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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畅销小说选III》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日本畅销小说六部：
“透明族”文学旗手村上龙的《在机场》描写一个离婚后因生活窘迫而沦入风尘的女人等候年轻情人
到来时的复杂心情，十足日本风味。
日本文学大师远藤周作的《难以忘却的》深情追忆青春时代对女子高中的少女们萌生的深深爱慕。
获日本“文化功勋者”奖作家田地文子的名篇《食花老妪》袒露无时不在的生之冲动。
日本当代“叛逆美少女作家”金原瞳代表作《蛇舌》惊世骇俗，描写了迷上身体改造，最终把舌头一
割为二的女孩和两个另类男青年之间的痛苦关系。
第128届芥川奖获奖作大道珠贵的《咸味兜风》探讨了生与死及性的主题，空虚的悲哀中透着幽默的气
息，在芥川奖评选中被称作“令人感受到非比寻常的力度”。
日本“挫折文学”代表作家柴田翔的《然而，我们的生活⋯⋯》无愧“日本数代人的青春经典”之称
，情感激奋且缠绵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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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村上龙 1952生于日本长崎县佐世保市。1976年以《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获日本第9届群像新人文学奖
、第75届芥川奖。该小说在日本风靡一时，村上本人因此成为一个新文学流派——“透明族”的旗手
。此后发表了多部引起普遍关注的作品，并多次获各类文学奖。
远藤周作 （1923～1996）日本大师级作家。3岁时曾随父母移居中国大连。1955年以短篇小说《白人》
获芥川奖。长篇小说代表作有《沉默》、《深河》、《海和毒药》等，多涉及日本人接受基督教信仰
的问题，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也有较深入的揭露。
田地文子 1905年生于东京。1928年发表第一个剧本《晚春骚夜》，以后发表大量小说。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以《饥饿的岁月》获日本女子作家奖，1979年获日本“文化功勋者”奖。
金原瞳 1983生于东京，日本当代“叛逆美少女作家”的代表。《蛇舌》获第130届芥川奖，令作者成
为该项奖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获奖者。此作畅销一时，单行本发行逾五十万册，被称为日本的《少年
维特之烦恼》。
大道珠贵 1966生，日本新锐小说家。2000年以小说《裸》获第30届九州艺术节文学奖，受到文坛注目
。此后，她的作品曾三次入围芥川奖提名，皆未能胜出。2003年以小说《咸味兜风》获得第128届芥川
奖。
柴田翔 1935年生于东京，1962年至1964年留学德国，其间发表《然而，我们的生活⋯⋯》获第51届芥
川奖。此作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巨大共鸣，作者也由此一跃而为日本“挫折文学”的流派代表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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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在机场
〔日〕村上龙著
难以忘却的
〔日〕远藤周作著
食花老妪
〔日〕田地文子著
蛇舌
〔日〕金原瞳著
咸味兜风
〔日〕大道珠贵著
然而，我们的生活⋯⋯
〔日〕柴田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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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机场　　（日）村上龙著　　拨通了齐藤的手机，传来的却是要求留言的录音，于是便只好扫
兴地将电话挂断。一群抱着滑雪板的旅客自门口鱼贯而入，一拨一拨地从我身边走过。机场大厅的那
扇透明的自动玻璃大门开启了又关上。大厅里已是十分的亮敞，可那自动玻璃门外，则更加显得阳光
明媚，使得由里朝门口望去，刚进门的那些滑雪旅客都似一幅幅晃动的剪影。我的眼前，坐着一位中
年男人，正在翻看周刊杂志。杂志的封面是一位女演员的头像。偶然也在电视里见过，却想不起这女
