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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超赞的心理描写！
好吧！我承认我喜欢那种怪异
2、和山音一起看的，感觉还是喜欢的，但是读着就觉得乏力
3、睡美人 把很难写精彩的题材把握得恰到好处 到底是大师 
4、另外一个纯洁而清冷的世界。也是得过诺贝尔的吧
5、非常不喜欢
6、怯懦的爱
7、睡美人
8、这部书是大学的时候买的，一开始会觉得比较闷，因为节奏实在是很慢。可是，读了几天以后，
发觉真得很美，不管是景色，人物，动作，表情，欲望，情感，全部描写得相当细腻，那种美感真的
是其他作者无法做到的。
9、中学时代最喜欢的作家。千纸鹤是很爱的作品
10、细致描写猥亵。
11、记不清情节了
12、我小时候拿来当黄色小说看的
13、很強烈的日本氣息。
14、进入魔界的川端.
15、犹记得高中语文老师一脸迷幻崇拜，当说起川端康成的时候。睡美人有翻拍成电影，据说拍的一
般。睡美人文笔描述非常细腻，这种好像场景剧一样的写法，场景不变，而把很多内容放在主角的回
忆中出现，非常有画面感。结尾戛然而止，没想到。
16、读过这个出版社出的全部川端康成的书，宁静，悲凉。
17、大一时读的书，对《睡美人》的印象比较深刻。
18、没有什么猥亵感..
19、无论独处与否，冥想与回忆总是会物随形游的
20、我想要是那个包袱皮儿上是千只鹤的姑娘，用旁观的角度去看这个复杂的世界。
21、对睡美人有很深印象
22、当初在地方图书馆里老老实实把一套全读完了，现在看来也只有那个时候才有那种毅力，真是惭
愧
23、岛国文化一般我都不屑的。心想有唐以来，这鸟地方就崇拜并都邯郸学步似照搬我们泱泱大国的
，能有多少新奇内容？可是有个具我分析属于典型双重性格还有一定精神分裂倾向的家伙写的东西还
能入我法眼。那家伙叫川端康城。
24、不愧是语言大师，春空千鹤若幻梦，我已经陶醉了......
25、川端康成，从不回避老男人对少女胴体的依恋，尽管层次感很强烈，可只要闭上眼睛想到那是一
双老而粗糙的手在光滑的肌肤上游走，难免会噩梦般的不寒而栗吧.....
26、莫名中读完的一段文字~
27、#独语斋读书记#读完《睡美人》。
28、千纸鹤不像雪国那样大开大阖，只有小小的生活和苦楚。
29、啧啧~
30、有意思  不良
31、几年前有过一次去岛国旅行的经历，路经金阁寺与同游者谈起三岛由纪夫，话题一转，便谈起了
川端康成，说起他，只在中学的课文中读过。同游者说起他来眉飞色舞，提到了一部与其晚年自杀有
关的小说《睡美人》。原来川端也写过禁忌。川端的东方古典就是这样“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让你
在直接中血脉喷张~
32、睡美人比较的病态，但千只鹤很好
33、老人？妓女？都不是....
34、日本文学  川端康成  幼年时代发生的事，往往能塑造一个人的性格，引导他一生。
35、《睡美人》是我喜欢的另一篇来自川端康成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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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为啥我是小学看的睡美人。这是对幼小心灵的极大摧残。
37、真是纯洁的情色啊。西方人就别折腾了吧，拍什么片子，不是招人嘲笑嘛。似乎是今年的第两百
本书，啊啊，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用来挥霍在阅读上。
38、睡美人，很美的名字，很残酷的故事。
39、逝った青春に捧げた歌
40、川端的感情，不是我们能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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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分成两半的川端康成当身心超过60岁的坡道，川端让精神放纵，刻意追求一种奇异、变态的幻想之
境，他的小说由纤细哀愁滑向了深深的绝望。1960年问世的《睡美人》是一个美到极致—因技术的烂
熟—也是邪恶到极致的小说。江口这个6O多岁的老人到一个海边旅馆去，他得到的是由于服用了大量
的药物而赤裸沉睡着的姑娘，“还有什么比一个老人躺在一个让人弄得昏睡不醒的姑娘身边睡上一夜
更丑陋的事呢？”这些已经变成了非男性的老人，只有在昏睡的姑娘身边他们才感到自己是生机勃勃
的，他们忍受不了衰老的绝望就一次一次地向那家秘密旅馆走去，而且他们事先会被告知，这些姑娘
不管你怎么呼唤也不会醒来。江口在六个不同姑娘的身边度过了五个晚上，这六个姑娘除了露出她们
惊人美艳的身体，谁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对其禀性也毫不了解，但江口老人由此得到了各不相同
的体验。一个又一个晚上，垂暮的江口睡在这些睡美人的身边，回想起了各种各样的往事和生命中过
往的女性，随着这些回想，江口老人一生的轮廓大致呈现了，同时呈现的是他对年轻可爱女性的执著
。　　六个姑娘，五个秘密的夜晚，如同一个个递进的乐章构成叙事的交响。这五个夜晚，中间的间
隔一次比一次缩短，叙事的节奏一次比一次加速，江口也一次比一次绝望。第一次去时，江口好几次
想唤醒那个姑娘，但姑娘万一真的醒来他又怎么办呢，他不知道，或许他有对姑娘身体的爱意，但更
多的是自身的空虚和隐约的恐惧—他不是因此而走进这家客栈去的吗？江口注视着睡美人，想起了旧
日的情人，甚至有一刻他出现了幻觉，他回忆起了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沐浴的姑娘，他想这是由于
受到熟睡的姑娘的青春的诱惑吗？他没有抚摸姑娘的欲望，为了掩饰自己的空虚，他不停地喝水，又
吃了药。他做了许多离奇的梦，他梦见姑娘在梦呓，她发出细微的声音说：“你不是也在做恶梦吗?”
