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鹿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有鹿来》

13位ISBN编号：9787550266530

出版时间：2016-1

作者：苏枕书

页数：29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有鹿来》

内容概要

作家苏枕书客居京都七年
深入街巷 静心体味生活真意
以日常之眼和日常之心
用文字呈现古都的别样风景
{空间·五感·岁时}
朴实而充满情趣的私家路线
呈现独一无二的城市空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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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鹿来》

作者简介

苏枕书
江苏南通人，客居京都，喜爱养花种菜，出版小说《岁时记》《不许流光入梦来》、散文《京都古书
店风景》《藤花抄》等多种，译著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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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鹿来》

书籍目录

缘起
【空间】
一 银阁寺前
二 上学途中
三 生协买书
四 春琴堂书店
五 吉田山
六 真如堂
七 金戒光明寺
八 平安神宫
九 有邻馆
十 泉屋博古馆
十一 进城
十二 高岛屋
十三 京町家
十四 花之宿
十五 大文字山
十六 比叡山
十七 一乘寺
十八 更远的山
十九 花之寺
二十 福知山
【五感】
廿一 声音的风景
廿二 学校周围的吃
廿三 鱼
廿四 美味延年
廿五 笋与松茸
廿六 钱汤
廿七 看病
廿八 花道教室
廿九 买花
三十 观苔
【岁时】
卅一 萩祭、十五夜与十三夜
卅二 初雪
卅三 南座
卅四 岁末与年初
卅五 节分
卅六 四五月间
卅七 薪能
卅八 夏之祭典
卅九 五山送火
附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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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鹿来》

精彩短评

1、日本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喜欢，只是当地人的礼貌和素质都能让人钦佩。一些设施或者制度都会让
人觉得，这样做真是窝心。还是要去日本的，还是要去好几次的。
2、跃然纸上
3、ps 给自己一个警醒，豆瓣上那些打差评只说差，没有理由，或者理由根本立不住脚的，你别听（
粗暴的本身就是傻逼）；抖机灵打差评的更不过是投机者罢了。
4、开始有点乏味，每天睡前读几章，慢慢品出了味道。想沿着作者脚印重回京都。
5、@山鬼 推荐！那必须是特别好！因为太符合我的口味了，恨不得打6星！好后悔去年去京都前没有
读！就像作者说的，虽然不一定有多少深刻的体悟，但光是这样娓娓道来自己的见闻和心情，配上作
者的好文笔和好画笔和好光影（摄影），就已经非常难得。我愿意将这本书和黑塞的《提契诺之歌》
相比，谁又能说温柔宁静不也是一种珍贵难得的心境？喜欢得不行！
6、不知道是我对京都没什么感情还是，我不懂作者写它们日常，为何有如此高的评价吧
7、全书唯一吸引我的，是最后那副手绘京都地图，也是读完之后唯一记得的内容。
8、风雅的京都就该配上典雅的文字，大概是年轻的外乡人，多了份疏离， 只能浮于文字。还是喜欢
京都各处背后的人与事，因此同是写的京都，还是《京都流年》更胜一筹。
9、说实在的有点失望，没有写古书店的那本书让我感动，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前言里作者自己有点灰
暗情绪的影像，加上也没去过京都，所以有些写散步或游览路线的章节显得很枯燥，但写到人的地方
感觉还是不错的，文字还是多写人来表达意境吧
10、不需要太多的挑剔，就是放下自己，简单扒着缝儿看看另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11、我对京都的贫乏想象，完全来自于森见登美彦和她
12、走遍京都的散文，足够见得到作者的功底；列举事物之多，足够见得到作者观察的细腻；敢说敢
发，感情真实，足够见得到作者情感的丰富。
13、補記
14、已购。
15、想到高中时夜里放学回家，空寂的长街，总是会飞快骑车，好像要把什么狠狠甩在身后。那一刻
的无力感很强烈，仿佛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但这也是最自由的时候，头脑里十分明晰，内心有呼啸
。我无比惊慌又无比享受，因为知道身体里另一个自己还用力活着。
16、因为鸭川的照片而开始的阅读
17、寻常日子里的不寻常景致。
18、隐秘的京都风情
19、读到京大学姐的京都故事，又刚好差不多同样时段在京都生活，点滴记忆勾起留学回忆，不禁鼻
子酸酸
20、多年前，喜欢的人在关西读书，下意识会关注日本的天气，新闻，从那时起，偶然发现了也在日
本留学的苏枕书，苏姑娘一直写了这么多年的京都，而当年喜欢的人已成平行世界
21、 深夜蜷在榻榻米上阅读，书里描绘的场景都可以想得出画面。最后的“他们来过京都”“他们写
过京都”莫名感动，尤其是看到钱稻孙先生的名字。やさしい~
22、比起旅行，更像是随笔。作者文学功底深厚，但有的地方写的过于文邹邹，有点不接地气。关于
京都节气风俗的描写部分，非常喜欢，总体来说还不错。
23、没读之前很期待，读了有点小失望，文笔很好，但作者像是为了写而写，还引了很多旧文在里面
，不过还是很喜欢这淡淡的文风，给4星吧。
24、矜持、温柔、细腻、花月流水、庄重、静谧肃穆、透明，是京都
25、毫无进步。
26、作者是一个旅居京都的博士生。笔下是生活中的京都。她描写到的只有一个恶缘切断祈愿所和葵
祭我有经历，剩下的京都历史文化习俗都不知晓，无从体会。总觉得日本这个地方，适合待个半年，
不工作，但生活。又想去日本了。
27、枕书的京都安静温柔 有鹿出没的城市真是叫人心生向往啊 书的最后有一幅手绘的京都全景图 标
注了书中描述的寺院、神社和纵横的道路 十分可爱 又到三月了 真想去看夜樱啊
28、懂得美的人 身在哪里都会觉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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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鹿来》

29、京都的日常，其实是与自己对话，一个人也可以生活的丰富多彩。
30、读不下去的感觉
31、读的时候心很静，少有让人心心念念的句子。
32、文笔流畅温和，读起来不腻的，适合边晒太阳边读。
33、绵密、细致，却少有洞见。作者纸上经验多过切身感受，一旦吊起书袋来就掩盖了自身体验的新
鲜感。
34、作者应该很有文化，然而我是个粗人。我坐在寺庙的木地板上，看着时阴时阳的天空，听着呼呼
的风，心里只会想，这样的日子真鸡巴好啊～
35、装帧美，文字美，笔下之物也是很美。时值春天，书末几句很有共鸣：“每年春天都很容易陷入
很深的茫然，也许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促使我重新考虑自己的路途将如何继续。”当然也有温度升高引
起的焦灼，这都是题外话了。
36、一直很想买的书！但其实内容有点令我失望- - 
37、文艺女青年沉醉在自己世界里自傲又自省的语风让我有点厌恶。像是从旁边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从想要参照了解京都的角度，是不错的书。插花的一章写得很好。
38、为赋新词强说愁。越想让人看作是恬淡幽静，却越让人觉得过于粘腻。真情是感出来的，不是憋
出来的。好的作品能直达心灵，作者的书却把我却推越远。说句难听的，有点太作了。推荐那些冬天
露脚脖子的文青，最合适。手动微笑。
39、看了一半我觉得不错
40、这本书翻得有点快。作为京都游记的参考应该是不错的，小山小店小地方。长期住在一个地方，
总是能有些与众不同的感受。这么讲我应该也能把上海写得很独特吧
41、多了对一个宁静世外桃源的描摹幻想，景美了，人就小了。
42、读了一半，文字不错，稍散了些
43、樱云舒卷，月朗清明。笔者所见所住所闻，让我对京都的见闻从轻轻一瞥地掠影变成清晰的实景
。
44、写人最有趣，寥寥几笔，如在目前。
45、短短的随笔集，看完以后还是很动人的
46、人间有味是清欢
47、琐碎细腻，文笔温润，作睡前读物~
48、京都梦游，山水，花树，古寺，雨雪，都像是可想象的遥不可及之物。
49、真想沿着作者画的京都地图走一遍，但日本大概只会成为心之所往但不成行的地方了，那就让这
些描写彼地风物的图书构建一个心中的国度吧。
50、第一次知道苏枕书是看了她翻译井上靖的《浪人》。经验使然，翻译很好的人，写作也一样很好
。全书淡淡的，讲她这几年在京都遇见的人事，跟着她一路走走停停，慢走慢读，四季雨雪，赏花泡
汤，遇到鹿，凝视，各自惊呆。人和人之间作为独立的个体，太过密切的接触总归是会幻灭的。想起
她讲的一个日本朋友很喜欢玩儿烟花，手持着一根看它默默燃烧变为灰烬说“人生也是如此，有时真
是寂寞啊。”但正是这种寂寞感，才能使你成为更优秀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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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鹿来》

