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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鹦鹉的森林》

内容概要

《安房直子幻想小说代表作:白鹦鹉的森林》是安房直子极特别的一本书，文字轻盈，优美而温情，恍
若梦幻：森林触摸不到天空，今天触摸不到昨天，生命触摸不到死亡——只有白色的鹦鹉是自由的，
就像我们儿时的梦，想去哪里，就飞去哪里；想和谁在一起，就和谁在一起⋯⋯如果人永远不变，该
多好啊！如果梦永远不醒，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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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鹦鹉的森林》

精彩短评

1、这个比较普通。你们的注释实在太随便了⋯⋯直接百度百科复制的吧。这样对得起作者吗？
2、安房直子的想象带些哀伤十分特别。如果小时候就看了，可能会变得更爱幻想更敏感，不确定是
否是件好事。
3、　　  福斯特 (E. M. Forster) 在《小说面面观》里说：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这是故事；国王死了
，王后也因悲伤而死了，这是情节。在我看来，安房直子的童话就是一篇篇洋溢着情感的文字，她就
像是把一个个散落的珍珠穿成一条美丽的项链，每一颗都是一个奇妙的幻想。所以我想，即使是离群
索居，足不出户，安房直子对于生命对于生活还是充满着情感的吧，只有心思如此细密的人才写得出
如此细腻的文字，令人浮想连绵，在她淡淡的忧伤里，在她暖暖的叙述中，在她清丽雅致的笔触中，
每一个生物都被赋予了崭新的生命和存在的意义。
　　
　　�首先安房直子的童话中有很多神奇的动物。我读到的安房直子的第一篇是《白鹦鹉的森林》，并
深深的被那只神奇的猫咪吸引了。有人说，女人对猫的评价，其实就是对自己的评价。而小时候的我
对猫总是敬而远之得，总觉得它和什么不干净的或是幽暗诡异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中国民间传说，猫
有九条命；在埃及神话中它们是地府的守望者。猫是黑夜的守护者，悄无声息地在夜幕下游荡，似乎
可以看见另一个世界。安房直子笔下的猫咪，是温顺的宠物，是高贵的小姐，它们过着惬意的生活，
有时会为自己的幸福争取，像《猫的婚礼》中那对猫咪，安房直子甚至在小说中，为它们设置了一个
类似于乌托邦世界的小渔村。这样的温馨让我十分感动，只是后来在很多故事中一再出现的，关于人
与动物之间的爱情然我有点小小的疑惑。
　　�小的时候看《新白娘子传奇》，赵雅芝演的白素贞清新脱俗，秃头的法海却不近人情，惹人嫌。
我时常抱怨法海讨厌，白娘子与许仙情投意合，法海真是多管闲事。后来哥哥问我，看到一条蛇和人
结婚，是不是该有人管呢？我就愣了。那时候才只有5 ，6岁的样子，觉得哥哥说的有道理，人和蛇在
谈恋爱总有点让人毛骨悚然的，也许正是这种“世俗的伦理”才使他们的爱情受了那么多的考验，到
最后一幕断桥再会。虽然还是很喜欢看《新白娘子传奇》，但对于法海，虽然他与白蛇几世纠葛，但
他对这段人妖恋的百般阻挠已经不是因私仇颇深而借机公报私仇那么简单，法海的棒打鸳鸯的确还是
有几分把持正道的意味。
　　�只是，人与动物之间会有爱情吗？
　　�我看一部美剧《整容室》时，有一个女的和她的狗相恋了，她的丈夫去伊拉克服役，她自己独守
空房，居然把花生酱涂在乳房上，为吸引她的狗狗⋯⋯不幸的是，他的“爱人”吃了花生酱的同时也
咬掉了她的乳房。后来，她丈夫去医院看望她，拎了一个大袋子，里面就是那只狗的尸体。看他妻子
掩面痛哭时，他冷冷的说，你答应过，不再做的。看这一集的时候，我心惊胆战的，只是在书上读到
过这种有点不正常的爱情，真的摆在我面前时，心里还是没什么准备得就被吓到了。
　　�以前，我读《狼图腾》，每个章节前都有一段类似引子的古文，讲的多是关于人与狼之间的故事
，有很多甚至是人与狼的生下后代的传说。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则，源于《魏书》卷一，三《高车
传》。
　　�“俗语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二女，安可配人，将以