演员的确切名字。似乎是叫樱××什么的。我手里没有机票。现在是在全日空的办票柜台前等齐藤，
因为机票在他的手里。　　对面翻看周刊杂志的男人，已经两次用目光打量过我了。他看上去年将不
惑。一件米白的披风大衣里面，穿着一套灰色的西服。全日空办票柜台的对面有一排椅子，你就在那
里坐着等我。我现在等待着的那位叫齐藤的人两天前在电话里是这样关照我的。与齐藤邂逅是四个月
之前的某一天。全日空办票柜对面的椅子，现在都坐满了人。与机场大厅里的旅客人数相比椅子是显
得少了些。现在这大厅里到底有多少旅客，虽说我不得而知，但看那些办完了票便急匆匆地径直赶去
候机厅里的旅客也不在少数，所以应该说不会有太多的人要坐椅子的，可实际上椅子供不应求却是不
争的事实。椅子的周围等着有人空出位子来的旅客着实不少。当然，这些人都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
尽量不让人感到他们是在等待空位子。但是我却明明白自地知道，他们是十分渴望有个位子的。因为
这些人身上除了散发出一种想赶快得到一个位子的欲望，已经是别无他求了。　　与翻看周刊杂志的
男人的视线碰在了一起。男人的视线从我的目光中朝我的身体上移去，肩膀，身体，最后到了脚下，
整个过程只是短暂的一瞬间，马上他的视线又回到了手里的周刊杂志上去了。我今天的打扮是一袭黑
色的连衣裙外披一领米黄色羊毛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印花薄型围巾，这是好久以前买的，是很有名
的牌子，但记得价格并不是太贵。熊本天气冷不冷心中无数，所以我只好按东京气候来打扮了。昨晚
我将孩子送去母亲家里时，本想看一下电视里的天气预报了解一下熊本的气候状况，但由于孩子磨磨
蹭蹭，怕路上来不及，没能顾上看天气预报便提前出了门。　　斜对面能看到一块很大的电子显示屏
。从上面显示的航班情况得知，全日空645次，上午11时25分起飞的航班已经开始办理登机手续了。显
示屏上还有其他无数个航班的情况预告，一直到下午3时15分起飞的航班都显示了出来，察看了一下，
去熊本的下午只有13时40分的一个航班。去福冈、札幌的航班很多，去熊本的却是如此之少。我看了
看手表。算了算离去熊本航班登机截止时间还有多少时间。翻看周刊杂志的男人，听到去福冈的登机
广播，便起身离座而去，临走之时还忘不了朝我投来最后的一瞥。也许，我身上确实有着什么特殊的
标记，使他如此念念不忘。　　我两年前离了婚，有一个四岁的儿子。从结婚当初，我与丈夫的母亲
就关系不和，这最后便成了我与丈夫分手的主要原因。丈夫从他父亲手中继承了一家制造机械零部件
的小工厂，尽心尽力地惨淡经营，但在我与他离婚后不久，终于还是倒闭了。据说是因为主要的客户
破产了。丈夫是个老实人，待人很真诚。他对我十分的体贴，但是对他的母亲则更胜一筹。．我那婆
婆有些腰酸背疼的毛病，找了好些气功呀，针灸什么的江湖郎中，花了好多的钱。本来不是什么大毛
病，应该时常做些轻微的运动，但婆婆她却整天卧床不起，尽找些不伦不类的江湖郎中，在家里进进
出出络绎不绝。　　对面翻看周刊杂志的男人空出的位子，一对壮年夫妇中的丈夫坐了下去，夫妇俩
一身回乡打扮，脸色和手腕都显出饱经风霜的颜色。丈夫贴身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衣，系着一条红色的
领带，外面一套深咖啡色的西装，袖子显得很短。稀疏的头发上涂满了闪亮的发乳，朝后梳得整整齐
齐，一只大大的手提式挎包紧紧地抱在胸前。妻子本来身材小巧，有了些年纪，腰有些弯，看去就更
显得矮小了。脸上的妆化得白白的。也是白色的衬衣上罩着一件粗毛线织成的橘黄开襟毛衣，神色木
然地站在丈夫边上一声不响。　　即使是陌生人，观其脸色、化妆、服饰、仪表，就大致可以判明其
身份。是住在城市里的还是市郊的，或者是远在必须要乘飞机才能到达的乡村的，大致都能猜个八九
不离十。由穿着打扮能看出一个人的经济状况。脸色、仪表能体现一个人的健康状态，至于年龄则更
是可以一目了然。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腕，手上带着一只卡地亚牌子的手表，这是我陷入风尘后为自
己买的惟一的一件东西。别人一看，也许便知道我的身份了吧。　　离婚后有一段时间，我将儿子放
在保育所，自己便去住所附近的一个加油站打零工。工作是出纳员，一起的还有一位叫明美的姑娘。
然而不久，我便被解雇了。因为当时明美姑娘二十二岁，我则已经三十岁了。加油站竞争激烈，为了
减低成本，使用工资便宜的年轻人是理所当然的。离婚后，我一直住在丈夫工厂的富舍公寓里，可丈
夫的工厂倒闭后，我就不得不搬出去了，因为这宿舍公寓也抵债给了别人。　　工厂倒闭后，丈夫支