精彩书评

1、舒国治在《门外汉的京都》中曾说过：“我去京都，为了小桥流水⋯⋯如祇园北缘的白川，及川
上伫立的鹤，与那最受人青睐的巽桥，及桥上偶经的艺伎，并同那沿着川边一家又一家觥筹交错、饮
宴不休的明灭灯火店家。”他笔下的京都，如同一张张精致的剪影，带着打量的好奇，终是转瞬即逝
。同是客居他乡之人，苏枕书却与舒国治不同，在这本《有鹿来》里，京都不再是凝固的画面，而是
真实的生活，流畅自然，辗转于世俗的烟火中，读来甘之如饴，纵是琐碎的清欢，也细腻得充满了京
都浓郁的味道。《有鹿来》主要从京都的“空间”、“五感”和“岁时”三个部分着手，无论是寺庙
、神社，还是美食、节庆，每一处点点滴滴，无一不是苏枕书所珍爱的日常。苏枕书丹书成癖，醉心
文史，在京都游学七年，这座古老而沧桑的城市和她的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如此相配，安静妥帖
，带着淡淡的喧嚣，却又不失从容优美。沿着她笔下的事物，可以缓缓地勾勒出无数条闲适悠然的京
都游玩路线：或是沿着生协食堂吃完饭，去楼下书店买几本书；或是到点心铺买一盒“秋菊”，去博
物馆转一圈；或是挑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骑车去京都郊外寻北山杉；又或是在研究室里辛苦一天后
去泡汤⋯⋯苏枕书将这些在京都生活清淡的细节讲得不紧不慢，均是娓娓道来，温凉的文笔一如三年
前的《燕巢与花事》，自谦这段时间文字并无长进，却不知其淡雅温婉之风愈发浓厚，悲喜不刻意存
于笔尖，唯有讲起在京都的月下赏晚樱、爬大文字山、寻觅山寺等种种往事时才隐约浮现，却也是朦
胧的，清淡的欢愉。比起东京的繁华，历史中曾显赫一时的京都却在慢慢褪色，青春活力的年轻人选
择远走他乡，多是老人留守在这座古城中。于是，老龄化严重的京都走向一种难言的沉寂，但有意思
的是，苏枕书笔下的这种沉寂并不是寂寞，它更类似于沉淀，纵然苦涩，也余有清香，回味尤甘。她
也在书中写道：“京都没有刺眼的城市灯光，更没有通透招摇的光束。建筑外部的灯光安排得十分吝
啬，唯恐夺去星月的光辉。寺庙、神社、桥头，都用淡黄的灯光，模拟油灯或蜡烛的效果。”笔触温
软干净，这种自然的日式古典美感被小心翼翼地保留营造，绝不刻意造新并努力延续其生命的魅力，
也许就是京都能吸引来诸如川端康成、古崎润一郎、夏目漱石这些大文豪前来玩赏居住的缘故吧。不
提那些自古出名的京都美食与风俗，单单古崎润一郎的春琴堂书店和住过的花之宿和，川端康成的《
古都》，也都成为较经典的“京都印象”。而当我们追随着作者的目光迎上这些“京都印象”，在如
织的游客里，又是否能够感受到京都独特的清欢之味呢？
2、苏枕书在京都已经七年了。两年前，我读到她的《京都第五年》，那是豆瓣阅读征文大赛的一等
奖作品。她写道，2008年，因为电视剧《笃姬》里的一段台词：“女子之道，乃是独路，半途折返，
是为耻辱”，在混沌懵懂，诸事不定的状态下去了京都。自己下了决心，去京都读研。那时候，她的
日记记着，鸭川流水很美，黄昏的天空里有很多乌鸦，夜里虫儿啁啾，学校围墙外桂花香气浓郁。“
夜里睡在有蔺草香气的榻榻米上，如在浮海中晃荡不止。”五年后，苏枕书把自己定位为“旅人”，
这里一切都不属于她。初来时的陌生感、震撼、喜悦、感动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已然很平静。京都之
于她，更多的是“流逝”，每一分每一秒，美丽的令人心痛。她意识到自己所能做的，只是感激身在
这千百年不息的流逝里，待到某一日离开后，长久地怀想。又过了两年，苏枕书并没有离开，她继续
读书，写书，随着年岁渐长，却又怀疑自己写作的意义。她与一位从北京来到京都，相处了半年时光
的朋友分享京都的生活，写点什么，哪怕仅仅是给那位朋友看，将未曾来得及体验的京都种种传递，
就有了这本书。日常生活似乎三言两语就可以描述，不必多提，然而真要说些什么，又是千头万绪。
数年前的初秋难免激动，如今已经对身边京都之事物习以为常，还是会有一种清晰的安定感。苏枕书
明确旅人的身份和视角无法改变，那么，这本书依然是客居者的日常：上学，下学，逛书店，爬山，
赏花，遇见鹿。太多人写过京都。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寿岳章子自然不必多言，林文月、胡兰成
、舒国治更是不用赘举。在《有鹿来》收录的文章中，充满了苏枕书对京都日常风物的感官性描述。
这些文字如日记一般，记录生活琐事，无非是爬了一次山，逛了一次书店，赏了几次樱花，参加了一
场夏日祭，情绪饱满却少有亢奋，只是在用心地过好自己的生活。这般日常，既是写实的语调，又有
着浪漫主义的美感和抒情。苏枕书笔下的京都，如画笔和色彩还原京都的风光，因为是客居者，笔触
是模糊的、片段性的，却又有一气呵成的感觉。她是感性的，苏枕书说，天将明的暗夜，松林静默，
鸟与鹿尚未醒来，山头一点光亮，是谁趁夜进山，月落比日出更好看。苦寂、摇曳之后，京都带给她
的是安定与沉静，在京都，她用文字把提纯后的留恋和依赖、哀愁与喜悦记录了下来。苏枕书把这本
书分为三章，分别是《空间》、《五感》、《岁时》，着让我想起佛家里的五蕴：色、受、想、行、
识。在五蕴中，除了第一个色蕴是属物质性的事物现象之外，其余四蕴都属五蕴里的精神现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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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鹿来》