配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于上，曰：“请天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
：“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
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之。其姐大惊曰：“此
是畜生，无乃侮父母也！”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有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
。”
　　�我那时才上初中，对于这其中的民族图腾情结没什么体会，对这种与人的伦理道德相违背的人兽
交却十分厌恶，所以当即扔掉了那本书。现在想起有点遗憾，《狼图腾》其实还是本挺好的书，可惜
没看完。
　　�在读安房直子的童话，或称之为幻想小说时，我不得不再一次审视自己的观点。在作者的文章中
有很多类似的情节,她平淡的波澜不惊的语气，叙述着音乐家与红胸脯鸟生死相随的爱情，叙述着一个
人类女孩如何放弃与一只狐狸争夺爱情，让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似乎人和动物相爱再正常不过的事
情。而那只来自太阳国的系围裙的母鸡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样子，住在公馆里的贵妇却是一只大白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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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鹦鹉的森林》

妻子，如果只是为宣扬保护动物，与动物和平相处，又何必一定要和动物产生爱情？种种的种种，很
想要给自己一个答案，只是想通之后，我只能称自己为愚蠢。
　　�这毕竟只是童话，或是幻想小说，都只是人类虚构的故事而已，这其中的事物被赋予作者的感情
之后就不只是现实生活中的物象了，这一点其实我一直都懂，只是在对于这个问题上，由于自己内心
的对于自己，或许是价值取向，或是道德伦理观念的执着，是自己撞入了自己编织的网中，无法解脱
。而跳出自己既定的条条框框，撇开会迷惑我的因素，我才发现，这种感情，这种理念，其实与我所
想未必冲突，而文中所表现的情感也不只是之前我想的那么简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日本的文化，有对森林，对海洋，对太阳的敬畏和崇拜，这一点是在读了林可的《死若樱花之静
美——试论安房直子幻想小说中死亡意识的表现》后明确的了解的。以《谁也不知道的时间》为例，
海龟象征了大海所具有的神秘的强大的魔力；又如《灰色的长裙》中，树精所代表的森林的魔力；而
穿围裙的母鸡则毫不掩饰其对于太阳的炽热之情。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文化土壤下才开出了像安房直
子这样静静开放的小花。
　　�这其中，无论是中国古老传说中对于狼，或是龙的这种图腾文化，从伏羲女娲人生蛇尾到伏羲之
母踩了人头龙身的雷神的脚印，还是古埃及狮身人面像，还有其他民族对于动物的崇拜，也许今天我
们看到的只是我们的先祖对于自然的不尽完全的解释，甚至愚昧的可笑的故事，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祖先对于自然的敬意，畏惧。我相信人应有所畏惧，所谓无知者无畏。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以为可以
征服自然，到今天看来真是大错特错了。
　　�另一点，我以为存在与人与动物之间的感情，其实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映射。在读安房直子时，
我最大的悲哀就是，长大后的自己竟然无法再如孩童般欣赏童话的美好，那种赤子之心的缺失留下的
空白使我不住的思索，这只海龟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这只狐狸肯定狡猾的在盘算着什么，而
