不少对于和歌文法的论述。译者的翻译也古今结合的恰到好
处，读来并不生涩。
9、我对日本古典小说很感兴趣，上个月在蔡骏的BLOG上看到推荐这本书，正是我喜欢的类型，就记
了下来，得闲逛书店，见到了，立时买了。可能刚出来的缘故，我这边书店里进的不多，大概只有20
本左右。 这部书是将上田秋成的两部代表作合在一起出版。其中《雨月物语》大名鼎鼎，大陆以前也
有出过一、两个译本，网络上也流传有一个译本。 这次看了王新禧翻译的《雨月物语》，和网络上的
译本进行了对比，感觉王新禧翻译的质量比网络版强太多。不但译文更流畅灵动、用词更典雅，而且
网络版的漏译错译，在王译本中也得到了修正。注释也很详尽。更惊喜的是，书里竟然带有日本原版
的插图！ 至于《春雨物语》，王新禧译本应该是中文的第一个译本吧？以前没见过有这书。王译本信
雅达兼具，读起来很有看中国古典小说的韵味。而上田秋成本身就是个汉学家，汉文化的影响力深远
于亚洲诸国，令著译两相宜。 上豆瓣后，查了查，发现王新禧翻译的《怪谈》也得到了很好的评价。
不知其何许人也，虽然默默无闻，可是我想，在如今浮躁的时代，翻译的希望，也许正在于这些现在
默默无闻地耕耘的人身上吧！ 
10、我不喜欢看短篇，不过这本书确实很好看，尤其喜欢雨月物语，虽然是根据中国古典小说改编，
不过改得很有特色。日本的鬼文化还是形成了一定的系统，透过这本书还是可以了解一二，这种文化
在中国却无法受人重视，因为“子不语怪力乱神”，最成系统的当属聊斋，不过这种故事当时的人也
无法体会到它的价值。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排版还是错漏百出，很明显的地方都出错，让人无语，忽略
这个因素这本书还是很值得推荐的。
11、日式古风封面和拉面店招牌字体向来很吸引我的眼球，此书一个都不少。书如其名，分两部分：
改版的中国神怪故事和创新版的日本正史或野史故事。个人对日版中国故事实在没啥好感，所以相较
之下还是更喜欢春雨物语部分，怪诞情境透着浓厚的江户色彩。偏文言的译文应算一亮点，读来很有
古代故事的独特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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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近日读了日本江户时代著名读本小说家上田秋成的小说《雨月物语》，花了两个多小时，还好，
该书是一个个类似于中国明朝冯梦龙的《警世恒言》的短篇小说集，而《雨月物语》这本书不少就照
办了中国明清的小说，只不过稍微把里面的中国人名字改成日本人的名字，因此读起来不太有生疏之
感。首先稍微介绍一下作者其人吧。作者上田秋成，是日本江户时代一个鼎有名小说家和文学家。幼
时感染天花，幸得存活。人在经历过这般生死关头，竟然能存活下来，当时的上田秋成认为背后更加
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在主宰人世间，于是他在以后的岁月中越加笃信神灵。上田秋成——江户读本
小说第一人因为这场天花，他变的残疾，手指的长度变短，因此有时候可在他的作品中看到自号位“
剪枝畸人。”其青春期的时候和不良青年混在一起，变得放荡，而经过其养父的训斥，他开始学习文
学上的东西，这一段时期，他学习了日本的文学形式，并且相当通晓汉学。这可以从他的代表作《雨
月物语》和《春雨物语》中看出来。虽然上田秋成在文学上很有成就，但是终其一生，他多灾多难，
人生中的相当一部分时光都在为求活着而奔波。在其代表作《雨月物语》中，就可以看出作者比较深
厚的汉学修养和中国文学，特别是明清小说对于上田秋成的影响，而从上田秋成的身上，就可以看出
当时中国对于日本的影响有多么大，而日本素有“山寨”精神，无论是《雨月物语》中对于中国小说
的改写，以及书中描述故事，大多引用中国的例子。例如，桓武天皇的儿子即位，有人劝他施行仁政
，就引用中国商汤的例子，《史记》中记载”汤德至矣，及禽兽“的例子。回到《雨月物语》的介绍
。该书总共有九个短篇故事。第一个故事《白峰》，模仿的是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
《醒世恒言》）中的一篇，由于笔者没有通读过三言，所以不好具体评判上田秋成模仿的是哪一段。
第二个故事《菊花之约》模仿的是《喻世明言》中的《范雎卿鸡黍生死交》，故事讲述的是结拜兄弟
之间之间至死守信的故事。第三个故事《夜宿荒宅》改编自中国明代文言文小说《剪灯新话》中的一
则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女人如何苦心等待丈夫，至死都要见丈夫一面的故事。第四个故事《梦应之鲤
》，还是改变自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的一个作品。故事讲述一个高僧禅修时，梦到自己变成一只
鲤鱼，结果差点被杀的故事。第五个故事《佛法僧》，讲的是一个年轻人遇到丰臣秀吉的养子丰臣秀
次鬼魂的故事，这则改编自《剪灯新话》。第六个故事《吉备津之釜》，讲的是一个神社中的釜预言
有一对夫妇不幸福，结果他们不听从仍要结合，最后造成一则悲剧的故事。这个也是改编自《剪灯新
话》。第七个故事《蛇性之淫》，这一个我看着就有点乐了，因为这个只要是中国人看了就比较熟悉
，改变的是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其中一则《白娘子永震雷峰塔》的故事，这则故事中那个日本和尚
名字也叫”法海“，而最后白蛇的下场则是被法海装入钵中，被埋于佛殿前。第八个故事《青头巾》
，此话没有什么意思，不多讲，该篇是改编自冯梦龙的。第九个故事《贫富论》，笔者认为是《雨月
物语》的精华所在，内容大概是一个黄金块成了精了，与一个富人畅谈金钱理论，这个成了精的黄金
说得好有道理，我竟然无言以对。里面有一句话：”在下只知道，谁惜我爱我，重我厚我，便趋近于
谁。黄金的聚拢与人心善恶无关.&quot;这本书对后来日本的影视剧制作提供了剧本吧。其中根据此书
改编而成的一部电影，名字就叫《雨月物语》，是日本著名导演沟口健二的作品。曾经得了1953年威
尼斯电影节银狮奖。沟口健二的《雨月物语》而另外，如果笔者没有记错的话，还有一部日剧《怪谈
百物语》中有一则故事是改编自《吉备津之釜》的。就像我读的《雨月物语》中文翻译者王新禧在序
言中写到的，虽然日本曾经的小说山寨了中国的明代小说，但里面仍有作者上田秋成自己的思想，“
通过《雨月物语》，我们知道了原来权谋的争锋、兄弟的道义、男女的爱欲、怨妒的执念。扶桑与中
国一般无二。”另外，笔者学到了一个知识，里面称呼中国经常使用的有这样的字眼：“汉土、唐土
、唐国”。这里知道汉唐对中国对外影响和称呼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个日本对中国的称呼：“震旦”
。原为古代印度称呼中国，后来日本也有人这样称呼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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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雨月物语·春雨物语》的笔记-吉备津之釜