付不起对我的赔偿金和儿子的抚养费。他泪流满面地向我赔不是。我并不想责怪丈夫。我的娘家在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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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父母让我回家去住，但哥哥一家住在家里，我再回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必须自己租房子，于是
我只好在大崎附近的酒吧里找了一份陪酒的工作，但是我本不会喝酒，又不善于与陌生人打情骂俏，
所以干不多久肠胃便开始不适，只好辞去了工作。眼看搬出公寓的日子渐渐临近，为了租一套浴室、
厕所独用的两室房子，丈夫东拼西凑地给了我二十万，再加上我的一些积蓄，也还是不够。每个月必
须要有三十万的收入才能维持生活。我万般无奈只好去找在大崎酒吧里陪酒时认识的一位不动产评估
师出出主意，于是他便给我介绍了一份他认为是可靠的工作。　　他介绍我去工作的那家单位，在职
业介绍杂志上刊有广告，是一家“形象俱乐部”，广告中说保证每天工资三万五千元，每星期工作几
天任凭自由，俱乐部的客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社会贤达和成功人士。于是我试着给俱乐部打了电话
，应约去了五反田车站西出口附近的俱乐部。等到了那里才知道，所谓的俱乐部，实际上只是一幢大
楼里的一间房子而已，我很顺利地被录用了，拍了照片，还起了一个专用的名字叫由依。马上开始工
作，俱乐部为工作的小姐们准备着各种各样高级的服饰，我换好衣服后，马上就被介绍给了一位客人
。这是我的第一位客人。　　这里不能抽烟呀，我对面坐着的壮年丈夫对一旁的妻子嘟哝道，妻子则
还是神色木然地不置可否。听得出，那丈夫的口音是关西什么地方的口音。　　来，你坐在这里，丈
夫说着让妻子坐在了自己的位子上，然后伸手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包柔和型七星牌香烟朝抽烟的地
方走去。与我对面坐着的成了那位丈夫的妻子，她坐下后便从自己的布制手袋里取出一颗玻璃纸包装
的点心来，握在手里悄悄地将玻璃纸剥开，然后缓缓地将点心递进嘴里，舌头和牙齿灵活地运动着，
将点心吃了下去。是饼干还是蜜饯？些许的碎屑从那位妻子的手上洒落在她那藏青裤子的膝盖上，她
一边蠕动着嘴角，一边用右手轻轻地拂拭着膝盖上的碎屑。　　　　我的眼里满是人影。来来往往移
动的人，如果将他们比作什么东西的话，则很像是一群原始的动物，或者是一拨在大海里游动的鱼群
。我已经给齐藤的手机打过四次电话。最近一次，还没超过两分钟。他不会来了吧。齐藤比我小六岁
，是一家咨询服务公司的职员。第一次认识是四个月前一个星期五的傍晚，地点是在目黑的一家情人
旅馆。我已经三十二岁了，可用的是由依的名字，对人说只有二十五岁。二十五岁绝对没问题，这是
俱乐部的老板这么决定的。前前后后，我看见过的小姐将近有二百个，小姐的年龄，一般的男人是看
不懂的，老板这么地安慰着我。　　齐藤初次约我在一起玩了两个小时。第一次与我接吻后，便抚摸
着我的脸颊，嘴里喃喃地赞道：你叫由依，长得真美呀。接着过了三天，他又约了我两个小时，隔了
一天又是三个小时。这种客人你得当心些呀！俱乐部的老板这么提醒我道：客人这么频繁地找一个小
姐，很容易有感情，与客人私下幽会，甚至以身相许，这样的事情是不少的，由依小姐你可要当心呀
！见齐藤三天两头来找我，老板便这么提醒着我。我会当心的！我这么回答道。俱乐部的规定是不准
卖淫的。客人实在熬不住，只允许自慰，或者由小姐用手或口帮他解决问题。　　忘了是第五次还是
第六次，见面时齐藤却并不急着戏耍，也不让我脱衣服，只是用手抚摸着我的脸颊说，一起去吃些东
西好吗？于是我们一起出了情人旅馆，去了晶川车站对面一家宾馆最上层的餐厅。我是真的喜欢你，
你知道吗？一边喝着果冻般冰镇得稠稠的清炖肉汤，齐藤这么问道。三天两头来找我，不讨厌我，当
然我是知道的哕。我这么说道，齐藤的神色马上有些悲凉起来，默默地不声不响，许久才漫慢地伸过
手来抚摸起我的脸颊。见他的神色如此地悲凉，我不由地有些后悔，感到在他面前我不应该再讲这样
的话了。　　玻璃隔开的抽烟室里，那位壮年的丈夫点上了香烟。坐在椅子上吃着饼干或是蜜饯的妻
子则对自己的丈夫毫不在意。丈夫拎着的手提式挎包放在妻子的脚边，妻子也对其视而不见。也许是
牙齿不好吧，那位妻子吃东西花了一会时间。嘴角鼓鼓哝哝地蠕动着，手里则无聊地将那包果子的玻
璃纸展开，仔细地捋去纸上的皱纹。然后便开始折叠起那玻璃纸来。双腿放得齐齐地正襟危坐着，头
稍微朝前倾一些，腰背挺得直直的，双手的手指认真地折叠着那张玻璃纸，折好了的玻璃纸，却发现
边与边对得不齐，便马上又重新折过。对折再对折，玻璃纸在她的手里成了四分之一的小方块。　　
齐藤自那次与我在晶川车站对面的宾馆吃过饭后，也还是一如既往地去俱乐部找我。我们一起去情人
旅馆，我们之间有时脱得光光在一起戏耍，有时则衣冠楚楚地在一起聊天。齐藤在聊天时，尽讲些他
自己公司里的事情，或者就是他自己心里的想法，却从来不向我打听我的事情。当然，他还十分遵守