结尾却忽的一转平静的结束了，如春天的和风，暖暖的，原来是我多想了。孩子却可以欣赏其中美好
的幻想，相信奇妙的事情，而我们却渐渐失去的童真，被物质世界的种种束缚，是自己先掉进了阴暗
的洞窟，才害怕太阳明亮的光芒。
　　
　　�而在安房直子的每一篇通话中也都可以读到很多植物，特别是花的名字，而它们的出现让我读出
了不同的感情，这里以桔梗和樱花为例。
　　�桔梗花的花语是永恒不变的爱；真诚、柔顺、悲哀或是无望的爱。在《桔梗的女儿》中我们读的
到母子之情即使是生死也无法阻挡的爱，而其中又有对于主人公的惋惜，淡淡的哀伤；在《狐狸的窗
户》中，用桔梗花染过的指头组一个框就可以看见思念的亲人，这种对回忆的眷恋，是生死无法阻隔
的深情。
　　�而对于桔梗，我不禁想起了《犬夜叉》中那位冷艳的巫女：素洁的发带，清澈的眼睛，白皙的脸
，精巧的五官配上上白下红的巫女服显出纯洁而高贵的气质，犹如黑玉般的眼眸，看不出任何情绪波
动，但是轻轻的气息，略带迷茫的眼神似乎能够看见人的心底，淡水色的一抹嘴唇，坚定而惆怅，浅
浅的笑，不食人间烟火。
　　�“命运的红线一旦断了，就连不上了。”记得在第一部犬的片尾曲《my will》中，桔梗的背景是
大片大片曼珠沙华，绚丽而绝望，手持弓箭，将箭射出，如同行云流水般的动作，强大的威力。再次
来到犬夜叉面前的桔梗，毕竟已经死了。她不在属于这个世界，带着对犬夜叉永恒不变的爱，在他的
怀里安静的离去，这一次再也不会回来了。像是《桔梗的女儿》里，那个美丽的花精，遗世独立。
　　�而樱花，是日本文化的象征之一，它代表了大和民族，对于“无常的宿命”，“生命匆匆”的感
怀。而这种凄美的悲剧精神有决然不同于古希腊神话中对于抗争命运的那种雄浑的气质，安房直子文
中对于死亡，更多的是诗意的回归，平静的接受，或是变为鸟，或是变为树叶，一些都是那么的从容
、安然，没有丝毫的怨愤之情。而字里行间的情感却让我们不得不对死亡又有畏惧，又被诱惑。而对
于死亡，在日本的神道教中认为人纵然是死了也并定会再循环，而在安房直子笔下，就有人与物的转
换。
　　�所以安房直子，或是日本文化对于生命，对于自然的理解，是如此的安静和坦然，人死之后只是
去了另一个世界，人生之时与花草动物也都是那么的和谐。所以在她的笔下，一石一鸟皆有情。
　　�《花椒娃娃》中那与花一起凋零的少女的美与爱，即使拥抱死亡也是静静的随风而逝，优美的悲
情，这个情节又让我想起《犬夜叉》中，在一片花海中，风使神乐得到的残忍结局，但却是其中的温
情让我伤心：最终还是自由了，最后看到了最爱的杀生丸，最后感受了自己心跳的节奏，只是，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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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鹦鹉的森林》

离开了。神乐的死，没有半点怨愤，她安静的一个人等着瘴气吞噬完她所有生命的气息，我想那种感
觉也许如她每次抽出羽毛，随风而去时是一样的吧，驾临着轻盈的风，轻声地对自己说：我是风，是
自由的风⋯⋯同样的随风而逝，同样的安静赴死，同样的得不到的爱情，却平静的让人心痛。
　　�安房直子笔下的生命总使凋落如花之美，离去如风之声，升华如彩虹绚烂，充满了花香鸟鸣，飞
翔的声音和幸福的向往。一个远离尘嚣的女人，一生淡泊，深居简出，甚至拒绝出门旅行，却为我们
留下了一山坡野菊花似的短篇幻想小说，如梦如幻，精美至极，犹如一首首空灵隽永的短歌。她总是
从一个温柔女性的视点出发，把淡淡的哀愁融入到自己那甘美、诡异的文字当中，写出一个个单纯得
近乎透明但却又让人感受生命的怆痛与诗意的故事。
　　
　　�古人说，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山皆有情。在诗人的眼中，万物皆有灵。现在，我想我可以想
象当直子静静地回到桔灯自己朦胧的书桌前，用文字倾诉，而故事中那穿林而过的清风，那点缀夜空
的繁星，虫鸣鸟啼，杨柳荫芙蓉的唯美，其实都来自直子的心吧，一颗充盈着情感的内心，洋溢在眉
梢眼底，洋溢在字里行间。
　　
4、谁说她独居的，人家有老公，儿子今年都四十岁了
5、只要是安房直子的书，无条件五星。
6、　　总记得那个穿着水珠摸样的裙子的姑娘
　　总记得水绘固执地教白鹦鹉说：夏子姐姐
　　而儿时的我，我是不是也总有这么个姐姐
　　有一天姐姐会乘着那白色的天鹅带我去没有眼泪的天堂...
