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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代随笔选》

内容概要

《日本古代随笔选》主要内容：统观全书各段，作者显然并不是有意识地用她那优美、含蓄的文笔经
营着什么大块文章或组织得严密的作品，而只是对眼前的事件，景物作直观的写照，很象是电影中各
种不同的情趣之所在。外国读者在刚一接触日本的和歌、徘句时，对它人瓣睛现手法不大容易适应，
因为它们大都是捕捉瞬间的印象和感受，而且那对象往往又是十分细微的事物。
而且作者是十分懂得什么叫风趣、幽默的，她所表现的又可以说是真正日本式的风趣，幽默的，她所
表现的又可以说是真正日本的风趣、幽默。淡淡地说出的几句话，本来并无意于取笑，回想起来却使
你大笑不止，余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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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五段 草
第五六段 歌集
第五七段 歌题
第五八段 草花
第五九段 担心的事
第六○段 无可相比的事
第六一段 秘密去访问
第六二段 从人
卷四
第六三段 稀有的事
第六四段 后殿女官房
其二 临时祭的试乐
第六五段 左卫门的卫所
第六六段 无聊的事
第六七段 可惜的事
第六八段 快心的事
第六九段 优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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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二段 乳母大辅
第八三段 懊恨的事
第八四段 难为情的事
第八五段 愕然的事
第八六段 遗憾的事
第八七段 听子规
其二 元辅的女儿
第八八段 九品莲台之中
第八九段 海月的骨
第九○段 信经的故事（一）
第九一段 信经的故事（二）
卷六
第九二段 信经的故事（三）
第九三段 登华殿的团聚
第九四段 早已落了
第九五段 南秦雪
第九六段 前途遥远的事
第九七段 方弘的故事
第九八段 关
第九九段 森
第一百段 淀川的渡头
第一○一段 温泉
第一○二段 听去与平日不同的东西
第一○三段 画起来看去较差的东西
第一○四段 画起来看去更好的东西
第一○五段 感人的事
第一○六段 正月里的宿庙
第一○七段 讨厌的事
第一○八段 看去很寒酸的事
第一○九段 热得很的东西
第一一○段 可羞的事
卷七
第一一一段 不象样的事
第一一二段 祈祷修法
第一一三段 不凑巧的事
第一一四段 黑门前面
第一一五段 雨后的秋色
第一一六段 没有耳朵草
第一一七段 定考
第一一八段 饼饼一包
第一一九段 衣服的名称
第一二○段 月与秋期
其二 头中将齐信
第一二一段 假的鸡叫
第一二二段 此君
第一二三段 藤三位
第一二四段 感觉无聊的事
第一二五段 解闷的事
第一二六段 无可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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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七段 神乐的歌舞
第一二八段 牡丹一丛
其二 棣棠花瓣
其三 天上张弓
第一二九段 儿童上树
第一三○段 打双六与下棋
第一三一段 可怕的东西
第一三二段 清净的东西
第一三三段 肮脏的东西
卷八
第一三四段 没有品格的东西
第一三五段 着急的事
第一三六段 可爱的东西
第一三七段 在人面前就愈加得意的事
第一三八段 名字可怕的东西
第一三九段 见了没有什么特别，写出字来觉得
、有点夸大的东西
第一四○段 觉得烦杂的事
第一四一段 无足轻重的人或物在特别得意的时候
第一四二段 很辛苦的事
第一四三段 羡慕的事
第一四四段 想早点知道的事
第一四五段 等得着急的事
第一四六段 朝所
第一四七段 人间四月
第一四八段 露应别泪
其二 未至三十期
第一四九段 左京的事
第一五○段 想见当时很好而现今成为无用的东西
第一五一段 不大可靠的事
第一五二段 近而远的东西
第一五三段 远而近的东西
第一五四段 井
第一五五段 国司
第一五六段 权守
第一五七段 大夫
