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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行路（湖南人民版）》

内容概要

志贺直哉从1921年开始，着手写他生平唯一的长篇小说《暗夜行路》，历时15年之久，于1937年完成
，这是他的代表作。
写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在不幸的生活中与思想苦闷的道路上探索的历程。主人公时任谦作是祖父和母
亲的私生子，在兄弟间一直遭受歧视，在母亲死后，他与祖父及其年轻的妾共同过着寂寞的生活。为
立志从事文学事业与父亲发生冲突，婚后又发现妻子不忠，便独自流浪，最后在旅途中病倒。妻子赶
到时，只见病床上的丈夫睁开柔和而充满爱情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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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志贺直哉（1883～1971），日本作家。1883年2月20日生于宫城县,祖父是相马藩府的家臣。3岁即随父
母上京,开始受贵族子弟式的教育。18岁从学于宗教家内村槛三，21岁入学习院高等科，有志于文学创
作。1904年发表处女作《菜花与少女》。1906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英文系，两年后转国文学科,中途
辍学。与武者小路实笃、木下利玄共同创办传阅杂志《望野》。创作短篇小说《某晨》、《到网走去
》，向《帝国文学》投稿被退回。继续创作《速夫之妹》、《荒娟》等小说。1910年，与有岛武郎、
有岛生马、武者小路实笃、木下利玄等共同创办《白桦》杂志。围绕于这个刊物的一些年轻作家与美
术家，对当时主张纯客观主义的自然主义文艺思潮不满，要求肯定积极的人性，主张尊重个性，发挥
人的意志的作用,提倡人道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文学，形成“白桦”一派。
志贺为“白桦派”代表作家之一。1910年发表曾被《帝国文学》退稿的《到网走去》与新作《剃刀》
，1912年发表短篇小说《克罗谛思日记》，显示他出众的才华，为文艺界瞩目。1917年发表的著名中
篇小说《和解》，写他立志于文学与父亲发生冲突而终于得到和解的经历。作者从此进入创作旺盛时
期。《在城崎》(1917)、《佐佐木的场合》、《好人物夫妇》(1917)等名著，以及历史小说《赤西蛎太
》(1917)相继问世。
从1921年开始，着手写他生平唯一的长篇小说《暗夜行路》，历时15年之久，于1937年完成。
志贺直哉于1918年经过短暂停顿后，重新执笔，以创作上新的成就,蜚声于大正文坛,被称为新现实主义
的第一人。他对人性作深邃的观察，对于庸俗与虚伪有惊人的敏感与强烈的憎恶。他具有理想主义的
热情。1917年的中篇小说《好人物夫妇》,表现了他心境的转移,从生气蓬勃与激越的性格转变为苍劲沉
着的态度。
志贺的作品大多从自己及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生活中取材，是现代日本文学中从自我经验中取材最多
的作家。在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的精神，对同时代的日本作家有深刻的影响。
志贺一向关心社会事务，在政治上和文学上表现坚贞不屈。早年关怀足尾矿工中毒事件，同情小林多
喜二的牺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保持沉默，以示对侵略战争的抗议。后期的作品还有《万历红
瓷瓶》(1933)、《台风》(1934)、《早春的旅行》(1941)、《寂寞的一生》(1941)以及战后创作的《灰色
的月亮》和《被腐蚀的友情》等 。
1971年10月21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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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最喜欢的日本作家
2、倘若不沉下性子，又如何去读，又如何读懂？别说有了感动就可以找到回味的路。一本如此的小
说，如水般平止，你投下滴泪或是依畔深思，那便涟漪在前，而镜面在后了。
3、心理描写的技法近乎最高水平，感觉谦作和我有太多共同之处，所以很有共鸣。如何对得起身边
人，如何对得起自己的内心，在这暗夜中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比过两个版本，认为此版本更佳。
读此书需慢。在学校图书馆借来的，来日有机会必买一本珍藏。
4、完全被吸引了 封面太美 读到谦作的回忆就一下子进入状态了