　　等至平安地过了12又24时，还是好好的，或许儿时的那个姐姐希望我好好地活着...
　　于是我们便这么默契地达成协议了，替姐姐好好看着在世的伯母了
　　
7、森林触摸不到天空，今天触摸不到昨天，生命触摸不到死亡，真的有一条通往地心深处的小路吗~
8、我很喜欢你的评价 简单不哆嗦
9、　　《狐狸的窗户》是我初二时读到的。
　　第一次会读童话有忧伤与喜悦如此混杂在一起的感受，读完后久久回不了神，以至于以后的很长
时间我总想，这真是童话么？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童话应该是很遥远的事了，但我忽然极度渴望看“
安房直子”的其他童话，我找遍了学校的图书馆和最大的书城，都失望而归。为了记住这美丽的故事
，我还按原作的情节，改写了一篇自己的童话，语文老师给了很好的分数表示肯定。我想，这也是对
这童话本身的肯定。
　　很多年后，我还是清晰的记得故事的情节，温暖却又惋惜。
　　可惜我不是狐狸，我没有那神奇的窗户。
10、染手指的狐狸 白鹦鹉的森林
11、多想要无忧无虑得活下去。
12、　　《狐狸的窗户》是日本作家安房直子写于一九七五年的短篇幻想小说，彭懿老师强烈推荐，
也是我感兴趣的作品之一。
　　故事开始直接出场的只有两个人物：我（猎人）和化身桔梗店店员的小白狐。故事的一开始并没
有设计追逐和被追逐的冲突。我只是在思念以前最喜欢的女孩，因为迷路来到桔梗花田。但是一走进
店子就“马上明白”了狐狸的身份，并且“假装上当”，意图活捉狐狸。毫无疑问，我跟狐狸到关系
是强者和弱者的关系：在身份上，我是猎人，它是猎物；在处境上，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强大，而狐
却不知道自己弱小的身份已经暴露。但是后来呢？因为小狐狸给猎人染了桔梗手指，使猎人看到了日
夜思念的人。猎人乖乖的缴出枪，还凭添了“用手指头组成窗户看”的习惯——小狐狸给我的习惯。
非常不幸，猎人回家洗了手，并且再也找不到这只狐狸了。
　　我想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是什么造成了弱者对强者如此强大的影响呢？
　　同样是日本儿童作家的宫泽贤治也写过小狐狸邀请11岁以下儿童做客吃饭的故事。但是他的故事
是站在男性视角下。小狐狸们期望得到人类的信任，即使是小孩子，肯不带偏见吃它们做的饭团，也
令它们感到荣幸和满足。安房站在梦想和现实的临界点，也站在人与自然到交汇处。她笔下的狐狸不
是狡黠的，也不是卑微的，而是内心简单却又难以战胜的。狐狸在此跟白鹦鹉一样，成为作者窥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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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怀念亲人的窗户。狐狸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弱者，它与猎人的关系就是自然与人的关系。莫里说
，爱会赢。狐狸也自己说，这就是“人情”吧？它唤起了猎人最人类的感情：爱。所以它也得到了胜
利。
　　第二个想说的是颜色。
　　蓝色是最接近作者本质的颜色。《狐狸的窗户》又是作者蓝色系列的第一部作品。作者在谈她的
创作时候曾说过：“写《狐狸的窗户》前后（当然，现在也是一样），我特别迷恋蓝色。衣服也好，
携带的东西也好，几乎都是一致的深蓝色，我相信所有的颜色里，没有比深蓝色更深、更美的颜色了
。⋯⋯⋯⋯一穿上深蓝色，我真的就会长长地舒一口气。一旦被最平凡，但却最深、最神秘的颜色裹
住，我的心就特别安详。⋯⋯⋯⋯如果有人问起，为什么那么喜欢蓝色呢？我会回答说因为蓝是海和