　　江口看起来是迷上这种丑恶的游戏了，半个月后他又第二次去了那家旅馆。如果说第一次是好奇
，现在他的心被一种强烈的愧疚抓住了，尔后这愧疚变成了焦躁，变成了一种困惑人的诱惑。这一夜
他有了实质性的动作，他发现那个姑娘是个处女。这一夜他还听到了下雨声，在下雨声中他想起了和
女儿们去看花的往事（一个变成了非男性的老人与一个让人弄得昏睡不醒的姑娘的交往是人与人之间
的交往吗？）。　　第三次，跟第二次只差八天。他想和姑娘服同样的药，“像她那样沉沉睡去”。
他遭到了理所当然的拒绝。　　第四次，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　　川端在这个小说中一直操持着让
人新奇的疯狂的叙事，一个长年来忧郁善感者在时间暴戾的面孔下变得乖张、放荡而粗暴，在伦理的
层面上这或许是不道德的，应该受到谴责的， 但小说不是伦理，或者反过来还可以说正是这种疯狂让
小说像热带植物一样生长得放任而又恣肆，充满着强劲的想像。结束小说中最后一个晚上的是游戏的
崩溃，游戏的自行消解。这一夜，江口睡在两个姑娘中间，他梦见自己新婚旅行后回到家，满园怒放
着像红色西番莲那样的花。他惊醒的时候，一个姑娘在熟睡中死去了。“请客人不要瞎操心，好好休
息，还是有一个姑娘的嘛。”旅馆老板娘说。这句话露骨的对生命的漠视刺痛了江口，他愤怒—但也
只是瞬间的事—他更多的是胆怯和恐惧。如果说“浅草作品”、“伊豆作品”中的悲哀和伤感是一种
“物哀”，还融化着“日本式的安慰和解救”，那些小说还是非常“天真烂漫、纯朴无邪”的，那么
这个暧昧、神秘的故事背后的川端又在想些什么呢？我们从中看到憧憬，看到绝望，看到浮动其中的
香气、皮肤和官能的展露，看到了他恋慕的女子的近景和远景，这一切混同在我们对这个故事的敬慕
和恐怖之中。他说三岛由纪夫死前发表的小说 《齿轮》，那个“病态的神经质的世界”让人产生一种
“宛如踏入疯狂境地的恐怖感觉”，其实这也是《睡美人》给我们的感觉，他在展示官能本体的同时
，还暗示了生命永远不遵循伦理的归宿。对此，德纳尔特·金的解说是明快而又准确的：“（《睡美
人》中的）川端的暧昧是暗含在一切人际关系之中的暧昧，是在心里不断燃烧的、不能解答的疑问⋯
⋯”　　1963年，川端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写作了短篇《独的臂》。“‘把一只胳膊借给你一个晚上也
可以啊’—姑娘说。于是，从肩膀上摘下右胳膊，用左手拿着，放到了我的膝盖上。”这是《独的臂
》的开头。这个小说写的是男主人公用姑娘的一只胳膊换自己的一只胳膊，度过不快的、孤独的一夜
的奇特故事。川端在这个小说里，好像把对女性的身体的理想寄托在这只胳膊上了。产生这种狂想的
孤独的心之深渊，以其强烈的背德意味让人心生恐惧。从《睡美人》到《独的臂》，向着奇怪方向发
展下去的川端，那个在安眠药的毒害中“如醉如痴、神志不清”地写作着的川端，越来越滑入到奇想
的世界中去了。同时代的评论家小林秀雄把川端的这条道路称作“一种错乱的浪漫主义”，川端强行
把自己拉上了这条道路，他成了自己的天赋之才的牺牲。　　这不是我们已然接受的、熟知的那个川
端，不是《伊豆的舞女》中的那个旅行中的少年情人，不是《雪国》中温柔而又矛盾的岛村，甚至也
不是《名人》中的那个观战记者兼业余棋手（他由名人的一心浸淫棋艺而丧失许多现实的东西以致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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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个悲惨的结局，想到了自己失去了的恋爱和生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分成两半的川端，一半
是纤细、哀愁的，还期待着人心的善意修复的可能；另一半则是一张夸张了的粗暴、乖张的美的亵读
者的面孔。从表面上看来，这一半的川端是对那个宣称“日本的美和我”的川端的反动，一个对立面
；但事实上他只是那个神经质的川端的一个影子，他在那时候还未曾料想到的未来岁月的一张面孔。
　　1968年在瑞典文学院礼堂的讲演，作为小说家的川端却避而不谈小说，他谈的是禅宗诗僧希玄道