俱乐部的规定，从不私自约我相会，更没有向我提出过非分要求。我们相识有三个月了，有一次照例
在情人旅馆见面后，便一起去了惠比寿附近一家很小的、只有一排吧台的日本菜馆用餐。我们要了橡
皮鱼和冬鲫白的刺身，端着清水窑的酒壶和酒盅喝热辣辣的清酒。喝得脸色有些发红的齐藤，嘴里一
遍又一遍地唠叨说与我在一起不觉得丝毫的厌倦。我则喝了两杯清酒，自我感觉也是十分地不错。也
许是清酒的作用吧，我开始说起自己的事来。离婚的事情，儿子的事情，还有每日里思考的事情。齐
藤只是默默地听着，分手时则照例是抚摸着我的脸颊，给了我一个亲热的吻。我放心了。他知道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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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离婚，我的孩子，我的一切，可他还是照例地抚摸我的脸颊，亲热地给我吻，我是真正地放心了。
　　　　坐在对面的妻子，手里的那张玻璃纸已经折叠成十六分之一的大小了。全日空645次前往熊本
的航班登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请还没有办理登机手续的旅客，抓紧时间办理手续。喇叭里传来了这
样的广播。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机场大厅的门口望着，心里却时不时地会涌出些许不安，于是便将目光
收回又落到对面椅子上的那位妻子身上。从刚才开始，这样将目光在门口与面前椅子上的妻子之间来
回移动，已经好几次了。当然，周围没见到我认识的人，也没有什么人会认识我。嘈杂的人声中夹杂
着广播的播音声，突然我感到这眼前的一切仿佛都不是真的。　　应该可以让齐藤到我家里去作客了
。不要再将他拒之于千里之外，让他见见我的儿子，一起去逛逛百货商店或者游乐园什么也许并不是
件坏事情。我心里开始这样思忖。“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想去由依小姐的家里，想认识一下你的儿子
，不知行不行啊！”自从那次在惠比寿的日本菜馆里听我讲了自己的事情，过了几天，齐藤终于十分
矜持地向我提出要去我家看看的愿望。我当时一下子知怎么回答，只好将头勾得低低的。虽说他见我
闷声不响，便马上微笑着解释道：“并不是马上就去，我是说以后有机会的话。”然而听了他的话，
我有些害怕了。他到底会对我好到什么时候！我已经离过一次婚，经验告诉我，不管建立怎么美满的
关系，总有一天　　他的热情会冷却的！　　像我这样的风尘女子，你凭什么对我这么好？与齐藤相
识一个月后，我有好几次想这样问他，但马上又感到这是不能问的事情，便憋住了没问。其他还有好
些问题想问他。齐藤平均每星期两三次来约我。每次的花费包括旅馆房间的费用，给他算算每月也得
三十至四十万元。这么高的费用，他的经济能力承担得起吗？这问题也真想问问他，但也始终不能启
口。他是以一个男人的体面和对我的一片真诚才这么做的，尽管我也知道，但还是想问他一下。扪心
自问，这其实是我的一种任性和撒娇，是希望他回答，我是因为喜欢你才这么花钱的呀。这种心理，
如果与孩子打一下交道就能相当地理解了。　　我脚上穿的是一双黑色皮靴。对面坐着的那位手里不
停折叠着包糖果玻璃纸的妻子脚上则是一双红色的皮制运动鞋。对面一排总共有六张椅子，六双大小
不同的脚面对着我——我是怎么会向他说起那张电影海报的事来的呀！那是五天以前的事了。我与他
相依相偎地抱在一起。“齐藤先生想要怎样都可以的。”我这样地挑逗着他，终于使他第一次在我的
身上逞现了男人的气魄。今天的事，你会去告诉我的老板吗？完事后我曾担心地这么问齐藤。我去说
给你老板听，我有什么好处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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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畅销小说选3》收录日本畅销小说六部：“透明族”文学旗手村上龙的《在机场》描写一
个离婚后因生活窘迫而沦人风尘的女人等候年轻情人到来时的复杂心理，十足日本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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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在机场>是一关于等待的故事.<然而我们的生活>通过一套书的出现使已经决定结婚的男女分手的
故事,反思了政治.时代.各种迷惘等.<蛇舌>很喜欢.不过这本书的翻译烂透了.下面的注解傻逼极了.导读
也雷人极了.