第一五八段 女人独居的地方
第一五九段 夜间来客
第一六○段 雪夜
第一六一段 兵卫藏人
第一六二段 御形宣旨
卷九
第一六三段 中宫
其二 喷嚏
第一六四段 得意的事
第一六五段 风
第一六六段 风暴的翌晨
第一六七段 叫人向往的事
第一六八段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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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六九段 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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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七一段 寺
第一七二段 经
第一七三段 文
第一七四段 佛
第一七五段 小说
第一七六段 野
第一七七段 陀罗尼
第一七八段 读经
第一七九段 奏乐
第一八○段 游戏
第一八一段 舞
第一八二段 弹的乐器
第一八三段 曲调
第一八四段 吹的乐器
第一八五段 可看的东西
其二 贺茂的临时祭
其三 行幸
其四 祭后归还的行列
第一八六段 五月的山村
第一八七段 晚凉
第一八八段 菖蒲的香气
第一八九段 余香
第一九○段 月夜渡河
第一九一段 大得好的东西
第一九二段 短得好的东西
第一九三段 人家里相宜的东西
第一九四段 各样的使者
第一九五段 拜观行幸
第一九六段 观览的车子
第一九七段 湿衣
第一九八段 青麦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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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四二段 人生而始终
第二四三段 余年八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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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湖北大学的图书馆真好！
2、只看了枕草子部分。先前读了林女士的版本，稍近文言，有种简劲的美；没想到周老把女性细腻
的心思捕捉得更加到位，有种闲适之美，像是低吟浅唱。更别致些。
3、“***是很有趣味的”
4、这回真是兴致勃勃，之前看林文月的跳过许多-------只看了枕之草纸部分，哈哈
5、看完了《日本古代随笔选》，日本的清少纳言、吉田兼好著，周作人、王以铸译，人民文学出版
社1988年9月第1版，1998年6月第1次印刷。这本书是周作人翻译的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和王以铸翻
译的吉田兼好的《徒然草》的合集，这两个作品时间差了300年左右，不过从其中提到的名物、文学艺
术、典章制度、宗教风俗等上看，好像变化不是很大。《枕草子》成书于平安朝末年，中国北宋时候
，《徒然草》成书于镰仓幕府之后，中国的元代，但我感觉日本古代政局的震动对其文化的影响是很
小的，只是随着年代的推衍而沉淀出了更多的故事吧。

　　《枕草子》的写作方法让我想起来近来日本的漫画作家高木直子，也是写自己的生活经历，画有
“一个人”系列和“150cm”系列，或许这样的个人笔记在日本还有很多吧，我了解得不多了，《枕
草子》是不是这种形式的滥觞呢？我觉得就影响看，貌似是。中国这边儿也有不少笔记说自己的生活
的，古代也有，现代也有，不过很少见到写成如此散漫、零碎的。《徒然草》的笔记形式与中国这边
儿的笔记很相似，托事说理，寄物抒怀。可是呢？《枕草子》的写作过程是，清少纳言从天皇那儿得
来一个好装帧的本儿，就想在这个本儿上把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儿记录下来，就是说她是连贯着写下
来的，而《徒然草》则是吉田兼好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屋子里的墙上东一块西一块，看书的时候写的
眉批，给人邮寄的时候碎纸片子，在他死后被他儿子收集起来，编纂成书了。也就是说，按理说，清