        
跟看漫画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大概是漫画经作者改编稍带了些情感偏向吧。
小说开头便告诫众人妒妇不可娶，若男方言行正直为人磊落尚有教化可能，否则只能招来祸患；但正
太郎这人显然属于后者。
说他生性好色吧，阿袖死后他难过悲痛好似又出于真心，刚想说难道野合也能变真爱就看到这厮色心
又起。。这男人还真是那啥，受到原配报复也只能摊手表示怨不得旁人。（不过中间莫名想到源氏公
子；你能说正太郎对阿袖的感情是假的吗，显然不能，即便是原配的妻子在最初两人也是相敬如宾恩
爱过一阵的，而落得这个结局只能说是男人贪新鲜心易变罢了。）
这篇的中心与其说是批评女人的嫉妒心毋宁说是讽刺男人的好色之心，最后明明就快获救也还是被骗
丧命难道不是教育男人们花心什么的得适可而止否则早晚会被收拾么。。

2、《雨月物语·春雨物语》的笔记-全书

        看了才知道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有多大，并发现日本自古就是凶残崇尚暴力的民族！

3、《雨月物语·春雨物语》的笔记-第104页

        织田信长 丰田秀吉 德川家康 
上田秋成1734-1809

4、《雨月物语·春雨物语》的笔记-第1页

        看过之后觉得似曾相识啊

5、《雨月物语·春雨物语》的笔记-第26页

        菊花之约

这故事为毛线看着这么眼熟原来是改编冯梦龙的《喻世明言》啊这么坑爹！！！

6、《雨月物语·春雨物语》的笔记-第1页

        mark

7、《雨月物语·春雨物语》的笔记-白蛇

        一段千古传唱的唯美爱情故事活活让日本人改写成了人鬼不伦恋，法海却亮了...

Page 14



《雨月物语·春雨物语》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