鹿来》里，《空间》和《岁时》是景色与风物，《五感》看上去是精神生活，实则是更加接近真实生
活细节的感触和心结。空间、时间和感悟杂糅在一起，此刻的京都，是更加立体的一个京都，她从千
年之外穿越到现在，不变的是古老与宁静，带给读者异样的阅读体验。苏枕书在《京都第五年》里写
过，下学回来的晚上，迎着大文字山骑自行车过去，天上常有极好的月亮，照得云层清亮透明，好个
琉璃宝光的世界，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一人。她想倾诉，想把眼中看到的一切更用力地记住。景物无一
例外，都像逝水的涟漪，流沙的痕迹，完全无从收拾。这是当年的心境。奈良有鹿，它们跟人混得很
熟，熟练地撒娇卖萌，博得人们一乐，以换取轻抚和食粮。京都则不一样，它们清瘦、机警，乌黑的
眼睛在黑夜里显得特别地大。苏枕书在月夜看到母鹿领小鹿在水边，波光清浅，水草蓊郁，不似人间
。意识到人的存在，它们飞奔离开，消失于黑暗山影中。这是苏枕书的京都第七年，她仍然有些迷茫
，她还是会在下学的路上遇见鹿。
3、无心工作，索性就着梅酒，翻起苏枕书姑娘的新书《有鹿来》。文字是她一贯的雅致古风，又不
失俏皮。她写京都日常生活细节，看得我满心向往：比如在古寺里看宝相庄严又眉目温柔的佛像；在
安静的庙宇里细细观赏青绿苔藓；夜晚去银阁寺旁边的澡堂里泡汤；穿着浴衣参加祇园祭，看灯火次
第亮起，远处山色如画⋯⋯还有迷人的小书店、博物馆⋯⋯更不消说，那些藏在京都街巷里的拉面店
、居酒屋、和果子铺⋯⋯看时，我往往心动于她对细微妙处的感受力。花下观鱼，她写：「夜里在花
下小坐，池中鲤鱼曳尾而来，它们冰凉的脊背缓缓扰动月影。」文字看得人心头清凉。山中遇鹿，她
写：「眼前转角处竟刹那现身一头大鹿，鹿角巍巍，前蹄腾起，健壮貌美。似乎有一瞬对视，我惊呆
，鹿也惊呆，飞快回身，消失在黑暗山影中，复一片犬吠。待我回过神，追去两步，早已行迹杳然。
」描摹传神地让人如见此景。夏日花火，她写：「她点名要线香花火，说：『我们小时候，夏天一定
要有这个，小心拿在手里，不使灰烬落下，看谁的燃烧得更久。』我们靠得很近，屏息守着那小小的
、细碎的、纯粹的火光。一支支燃尽，水声清长。她笑道：『这就是日本的夏天，其实非常寂寞。』
」清淡惆怅，点到即止。看这样的文字，或许也能让自己恢复一些感受力吧。不过，我喜欢她的文字
，并不只是因为她的善感，更多是因为她在不经意间流露的有趣和萌。比如，为了驱逐鸟兽，她学着
京都本地人，挂着几个小铃铛去爬山，而被朋友们称呼为「小铃铛」。比如，写到泡药汤，她兴致勃
勃列举汤里用的十一种中药，「有桂皮、陈皮、苍术、香附、当归、大茴香、川芎、高丽参、辣椒等
等，气味冲鼻」，还把泡完澡出来的自己，形容为「砂锅里炖到酥烂的排骨——还是药膳」。看她文
字时，脑子里会自动蹦出：岁月静好、情趣盎然、锦心绣口这样的词来。书中还有着色淡雅的插图，
也是出自她之手。真是让人喜欢又服气的妙人儿。一瓶梅酒喝到一半的时候，这本书也基本看完了。
看她在文末写，「年岁渐长，时常怀疑写作的意义。自己没有什么长进，这是最清楚不过的。长时期
与自己周旋，呈现平静的假象。痛苦的源头，也许是认识到自己的贫乏与无趣。」我愣了愣，这也是
我不时会有的感受。大概写字的人多半容易多思多虑，外人看来风平浪静，内里已经是浪涌江流。我
经常会想，「为什么要写呢？」，写下来也没什么用，但不写很多都会忘记。而不想忘记可能也是我
执之一种吧。至于破除我执，那是我好奇但不大懂的世界。人真的能从与自我周旋中逃脱吗？我接受
怀疑困惑茫然是常态，并试着从中找到一点乐趣。枕书写「所有痛苦与冲突，不会有出口。我知道这
没有出口，因此沉默是好的。」如此强烈的节制和不信任，看得我怔忪。但自问，我不是也同样觉得
，人和人之间隔绝之深，理解之不可能吗。但即便这样，依然想与人连接、想记录书写，想发出一些
信号，让同类好循声而来。枕书也是如此吧，要不然不会写下这些字，集结成这本书。对了，书的装
帧也很用心。喜欢封面上的这几句：「天将明的暗夜，松林静默，鸟与鹿尚未醒来，山头一点光亮，
是谁趁夜进山，月落比日出更好看。」————我的微信公号「雅君的好用分享」（yakishare）分享
阅读、写作、电影、音乐、APP以及吃喝玩乐总之就是会分享能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切了啦
4、缓缓合上书，不愿与京都告别。“道别要早早做才好，真到了最后一刻，就没法好好告别了。”
虽然场景有些哀愁，但是也很喜欢这句话。香织外祖母的话也许印着苏枕书的心迹吧，也许有一天也
会告别京都，而这本书的文字确是曾经的怀想。上本书写的是京都古旧书店，爱书人与书店人之间的
交往，那时读来很简单纯粹，虽偶提及京都，但更多的是在书在人。这本书的文字就不同了，许是听
从了老师的建议，文字或开心，或忧愁，或茫然，或敏感，心情叙述很多，而文字的情感更加丰富，
笔下的京都更加的日常，如淡淡的白水，只是静静的喝，慢慢的展现给你们看日常的京都生活。开始
写的是京都的空间：有博物馆，有吉田山，有上学的小路；之后写着自己的五感，京都的岁时杂咏，
聊着自己的，与家人的，与朋友的，与在地人的交往，以及慢慢展开的自己的心迹。去寺庙的感觉，
观赏樱花的日记，学习花道的心情，还有自己多次凌晨时许在家周围的小路散步幽思。可能是居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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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了，日本人的物哀心，对逝去的不重来，还有淡淡的克制似乎也慢慢影响了她，这本书显得很私
人，很私心，开心与茫然尽显。这就是苏枕书日常的京都生活，她自己独有的感觉。想起苏州，苏州
于我也是很多感觉，淡淡的不尽露，慢慢体会才会渐渐适应。不去告别，就静静地过着每一天吧
5、各位豆瓣的书友好！助家生活App2.0即将上线，你可以用它来找保洁阿姨，找家装工人。目前我们
正在做APP上线活动，从即刻起，关注“助家生活”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豆瓣读书”，即可送69元
话费！！赶快拿起你的手机，轻松得话费。
6、多幅手绘插图，非常可爱。最后附手绘京都地图。苏枕书著《有鹿来：京都的日常》，今年的新
书，书如其名，是介绍日本京都的作品。去年曾读苏枕书的《京都古书店风景》，是极耐读的好书。
这是今年读的第四本书，四本都是女性作者的散文作品，文笔均极好。写京都的作品，曾读过台湾著
名学者、作家、翻译家林文月所著《京都一年》，是书较短，记述的是四十年前林文月在京都不到一
年的生活。林文月翻译过诸多优秀的日本文学名著，译笔优美精到，对日本文化自然颇有感情，书中
所写的记游文字里也透着浓浓的暖意，处处也体现着京都文化的历史底蕴，而京都的人情之美也让人
如沐春风。相较之下，苏枕书的这本《有鹿来》的内容更加详尽，体会也更深，尤其那份细腻的情感
，不是靠书本知识和短暂逗留所能得来的。《有鹿来》分为空间、五感和岁时三部分，分别介绍京都
的风景名胜、衣食住行和重要节庆，作者毕竟在京都呆了七年之久，在京大读了法学又修文学，脚步
遍及的地方多，眼目所观察的风物细微，对于京都的人情也有切身的体会。作者的细腻情感令人印象
深刻，文章中夹带了极多私货，让人走近一个城市的同时又仿佛走近一个女子的心，极是受用，也很
感动。读完此书，再去读一些以京都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看一些以京都为舞台的影视剧，应当会更觉
有味。京都的风景名胜，未曾到过，在文学、影视作品中倒是偶有所见，可是如浮光掠影，尽管作者
对各处情形、地理位置和源流沿革娓娓道来，我看完依然一头雾水，无奈位置感太差。好在书后附有
一张手绘地图，十分可爱，可供查索，于是常边读边在图中找某地在某位置。更感兴趣的是作者介绍
各处时提到的历史掌故，作家轶事以及作品情节。其中有些文学作品自己也略有所知，可这里经作者
点化，方连连颔首，认为得到更明白的解读。对于风景，作者更喜好那些幽静的去处，深山幽寺，别
有一番风景。关于衣食住行、四时物候节庆的篇章我更爱读，从中嗅到浓浓的烟火气息，那气息清净
明澈，余味悠长，惹人陶醉。京都的日常在一日日的生活中体现得更加具体而微，一日日的吃食用度
，盘中餐随着四时的更迭也变化着，嗅到的气息变化着，眼中的景象色彩变化着。鱼，笋，松耳，花
朵，青苔，都是再简单质朴不过的东西，却能调配出别具风味的生活风味。京都的一年四季不同的节
庆与祭典，是传统的延续，也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岁时祈愿，春季赏樱，夏季的祗园祭
、五山送火......年复一年，人们庆祝着，快乐着，对传统的生活方式不离不弃，而京都人乐此不疲。
尽管作者是个喜好清静的人，可也忍不住去分享一下人们的热闹。在家乡常伤感于年节失去了应有的
气氛，庆祝也都荒腔走板，以至于看到彼处的岁时风景，格外觉得珍贵美好，想替他们珍惜。恐怕这
也是我喜好日本文化，欣赏这样的书和影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这样的装帧，读了一遍后，发觉书脊