5、心情沉郁得不行。当谦作终于揭开了他罪恶感的根源，得到的不是解脱而是一个更广阔更痛苦的
深渊。但也好，知道了黑暗就能更自由地追寻光明，不过这一次又一次的命运的背叛，终究只能达到
制衡的结果。既然不能舍弃黑暗，就与它相伴，宽恕了它。
6、我就吐槽一点  多少年前的成人真容易死啊  剩最后几页的时候高烧一下衰弱一下就结束了啊  但是
厉害的是 心境改变了 不觉得遗憾
7、很高兴看了这本书。读罢，觉得还不够。谦作有没有逝去已经不重要了，很开心，谦作找到与自
己和谐相处之道，他和直子之间终于能平和在一起(这真让我觉得浪漫)，这或许是志贺直哉先生所追
寻的和谐吧。以前只学过《清兵卫与葫芦》—这篇文章让我记忆深刻，便一直想看看先生的其他作品
。真真很喜欢这本书，考完试后，了解一下当时的日本，再来读读这本书。
Ps:刘介人先生翻译的真好。
8、私小说 唯一长篇
9、志贺直哉属于反抗现实中的软弱派。作中主角谦作把现实中的一切矛盾都转移到了自己的内心，
设想心中有一个暴君，在与其对抗中不断妥协并追求心灵的平静。结局可以说谦作做到了，但生死相
等并未达到佛家所谓空的境界，仍不彻底。这种飘摇不定、首鼠两端的笔法把这本书推为史上的名篇
。
10、4.5 四个月后回来改成五星
11、对 是这个版本
12、在校图书馆借的 可惜封面已经没有了 是后来包的牛皮纸封面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有点难懂呢
13、85年的书，书页散发出不可无视的陈腐味道。内里的挣扎却眼前鲜活。谦作啊。那是个会为自己
的活着而感到痛苦的人。世界自然内心的我生活的我到底该如何活着。志贺直哉写了15年的暗夜行路
。在这之后只写过少许短篇。时常错觉谦作就是他。永生求索。
14、果然跳过前三十页就看得下去了，上次正好看到三十页。若是写各种小心思是没人写得过普鲁斯
特的吧。本来想打三星，可是觉得还蛮值得回味的，唉，现在我连三星都打不出手了！序言里所说的
小说之神以及志贺直哉的种种艺术对我来说太夸张了。不过和当年课本上看的清兵卫和葫芦感觉真是
大不相同。
15、一年前原版节选看的苦不堪言，好不容易看完全部。乱伦的心境真不懂。
16、明明写的都是繁琐的生活小事，但是确是如此吸引人⋯⋯这就是作为小说家最高的技巧了吧
17、漓江版与湖南版倒真是一下子分不出了。等那天捡出书来再看看。
18、长得可怕的私小说，心境自然得抽离，前不能跳一段，后难以放一段，观感奇特。
19、走完了吗？我们还在暗夜里
20、无处安放的彷徨焦躁的灵魂   像蛛网中的猎物 粘滞在生死之间   他不断执著和对抗世界的每一个细
节   仿佛寻找出路却始终在惩罚自己 片刻不得宁静  直到死之将至被完全无力招架的强大力量击倒而不
得不“放下”  
21、细腻真实
22、此书宜深夜深入读
23、本以为可以救赎我 志贺直哉 就我出生死吧
24、
身世之谜未解之前，只好以偏执揣度投射在身上的异常，及至知晓身世，就明白背负起罪恶的影子，
几次看见阳光以为能开始新生活，后来发现不过是false glimmer罢了，因不幸而加重敏感，也因敏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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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更多的不幸，他与寓居心中的暴君斗争了一生，他只能背负着这些罪恶，一生于暗夜中行路。
25、这本应该算作家之书了，很多文人受此书影响。由于写了十五年，中间有比较明显的断裂感。一
些描写在平庸处见奇妙，有漩涡般的牵引性。
26、图书馆看的，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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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暗夜行路（湖南人民版）》的笔记-第174页

            于是他不能不意识到在这同一辆电车中，没有任何一个比自己更悲惨的人了。是的，他们的血
在流动，他们的眼睛也闪着光亮。然而自己又是怎样呢？很难设想自己的血，是那种有规律地鼓动着
脉搏而流动着的血液。它只是继续地，无力地循环着。至于眼睛，连他自己也觉得那只是像死鱼眼一
般没有一丝光亮，他已浑浊了，腐烂了。

