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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耳语》

内容概要

对日本文化的个人视觉的深入阐释，使新书有细腻的个人心智的巧思，有对异国文化的独特沉醉，而
其唯美的文笔再次让到场的人无比“惊艳”。
   《日本耳语》给予我们的，是洁尘对它的种种雅致的审美和感悟。尤其珍贵的是，这些审美和感悟
都是用极其优美而蕴藉的文字来传达的。日本的审美观念，深悟蕴藉之道，在这一点上，洁尘的文字
风格恰好与之和谐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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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耳语》

作者简介

洁尘，作家，生于六十年代后期。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报社文化记者、副刊编辑和出版
社编辑。现居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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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耳语》

书籍目录

1 三岛由纪夫的女人们
2 爱情其实并无别事
3 伊豆的舞女名薰子
4 谁能跟着大鼓声走
5 看村上春树说话
6 约会
7 剪破清空
8 灵感汁液往何处倾注？
9 长夏草木深
10 丝绸和棉的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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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耳语》

精彩短评

1、三四星之间  有的篇目动人
2、日本印象，评三岛那儿确实很契合
3、一叶障目
4、纸不错，图不错，文一般。另外这位姐姐没看过的电影咱也敢写？？
5、不痛不痒
6、2011-39
7、其实挺好的。
8、我在想我的日本印象交织的是什么颜色？岩井俊二、久石让、村上春树⋯⋯他们是黑色和白色的
，黑色是秘密的颜色，白色是秘密散发的光芒。
9、小资了，作者才华一般
10、别样风景
11、她曾经有过很华美的文字，但自这本书起，洁尘就开始淡了。
12、有一些和陈老师后面出的随笔的篇章是重复的。
13、真是无忧无虑的大学老师的文字，隔岸观火一般的文字
14、被文字诱引，又一次想起不堪回首的往事，心痛不已。
15、爱情这东西，老了来看，是不是就是那四个字“并无别事”。只是，月光不再明亮，红纸早已残
褪。
16、那些俗丽又艳俏句子呦~
17、居然会很喜欢作者的碎碎念。
18、洁尘是有爱的，日本更是
19、不是这本书还不知道宝冢和天海，以及那部《游园惊梦》，哈！
20、没太看进去...只记得里面描写的内电影情节."你看 我说不让你跟着我吧..."-shankou
21、我喜欢洁尘微妙的准确感
22、与毛尖的文笔相比就稍显逊色了
23、看几篇觉得真不错 到后面就有点烦了 洁尘的读书笔记写的很好 电影笔记比不得毛尖
24、"忘了男人留在枕边的气息，但那只笛子忘不了；忘了两人拥吻的滋味，但飞过的那只乌鸦的模样
还很鲜明。这就是女人的老年吧？|爱情这东西老了来看，是不是就是那四个字：“并无别事。”只是
，月光不再明亮，红纸早已残褪。"
25、字字句句是心里话，不着痕迹的睿智
26、这本书 让我决定读 金阁寺
27、“书名很可爱，貌似简单，其实十分用心，是那种暗暗的、考究的巧思。日本让我们想到许多雅
致之物：开得短的樱花，写得短的俳句；繁复华丽的衣饰，繁文缛节的礼仪；素朴的食器盛着鲜艳的
食物⋯⋯江户时期的浮世绘是日本民间风俗的典型概括。日本的审美观念，深悟蕴藉之道。”
28、洁尘的散文读着有种心安的功效
29、里面所提的人物、影视和文学，大都是我所熟知的，多处也有共鸣，一下就读完了。
30、买了没有读完，哎~
31、因为美丽而知道的本土作家
32、清冷的日本文化，就像樱花
33、重读此书，作者从感性角度力图描摹日本文学之美。是一本很好的文学入门读物。除内容渐旧之
外，须切记此书作者个人色彩先于文艺评论。
34、日本文学浅谈
35、十年前
36、就像作者钟爱的那些日本风物，细腻纠缠得至死方休。
37、爱情这东西，老了再看，是不是就是那四个字：“并无别事。”只是，月光不再明亮，红纸早已
残褪。
38、本来以为是一本小书，字大行疏插图不少，没想到看了很久才看完。
39、长夏草木深，武士当年梦痕。一字不着，满纸碧色。拖太久了，越看越没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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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耳语》

