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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往巴黎的末班机》

内容概要

《飞往巴黎的末班机》是渡边淳一短篇小说集，收录《后背上的脸》、《海雾的女人》、《我的性生
活》、《飞往巴黎的末班机》、《甜梦般的诱惑》、《回放的录像带》、《扼杀胎儿》和《樱花色的
樱子》八部作品。风格各异，人物背景命运迥异，但始终围绕爱情这一个永恒的主题展开。八个不同
的故事，描绘出不同身份的人物身处情爱里的状态，干脆利落，残忍又凄美，也引人无限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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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往巴黎的末班机》

作者简介

渡边淳一，日本文学大师、国民作家，日本政府“紫绶褒章奖”获得者。
1933年生于日本北海道。1958年自札幌医科大学博士毕业，在母校授课行医之余开始文学创作。初期
作品以医情题材为主，逐渐扩展到历史、传记小说。
其以医学知识和生活经验为基础，深入探究两性根本的情爱小说，尤受读者喜爱，仅《失乐园》一部
在日本即畅销600万册，《无影灯》一书销量也突破500万册。
他获得多种文学奖项，作品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于各国出版，在全球拥有亿万读者。迄今出版三百余
部作品，其中六十多部被改编成影视剧。2014年4月在东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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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往巴黎的末班机》

精彩短评

1、有几个短篇让人意味深长，人物内心刻画的很细腻，感觉擅长写男性的一些心理纠葛
2、老色鬼对中老年男性心理的描写细致入微，尽管处处带着大日本直男式的傲慢与偏见。
3、不觉得看过后会有不适。把男生的心理写的如此真实，会推荐给身边女生读一读的？里面的每个
男人都能在认识的人里找到相似的。
4、2016年的最后一天候机时，在机场的书店随手翻到的一本书，就用年末要被清零的积分兑换了
5、男女之事
6、各种角度的出轨情爱故事。
7、细腻笔触淋漓尽致
8、对男女情事描写入微，对人性亦如此，但是我想所有女人看这本书都会产生一种不适感，因为那
是一个只属于男人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充满了一厢情愿的女人和不负责任的男人。
9、几个短篇故事，似乎不同，结果基本相同。固执的痴情女、任性的大男子。中年男子的心里描绘
的较到位！
10、又一本机场读物 最精彩无疑是《飞往巴黎的末班机》 残忍又温柔 无情又有情
11、出轨故事短篇集⋯⋯
12、男女之间的故事 各有不同又有相同 
13、第一次拜读阁下的作品，故事的情节很吸引人，没有让人失望
14、渡边医生难得的短篇小说。文字简练，几乎无法再删减一字。阅读后却让人难以忘却。飞往巴黎
的末班机达到阅读的高潮，樱红色的樱子结尾。每一篇无不是凄凉女性的挽歌。她们都是美丽的天使
来到人间，只因有她们的存在，世界才有了一丝温暖。好好把握天使的垂青，因为她们是因为爱你才
来到这个肮脏的凡间。
15、机场看完的，日本作家写的小故事都挺耐人寻味的，比较适合等飞机坐飞机打发时间。渡边还是
比较能拿捏男人的心态，小聪明小骄傲都描写的挺到位的，写女性还是稍微有点自以为是，但是也还
是可以接受的范围，总的来说挺好看的，回头去看看他的失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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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往巴黎的末班机》