有些走形呢似乎是照片尺寸问题？传上来看不完整，那就传到相册吧所拍内页见相册
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1622453564/
7、下雨的周末，最合适不过的就是静静看书。夏天的雨就像喜欢闹小脾气的姑娘，一会儿来，一会
儿走。我很喜欢散文，那种漫不经心，可以一边赏雨一边看的书，看书，需要心静，也需要心境。我
时常想我是否太纠结于生活的细节，时常怀疑自己矫情。然而年岁渐长，越发现不想过地太匆忙，不
想毫不讲究地生活。看完《有鹿来》，其实也想游走了一遍京都，那些风物和故事都形象地摆在眼前
，让我对日本更加向往，第一次想去日本是因为电影《小森林》，后来陆续看过一些关于日本的书籍
和电影，越发安奈不住心情。想去看日本的古老的寺庙，听佛经，也想看下雪的村庄。后来，越来越
多的喜欢日式生活，从家居，茶碗，花瓶乃至一个汤勺都趋于日式风格，简单，质朴。第一次看到关
于京都，我好像更喜欢这里，比起东京的繁华，估计这里会让人更能体会日本的风土人情。作者真是
一位博学广智的人，在琐碎无常的生活里找到一点人生的乐趣，在山水花鸟之间思索一点人生的意义
，或许这就是生活给予我们最美好的东西。年纪越大，就越想往外边走走，总觉得不想辜负时光，所
以，打算下一站路途去日本，去京都，在书店里或者寺庙中思考一点人生的意义。不知道是否会偶遇
呆萌的小兔呢。
8、这当然又是一本美丽的书，深红烫银的书脊，封面是灰色的硬纸板材质，有梅花样的鹿脚印散布
器件，右下角端正地贴着白底黑字的书题与作者名，呈现出一种庄重的流丽来。不久前读了《京都古
书店风景》，写了短评，说“这本书正是一本令人亲切而欢喜的书，闲话京都数家古书店风景，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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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碎而怅惘，但充斥其中更多的是温柔的情意。书真是一种奇妙的东西，不独是美妙且有趣的装帧予
人的视觉感动，质感与气味也殊为可爱，而书的流动际遇又时常隐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灵犀一点，这经
由作者描摹出来美且令人有种恍惚的痛感⋯⋯”。美且令人恍惚的痛感，亦是《有鹿来》给予我的印
象。日常其实是最难以描摹，最无法把控，最无力挣脱的力量啊。传奇故事里的一瞬不知消磨了多少
庸常人世的欢喜与悲切，奇拔的遭遇当然值得记录，而这缓慢的，几乎凝滞的糟糕一生是决计无从追
寻的。读《缘起》的时候便有些心惊，相似的困惑，无所谓而真实存在的哀愁，无力感与贫乏感带来
的羞惭与冲击，在这长长久久的至为平静的读书岁月中竟亦时时袭击着我，剥夺着我。所幸还有山，
花，寺庙，博物馆，美食与被赋予温度的岁时记忆。然而点到即止的叙述之中汹涌的是永恒的流逝。
京都的美，日常的美，乃至于岁月朽烂之后残留的美，都是灵犀一遇，恒常的路线之中隐藏有惊喜，
之后也许是长久的断裂。山色，月影，花事，这些琐碎的，看似不值一提的情感与记忆爆发得纯粹，
消逝得迅疾，能够串联起共通的往事，却缺乏应有的郑重对待。《有鹿来》除却是简单的私人日记式
的分享，更是普通人无从追寻的某段人生轨迹的一个放大。在晴好的天气中爬山，在深沉的夜色中待
月，在一夕风雨之后赏花，惊叹于自然造物的神奇，亦羞愧与懊恼于人生的肤浅与短暂，欢喜的时刻
总是常有，但悲哀也会如期造访，这不可逆转的日常之中，藏有人世间最粗粝的痛感。五感之中有一
篇讲京都的鱼，凶暴的海鳗“鱼肉绽开如白牡丹”，是特别美妙的比喻。鱼肉与花在视觉上相似的晶
莹与性感，在味觉上相似的细腻与清甜，生长在江河湖海边的人对于水产有种与生俱来的赏鉴力，其
中亦不乏包裹着乡愁的自矜。过年是一定要做鱼丸的，剔出来的一桶鱼肉放入绞肉机里复又绞成长条
形，揉搓出一小团一小团来，莹白的丸子存放在清水中，像抖落的雪，简简单单做个汤便是无上的美
味。“美味延年”一篇的最后，说不久于人世的谷崎润一郎想念京都的牡丹鳗，遗憾于没有体力品尝
，心里有莫名的怅惘，想起小林一茶的俳句来“露水的世啊”。
9、今天想要跟大家推荐一本书，名字叫《有鹿来》。封面很朴素，上面印有鹿的脚印，很见用心，
但书封用纸好像一块硬纸壳，翻久了容易脏，美中不足        作者苏枕书，妹子是88年生人，最早是在
《南风》《花溪》之类的杂志上发表小说，后转战豆瓣，成为“豆瓣网红”，但苏小姐是有真才华的
“网红”。大学毕业后前往京都留学，开始写京都风物人情，文字温润清凉，转变之快之纯熟，也算
是奇女子一枚。这本书写的是作者在京都留学和旅居的生活日常，从中可见京都别样的景致情味。我
一直很喜欢日本，京都也是很多人心向往之的地方吧。书名《有鹿来》取自作者在京都所在的银阁寺
门前，经常有鹿光顾的缘故。传说中，有鹿出现的地方是神灵显现之所在，京都大概就是这样有灵性
的地方吧。骑自行车去看樱花；坐电车去博物馆看展览；和同学穿着和服去看能剧；去寺庙里观苔，
抄经，逗流浪猫玩；和路上遇见的人打招呼，小声交谈，礼貌告别；夜里去爬大文字山，因为看到很
好的月亮就觉得不虚此行。在川边偶遇一只鹿，彼此都惊呆了，各自跑开。——日常的生活的朴素的
美。作者孜孜不倦于书写生活中小而又小的事，并从中体味常人难以察觉的美，这样的人，可以称之
为“生活家”吧。        当然，更多的是流连于古书店，京都的古书店并不以店面的宽大和外表的华丽
吸引人，相反都是很朴素安静的场所，但是他们也面临跟我们一样难以为继的问题，书店店面一再缩
小，但还在努力维持，并且为此感到抱歉。多么让人心生敬意啊，去了无论如何都要买一两本书回来
。京都的书店和寺庙一样多，在地图上标记的话，大概会显得密密麻麻吧。作者还写了一本书叫《京
都古书店风景》，也很好，也想买来看。作者文字清静温凉，文笔娴熟，读起来非常和缓舒服，最喜
欢作者笔下的人际关系，如春风拂柳，有一种无声之美。在博物馆遇到的老妇人向她鞠躬说，遇到中
国人，我总要说一声对不起，因为我们曾做过那样的事。去寺庙里观苔要迟到了，司机说，如果你是
日本人，就要被教育了，但你长住本地，并非游客，还是不能被原谅。把老师送的酒送给爱喝酒的男
同学喝，谁知他红着脸说，对不起，我已经偷喝了。又聊到骑自行车去山里，男同学说，下次你可以
坐我的摩托车呀。同研究室的同学起哄说，被邀请坐车了哦。他又红着脸说，那你还是自己学骑摩托
车吧。——很多的“哦”“呀”“喔”之类的语气词和“你好”“再见”“谢谢你”之类的谦辞，一
一呈现人物的对话和语气，可以想象得见说话的人彼此的谦恭和温柔。——人与人之间简单美好的关
系。看完后就很想学作者的样子跟人说话——“呀，你也在这里吗？”“是呀，这么巧呢！”好像东
施效颦，又像憋着一肚子气，难怪日本人要在身上绑那么大一个包袱，笑～～最后以五山送火作结，
五山送火是日本弘法大师为了退散当时在世间流传的疫病，而在京都大文字山上点燃篝火的仪式，后
流传下来，成为京都最为壮观的一项仪式。每年的8月16日晚8点，在大文字山的75座山头，同时点燃
火把，组成一个大大的“大”字，火光熊熊燃起，照亮天际。最后渐渐熄灭，归于沉寂。是为送返盂
兰盆节回来的亡魂，纪念故去的人。盛极而衰，曾有多热烈，后来就有多寂寥，世间万物都逃不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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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宿命吧。看到那样壮美的景观在眼前慢慢呈现，达到顶峰，然后衰落，最终变为灰烬，作者心里
在想什么呢？有一天她也是会离开京都的吧。我们所有的人，当下所有的一切，有一天都会互道离别
吧。人生尽别离呀。传奇里的故事纷纷落幕，看戏的人却久久不能抽离。但仅仅为了此刻的相聚，都
值得我们喝酒庆祝吧。PS1：关于插图，书中有两种插图，一种是作者拍的照片，一种是手绘图片，
但有的一页放两张图片，显得小小的，美中不足2日本葵祭仪式上的斋王代，很像《辉耀姬物语》里
的竹子公主PS2：放几个我很喜欢的故事，图片来自网络1.日本《平家物语》里的四个女子：祇王／祇
女／刀自／佛御前，祇王祇女同为刀自之女，祇王深受平清盛宠爱，但好景不长，后平情盛移情佛御
前，祇王悲哀之际，与母亲妹妹通往山中出家。后佛御前也勘破情爱，追随祇王一同修行。情到深处
总是伤，然而，世上有几人能勘破，又有几人能做到决绝至此呢？2.日本祇王寺的庵主高冈智照，12
岁被卖给他人做妾，后又被转卖为舞妓，15岁有了固定的“相公”，但因为心许他人被发现，无奈之
下，为表明心迹而剪断小手指。后又辗转多次嫁人做妾，但婚姻坎坷，以后又自己做生意，拍电影，
出自传，红极一时，最终看破红尘，剃度出家。传奇而又跌宕起伏的一生，享年98岁，无上圆满。3.
日本的传统剧目《黑冢》，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讲一僧人与弟子夜宿一间茅屋，见一孤独纺纱老妇，