40、书评 影评⋯⋯因为有许多没看过.共鸣也少了许多
41、我很想知道洁尘的小说写得是不是也像评论这般好
42、很随意。
43、写的不错，看完全忘。大一大二时候看的吧。
44、洁尘和日本文化一样都让我迷恋并讨厌着
45、随时读上一段 欣赏亦可资料亦可
46、很少读此类“美女作家”的书，只怕常是年轻女子的顾影自怜，哀伤絮语。这本书倒让我觉得自
己之前是有偏见了。
47、消遣用。
48、6月21日 里面所提的人物、影视和文学，大都是我所熟知的，多处也有共鸣，一下就读完了。
49、在图书馆借的书，洁尘的文字很妩媚，不错。不过书里的文章是很多年的合集，读起来即不近也
不远
50、其實很一般。潔塵沒有什麽才情（在我看來），好幾個細節講了又講，另外讀這本書簡直跟看書
的故事簡介，電影的故事簡介一樣的，被無端劇透了好幾本三島的書，各種傷感。而且只是局限於複
述故事，沒有太多自己的見解，總之是不盡如人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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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耳语》

精彩书评

1、洁尘很有才情，文章好读。 　　 可是连续读几篇下来，你就发现她的才华有点驾不住，乱跑，作
者又时不时紧张地意识到了，就显得小心翼翼，按她说是“分寸感”，但实质很多时候显现的是“局
限感”，很多话她说了又说，或者提了又提，她是不知道的么，还是专栏赶稿？似乎都不能作为“局
限&quot;的理由吧。 　　 有时读着读着，我就皱眉，不由嘀咕：烦不烦那。也许洁尘自己也烦了。 　
　 人生处处有”局限“，突破自己的”局限“是艰难之事。何况除了自身努力，我们不能否认艺术也
有不同层次的天赋。
2、要谈论洁尘的这种专题随笔集就比较好措辞了，这也是我所以中意她的书籍的地方：写读书、电
影、绘画、音乐、时尚等，常常有超人意表又出之情理的点拨，很让人受用。这本书是谈论日本书影
乐画也就是日本文化的，作者说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但也深深地热爱着他们的艺术。
而给她作序的好友易丹则说无法欣赏这种奇怪的审美境界，只是我个人有一种对日本民族性的厌恶。
我瞎猜，以后会给我们制造大麻烦的多半是这个国族，是他们太了解我们了，很多方面就是针对我们
文化的局限发展成他们的优势。
3、从第一次读到洁尘的字后，就喜欢上了她的文字。华丽的笔端，旖旎的触角，表述深入恰当，像
七彩花，像红酒，姹紫嫣红又余味缭绕。她的文字，美得绚丽又沉静。观影、读画、书评、文化文字
，让读者跟随她的视觉有了不一样的体悟。也开阔了读者的阅读面，带出了很多的关联读物。在沉重
的现实之外读这些字，会让生活生出不一样的色彩。1.犹如面对一泓又静又深的艳绿的潭水。2.碧。澄
碧的心情。3.《如梦记》，深绿色的封面，嵌一幅日本风俗水彩画，再在画与深绿之间压上一块浅绿
。4.“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
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
在幽闺自怜”5.艳与寂是日本文学艺术的魂魄。因为艳，所以寂寞深重；而人生从本质来说就是清寂
二字，所以更加需要艳丽的欢情。6.浮生若梦的热闹戏，他给了观众酸楚难当的泪水和无所适从的悲
凉。7.但那种与生俱来的静气，把彩色给把握住了，于是，彩色也很稳，不跳，安全，雅致，让人信
赖。8.岁月是根治幻觉和浮躁最好的良药，一旦心平气和眉清目爽，仔细想想，最想得到的也就是自
己和家人、朋友一生平安。9.芭蕉，对王淑晖的解读。10.他们喜欢高挺、脆弱，喜欢戛然而止，像樱
花，繁盛如云，一阵雨后就凄凉无限了。像一种体面的人生。11.江南，浮世绘。描写颜色的字。。。
对色彩意识的打开。如今再次翻读，仍是惊艳。不知该如何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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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耳语》

章节试读

1、《日本耳语》的笔记-第99页

        有所待者终无所待，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2、《日本耳语》的笔记-第155页

        我曾经对一个朋友说，我觉得最好的晨事是下了木梯，转了回廊，到后院去提了一桶井水，将天
井的砖地给泼得个清白若骨；那棵拂地的相思树和一头随手绾就的发髻纹丝不动，因为没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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