天空的颜色，是最深、最具幻想性的颜色。然而今天想来，那不过是后来想到加上去的理由，所谓喜
爱的颜色，和吃东西一样，不可能那么恰当。”蓝色的桔梗花田，清冷，忧伤，一团纯净。桔梗花田
是思念的花田。当我怀着想念闭上双眼，那样的花田就会再出现。
　　
　　来自那篇齁恶心人的文学批评作业，把找抽的东西都剔掉了。原文载于额的blog小bus
　　
13、2010年4月第1版
14、作者文笔甚佳
15、　　童话就是怎么离奇都可以，但是深深触动成人的心却不是奇幻的场景，而是敏感的情感。
　　
　　日本人骨子里的忧伤，细细的，悄悄的，又静静的。
　　
　　读完白鹦鹉的森林，那种细细的无法言说的情绪，慢慢缠绕。
　　
　　不知道小孩子读安房直子的童话是否会喜欢。但是作为成人的我们，也不妨去梦里的场景寻找一
些自己失落的颜色。
　　
　　我要收集一套安房直子的书，叫嚣着。
　　因为我感动了，在情绪里沉浮。
16、这一本总体来说故事都有点诡异，有些可以说是温柔美丽的恐怖故事了，充满许多死亡与悲伤，
虽然作者有意识地去弱化它，但这样反倒有种更令人回味的可怕。
17、比起死亡 被遗忘才识更可怕的事情。
18、我第一次读她的童话就是《狐狸的窗户》，后来看过《白鹦鹉的森林》，就不可自拔地爱上了。
呵呵，现在朋友送给我一本《风与树的歌》，看的时候很有回到过去的感觉。。。
19、　　最近在读童话。 
　　
　　温柔，明亮，细腻，还有孤独和伤悲的味道。 
　　
　　
　　
　　
　　
　　安房直子，日本，女，单身独居，写童话。 
　　
　　温暖的文字，颜色，声音。 
　　
　　她的主题包括有，孤独、死亡、温情、爱以及缱绻的怀念。
　　
　　唯美，文体调和而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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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却常常在悲哀中变得有点凄凉。
　　
　　原来并不是所有温暖都可以通向永恒。 
　　
　　原来并不是所有童话都必须要有一个永远幸福的欢乐结局。
　　
　　
20、最美。
21、竟然有点恐怖
22、　　    第一次遇到安房直子是高三。
　　    坐在我后面的男生是一个大家都排斥的人。我起义失败被发配回原来班级，就被安排在他的前
面。当时的好朋友神秘的告诉我，不要惹他，不要和他说话，他有毛病，不能沟通。我虽然点头，但
是还是和他说话了。
　　    当时的我的想法其实很好理解。我就是觉得我可以改变一个人，只要真心对待的话。事实上相
处起来还算不错。他用索尼的CD机听流行歌曲写作业，他故作神秘的把吃过的糖再包起来然后塞在
别人的抽屉里，他信誓旦旦的在我们那个最差的班级里说我能考上清华。
　　    有一天他带来一张碟，是清华大学98届计算机的毕业晚会。其中有一场话剧，排的就是安房直
子的《狐狸的窗户》。场景很乱很暗，几个大男生一边用染着蓝色的手指搭成菱形，一边大声朗诵：
染你的手指吧，再组成窗户吧！于是这几个人，这个舞台，成就了我对大学的最初的幻想。
　　    转眼我已经大四了。这个毕业晚会也在网上找来又看过了。看到它的同时我忽然想到，最后我
也没能实现我的愿望。我没有去清华，没有和那个男生一直做朋友，最后我终于还是在大家坦然的眼
神中和他吵架，然后彼此不说话到毕业。
　　    如果真有那样的一个窗户，不知道我是不是愿意去看。如果看到了是不是愿意用一切去换那个
蓝手指。每个人看自己的过去是哭还是会笑？
　　    作者其实什么都没说，她只是把很多关键词穿在一起，变成一个故事。狐狸，桔梗，蓝色，手
指，窗口，过去，未来。看她的童话，让人觉得这是个多温柔的故事啊，快乐也很淡，伤心也很淡，