悲叹人世辛苦，僧人以佛法劝慰。老妇出门，告诫不要进她屋内。但一弟子好奇难耐，往房中一看，
只见血海白骨，乃知老妇是女鬼。中卷讲老妇受佛法感召，悔恨自己的罪行，心中欢喜，在月下负薪
作蹈，后遇见逃窜的弟子，知他们未遵守诺言，怒而化作厉鬼。下卷讲法师赶到，收复女鬼。最悲叹
的是中卷，人世最悲哀的莫过于一直笃信不疑的信念的崩塌吧。个人公号，等云来~
10、　　读完《有鹿来》，满心里浮动“艳羡”二字，艳羡作者笔下能流淌出如此美丽的文字，艳羡
她可以生活在京都，那些出现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的名字，能亲见、能赏玩。　　二战时，得益于
梁思成的标注，日本京都与奈良未曾遭受战火荼毒。京都曾是日本的千年首都，不仅有厚重的历史积
淀，也有数量惊人的古迹，部分历史建筑还是世界文化遗产。住在那里，跟住在别的地方，会有什么
不同么？　　在《有鹿来》里，苏枕书便细细书写了她在京都的日常生活。　　一个人的日常有些什
么？衣食住行？再细致些，柴米油盐酱醋茶？苏枕书的笔下却不止这些。她分“空间”“五感”“岁
时”三部分写京都生活。空间写历史建筑、自然景物，五感突出自我体验，岁时写京都四时的变化，
有植物的变化，也有各类传统活动。　　当前旅行流行“攻略”，不准备，简直不能到一个地方玩儿
似的。相信每个到京都游玩的人，都准备过厚厚的攻略。还有很多人回来写长长的怎么吃怎么坐车怎
么玩儿节省时间类的体验文字。这些在我看来，有点像读书看电影时的“剧透”，怎么走，在哪里吃
饭好都详详细细的列出来，到底还让后来者有惊喜的机会吗？笑⋯⋯　　苏枕书的这本《有鹿来》无
疑可以看作是一本游记，虽然她自认为不太到处逛，但还是写了很多京都的体验游。但她的好处在于
，只讲体验，只讲自己的经历。通过一个住在“景区”的外国人的眼睛，看京都的那些历史建筑、自
然景物、传统活动，看京都的人，京都的事。　　那些在日本作家书中屡屡提到的名字，银阁寺、平
安神宫、大文学山、比叡山⋯⋯是苏枕书生活的环境。她步行就可以到吉田山、银阁寺、真如堂等处
散步，日常是看樱花、山茶花，赏绣球、雪柳、南天竹、碗莲，过朱红色鸟居，吃拉面、荞麦面、章
鱼烧，在旧书店里淘书，在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住过的地方徘徊。　　她住在银阁寺旁，黄昏能听
到远近寺庙的钟声，听巫女起舞时摇动的金铃声、晨时诵经僧人的长啸、回收旧纸小卡车播的童谣、
清亮蛙鼓、潺潺流水、簌簌雨声。　　她可以连续数年记录樱花从初开到凋零的景象，记录京都初雪
时的美景，参加夏祭，在柴火堆成的火堆边看能剧，与京都人一起品味四时更迭，一起经历岁末与年
初的辞旧迎新。　　她不止是过客，要看病，要游玩，要一日三餐，要与人交往，与人擦肩而过；要
应付学业，要与导师和同门交往，要学插花，观苔藓，四处去找美味可口的食物。　　她把这一切都
写在了这本书中，简直像一本“另类游记”。但她又是用外来者的眼睛和易感的心去品味京都这个传
统与现代交融的都市。她既是生活在其中者，写出了生活的味道。又是旁观者，细细研究京都的过去
、现在、将来。　　苏枕书的文字有种“画得出美景”的观感，能把看到的一切景象用文字表现出来
。她写在净土院中，“头顶一方狭窄的天空，流动层云被夕光染作金赤，又缓缓浸透深蓝夜色。树梢
摩挲，蚊虫开始活跃”；　　她写十三夜，“空气里弥漫着桂花的甜香。拾阶而上，穿过大片杉林，
有一块白砂空地，月光流泻，照见楼台朴素的屋顶与朱红的廊柱”，简直象画一般；　　她写上山游
玩，“半山忽见几户人家，满架木香花，晾衣杆上晒着被子，到处开着杜鹃，田野的蔬菜刚搭起架子
。对面一位老奶奶正在给开满花的豌豆浇水”，读完简直闻得到乡间泥土的芬芳和花的香气；　　她
写祇园祭，“读小学的女孩子⋯⋯提灯或小鼓，且歌且舞，舞姿虽稚嫩，却极典雅⋯⋯这时节的京都
已溽暑难耐，小姑娘们的妆容补汗水打湿，一旁的母亲们随时跟上补妆。每个孩子都一丝不苟，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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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大概这也是京都人刻在骨子里的最内敛又最坚固的骄傲”⋯⋯　　无论写景还是状物，亦或写
见闻，写亲历，随便拉出一段文字都是可以字字咀嚼的美文。读之，既了解了京都，又有美的享受，
实在是赚到了啊。
11、有的人是业余写作，虽然出过书几本，依旧属于小众作者，知者不多。我也是逛书店的时候，偶
然翻阅，就决定买下来，不是冲书名，不是冲作者，更不是冲装帧，仅仅是翻阅两页其中的语句，便
感受到了作者出众的运词造句能力。《有鹿来》，苏枕书。古雅别致的名字，一看就知道应是笔名。
说是写京都的日常，其实还是在写景致。描写了几条路、几家书店、几座山、几间寺庙、几个馆、几
座神宫、几次祭奠、几个节气、几场雪⋯⋯如此静寂，连我提笔划线以及翻书转页的动作，都变得既
轻且慢，生怕惊扰书中文字。确是独属于作者的京都的日常，本书中，只有一位友人是有具名并不时
出现的，其他偶尔出现的人物多以“同学”这个字眼模糊带过。似乎与人关系，内里还是很淡漠并保
有距离的，她这么形容自己：“不知是从小交朋友很困难的缘故，还是这种自我认知强化了性格的塑
成。我亲爱的友人们，在短暂愉快的相处后，总是又回到很遥远的地方。或许这正是我自如并冷清的
生活吧。”与人相比，她更喜爱植物，开篇不久就有这句“常想到‘如松柏之茂’一类的句子，无人
时，忍不住抱一抱树身。清凉的松脂不小心沾到手，要洗很久。”——正常人会觉得这是有病吧？而
我却觉得如此可爱。在书看至一半时已被这些美好的句子的主人深深吸引，查阅了一下资料，惊觉她
如此年轻，1988年出生。说其5岁始就会写日记，高二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高三始写长篇小说。
如今是在京都读研读博，已生活了五六年。不禁啧啧，天赋不可辜负。但是她对自己的评价却如此之
低，——“我总是小心地躲在中间地带成长，逃避责任，惧怕竞争，却又始终为自己的浅薄无知而羞
愧、焦虑。最好不要亲自做选择，任时间的洪流与所谓无情的外力推动己身，似可稍减自责，也可有
理由做无限喟叹。后来到底还是做了决定，于是可在此多待几年，也学会稍微从中间地带走出一步，
应对世间诸事。”她的生活是静看窗景，爬山，观寺，看展馆，买花，洗汤，逛书店，像个土生土长
的日本女孩一样，独自安静地行走在路上。这些描述让我想起还是安妮宝贝时候的散文里弥漫的疏离
感，还有川端康成笔下看似精雕细刻却依旧是冷冷清清的情绪，甚至王家卫电影里那些自顾自踟蹰絮
语的画面，以及那个叫做程璧的女孩做出来的淡淡的民谣音乐。这些种种，慢得没有道理，他们自顾
自地娓娓道来，既从容又似无力计较这流光的意义。他们自己，却凝固在一枚枚自设的琥珀里。其实
作者写人的时候，刻画得很生动。其中一篇写与母亲相处时的心理：“我对妈妈的感情过于敏感，太
在乎她，从小便给自己设置了很多隐秘的禁忌——为了妈妈，不能这么做；为了妈妈，不能那么做。
我无比依赖她，喜爱她，试图保护她，满足她的需求，不忍令其失望。”唯有此处，才能看到她所表
露出的强烈情感，很动人。然而，作者却无意于写烟火人生。甚至在写物的文字里，也流淌着一股厌
倦的情绪。在《五山送火》中，她写道“很惆怅，像是狂欢后的倦怠与忧郁。”在《岁末与年初》中
，她说自己很喜欢那个句子“道别要早早做才好，真到了最后一刻，就没法好好告别了。”在《观苔
》中，她说“美是很美，却想该走了，因为觉得自己多余。”序里有一段：“年岁渐长，时常怀疑写
作的意义。自己没有什么长进，这是最清楚不过的。长时期与自己周旋，呈现平静的假象。痛苦的源
头，也许是认识到自己的贫乏与无趣。不，不是这样的，有一瞬想辩解的欲望，但没有任何意义。为
什么有这么多怀疑？如自己这般愚钝的人并不该有这么多怀疑。无法妥善处理自己许多可笑的想法。
所有痛苦与冲突，不会有出口。我知道这没有出口，因此沉默是好的。”不知她这种无力、寂寥、焦
虑是来自年纪还是环境所致，很不希望她被这“另外一个自己”所吞噬，就像很多充满才情的人物那
样被冷眼旁观的虚无吞噬——川端康成七十多岁还开瓦斯自杀。也许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不可抗的撕裂
时分，往往还是身边亲近的人所造成的，这种痛楚与迷茫无处安放，似乎也只能等待时间的冲洗才得
以减轻。我们总喜欢再热闹一些，再亲近一些，贪婪地汲取尘世中的每缕温情，用以作为继续前行的
力量。那些拒绝如此套路的人，想必内心有常人所不能及的坚强城堡，他们隅于一角，安静内省又互
不干扰。尽管每个人有多面性，但是面对这类人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心生敬佩，尤其向往。这本书
不是旅游指南，而我读完后却一再想，有朝一日能有机会与她相识并做朋友，该多好。这是个美好的
姑娘。【喜欢你就扫一扫】
12、我的公众号内容四星，但装帧真的加分，180度平摊毫无压力，用单手举着，大小重量正合适，手