精彩书评

1、“看书不求甚解”，说的就是我这种人，但如此不求甚解的我看完本书后，居然跑去查了一下作
者的生卒时间，我纳闷究竟生活在怎样的时空，才能写出这么多令人唏嘘的男女关系。男女关系这词
听上去总有点古板和老土，藏着一丝苟且的道貌岸然，可我实在找不到比它更能贴切地反应这本书的
词，这本书说的就是男人、女人以及他们的关系。或许不论什么样的小说，其本质总是在写人物，人
物要刻画好，总需要有关系来烘托，关系要拿捏得当，就得有冲突来反映，冲突中最直观的是对立，
但对立如火，烧得旺灭也得快，温火慢炖倒是持久，但也微妙，不知不觉把观众的兴趣耗干了，但高
潮却还没来、故事还没完，怎么办？我说不清。倒是生活里有很多温火慢炖的故事，一熬就是十几年
，往往“剪不断理还乱”，琢磨透需要时间，要找个剖面使旁人一眼看清更难，渡边淳一这本小说里
的八个短篇恰恰都是这样的内容，耗时已久、潜藏在温情脉脉之下的计较与纠葛，熬人、磨人、缠人
。其中表达得最清晰的大概要属《甜梦般的诱惑》、《扼杀胎儿》以及《飞往巴黎的末班机》。这些
故事中总有一个痴痴等待、即使心知肚明也不懂该如何面对伤口和绝望的女人，深陷其中，拔不开脚
，从《飞往巴黎的末班机》的主观心理活动到《扼杀胎儿》的正反两种说法，再到《甜梦般的诱惑》
里借他人之后说出的“中毒梦呓”，无不令人心灵一颤：这些都是站在外人的理性思维和道德的制高
点上均无法理解的现象，但故事铺开展现在面前，却又感到这样的女人既无助可悲，又彷徨无奈，评
价迟迟说不出来，“别给别人的伤口再撒盐了”，想来想去想到的竟只有这样一句话。可为什么会有
这么多沉迷于感情不能自拔的女性，她们真的深爱着那个令人失望的男人，还是迷醉那求之不得的爱
情？这些女人心心念念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故事中总是一方面出现如此癫狂求爱的“第三者”，另
一方面却又存在一个等在家中、独守空房的“妻子”，那“妻子”表现出病态般的平静，最多不过是
有些怨念，谁都不肯把事情说开，为什么？想看清楚这件事，若故事没有详细交代当时的社会及历史
背景，我们只能从旁人或男主人公的身上去找答案。那么，在这境况之下的男主人公们，又是一种怎
样的心理和表现？说到这个，《海雾的女人》、《后背上的脸》及《我的性生活》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海雾的女人》描写了一个男作家多年后到曾经情人的故乡去做活动前后的故事，绝大多数时间都
是他在回顾当年自己是如何不经意间迷倒了这位姑娘，又说抱着怎样的念头与之“黯然挥别”的，用
他的话讲，那女孩一生都不会忘记他，他因为抱憾，也会一直记着这姑娘，结果⋯⋯嗯，是个很有趣
的结果。《后背上的脸》说了一个男子周旋在情人与妻子间，总觉得情人对自己太过紧张热情，自己
倒是对她不甚上心，结果却在一次偶然机会发现了她的“另一张脸”，也因此意外地感到自己沉沦进
去了。《我的性生活》更是这样的故事，前面用了70年代惯用的心理剖析写作方式，唠唠叨叨地说了
一堆，最后露出主题，他以为强大的，只不过是他（以为）征服的女性所使用的“小把戏”罢了。这
三个故事都极具讽刺性，《后背上的脸》最短，也最为耐看，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出男主人公是如何看
待女性的，他并没有把女性当成是一个完整的人，在这场关系中关注的也只是自己的情绪和需要，至
于女方，无论是妻子还是情人，只要不闹腾就行了——这还有什么感情可谈？毕竟无论从哪种角度看
，感情都该是建立在人格完整且独立的两个人之间的，如果一方（认为）强于另一方太多，那这份感
情的滋味就会起变化，变成一种人对宠物、人对物件的情感，他甚至不认为对方具有情感，如此，哪
儿有什么爱情？这情感建立出的关系，又能持续多久呢？崩塌，是或早或晚的事。可为什么会出现如
此不人性的感情？集子中还有个故事，《回放的录像带》，它的着眼点与上述的都不一样，但其实本
质殊途同归，讲了一个男人因为女伴的做法回想起当年自己的经历，对比当初想法和现今感触的故事
。这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将男性放在了弱势的位置，因为与之对抗的不再是女性，而是时间，在
强大的时间面前，男性的嫉妒、猜疑、不舍以及哀叹，竟与本书其他短篇小说中竭力挽回恋人的女性
并无二致——因此，造成这种诡吊情感的不是单个女人或男人，不是任何单个个体的错，是历史、时
代和社会等诸多因素导致的男强女弱的畸形价值观。说起来，古今中外的小说中总会出现些爱情，爱
情问题是世间百态的一种，诸多关系中最为微妙的一环，人人都会遇到、见到，但少有人站在两性之
上，不带偏颇地研析，而好的作者不是道德家，也不是脱离生活和时代的“造物者”，他们可以设想
故事发展的可能性，但不硬掰他的人物，也不站在道德的高地去指责、问难和改变谁，他只描述世间
的存在，生动、精确，剖析问题的关键，不露声色，却令人感触颇多——从这个角度看，渡边淳一真
是个好作家，这本书也是本非常好看的小说集。
2、在人类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上，男女之间的情事幻化出了无穷的故事，也唯有男人与女人这一对矛
盾却又相容相影响的因素是让人完全捉摸不定且没有道理可讲的，我也一直认为爱情故事的创作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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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往巴黎的末班机》