2、《暗夜行路（湖南人民版）》的笔记-第393页

        �谦作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的两只脚全部脱离开身体。这两只脚竟独自在
那里不停地随随便便地走来转去。真叫人厌烦得不得了。不仅是眼睛看得心烦，而且那咚咚震响的快
速步伐，听得闹人。他讨厌这两只脚，因而尽量想让它们远离自己而去。因为心中明知这是梦，所以
觉得这是可以做到的。但这脚却在自己周围难得离开。他心中所想的“远”，指的是那雾霭之中，并
且是黑色的雾霭。就是想把它驱逐到那里去。但这确是需要很大的努力。渐渐远离而去了。随着去远
，脚似乎变得小了。黑色的雾霭在笼罩，更深处则是一片漆黑。如果让两只脚进到那里去，让它消失
在昏暗里，即可将它们驱逐掉。想到这里就用尽气力，加把劲再加把劲，这需要多大的努力呀。于是
就在这气力鼓足的时候，那即将消失的双脚，就恰像拉紧的胶丝绷断又缩回去一样，又一下子返回到
身边来。又是和以前一样咚咚震耳闹人。他曾几次反复努力，但是那两只脚却不离眼前不离耳边，永
不消失。
�
�不久之后，他几乎完全处于梦境之中了。间或也有意识格外清醒的时候，但其余时间则全属梦境。这
里已经没有所谓痛苦，只是频频地感到，自己的精神和肉体都已被净化了。
�我是如此解释这个梦的。
�梦中的谦作是憎恨与身体分离开来的两只脚。这两只脚到底象征着什么呢？他们可被认为是下半身，
用一句话表示就是象征着性欲，特别是常年烦扰他心中的淫荡之物。换言说，可以认为是代表着谦作
的祖父。谦作做了“很大的努力”，欲将这两只脚驱赶至那“遥远”的“黑色的雾霭”中。这也许是
与祖父的阴魂最后的斗争。其中有一次，又“返回到身边来”，尽管“不离眼前不离耳边”，但“不
久之后，他几乎完全在梦境之中了”。在这里是不是又进行了再次的斗争呢。随后谦作终于达到了“
只是频频地感到，自己的精神和肉体都已被净化了”的境界。这段可以解释成凭着用尽气力的“努力
”他终于把那两只脚驱除至“遥远”的“黑色的雾霭”之中了。所以谦作才感到“精神和肉体都已被
净化了”。
�翌日，直子来到谦作的身边。随后直子便面对着病床上的谦作。谦作在身体极度衰弱的状态下，思维
却十分清晰，心中充满着对直子的爱意。之后我们来看谦作说的“我现在真的心情很好”这句。这是
《暗夜行路》谦作最后所说的话。可以说是因为终将常年盘踞心中的淫荡之物驱逐开去所得到一种满
足感，而得出的这句话吧。用另一句话说，谦作总算从祖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最终完成了自我的变
革。
�让我们回到开头&lt;序词&gt;中谦作与祖父的第一次见面，谦作心中所说的“快点走开！”，实际上是
《暗夜行路》中谦作说的第一句话。尽管希望祖父“快点走开”，可是祖父却始终没有离去。更在谦
作想避开时从他背后喊到“喂，你是谦作吧”，从此将谦作束缚了起来。而这开头部分的场景，与在
第四章的第二十节中半醒半睡的“梦”明显有着有机的关联。从身体分离出去的两只脚，正是对盘踞
谦作体内祖父的阴影，那淫荡的精神和肉体的暗喻。而正是此时，谦作凭着自己的“努力”终于从祖
父的束缚中解放。于是，在谦作最后说的“我现在真的心情很好”这句话上，作品完美地画上了一个
圆环。

              ——宮越　勉．『志賀直哉――暗夜行路の交響世界』．翰林書房．2006年．

3、《暗夜行路（湖南人民版）》的笔记-第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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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行路（湖南人民版）》

            谦作似乎已经劳累了，那只手还在直子手中攥着就闭上了眼睛。这是一副安静的脸。直子觉得
她好像第一次看到谦作这样的脸。并且她意识到，这个人不是就此无可挽救了吗。然而奇怪得很，这
并没使直子感到那么伤痛。直子像被吸引着一般，好似要永远，永远地凝视着那张脸。于是直子一心
专注地沉思着这样的事：“无论是挽救得了，或是无可挽救，总之，我不再离开此人，无论到任何地
方，我都将跟随此人而去。”

4、《暗夜行路（湖南人民版）》的笔记-第182页

            诗集的开头附着两篇传记。那里所描述的，对于现在的他来说确实是可以称之为理想的生活。
然而，性格却大相径庭。——楼下此时喧闹得厉害。当然诗集中也写着“白犹与饮徒醉于市”等字句
。他想，李白在这样喧闹的地方也能泰然地安处于自己的世界之中吗？他又想起了杜甫或是什么别的
人曾经赞美过仰翻于酒店犹自口诵“囊中自有钱”的李白。李白之与酒恰似虎之生翼。然而至六十岁
时却又因酒而丧生，酒之与李白亦可谓无情矣。至于他，则是无论如何也不喜欢酒的，因而那生翼之
事也并非他所希冀者。——这女人何姗姗其来迟。
    他又随便地翻阅了一下诗集。“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一句，不知为什么竟然牵动了他的心。
    那个女人总算来了。但给他的印象却与头一次大不相同。昨天那种为女人所具有的温顺与娇媚已经
不见了。虽然做出的表情依然美，笑时露出那不齐整的牙齿尤具有诱惑力，然而一旦庄重起来，却是
那么平庸凡俗。他大失所望，再没有心思重提昨天的事情了。女人也似乎已经忘记，不曾再提起昨天
。
    可是当他轻轻地用手托起这女人的软蓬蓬、沉甸甸的乳房时，他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快意。他似乎
觉得是触到了某种珍贵的东西。轻轻地晃动一下，他手掌可以感到醉人般的分量。他不知该用什么言
词来表现它。他说道：
    “丰收了，丰收了！”
    他说着，就又晃动了多次。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但它确是填补了他的空虚。总之他是把它当
成了唯一贵重东西的象征了。