感上佳。照片水准一般，不少像是用手机拍摄的，但对于客居在此7年的作者来说，这本来就是一个
生活化的京都，而不是旅游景点，写实的照片反倒更贴切。因为是睡觉之前看的，平静的文风会加剧
我的睡意，全书分有三十九段，我一般看一两段就支撑不下去了，作为枕边书，也算作好处吧。随书
附赠一个薄薄的信条式样的书签，因为空白无字，我便在上面写下我对这本书的感悟：“草木花/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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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风径溪/岁书人”。已决定入手作者的另一本书：《京都古书店风景》，倒不是多么向往京都这座
城市，对作者也知之甚少，今天才得知她出自新概念大赛的身份，只是看过这本书后，我发现自己更
喜欢这种细碎平实的随笔，而不是早已烂大街的旅游攻略、高像素的风景照，仿佛一位颇有学识又心
思细腻的朋友向你娓娓道来他此行的所见所悟一样，让人亲切。第一次写读后感，之前只写过观后感
和听后感，也算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吧。
13、所有真心不被辜负，所有等待都有到来，这种心思留在书上是万不会有错的！也是有些日子没有
遇见过这样的书了。封面不错，清清雅雅；纸张不错，素素净净；配图不错，灵动又悠远；装帧不错
，紧密又轻盈。最爱这纸板上压印的“鹿が来たり”，配着四瓣梅花印，兼这酒红色的绸子，视觉触
觉都是极美的享受！早已有读者劝言不宜匆忙求快，需是慢慢缓缓，细细读来方为上策，诚然如此！
暂不多言，只一路颠簸，辛苦你了！
14、文/夏丽柠恍然间，苏枕书到京都七年了。两年前，她在豆瓣网上写了《京都第五年》，掀起了一
大波儿学弟学妹们迷恋京都的狂热。两年过去了，幸好她没接着写“京都第七年”，而把新书取名为
《有鹿来》。怎么说呢，至少从字面上论，“有鹿来”让我们有了期待。枕书姑娘说，这本书里写的
是京都的日常。她说京都有鹿，就在居所不远的东山上。鸭川也有鹿，偶有从山里跑到川边喝水。我
在奈良见过鹿，那种不怕人的鹿。与手拿饼干的儿童斗智斗勇的鹿，一看就是老油条，不得到零食执
不罢休。可还有一些小鹿，一步一摊地向小孩儿面前蹭，委屈地低下鹿头，鹿眼里泛着波光粼粼的温
情，让人不由自主地把饼干递到它面前。想起那种小鹿，就会想起枕书。她说来到京都七年，学业已
至博士，但是对未来还是迷茫、迷茫。但是，迷茫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吧。在《有鹿来》里，我没读出
迷茫亦或慌张。我只读到一个赏花望月、享受美食、入乡随俗、恬淡生活的姑娘。枕书说书里写的都
是平日散记，想起来就记一笔，最后成书时整理起来，分为“空间”、“五感”和“岁时”三章。京
都我也去过几回，书里写的银阁寺和平安神宫都去过。可每当枕书写到“吉田山是极好的散步之所”
、“金戒光明寺再往西南走一段，就到了平安神宫”、“从家去泉屋博古馆非常方便”⋯⋯我便心生
羡慕，感叹背包客与客居者的不同。也许我看到的只是红门乌瓦仿效中国唐风的京都，而她看的是谷
崎润一郎的京都、夏目漱石的京都、濑户内寂听的京都，而对于小津安二郎来说，京都是镰仓圆觉寺
的一座墓。枕书懂美，书中摄影插画均出她手。书尾附了一张京都的手绘地图，山恋川水，去京都带
上它，一定不会迷路。枕书擅画，遣词造句都带着色的企图。提起笔来，隔不了几句，必有颜色。比
如写出门必见的大文字山，先写“山中有许多毛叶山桐子，秋冬之际，高树结满累累垂挂的红果，非
常醒目”。再写“雪停，山头积雪与绿树清澈极了”。短小两句，有红似白，些许清绿，让人觉得京
都景物色彩瞬息便被印在了日常里。只有心思沉静的人，才会将周遭观察得这么仔细，枕书有她的观
看之道，寥寥几笔，便使我们融入了京都起居。我不知道书中“五感”的真正含义，或许枕书自有她
的一套密宗。我觉得所谓“五感”意指真情实意。客居他乡，总要接触一些熟悉的陌生人。就像学校
附近中华料理店悄悄埋下猪排的女老板; 毕业离校后还托人写来“请多关照”字条的师兄;井上花坛老
店里会插花与调笑的店主夫人，枕书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兜兜转转，自得其乐地生活，遇见的都是一些
照亮你，温暖我的情义深重的人。古都多礼遇，看到枕书在“岁时”里煞有介事地点数“举杯邀月”
、“岁末风俗”，还有“冬至日，要吃南瓜、泡柚子澡”等传统礼节时，我忽然就心安了。枕书在京
都七年，也算是一个在夜晚可以安然入梦的“京都人”了。就让我们安心等待吧，不知下一本新书是
苏姑娘的京都第几年⋯⋯？转载请豆邮联系
15、起初对苏枕书这个作者有印象是在豆瓣，她的《京都第五年》获了第一届豆瓣征文大赛非虚构组
首奖。后来在某本定期购买的杂志也见得其专栏“煮字疗饥”，写的也是京都日常。粗略看过几篇，
好是好，没有追。概因行文间有萎顿之气，耽于忧伤。观察日常之美确是温柔之事，然沉湎日常，以
此造出繁杂文章，终归生腻。所以对于《有鹿来：京都的日常》这本书，我是经过一番犹豫才购阅的
。最终促成有二——一来对京都早有向往，比起快餐类旅行指南，客居京都的作者写的日常记事还是
令人信服的；二来书真的很美——封面由硬纸板和红色缎布拼接而成，贴有藏书票式样的书名牌。于
是在上市数月后买来阅读，闲时花了一个月看完。读过前几篇，日常君就觉得这本书是可以细读的。
文字真诚清丽，版式插画皆佳，读下来京都犹在眼前。作为客居京都第七年的有计划的创作，《有鹿
来》结构整饬，全书分成“空间”“五感”“岁时”三个部分。“空间”写京都的风景、书店、博物
馆之类，共有20篇，占去全书一半篇幅。“五感”写饮食、泡汤、看病、花道等等，共10篇。“岁时
”写时令风俗，计9篇。“空间”最有看头，《银阁寺前》《吉田山》《真如堂》《金戒光明寺》《
平安神宫》《有邻馆》《大文字山》等篇章算是把旅行者感兴趣的京都翻了个底朝天。比之游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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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多出了看了又看的熟捻，那是令人颇为放心的导览。虽然这导览是极为个人化的体验，然而这毕
竟不是游记，是“京都的日常”。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在《上学途中》读到这样的句子：“月光明媚
的晚上，在树下抬头张望，微茫清光落满身，冰雪般浸透全身。下雪时，偶尔砸落一肩雪，簌簌掉到
脖子里。常想到 ‘如松柏之茂’ 之类的句子，无人时，忍不住抱一抱树身。”——一个腼腆的大龄
文艺女青年形象呼之欲出。而《进城》里，一个人看完晚场电影走回去，“春夜最好，沿岸尽是樱花
、木瓜花、雪柳、棣棠，热闹极了。星月似也更辉煌，倒映流水，照见花树，美不胜收。有人迟迟不
回家，在花月流水中饮酒。”——也断不是游客能有的体悟。另外，有几篇写到了书店，这和作者爱
书成癖有关（另著有《京都旧书店风景》），对于有意去京都观光的读者，也能按图索骥找到生协书
店、春琴堂书店等等。“五感”里有趣的是《看病》，作者写道，“最先折服我的是太田胃散，不久
，综合感冒药，资生堂的口角炎资料药、止泻药，也注逐一用过，效果绝佳，遂觉生活有保障，才彻
底安心。”《买花》《赏苔》则反映出作者的情趣，而写美食的几篇，反倒不能令日常君生馋，恐怕
和各有各喜有关。&quot;岁时”的《四五月间》也写了花事，尤其关于樱花的六年记录摘选颇有植物
学家的手笔。其余写四时八节风俗的篇章，因为作者引经据典的考究气，对日本传统文化有兴趣的倒
可以研读一番。其实，整本书都是有考究气的，因此显出可读性和故事性。不少日本名流如川端康成
、谷崎润一郎的传奇穿插其中，也算能增长见识。而普通日本人，如作者的导师、同学、邻居、各个
店面的老板等等，作者也都付诸笔墨，写出了日常的温暖情谊。至于书名为何叫“有鹿来”，《缘起
》里早就交代清楚了，那源于“去年初夏，下学回来的夜里”的一次遭遇——“完全猝不及防地，眼
前转角处竟刹那现身一头大鹿，鹿角巍巍，前蹄腾起，健壮貌美。似乎有一瞬对视，我惊呆，鹿也惊
呆，飞快回身，消失在黑暗山影中⋯⋯” 那么，无论身处何方，惟愿你我心中看得到鹿。（原载微信
公众号：日常审美）
16、当初第一眼扫到这个书名，脑海里无端就蹦出了“熊出没”三个字。但其实这也是京都的事实。
有鹿的地方，诸如猴子、熊之类的自然应该是少不了的。众人惊奇地只是，哇，居然能在归家的途中
偶遇一只美丽的鹿！由此可见，在大多数人的心底，人与动物的居住地似乎原本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
的。只是人类太健忘吧，其实，人与动物在很久很久以前应该是邻居啊。显然，京都似乎还处于那个
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光里。不仅人与鹿、人与猴、人与熊等等和谐共处（嗯，当然总还是会有这样那样