元、明惠上人、西行、良宽、一休宗纯的诗，从《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和《枕草子》以来的
古典传统，以及东洋画、花道和茶道的精神．他说这就是“日本美的传统”。1969年的《日本文学之
美》，开篇谈的是往昔千年之前平安朝的女诗人泉式部的一首短歌，川端说从这首诗中可以感受到朴
素的万叶少女的悲怜和纯真—“再也没有什么诗能比得上和泉式部的诗那样妖艳地飘逸着感官的气息
了”。他谈到，这些上千年前的文字，“色调虽然淡薄，却也感染了我的心”，是他写作中一种“内
蕴的力量”。这一些似乎可以视作具有“纤细韵味的诗意”的川端叙事的渊源。在公众眼里的小说家
川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传统的承传者（从他的叙事里可以轻易上溯到11世纪紫式部等描绘的生活与
风俗的庞大画面），一个具有纤细而敏锐的观察力的作家，一个擅长细腻地观察女性心理（还有女性
的感官）的作家，他编织的故事是“网眼精巧工细的工艺品”，他的小说是“纯粹日本式的细微的艺
术”。授奖词是这样说的：“他以洋溢着悲哀情调的象征性语言表达自然的生命和人的宿命的存在，
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但川端在那次讲演中的一段话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这段话或许能帮
助我们理解隐匿着的川端的另一半—　　“归根到底，以真、善、美为最终目标的艺术家，对魔界难
入既憧憬，又害怕，简直像祈求；这种心境有时表露出来，有时深藏心底，大约是命运的必然吧。没
有魔界，则没有佛界。而进入魔界颇为困难。意志薄弱者是不可能的。”（《我在美丽的日本》）　
　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弄懂了川端宣称、阐释的“日本美”，从最初接受的几个作品
《伊豆的舞女》、《雪国》、《故都》来看，他确实一直像个勤勉的园艺工人，在自己的园地里精心
培植着纤细的花枝。他的“哀”，有悲哀、哀伤，也有哀怜、同情和怜悯的意味在里面。爱的极致是
心智的悲凉，那么这种美的极致呢？我们看到走过了60岁的坡道的川端似乎成了另一个人，或者说他
正在显示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可能，他像一个暴躁的农夫，怒气冲冲，任性而多疑，践踏着园里栽下的
一切。他曾经有过的让人惊奇的女性气质现在也走向了偏执，变得让人不能承受。一般认为是才力耗
尽使他走向了对幻想的沉湎（他们甚至说诺贝尔奖是一个陷阱），但事实上是时间伤害了他，是流转
的生，是世界的寡情伤害了他，他因此而感到了痛。过了60岁的坡道的川端已经是残生了，他开始用
余生来颠覆以前说出、写出的一切。像正冈子规（20世纪初叶日本歌人）那样纵令在死亡的痛苦中挣
扎还执著于艺术的，川端坦言他不想向他们学习，在他“临终的眼”看来，即使对写作还有留恋，那
也只是个人的修行还没有到排除“妄念”的程度，“若是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反而更能畅通无
阻地通往安乐净地”。沿着这个奇怪的方向前进的川端，从“表现道德性与伦理性的文化意识”（授
奖词）走向了背德，从一贯的抒情走向了顾影自语，从美的探寻和猎获走向了亵渎，从“有用”世界
转向了对“无用”的执迷。他现在恣意践踏着美的花枝，有点粗暴，又有点自虐。就像让生命返归于
无一样，他现在决意让这个纸上的世界也归化到空无之中，这或许就是“日本式的虚幻”？就像他在
三岛由纪夫的葬礼上致悼词所说：“离开和超越思想与是非善恶，静静地礼拜默祷，乃是日本美的精
神的传统。”现在在他的小说里已没有是非与善恶，有的只是对幻想和叙事的着迷。奇怪的是在这个
方向上前进着的川端的叙事一直是感伤、纤细甚至平和的，然而其下沉潜着的绝望和决意让一切返归
于无的努力因表面的平和更具力量了。　　川端曾说，想写的类似的小说“有五六种”，1972年他自
行选择的死亡终止了他在这个方向的滑行，他去了一个无法带同风景和少女们共往的彼一世界，这样
我们在那个方向上能看到的川端只有《睡美人》和《独的臂》了（或许还应该包括1954年的《湖》）