轻松的，因为在爱情中全无道理可讲，看了渡边淳一这本《飞往巴黎的末班机》，则使读者体会到更
加复杂的意味。书中的八篇短篇小说，从不同的侧面为我们描述了男人与女人在爱情的不同阶段中的
感觉，对于伴侣的一厢情愿与不切实际的妄想，对于爱情卑微的挽留，对于逝去情感的执着，这些细
致入微的情感变化，说的是爱情，有些时候却又不那么像爱情，自己爱着的切替娶了别的女人，却总
用假象欺骗自己的靖子，总是无法离开这个男人，纵使内心假意想远离，而身体与意识却不断将她推
向切替，她不只在向自己的爱情投降，也是对于孤独脆弱的低头。软弱得不敢面对真相的久美子，只
好自己骗自己熬过一个又一个月，直到怀孕八个月才能痛下决心去放弃孩子放弃这段感情，谁能说清
，她是对这个男人用情至深难以割舍，还是自己太过于软弱无法面对生活的真相？更别提为了挽留住
男人，做七次人工流产，最终对于麻醉药中毒上瘾的千鹤子了，她是爱上了这个男人，还是爱上了爱
情本身？对于情感的描写，似乎不仅仅描写了男女的情爱世界，也似乎是关于人类情感的真相——对
于孤独的抵抗，自己的软弱，情感的易变，凉薄的人性。这本书中的故事同样充满了男人的一厢情愿
，渡边淳一似乎想要塑造一个男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女人都只能依靠色相生活，靠着男人恩赐
的情感活着，她们都软弱而又用情至深，为了心爱的男人或是为了给负心的男人留下最美的印象，不
惜赴死；为了挽留住自己爱的男人，不惜用七次人工流产换取他的愧疚，以至于扭曲到对于麻醉剂的
依赖；一旦失去了男人的支撑，自己肚中的孩子只能是无谓的拖累，绝不可能拥有足够的坚强去生活
得幸福快乐。这样的描写太过于偏颇固执，显示出的是作者自身对女性的严重物化，有人说：女人是
抽出亚当的一根肋骨造成的，她靠近他的胳膊以求保护，靠近他的心以求爱情。诚然在作者心目中，
女人是不可或缺的寄托，也是随时能够弃之敝履的玩物，其实无论在任何社会中，尽管男女地位一直
在不断变化，但是女人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去争夺权力并努力生活，尽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否
真如作者所描述的一般，也尚存疑问。但是不可否认，这个男人的世界，确实有其值得玩味之处，因
为作者对男人与女人的描述中，并未有失偏颇，男人的任性软弱、孤独任性、不负责任都被作者描绘
得淋漓尽致，或许，这是一本让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能够面对自我，并且发现自己做为人类内心最深
处弱点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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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往巴黎的末班机》

章节试读

1、《飞往巴黎的末班机》的笔记-第50页

        在男人一生的性生涯中占据了最为重要位置的女性，往往不是他最深爱的女性，这是男人的特征
，在女性中并不多见。对女性来说，性生涯中最为重要的男性，通常是她最深爱的男性。女人的爱情
伴随着性得到深化，这就是所谓“女人的爱是生理性的”的理由。

2、《飞往巴黎的末班机》的笔记-第51页

        日语中有一个词叫“开眼”，意识是女性在某个晚上，突然感受到了性的快乐，这一瞬间叫做“
女性开眼”。有时候，一些马大哈的人以为，女人不再是处女的瞬间就是开眼，这完全是错误的。“
女性并不是在她不再是处女的瞬间成为真正的女人，而是在她体验到性快乐额的瞬间成为女人。”

3、《飞往巴黎的末班机》的笔记-第134页

        所谓的因果报应，就是因和果的循环，也就不可能总是好运连连。既然有风调雨顺的好时光，也
会有背运的天灾人祸，那时就只好听凭摆布。这便是自然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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