5、《暗夜行路（湖南人民版）》的笔记-第389页

            大家都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语，但他连一一答谢也懒得出口了。最后，还是留下了他一个人。但
是人们大概是出于对谦作的礼貌，一时之间他们都常常是不做声响地往上攀登。他把带来的毛衣穿好
，把包裹毛衣的包皮围在脖子上。然后钻进茅草丛中，找到了一块平坦的地方，就面向山下落了坐。
他张大鼻孔深深地呼吸，一种惬意的疲劳的感觉，使他闭上了眼睛。这时，从远远的上方传来了两三
声适才登山而去的人们呼喊“六根清净，山神赐福”的声音。过后，再也听不见任何声响。在广漠的
太空之下就只有他孤独一人。冷冷的清风吹过，并无声响，只能看到芭茅穗儿微微摆动。
    他已经是精疲力竭了。然而这种感觉却变成了一种陶醉感进到了他的意识之中。他感到自己的身体
与精神都已融进了这伟大的自然里。这个将微尘般的自己包容进去的大自然，虽不似气体那么易于觉
察得到，然而确是融了进去。这种复归于自然的感觉，给他以难以言喻的喜悦。没有任何不安，似乎
有些将欲入睡的感觉。实际上，他确已进入半睡眠状态。这种融于自然的感受，对于他来说并非第一
次，然而这种陶醉之感却是初尝。先前的体验与其说是融进，毋宁说是被吸进。因而某种快感是有的
，同时起而抵抗的意志也自然地产生出来，并且因感到难以抵抗又会产生一种不安。但现在的感觉却
完全不同。如今他丝毫不想抵抗，并且有一种任其融进去的快感油然而生。
    夜，是静静的，连夜鸟的啼声也听不见。山下是薄霭迷茫，连各个村庄的灯光都一点儿也看不见。
看得见的只有星辰，还有那星辰下面的恰似某种动物脊背模样的这座山的轮廓，尚且依稀可见。他如
今想着的是，自己即将踏上通往永恒之路。他丝毫也没有感到死的恐惧。然而他却在想，如果是死的
话，那么就此死去也毫无遗憾。但他也不认为，通往永恒就是意味着死亡。
    他双肘支在膝头上，似乎是睡了一段时间。当他不经意睁开眼睛时，天，不知于何时已经接近黎明
，四周呈暗灰色。星辰并没有隐去，只是稀落了一些。天空现出淡淡的蓝色。他把这当做渗透着慈爱
的颜色。山麓的雾霭已经散去，可以望得见山麓上村村落落中的稀落的电灯光亮。可以看得见米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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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了，遥遥望去也可以看得见位于夜见滨尖端处的境港的灯光。隔了一些时间，那不时地闪动着强
光的地方，无疑是美保关灯塔了。如一池湖水似的中之海，因为处于山影之下，仍然是昏暗不清；但
外海海面却已显出了灰色。
    黎明时分景物的变化异常迅速。片刻过后当他回身仰望时，金黄色的曙光已经从山顶那面生机盎然
地升了起来，它渐渐地浓艳起来。忽又淡薄下去。于是四周忽然一下子明白亮了。芭茅草比平地上的
短些，并且到处有野当归挺立。顶着花朵的野当归，这里一根那里一根，星星点点地从近处伸向远方
，此处杂在芭茅草中还开放着败酱、地榆、萱草、山葡萄等等。小鸟儿叫着，像抛起的石子一样画着
弧线在上面飞过，忽又潜入茅草里。
    由中之海的彼岸伸进到海里的群峰峰顶露出颜色时，美保关的白色灯塔也就披上阳光，清晰地浮现
出来了。工夫不大，阳光照射到中之海的大根岛上。它像红色扇鳐鱼爬伏在那里一样，大而平坦。各
村庄的电灯熄灭了，代之而起的是到处开始升起了缕缕炊烟。然而山麓处的村庄依然处于山影之下，
反而比远处更暗更阴沉。谦作此时突然发现，在方才自己观赏的景色里，就有自己如今所在大山的清
晰投影。这阴影的轮廓从中海登上了陆地，于是米子街一下子明亮起来了。这才使他察觉到那影儿恰
像双手倒拽拖网一般，不停止地移了起来。这也颇似云影舔过地面一般。能够在平地上直接观赏到中
国地方第一高山的具有鲜明轮廓、有力线条的山影，这确是罕见之事。谦作从这里得到了某种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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