，曾经在他的大脑里翻卷着又被带到了另一世界的是何等惊人的故事呢，这是一个费尽心思也不能猜
透的谜了，写作这种危险的工作的迷人之处也就在这里了。
2、我是很喜欢【睡美人】这部书也看了几遍但我依然不敢对任何人说，我已经看懂了、完全领会了
川端先生的想法他太有城府了⋯⋯
3、读这么多无用的书干什么呢？这分明是一种徒劳啊。用这样的徒劳来表明自己生命的痕迹，反而
更显出人生的虚幻来。人是惟一一种爱问“意义”的奇特动物。晚上散步，我不知又问了一句什么意
义的话，家长冷不防喃喃地说了一句：“或许人是宇宙的一种病菌吧。”宇宙，暂且这么 叫吧，谁知
道它是不是一个鸡蛋，坏了，就生出了“人”这种东西来。世界万物，都自生自灭，从不问愚蠢的意
义，为什么人不能像石头那样该怎样就怎样好好待着 呢？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不在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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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但他肯定又会问一句：那又有什么意义呢？真是无药可救了。我们这样耗费着我们的生命也是
不用质疑的吧。看着《千只鹤》和《睡美人》，想起了十年来日趋衰老的爸爸。
4、欲望是人的原动力。写作就是要直面自己的人生，直面自己的内心，最终，直面自己的欲望，然
后把其中好的坏的，思索着、不炫耀地原原本本的表现出来。然而有多少写作的人有这样的勇气? 年
老的作家，把老年人对少女裸体的依恋详详细细地描写出来。猥亵吗? 老人粗糙的手在少女的光滑的
裸体上反复抚摸，应该会给人有猥亵的感觉了。唯美吗? 作家驾轻就熟的唯美笔触，字里行间却透着
阵阵凉意。作家此时就像拿着一把刀子，把自己的身体一点点解剖，然后把心、肺都拿在手里，血淋
淋的，却异常坦诚。写作到了这样的境界，不能不让人佩服。
5、年近七十的江口老人在享受到旅馆的快乐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一而再再而三的前往。尽管已
经无力体会性的欢愉，但即使只是和年轻女子睡在一起也让他无法自已。这种画面让我想起了日本漫
画中经常出现的下流男。除了下流、恶心、猥琐还有什么可以用来形容江口的所为么？其实他也没做
什么害人的事，也许只是想回味青春的感觉吧。江口当然也年轻过，他有三个女儿和幸福的往事。他
曾经是个让董事长夫人着迷的年轻男子，晚年也曾经有过与外国商社夫人交往的经历。总之普通人所
经历过的他都经历过，甚至普通人不曾经历的有些他也经历过，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如今的江
口已经是一个“可以放心的客人”，这个“放心”只是对女人没有威胁的意思，对江口来说，这不是
个好词。每一次来到旅馆，当他注视着睡美人的身体，就会回忆起多年前的往事。看到面前生机勃勃
的身体，似乎让自己也变得年轻一点，而回忆也让人更加留恋这个世界。世界虽然美好，可是已经不
再属于他。很难理解川端康成为什么要描写这样一个人物，以这样一种角度来进行写作。事实上，很
多人对于这部＜睡美人＞也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但是无论如何，如果仅仅是认为作者在描写“变态心
理”，那么可能就大错特错了。这部＜睡美人＞发表于1960年，是年川端康成61岁，正值步入老年的
年龄。我想正是作者自己的切身感受，才使这部＜睡美人＞更加有内涵。的确，只有老人才能真正体
会到老人的心，对于人生经历尚浅的多数读者而言，是很难真正理解老人（作者）所描写的老人（江
口）的心的。面对着鲜活的生命，到底在想些什么，可能只有经历接近的老人才能感受得到。而在篇
尾，那个姑娘的死可能正暗示着生命的结束。年华逝去，日落黄昏，这种情景，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理
解呢？（q522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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