少纳言的作品应该系统性更强些，可《枕草子》里东拉西扯的迹象挺明显的，而且此书至今有好几个
版本，编排顺序和章节划分都不一样，不知为何；而《徒然草》则一直就只有一个版本，并且思想脉
络非常清晰，好几个章节说的是同一方面的事情，且章节之间过渡很自然，只有十几处能够看出话题
转换的痕迹。

　　周作人的翻译是用白话文，王以铸的翻译是用比较粗浅的文言文，此书中保留了两个人对文章的
注释，都很可观，也有抵牾的地方，比如说对小野小町的介绍这样的，从注视上看，王以铸对日本历
史地理了解很详细，周作人对日本古代文学了解得太棒了！

　　我这几天正痴迷日本古代音乐，具体说就是雅乐，嗯，我前一段时间从东京的一个什么博物馆购
买了16张CD的日本雅乐选集，包括神乐、庆乐、舞乐、古歌谣，此时我就把这本儿书翻出来看了，边
听那时候的音乐边看那时候的书，味道更浓郁一些吧。而且这两部随笔中提到的雅乐我这里基本上都
能找到，一首曲子是谁做的，怎么流传的，歌词是谁做的，每首词都有怎么样的特殊的感情和唱法，
这两部随笔里提到雅乐的章节里都说得挺详细的，《枕草子》更详细一些，还提到了那首曲子在演奏
的时候周围的环境、人们的表现是怎样的，《徒然草》里更关心乐曲源流上的学术问题。吉田兼好写
怎么骑马、赌博，法师怎么做道场之类的，更有意思些，终归除了写诗歌外，这些就是他的本行了么
。

　　雅乐，查百度百科可以知道一些，我比较关注的是雅乐里有正经的唐乐，而这东西中国现在已经
没有了。这个
　　http://www.harmonies.com/RealVideo/Quicktime%20Movie%20Export.wmv
　　是一个日本雅乐的视频，其中第一首曲子是《兰陵王》，是唐乐，后面的古歌谣是日本的土产，
最后一个舞乐，是催马乐，据吉田兼好说这是高丽乐的一个变身。

　　日本文化到了江户，处处的都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原来宫廷妇女的披发改成了高髻，平安朝时
的复杂装束已经变成了井原西鹤笔下的和服，民间风俗和文学作品中受到中国唐宋的影响也很小了，
古意欠佳。在这两部随笔里能够看出，同样的一个玩艺儿，唐土来的就是好很多，语言、音乐、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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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都是如此，一说到典故，秦汉唐宋都有，而且都有日本本土化的发挥，琢磨起来很是精彩的。而
到了江户，中国的影响就小得多了，当然我这不是说不希望有日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而是说从江户
时代的日本文化寻找中国古代的东西要难得多了，嗯，这些东西，比如说雅乐，在100年前的中国还能
找到，现在在中国也找不到了。现在天坛里的古乐器博物馆，里面有一个乐器叫“柷”（音“chu 4”
，但在电脑里要用拼音“zhu”才能打出来，不知道为啥）。这玩意儿就是一个方木盆加一个木头棒
子，具体怎么演奏各家众说纷纭，有说是拿木头棒子戳木盆底儿的，有说是敲击木盆内壁的，有说敲
击木盆外壁的。不过这东西在日本雅乐里有，我这里还有录音，但具体是怎么演奏的，我没看过视频
，也说不太清楚了。 

6、《徒然草》：若无常野露水不消，鸟部山云烟常住，而人生于世亦得不老不死，则万物之情趣安
在？世间万物无常，唯此方为妙事耳！
7、《枕草子》自然神作。《徒然草》去之远矣。清少纳言是一个极聪慧的女子，于是又被人惯着，
其对世事的评判不是一套说教，而是无逻辑的直觉，却让人觉得妙极。吉田兼好的评判则未免太落俗
套了。
8、我有旧版！！哈哈
9、哪里有卖啊~
10、狂谢佩儿君
11、旧版难觅。此册当年折价买到，收《枕草子》、《徒然草》。
12、王译过于穿凿，不过依然成了经典。
13、"这还是很有意思的"=.=
14、包括<枕草子><徒然草>两篇杂笔集
15、最喜欢的书之一
16、不是很好的译呐——选读。
17、终于读了这一本
18、高价购得
19、1988年9月第1版
20、哦我还记得这个模糊的封面....那真的是非常旧的事了
21、喜欢的她。
22、清少纳言蕙质兰心，却与脑中的既成印象不同，像她这般伶俐而通人事，为何会受到标榜自己的
社会不适症的安妮宝贝童鞋的喜爱？.../有时喜欢《枕草子》的灵，有时会为其刻薄而厌烦。
23、这个版本的封面漂亮极了，一天樱花，可惜贵得要死~顺便一提，《枕草子》里面很多则的体例