的烦恼的），连那街边的建筑、沟渠的流水、屋边的植物，乃至人们的日常，似乎都还处在那很久很
久以前的时光里。怎能不令人心生向往呢？更令人心生向往的是，啊，我多想也这样：闲暇时在吉田
山散步；顺着金戒光明寺往西南走一段，就到了平安神宫......或者，冬至日里，也炖一碗冰糖南瓜，
泡一泡柚子澡......这原本是一些平淡又平淡的日常，但因为受了作者字里行间隐隐而出的温暖美好的
感染，便也觉得想要拥有这样的日常了。别人都说，文如其人，只有真正热爱着这样的每一日，才能
在笔端呈现这样的每一日；只有真正热爱着这样的京都，才能在笔端呈现这样的京都吧！那么，好好
珍惜属于我们自己的每一日吧！就算生活总有不如意，也当作试炼，感恩地接受吧！那样，你也就拥
有了属于自己的“京都日常”。
17、實在不會起標題，於是還是用了枕書的一句話。很慚愧。其實我的這篇文章應該也不能算是書評
，只是一些自己的感想罷了。關於這本書我最深刻的感想，還是「很喜歡」這三個字。還要加上「很
感謝」和「很珍惜」。對我來說，枕書的文字一直都是非常重要、必不可少的慰藉，在我寂寞時，悲
哀時，她的書就像是層雲中閃爍的星子一樣。很明亮，點亮了我眼前很短的道路，很小的世界。我尤
其喜歡枕書寫京都。對我來說，京都沒有什麼很深刻的意義，只是因爲枕書在那裏生活和學習，會寫
關於京都的文章，我才覺得京都很美，很好。啊，我就是一個如此淺薄的人，枯寂無聊，因此枕書的
文字對我來說才格外美。我就像是一個眼盲且臥病在牀的人，枕書的書就是在我身邊講述遠方風物、
良辰美景的好友。她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眼中有山川風月，筆下有冷暖人情。我什麼都沒有，只能
傾聽，感嘆，懊悔自己多餘且無用的生命。喜歡枕書寫到書店、東山、河畔的花木、空中的星月、四
時的更迭。京都在我眼中變得清晰、平凡，卻更加美麗。《錢湯》一節，她常去的銀閣寺湯終於閉店
，枕書筆下是難掩的惆悵。她寫：「常聽到評論，說許多古老的東西都安然堅守在京都。然而平靜的
光陰底下，仍是永恆不可逆的消失，因其在世俗深處，最平凡，回聲又最震耳。」人生何嘗不是如此
。人生之路遙遠漫長，在平靜的光陰底下，也有無盡的、不可逆的消失。書中記敘的夜爬大文字山的
經歷也很迷人。「叢林流水聲、獸的動靜顯得格外清晰，淡淡的天光稀疏灑落，很黑。偶爾能看到一
點兒遠方城裏的燈火，縹緲如在天際。漫長難熬的黑暗之後，燈火終於一點一點接近『大』字中心，
眼前豁然開朗，整個古都霎時間擁入懷中。賀茂川、高野川匯聚的鴨川，下鴨神社，御所，吉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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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神宮，橘紅色的京都塔⋯⋯再熟稔不過的地標，白天看時已很迷人，夜裏全部點綴着星星點點的
光亮，美得足夠忘記肉身的存在。」「下山已不再那麼恐懼，一行人唱着歌，突然看到頭頂枝葉掩映
的月亮，巨大一輪自雲海間浮現。在京都總能看到很好的月亮。」不知道爲什麼，我對枕書筆下的夜
晚印象深刻。像是春夜，她看完電影走在回家的路上，「沿岸盡是櫻花、木瓜花、雪柳、棣棠，熱鬧
極了。星月似也更輝煌，倒映流水，照見花樹，美不勝收。有人遲遲不回家，在花月流水中飲酒。跑
步遛狗的人也不少，不會冷清。」還有冬夜，「只要還沒有冷到零度以下，冬夜瑣事完畢，我都喜歡
出門散步，在這個季節，也不用擔心黑暗中有蛇之類可怕的動物。路線通常很固定，從家走到銀閣寺
門前，再到淨土院、八神社。沿途家家院門緊閉。冬夜月光尤其澄明，將雲也照得透亮。淨土院內與
牆垣齊高的山茶樹，開滿紅、粉、白三色的花。雪一時起，一時止，竹梢簌簌響動，很動人。」四時
之景不同，她的心境卻都平靜寬和，就算在夜晚，也能看見美好的景緻，譬如圓月、夜櫻、山茶、細
雪。夜晚對我來說通常充滿不安、是難以消磨的永夜。無論哪個季節的夜晚，我都沒有愉快地走回家
的回憶。黑暗的巷道、飄忽不定的人聲，總是讓我驚惶。明明路燈亮着，我卻仍舊緊張不已。只有讀
枕書的文字時，才能感受到夜晚的好。我也愛看枕書的寺廟巡禮。奈良山中的小小佛寺，非常美麗。
如鏡的水田、開滿睡蓮與鳶尾的清池，彷彿染滿綠色的山間小道，都讓我心嚮往之。看她寫：「岩船
寺到淨琉璃寺需步行兩千米。地圖上指了一條偏僻的山路，藤蘿披垂，竹林蓊鬱，遍地落葉，松風滿
懷。可惜怕有蛇蟲，不敢欣賞山景，驚叫飛奔而過，終於上得大道。山腹零星有人家，路旁有無人看
守的小攤，掛些蔬果，零錢自投一側小罐。」看到她因爲怕蛇而「驚叫飛奔而過」，又會覺得她非常
可愛，好像我真的和她手牽手一起在山路中驚叫奔跑一樣。還有《更遠的山》中寫到隧道，「只有排
除雜念，硬着頭皮屏息衝出去。一剎那，風和日麗，流水青山」，寥寥數語，卻準確貼切，彷彿我和
她一起衝出了隧道，看見了藍天。啊，如果真的可以，如果真的可以和枕書在京都見面，去南座看歌
舞伎，去舊書店買書，去錢湯泡澡（然後喝完一瓶牛奶），夜晚聽見白川疏水道清亮的水聲，看見下
弦月緩緩升起於東山，該多麼好呀。然而我和枕書只見過兩次面，都十分匆忙。一次在北京，一次在
上海，都是八月，都是雨天，襪履皆溼，很快就要告別。《有鹿來》中也有和離別有關的句子，「勸
君金屈卮，滿酌不須辭。花發多風雨，人生足別離」。「大家覺得詩句太好，立時認爲，不喝酒簡直
不應該，爲了不知何日重逢的初見、無法言說的深沉的哀愁、有默契的別離、近在咫尺卻永無告解之
機的惘然」。夏季實在是寂寞，枕書也在書中寫她和香織去加茂川與高野川合流處的三角洲放煙火。
「她點名要線香花火，說：『我們小時候，夏天一定要有這個，小心拿在手裏，不使灰燼落下，看誰
的燃燒得更久。』我們靠得很近，屏息守着那小小的、細碎的、純粹的火光。一支支燃盡，水聲清長
。她笑道：『這就是日本的夏天，其實非常寂寞。』」我並沒有和枕書一起放過煙火，也沒有與她一
起喝過酒，只有兩次匆忙的會面，但我仍舊非常珍惜與她之間的緣分。見面時充滿了歡喜，分別後只
剩下悠長的懷念。但還好，我有她寫得書，常在手邊，慰我寂寥。人生之路漫長無盡，佈滿幽暗隧道
和只能尖叫跑過的寂靜山路，以及被夜色籠罩的蜿蜒小巷。但至少，至少，擡起頭，還可以看見天上
層雲輕盈，有明亮的星。這樣也就夠了。謝謝枕書，希望你能一直寫下去，也希望我們能夠在京都再
見面。
18、2013年第一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苏枕书以《京都第五年》一文获得非虚构组首奖。清浅的笔触
，雅致的情趣，京都的风物与人情，给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在文章介绍中苏枕书曾说，“客
居京都，常年可见山中的鹿。”鹿，美丽、敏感、机警，仿佛带有神性，这种我们通常只能在动物园
里见到的生灵，却成为了苏枕书生活中的日常。《有鹿来》的副标题便是“京都的日常”，可以想见
，在客居京都的第七年，苏枕书依然有很多故事可以向我们娓娓道来。京都拥有悠久的历史，曾是日
本政治文化的中心，如今也是赫赫有名的旅游胜地。虽然并没有去过京都，但是在日剧《鸭去京都》
之中，透过镜头已经深切感受到京都的美景与历史文化底蕴。也正是在那时，这座川端康成笔下的《
古都》才在我的脑海之中变得鲜活与现代起来。正如苏枕书在书中《平安神宫》一文中所言“不论政
治中心如何变迁，宗教、学问、艺术始终涵养于此”。京都的文化不仅是日本人的骄傲与传承，也是
世界文化的遗产，这也是我们今天尝试了解这座城市的意义所在。在京都生活，每日所见、所闻，都
是在经受历史文化的浸润。苏枕书将其归纳在“空间”一章之中，写古老的银阁寺、真如堂、金戒光
明寺、平安神宫等寺庙宫殿，也写有邻馆、泉屋博物馆之类的美术馆、博物馆，更少不了生协和春琴
堂这样学生喜爱的书店。与名胜古迹并重的是：吉田山、大文字山、比叡山、福知山等自然景观。在
苏枕书的笔下，既有游人观光的趣味，也有日常探寻的悠然，山水、植物、人文，历史变迁，名人典
故，以及她个人对各种花卉植物的偏好，都被缓缓流淌的笔触融汇成一曲自在的田园牧歌，比游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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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平淡之真，比日记多一份引荐之意，读来各外清新、熨帖、长知识。值得一提的是，在《京都第
五年》之中没有写到的美食，在《有鹿来》中得以弥补。第二章“五感”，写到的便是学校周围的食
物、看病、洗澡、买花这些平日里最平常的事。自然，这其中也少不了名人作家与美食的渊源故事。
比如，川端康成对寿喜烧三岛亭“美味延年”的题词；夏目漱石嘲讽海鳗，喜爱松茸；濑户内寂听、
水上勉对竹笋的推崇等等，也都是对京都生活另一种富有情致的解读。刚刚旅居时的心情往往介于旅
游与居住之间，喜欢到处游玩，有看遍名山大川的冲动。呆的时间长了，便会更乐于在平常的生活中
发现自己所置身城市和地区的美，这恐怕是任何一个旅居者都有过的感受。在京都，苏枕书写上学途