2、日本还是短篇小说比较精彩
3、村上龙《在机场》细密；远藤周作《难以忘却的》清新；田地文子《食花老妪》稀薄；金源瞳《
蛇舌》震骇；大道珠贵《咸味兜风》糜烂；柴天翔《然而，我们的生活⋯⋯》感人——由这本书可一
窥日本当代小说创作之冰山一角，手法自然不及欧美现代主义，质地亦无草根民众之苦辛，但却在生
存之本源问题上挖掘颇深，现代气息不减，日本口味仍浓⋯⋯日本小说前途可观啊！
4、读完这样的文章，不是恐惧不是憎恨，而是倒吸凉气，而是浑身冒冷汗，这是一种冰冷的理性，
几乎没有任何的主观色彩。就好像杀人，用刺刀一刀一刀的剜，不会眨一下眼，没有快乐也谈不上恐
惧，就是那样一种感觉。
    日本人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
5、蛇舌 病态的美好。
6、隐隐作痛的现实故事
7、喜欢村上龙的那篇《在机场》 非常的细腻
8、翻译的不错，尤其是《食花老妪》
9、六位风格迥异的作家，一名差强人意的译者，其结果就是不同的六篇作品长了同一张苍白乏味的
脸。远藤周作童年曾移居大连。金原瞳作品题目比起单行本《裂舌》更应保留《蛇舌》之原名。柴田
翔作品援引了阿波利奈尔的诗“回忆，就像狩猎的号角，在风中奔向死亡。”
10、柴田翔那篇我最喜欢，读完有种“惘然青春”的感觉。其次是《蛇舌》，气氛营造得真好。
11、人生第一次长途旅行带去的书.
12、　　刚上大一时看的，其中印象最深的要算是《然而，我们的生活⋯⋯》。很特别的名字，很真
实的故事，很真挚的感情，读完后能让人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之类的。记得当时读完我就想，每一代
人都有属于那一代的迷茫，我们这一代的迷茫又是什么呢？可惜无果。其中还有印象的话有两句，我
们生在易老的年代里：当我们向别人说自己年老了时，其实是感到自己年纪还轻。
13、090419购于joyo。同主题收入。090507开始读。090508读完。这一本似乎是三本里最无趣的，其实
应该比较有感觉的蛇舌，之前已经看过电影，而电影和小说还几乎是一字不差呢..不过，仍然是读起
来有痛感的小说。再吼一句，我喜欢电影里的阿柴~
14、特别喜欢五十年代的那篇
15、柴田翔的笔触让人窒息到挣扎，但又有很平静的感觉。
16、他们为谁而死？他们为谁而活？
17、金原瞳发壳。
18、蛇舌意思不大，我觉得还不如电影好 
19、蛇舌。金原瞳⋯⋯太不一样了⋯⋯咸味兜风不知所以⋯⋯
20、我老土，还是最喜欢远藤周作⋯⋯
21、读过其中几篇。
22、我先买了3 又去买了2 下次看看能不能买到1
23、《蛇舌》令人印象深刻。
24、本来是为了看金原瞳的《蛇舌》借的书 看完后 却发现更喜欢柴田翔的《然而，我们的生活⋯⋯》
25、其实《在机场》是我一直喜欢的写法，瞬间的记忆回溯，又不失温情。《蛇舌》的朋克感觉，几
年前我一定爱。年纪大一些反而爱的是《然而，我们的生活⋯⋯》这种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蔓延的空
虚无力感。
26、大道珠贵《咸味兜风》，赞！
27、柴田翔和金原瞳的作品放在一个集子里还真是奇怪啊，不过，不同时代的年轻人，空虚感都是一
样的吧
28、反而感觉村上龙的最好
29、五颗星给《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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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一般
31、　　原来觉得相对于单译本而言，合集类更能展现翻译人的能力，比如某一本书中包含了川上弘
美的作品，那至少要比施小韦翻译的《老师的提包》感觉好，译了那么多作品，对作者心思的揣摩和
对意境的理解至少要比一般人或者一般的同行要深刻吧。现在看来，也不尽然，虽然施的翻译已经成
了我记忆中的噩梦，虽然别人眼里伊言语仍旧贴烫称心，《老师的提包》也不是川上弘美最优秀的作
品，但用同一种风格来翻译不同类的作品，对于读者来说，那几乎也是一个噩梦。还好，这本书中的
作品都不是很长的那种。远藤周作的那篇短文，读起来如同嚼蜡，干干瘪瘪的尝不出滋味。田地文子