，都是从李义山的《杂纂》里来的~
24、上大学时候淘到的新华书店库存。清少纳言的文风与“清”字十分相和，思维跟印象中的古人不
一样，清新坦率，嘲讽起人来也是萌萌哒。
25、一版二印本
26、知堂晚年译笔，炉火纯青，那种简净中带些稚拙的白话，褪尽铅华而自得胜妙。王以铸译笔亦不
遑多让，闲闲写来，颇饶风趣。合之原成双璧，惜周之译文改动过多，大约世间的遗憾，总也是不能
少的吧。
27、图书馆。实话讲没读完。
28、闲逸
29、相比枕草子，我更喜欢徒然草。06年购于南京先锋书店打折书区。难得的好书。王以铸把古日语
翻译成文言文，令人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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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脑淫之《日本古代随笔选》读后感作者：朱老剑客看完了《日本古代随笔选》，日本的清少纳言
、吉田兼好著，周作人、王以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1998年6月第1次印刷。这本书
是周作人翻译的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和王以铸翻译的吉田兼好的《徒然草》的合集，这两个作品时
间差了300年左右，不过从其中提到的名物、文学艺术、典章制度、宗教风俗等上看，好像变化不是很
大。《枕草子》成书于平安朝末年，中国北宋时候，《徒然草》成书于镰仓幕府之后，中国的元代，
但我感觉日本古代政局的震动对其文化的影响是很小的，只是随着年代的推衍而沉淀出了更多的故事
吧。　　《枕草子》的写作方法让我想起来近来日本的漫画作家高木直子，也是写自己的生活经历，
画有“一个人”系列和“150cm”系列，或许这样的个人笔记在日本还有很多吧，我了解得不多了，
《枕草子》是不是这种形式的滥觞呢？我觉得就影响看，貌似是。中国这边儿也有不少笔记说自己的
生活的，古代也有，现代也有，不过很少见到写成如此散漫、零碎的。《徒然草》的笔记形式与中国
这边儿的笔记很相似，托事说理，寄物抒怀。可是呢？《枕草子》的写作过程是，清少纳言从天皇那
儿得来一个好装帧的本儿，就想在这个本儿上把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儿记录下来，就是说她是连贯着
写下来的，而《徒然草》则是吉田兼好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屋子里的墙上东一块西一块，看书的时候
写的眉批，给人邮寄的时候碎纸片子，在他死后被他儿子收集起来，编纂成书了。也就是说，按理说
，清少纳言的作品应该系统性更强些，可《枕草子》里东拉西扯的迹象挺明显的，而且此书至今有好
几个版本，编排顺序和章节划分都不一样，不知为何；而《徒然草》则一直就只有一个版本，并且思
想脉络非常清晰，好几个章节说的是同一方面的事情，且章节之间过渡很自然，只有十几处能够看出
话题转换的痕迹。　　周作人的翻译是用白话文，王以铸的翻译是用比较粗浅的文言文，此书中保留
了两个人对文章的注释，都很可观，也有抵牾的地方，比如说对小野小町的介绍这样的，从注视上看
，王以铸对日本历史地理了解很详细，周作人对日本古代文学了解得太棒了！　　我这几天正痴迷日
本古代音乐，具体说就是雅乐，嗯，我前一段时间从东京的一个什么博物馆购买了16张CD的日本雅乐
选集，包括神乐、庆乐、舞乐、古歌谣，此时我就把这本儿书翻出来看了，边听那时候的音乐边看那
时候的书，味道更浓郁一些吧。而且这两部随笔中提到的雅乐我这里基本上都能找到，一首曲子是谁
做的，怎么流传的，歌词是谁做的，每首词都有怎么样的特殊的感情和唱法，这两部随笔里提到雅乐
的章节里都说得挺详细的，《枕草子》更详细一些，还提到了那首曲子在演奏的时候周围的环境、人
们的表现是怎样的，《徒然草》里更关心乐曲源流上的学术问题。吉田兼好写怎么骑马、赌博，法师
怎么做道场之类的，更有意思些，终归除了写诗歌外，这些就是他的本行了么。　　雅乐，查百度百
科可以知道一些，我比较关注的是雅乐里有正经的唐乐，而这东西中国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　
　http://www.harmonies.com/RealVideo/Quicktime%20Movie%20Export.wmv　　是一个日本雅乐的视频