中净土桥、大国屋超市、拉面店、服装店、书店，亲切自然，饱含依赖之情；写进城，浮光掠影，也
值得一读。加之各种照片、水彩画的点缀辅佐，都为此书增色不少。然而，而最难得的是，在最后一
部分“岁时”中，她盘点了京都的时节之美。写春天节分祭的美食，写四五月间樱花开放的美景，写
夏日袛园祭孩子们的歌舞，还有五山送火的炽烈狂欢，中秋、初雪、冬至，岁末与年初，如此轮回，
构成一幅完整的京都四季图景。但凡古老城市的美都是流动的，时节是最好的分隔符。京都最具代表
性的各种节庆与祭典仪式，其实才是这座城市最与众不同的风景。一位旅人，只有经历了一个城市的
四季，才算完整地领略了那里的生活。而想要像当地人一样将这样的时节融合进生活之中，又需要经
年岁月，几度春秋了。幸好，我们有苏枕书这样一双年轻而具备古典底蕴的眼睛，带领我们领略那遥
远又亲近的古都。也幸好，我们肯敞开心胸，接纳与欣赏另一种人生与风景。
19、三月末计划跟着晴子去日本，京都之前短暂停留过一次，但印象蛮深刻。梁老师一家每年都要去
京都小歇一段时间，前两天聊起苏枕书的这本京都的日常，发现每个人眼里的京都都不一样。不过也
有一样的地方，就是宗忠神社门前的那只有些凶的小白狗，大家都有印象⋯⋯日本的游记和日记也看
过一些，自己也摸索着写过。但有些东西是短暂停留的游客所看不清的，苏枕书在日本度过了七年，
游记前后也发了几本，行文渐渐从容柔和，却又如潺潺溪水一般，本质的东西从未断裂，也没有改变
。作为游客，我们总是更多的注意到一个地方新与不同之处，与我们旧日的居所相对比，给人短暂而
清晰的快感。而长年的浸入与耳鬓厮磨，旅居者看见的往往是更深一层的东西，有些人用哲思来表达
，有些人则浅浅白描，细微至眼角眉梢，苏枕书的记录，更偏好于后一种类型。最开始读这本书的时
候，稍稍有点不适应。因为正常游记上来都会铺天盖地的让你感到暖，对你说你要去的地方有多么多
么好，东西如何如何好吃，当地人怎样亲切美好，是怎样的电车怎样的攻略可以更快捷高效的游览完
毕，而又花费最少。苏枕书做自序的第一段就惊到了我，平淡清寥地讲到了身边与新闻里发生的邪祟
与死，简直乖戾。如果不是对京都和作者有所了解，多半会被这样的口吻吓到吧。但随后又了解体悟
了她的打算：凡事都有两面，剑有双刃，真实的城市和住民也必然是会有阴阳正背两种习性的，她只
打算讲那些真的。但真的通读下来，还是大片的温柔娴静与美好，根本没有一开始收到的警告来的吓
人。也许是我误解了作者的真意也不一定。我在公交车、地铁站、茶馆看完了这本书。讲京都的书，
似乎咖啡馆总是不太适合。我能想到的总是《京骚戏画》里源光庵的圆窗与方窗，顿悟与迷惘，生老
病死，昼诞夕朽，都汇聚于此。京都像世界上所有年代古老的城市一样，有着自己的渊源与传奇，吸
引了数不尽的游客。每年枫叶季与樱花季，行人如织，而苏枕书缓步于众人之中，又游离于异乡人和
本地者之外，漫不经心地，又有点小小的狡意，凝望着来往的人群。她本身不是那种通透而又疏离的
体质，像是琳琅金玉一样，以自己的眼界评判折射京都的人间百态，也不属于拿着小勺子四处品读，
浅尝辄止的学究派，来京都之前就在心里有了格障与定论。作者更类似于千层纸宣，落在了京都这个
墨迹深厚，历史层叠的城市。她用了七年的时间浸润成长出了这样的眼光、气息与风骨，你不能单纯
地评价她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和姿态在记录这个世界，在展示她眼里心中的京都——京都是她身体的一
部分。书中还有很多有趣的小细节，比如讲到书店，文章末尾会自然而然地吐槽道：“啊对不起，又
在谈书店了。”提到很凶的小白狗：“神社的人一遍遍地对过路的人道歉。”老道和平淡下小孩子的
心态，很可爱。在未去日本和京都之前，我对京都的想象和了解，与我到过那里之后，所见所闻，微
微有错位和不满足的地方。大概因为住的旅馆的位置，旅行的时间，所造访的地方不同，加上每个人
的心的境界不同，所以看见的事物都不一样。但我心中所以为的京都，和我默默期待的鸭川，在苏枕
书的笔下一层一幔地绽放开来，繁复、光彩、宏大、美好，而又令人入迷。像是酒与甜米酿一样，有
些东西，你要交付给时间和手艺卓绝的匠人，才能获得它的最美时态、冰淇淋是要当下吃完，茶则要
花上一点时间。苏枕书的故事，就是这样，要找个柔软安静温暖舒适的地方，慢慢看完。
20、最近接连看了两本有关京都的书，两个人都爱极了京都，也都喜欢画地图，但同是京都，却也大
异其趣，一为森见登美彦的《神圣懒汉的冒险》，京都是森见登美彦笔下最重要的素材，在这里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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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有狸猫，有令人迷醉的宵山与美酒，也充满了诡异奇崛与变幻莫测，在他笔下的京都是令人迷醉飘
忽，读了令人飘忽不定。而苏枕书笔下的京都则落在地球表面，并且独具个人气质的静雅美丽。书籍
以鹿的故事展开，现在的城市里怎会有鹿，那也只能存在于我们的梦中了吧，可是京都就有，可见京
都之独特，这里挟千年风物之美，又有最亲近的大自然。有四时独特之美，也有赏花惜时之人，这是
一个恰逢其是的地方，这是一个你可以慢慢品味、细细挖掘的地方，而苏枕书恰恰是一个这样的人，
她行走在京都的空间与时间里，就如她将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空间、五感、岁时，将自己夹入这不
断变化与逐渐向前的时空里，又仔细挑选每个文字，组成了这经得起推敲的一字一句，让我们也不禁
对于京都充满了向往之情。在一个城市居住久了自然会沾染一个地方的气息，如果这座城在各个方面
恰逢其意，那么简直就是格外的恩赐。苏枕书以一介学生、弱女子的身份，客居他乡，其内心自有茫
然与惧怕，逃避与卑微，对于未来有多少的不确定，满目举来却能少有萧索之意，想来应该是这座京
都契合了她的心境，这座城里安静的色彩，温暖的问候抚慰了她的忧伤。而这座城市也会让人想起故
时故国，也给予了她多少宁静，其实哪有什么与故乡的相似，也只不过是追寻与斯时斯地相同的心灵
宁静罢了，但是这也足够珍贵了吧，现代人的生活繁忙杂乱，最难寻觅的反而是属于故乡的少年时光
，而京都无疑是一个可以让人挽住时光的脚步，得到宁静与平和的地方。苏枕书在文末也罗列出了许
许多多曾经在此居住和书写过京都的人，也写出了最初自己想要用自己活动区域的变化逐渐扩展的写
法，其实心中暗许这种写法，如树枝一般伸展出来的轨迹将京都描绘成一棵树的形状，这样写来也许
更加轻松自然，悠游其间。但是无论如何，京都是美的，她有这许多面貌供人欣赏，也有多少的心情
供人采摘，可以激发出那样多的故事与文字，这本身就是一座城市的魅力所在。而千年之下，城市依
然保持着那份优雅，不变是那座城，变的是我们的心境。
21、说是求慢，终不得缓。 只是捡几些个晴好的午后便把《有鹿来》读完。只道是笔者下笔极顺滑，
用词却平白，满满当当有学生时诵《小石潭记》的味儿—“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
”—读来不免有击节踏歌、行云流水之臆想，乍不注意，是断收不住脚的！其“空间”之美，“五感
”之丰，“岁时”之盛，间又有这多少高人雅士之旧往，着令人羡之慕之！想世上竟有这许多察微知
著之眼，练达洞明之心，用灵巧手兼生花笔便将我辈之常看不能懂、常感不能悟之花叶尘微、之山岳
河川、之四时节令、之物是人非写描得这般清澈明净，便拨云去雾，也有一二悟处了！ 噫吁嘻，“我
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
自此，以后行走见闻当更多体悟！
22、从第一次在豆瓣上读到苏枕书的《京都第五年》，到现在读完了这本厚厚的《有鹿来》，一直都
很喜欢苏枕书的文字，平淡而真实，满满的生活情趣，常常又极具知识性，在享受行云流水的京都日
常的同时，还被科普了好多日本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甚至还多有植物学方面的知识，颇惊喜。整
本书都能看得出作者满满的诚意，读完特别想下次去京都时约一约苏枕书，一起到居酒屋去喝一杯。
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有苏枕书的小画儿，纪录日常生活的水彩画真是太美好了。阅读此书的过程中，做
了很多笔记，划了很多重点，今后去京都，又有了一本更私人的reference，之前很喜欢的是舒治国的
《门外汉的京都》，读来也很舒服，而苏枕书这本，以一个特别敏感细腻的女性的视角看京都，那些
小女子的细细碎碎，更得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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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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