作品时代烙印太过明显，没有期待中的紧凑精炼，逻辑上也乱，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金原瞳的
那个因为看过单译本，觉得也就一般化，有点像夏目漱石先生《我是猫》的那两个中译本，有人说好
，我偏觉得不好，也甭管你老派扎实还是精神错乱神来之笔，至少应该把原文中的气氛传达好了。提
起这事，就又要纠缠《我是猫》，记得读到某个装逼犯写的读后感，赞叹之前的一个怎样怎样，说另
外一个说话的感觉没有那么板正地道，我想说，一个讽刺意味浓厚的作品，你要他那么一本正经的干
什么？你喜欢严肃的你就看资本论去就行了，他这类屁话大可不放。大道珠贵的《咸味兜风》是我长
久以来一直期待的作品，题材不错，语言也不错，结构也不错，把前面这些不错都去掉，什么也不想
，读起来也不错，就是翻译有点那个，这几本小说放在一起，用同一种腔调译出来太腻歪了。村上龙
的小短篇可以拍个小电影，阅读的时候特别有感觉，“视觉感”强烈。柴田翔的还没有看完，就不说
了。这本书的优势是可以以很低的价格买到几本牛人小说。缺点是翻译风格单调乏味。书本身纸质一
般。
32、值得推荐《咸味兜风》
33、阳光，小说，恬淡而慵懒的感觉，久违了。几个短篇都蛮不错的，孤寂，空虚而又冰冷的美。
34、　　   从个人感受的角度讲,书里几部小说初读起来十分不舒服,但是如果沉下心,仔细的品味,却能
发现一种别样冰冷的美。
　　   
　　   《在机场》是一部日本风味浓郁的小说，它描写一个离婚后因生活窘迫而沦入风尘的女人等候
年轻情人到来时的复杂心理。作者一边细致的描述所处环境的各个微小细节，一边回忆主人公复杂的
人生经历，叙述自然而舒展。尤其在小说结尾，当我发现女主人公在机场的目的竟会是为了实现自己
那虚无而非现实的，只是出于自己心底一点点最朴实的愿望去学习假肢的制作时，会觉得整个阅读过
程充满了愉悦。前面的回忆里人生很苍桑，环境很实际，痛苦很长很长。可是最后，虽说是一瞬间很
奇特的感觉，可心底涌起细腻的温暖，好像做了一场梦。
　　   《难以忘却的》深情追忆青春时代对女子高中的少女们所萌生的深深爱慕。这篇文章很抒情，
情感真挚。即使作者是在描述一个很久远的有关青春的回忆，然而现在读起来，那情感似乎是每个少
年男子共同的心声。即使过了那么久，却好像是在描写当下的年轻人，甚至是自己的回忆一样。作者
抓住了最重要的东西，能够深深感动人们的东西，不管时间过了多久，人们的心总是追求单纯而美好
的。
　　    获日本“文化功勋者”奖作家田地文子的名篇《食花老妪》袒露无时不在的生之冲动。我对这
篇文章没有很特别的感情。只是对日本作家在描写对像，力求剖析的人性与世界的角度感到一种可怕
的冷静，就好像是川端康成的《睡美人》，没看之前会觉得一个老头子的臆淫怎么可能洋洋洒洒的那
样的细致的描写。可事实是看似无病呻吟的文章却是深刻思想最完整的表述。
　　    全书我最推崇的是金原瞳的《蛇舌》，称得上惊世骇俗。文章描写了迷上身体改造，最终把舌
头一割为二的女孩和两个另类男青年之间的痛苦关系。小说内容的独特性我就不多说了，看着总觉得
有些毛骨悚然，尤其是写蛇舌的出炉过程，鸡皮疙瘩科掉了一地。但我很佩服作者小说结构的严谨，
十分专业，有着精雕细刻的美丽，尽管这美丽是在描写血淋淋的蛇舌。小说的背景，人物的设定，细
节描写，读过之后觉很震撼，这是作者的第一部小说吗？简直有大师风范，中国的年轻作家应该好好
学学，他们有这样的思想吗？相关的评论大家以在豆上搜出来。
　　   《咸味兜风》探讨了生与死及性的主题，空虚的悲哀中透着幽默的气息，说白了就是写一个老
头和一个黄花大闺女之间的爱情。在这场爱情中女主角有着复杂的心理活动，不时穿插着大量的回忆
，强化读者的感受。刚读开头的时候有点反感，读着读着，觉得若是这样的心理的话，是完全符合逻
辑的。小说的基调是悲哀的，然而这就是生活。
　　   柴田翔的《然而，我们的生活⋯⋯》描写了日本年轻人（和《难以忘却的》一样，是曾经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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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人）种种思想。小说对他们那个年代的社会及人们的思维的描述分析很详尽，通过它或许能看到日
本年轻人成长轨迹，了解日本人的逻辑。其中迷茫与困惑
　　