，其中第一首曲子是《兰陵王》，是唐乐，后面的古歌谣是日本的土产，最后一个舞乐，是催马乐，
据吉田兼好说这是高丽乐的一个变身。　　日本文化到了江户，处处的都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原来
宫廷妇女的披发改成了高髻，平安朝时的复杂装束已经变成了井原西鹤笔下的和服，民间风俗和文学
作品中受到中国唐宋的影响也很小了，古意欠佳。在这两部随笔里能够看出，同样的一个玩艺儿，唐
土来的就是好很多，语言、音乐、服饰等等都是如此，一说到典故，秦汉唐宋都有，而且都有日本本
土化的发挥，琢磨起来很是精彩的。而到了江户，中国的影响就小得多了，当然我这不是说不希望有
日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而是说从江户时代的日本文化寻找中国古代的东西要难得多了，嗯，这些东
西，比如说雅乐，在100年前的中国还能找到，现在在中国也找不到了。现在天坛里的古乐器博物馆，
里面有一个乐器叫“柷”（音“chu 4”，但在电脑里要用拼音“zhu”才能打出来，不知道为啥）。
这玩意儿就是一个方木盆加一个木头棒子，具体怎么演奏各家众说纷纭，有说是拿木头棒子戳木盆底
儿的，有说是敲击木盆内壁的，有说敲击木盆外壁的。不过这东西在日本雅乐里有，我这里还有录音
，但具体是怎么演奏的，我没看过视频，也说不太清楚了。 
2、《日本古代随笔选》里收录了两部书，一部是周作人翻译的枕草子，另一部是王以铸翻译的徒然
草。前者看过三个译本，按照优劣排序，是周作人、林文月、叶渭渠。至于后者，只看过这一种，却
几乎让我丧失了阅读的兴趣。这真是一个拙劣的译本。简单来说，近于文言文，然而是“恶劣的”文
言，有些甚至做不到起码的通顺。古文应当更为雅致练达，但王译虚词过多，又仿佛将它们当成胡椒
面儿，不必要之处乱洒一通，反觉拖沓罗嗦。这么说，似乎对不起王老先生。不过手边正好有，随手
翻去，例证俯拾皆是。第五十段首句，“应长之际，闻有伊势之国携化鬼之女上京者”。一句话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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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之”字，且都非必要。应长是年号，按照中国习惯译作“应长中”或“应长间”，均无不可。
而“伊势之国”“化鬼之女”，又加上“闻有”这样累赘的发端词，读起来实在别扭得很。除此之外
，也有些生造的词语。比如第二零六段，“因此不意之事而取贱吏之微牛，无是理也”。初读简直摸
不着头脑。何谓“微牛”？查古来文章，没有这种说法典故。再看注释，原来是译者生造的词汇，并
非说这牛体型迷你，而是与“贱吏”对称，人贱则物微。这种“微牛”式语法真真令人哭笑不得，与
“哥罐闻焉嫂棒伤”如出一辙，的确“无是理也”。至于先前所举第二十段，“万事无不因赏月而更
能增其感兴”，——则不但罗嗦，连意思都表达不清了。还记得某年高考，出了一个用文言文写就的
满分作文，引得后来者纷纷效仿。然而就教学现状而言，很多教师自身的古文鉴赏能力与运用能力也
成问题，遑论学生。看过一些今人写的古文，文法错误之外，多虚词，多无病呻吟，似乎连缀几个之
乎者也，便郁郁乎文哉了。将文言变成炫技，是哗众取宠的手段，却不是认真做学问的态度。事实上
文言并非不可用，好的文言文，精炼、含蓄、雅致，意在言外，余韵悠长。以徒然草的体例，译成雅
驯的古文当有可观。不过，无论古文还是现代文，至少要先写顺了。王老先生翻译的罗马史没有看过
，口碑似乎不错。但这个文言版本的徒然草却的确是败笔，诘屈聱牙，只见其短，不见其长。令人读
之悻悻，恨不得伸进一只手去，将译者书袋打翻，陈醋泼去，让他莫要再之乎者也了也。
3、整体而言，《枕草子》多为人生雅趣，少议论；《徒然草》多记处世之道，常有强以为趣的闪现
，类似国内历代迭出的庸常笔记。两书相较，品质自现。两书的译者小注也颇有趣。周氏静而寡言，
王氏事无巨细。前者是修为，后者乃学养。
4、几年前因找《枕草子》在当当网上搜到了这本，很好很强大，前半部是《枕草子》，后半部是《
徒然草》，注释非常详尽，唯一的缺憾是，纸张差，加之年代久远，始终有股晦涩的味道挥之不去⋯
⋯读起来很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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