遗憾也很淡，美好也很淡。如果用声音来形容的话，作者恰到好处的拨了那根弦，又住手不弹。让你
找啊找啊，却找不到琴声从哪里来的，回头再走，那声音又幽幽的跟在后面。
　　    再后来又看到《白鹦鹉的森林》，于是决定买这本书。从那以后，咪和印度人再也没有归来，
从那以后我也没再看过童话。
　　    书上说，楼梯在水绘12岁后消失无踪。
23、愿你也来到她的梦境
24、买到的版本
25、我想起很小很小时候看安房直子的《手绢上的花田》，可爱地惊艳，后来真正记住这个人就是《
狐狸的窗户》。其实现在书店她的书不难找，只是在少年儿童那一楼里面，有时候还跟看拼音识汉字
一类的书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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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安房直子的《白鹦鹉的森林》，说是童话也好，故事集也好，奇幻短篇小说也好，无疑具有着一
种梦幻的风格。安房直子的内心有一个如梦如痴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各自不同
的故事。而她自己则以上帝视角俯视众生，默默看着一切的自然发生，然后把他们记录在纸上。写下
这些的故事的感觉就像是在做一场梦，而阅读这些故事的感觉，就像是自己进入了她的梦乡，进而想
起了自己也曾经做过的那些模糊的梦。1从文笔来讲，比较平淡。作家分两种，一种光靠烟花般绚丽
的写作技巧，刺刀般精准的用词和描述就可以吸引读者继续翻书阅读。而另一种作家，他们的作品里
面文字只是载体，真正动人的精神思想像宝藏一般隐藏在文字这张藏宝图之下，需要你在通篇读完之
后慢慢去寻找去体悟。安房直子显然属于后者。但她的平淡不是苍山孤井独自空那样的平淡，而是小
桥流水人家那样的，带着灵气甚至是妖气的平淡。在她的故事里，有人和人的对话，人和动物的对话
，人和妖怪的对话，这些对话都十分简短，甚至简短到有些模糊，但正是这样的对话方式，使故事读
起来更梦幻朦胧。2从故事情节来讲，并没有什么特别精彩的令人拍案叫绝的地方。它不像契科夫的
故事一样步步合理，也不像爱伦坡的故事一样步步惊心。有些结尾甚至看的人一头雾水，就像刚醒来
时残存在脑海中的不清晰的梦，令人疑惑和深思。比如《雪妖》结尾处里面雪妖为什么煮一大锅杂烩
？是仅仅为了报恩？比如《丹顶鹤》里面为什么将长吉一家的灵魂封印在蓝色盘子中？是仅仅为了报
复？再如《帽子的魔法》里面鹿把人变作树，仅仅是为了警示？这些情节都需要读者进行思考，而不
是仅仅把它看作是善或者恶的单一面，落入俗套。3从本书表达的思想来讲。读完之后，我觉得贯穿
全书的是一个“情”字。所有故事的展开，都是由情而起，由情而终。有父女情（雪妖），姐妹情（
白鹦鹉），友情（公主），亲情（丹顶鹤），兄妹情（纽扣），诸如此类。本书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
凄婉的情绪，这种情绪令人联想起自己生命中的过往种种感情的羁绊，联系起将来可能要面对的种种
感情的破灭。因此，我觉得安房直子的童话并不适合儿童阅读，而是更适合那些有“阅历”的人阅读
。总之，这本书就像是一个梦，但这些梦也出现过，或者将要出现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每天的生活
，我们所经历的那些爱恨情仇，在未来的某个日子回想起来，不过也就像一场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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