　　   总的来说，读日本的小说有种让人感到窒息的感觉。日本小说有一定的欧美手法，然而又自成
一派。这是次要的，它最独特的地方是日本作家，或者可以说是日本人的心理。日本作家描写剖析人
性的时候，简直不带有一丝一毫的情感，仿佛自己不是自己，仿佛写作时灵魂已经游离于肉之外。举
个例子，如果是带有感情的描写血淋淋的镜头，中国人就会用许多毛骨悚然的字眼，用一切形象的比
喻，希望读者从这技法上体会到一种残忍，可日本作家不会，他会很客观很客观的描写，并且有意识
的加入一种逻辑在里面。读完这样的文章，不是恐惧不是憎恨，而是倒吸凉气，而是浑身冒冷汗，这
是一种冰冷的理性，几乎没有任何的主观色彩。就好像杀人，用刺刀一刀一刀的剜，不会眨一下眼，
没有快乐也谈不上恐惧，就是那样一种感觉。在这里我拿出张爱玲出来比或许不恰当，但却能看出两
者完全不同。张爱玲笔下的世界是丑恶的，赤裸裸的人性，是哀而美的人生。虽然也是痛斥人的恶，
却是艳丽的恶，有作者的感受。但日本作家不会这样看问题，他们似乎从心底认为丑就应当是这样的
，虽然他们反对，但角度是完全不同的。
　　但不可否认，日本作家的小说技法成熟，文章精雕细刻，思想深刻，读来别有奇妙的感受。虽然
看起来时时觉得不舒服，却称得上是美文，就好像一片片雪花在空中将落而未落的姿态。
35、在大农干还是能借到好书看的
36、还是牛逼
37、蛇舌，印象深刻，其余则麻麻地
38、　　这本书是高中时看的，影响最深的就是《蛇舌》，话说当时看的很抑郁，也有点迷茫，不懂
女主角为什么可以和杀死阿玛的凶手在一起，现在还是不理解。。
39、柴天翔的《然而，我们的生活...》很有存在主义的味道
40、初三的冬天借同学的书读的（还是要感叹一句书非借不能读也）。之前对日本小说很抵触，看了
之后觉得日本还是有一些不错的小说。但奇怪的是，一年半后的今天我查看这本书的目录，除了蛇舌
之外，一篇小说的内容都记不起来。看到小说名都想不起来内容，这对我真是不常见的经历。地域狭
小的岛国啊，思想也宏大不了。
41、柴田翔那篇看完有点感触。
42、蛇舌我很喜欢~
43、在机场 让我喜欢上了村上龙   蛇舌 电影版很还原   咸味兜风  怪异的风格  然而我们的生活 感情书
写的细腻，对空虚深有感触
44、就是对之前出版过的 咸味兜风 那个集子的扩充嘛。。。不过我还是重读了一遍咸味兜风，至今还
是会被大道说的故事所感动。
45、總有一天
46、三星半
47、20130512购买
48、日本风格！《然而，我们的生活...》值得重读
49、还行
50、哲学，但很沉重
51、柴田翔那篇有点感触。其他的好几篇现在很难理解吧。
52、《然而，我们的生活》最精彩
53、最喜欢的一篇是《咸味兜风》。
54、个别翻译一般
55、高中叛逆期看的这本书 喜欢死Hitomi的蛇舌 路易跟那时候的我真像
56、最喜欢远藤周作的那篇《难以忘却的》情感真切而可爱，其他几篇也让我读其津津有味，日本人
不明白一个难得糊涂的道理吧
57、三星半。总体来说末篇最有共鸣，有点像三十年代的现代小说= =翻译乏味了大半本书到这里突然
活过来了。虽然都是描写如影随形的空虚感，但《蛇舌》处理得稍嫌粗暴和理所应当，实在无法打动
我orz
58、三个故事只有《花草便当》我比较喜欢。尤其不喜欢《在机场》。可能是生活情境不同吧，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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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能理解日本人的情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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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原来觉得相对于单译本而言，合集类更能展现翻译人的能力，比如某一本书中包含了川上弘美的
作品，那至少要比施小韦翻译的《老师的提包》感觉好，译了那么多作品，对作者心思的揣摩和对意
境的理解至少要比一般人或者一般的同行要深刻吧。现在看来，也不尽然，虽然施的翻译已经成了我
记忆中的噩梦，虽然别人眼里伊言语仍旧贴烫称心，《老师的提包》也不是川上弘美最优秀的作品，
但用同一种风格来翻译不同类的作品，对于读者来说，那几乎也是一个噩梦。还好，这本书中的作品
都不是很长的那种。远藤周作的那篇短文，读起来如同嚼蜡，干干瘪瘪的尝不出滋味。田地文子作品
时代烙印太过明显，没有期待中的紧凑精炼，逻辑上也乱，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金原瞳的那个
因为看过单译本，觉得也就一般化，有点像夏目漱石先生《我是猫》的那两个中译本，有人说好，我
偏觉得不好，也甭管你老派扎实还是精神错乱神来之笔，至少应该把原文中的气氛传达好了。提起这
事，就又要纠缠《我是猫》，记得读到某个装逼犯写的读后感，赞叹之前的一个怎样怎样，说另外一
个说话的感觉没有那么板正地道，我想说，一个讽刺意味浓厚的作品，你要他那么一本正经的干什么
？你喜欢严肃的你就看资本论去就行了，他这类屁话大可不放。大道珠贵的《咸味兜风》是我长久以
来一直期待的作品，题材不错，语言也不错，结构也不错，把前面这些不错都去掉，什么也不想，读
起来也不错，就是翻译有点那个，这几本小说放在一起，用同一种腔调译出来太腻歪了。村上龙的小
短篇可以拍个小电影，阅读的时候特别有感觉，“视觉感”强烈。柴田翔的还没有看完，就不说了。
这本书的优势是可以以很低的价格买到几本牛人小说。缺点是翻译风格单调乏味。书本身纸质一般。
2、这本书是高中时看的，影响最深的就是《蛇舌》，话说当时看的很抑郁，也有点迷茫，不懂女主
角为什么可以和杀死阿玛的凶手在一起，现在还是不理解。。
3、刚上大一时看的，其中印象最深的要算是《然而，我们的生活⋯⋯》。很特别的名字，很真实的
故事，很真挚的感情，读完后能让人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之类的。记得当时读完我就想，每一代人都
有属于那一代的迷茫，我们这一代的迷茫又是什么呢？可惜无果。其中还有印象的话有两句，我们生
在易老的年代里：当我们向别人说自己年老了时，其实是感到自己年纪还轻。
4、从个人感受的角度讲,书里几部小说初读起来十分不舒服,但是如果沉下心,仔细的品味,却能发现一
种别样冰冷的美。《在机场》是一部日本风味浓郁的小说，它描写一个离婚后因生活窘迫而沦入风尘
的女人等候年轻情人到来时的复杂心理。作者一边细致的描述所处环境的各个微小细节，一边回忆主
人公复杂的人生经历，叙述自然而舒展。尤其在小说结尾，当我发现女主人公在机场的目的竟会是为
了实现自己那虚无而非现实的，只是出于自己心底一点点最朴实的愿望去学习假肢的制作时，会觉得
整个阅读过程充满了愉悦。前面的回忆里人生很苍桑，环境很实际，痛苦很长很长。可是最后，虽说
是一瞬间很奇特的感觉，可心底涌起细腻的温暖，好像做了一场梦。《难以忘却的》深情追忆青春时
代对女子高中的少女们所萌生的深深爱慕。这篇文章很抒情，情感真挚。即使作者是在描述一个很久
远的有关青春的回忆，然而现在读起来，那情感似乎是每个少年男子共同的心声。即使过了那么久，
却好像是在描写当下的年轻人，甚至是自己的回忆一样。作者抓住了最重要的东西，能够深深感动人
们的东西，不管时间过了多久，人们的心总是追求单纯而美好的。获日本“文化功勋者”奖作家田地
文子的名篇《食花老妪》袒露无时不在的生之冲动。我对这篇文章没有很特别的感情。只是对日本作
家在描写对像，力求剖析的人性与世界的角度感到一种可怕的冷静，就好像是川端康成的《睡美人》
，没看之前会觉得一个老头子的臆淫怎么可能洋洋洒洒的那样的细致的描写。可事实是看似无病呻吟
的文章却是深刻思想最完整的表述。全书我最推崇的是金原瞳的《蛇舌》，称得上惊世骇俗。文章描
写了迷上身体改造，最终把舌头一割为二的女孩和两个另类男青年之间的痛苦关系。小说内容的独特
性我就不多说了，看着总觉得有些毛骨悚然，尤其是写蛇舌的出炉过程，鸡皮疙瘩科掉了一地。但我
很佩服作者小说结构的严谨，十分专业，有着精雕细刻的美丽，尽管这美丽是在描写血淋淋的蛇舌。
小说的背景，人物的设定，细节描写，读过之后觉很震撼，这是作者的第一部小说吗？简直有大师风
范，中国的年轻作家应该好好学学，他们有这样的思想吗？相关的评论大家以在豆上搜出来。《咸味
兜风》探讨了生与死及性的主题，空虚的悲哀中透着幽默的气息，说白了就是写一个老头和一个黄花
大闺女之间的爱情。在这场爱情中女主角有着复杂的心理活动，不时穿插着大量的回忆，强化读者的
感受。刚读开头的时候有点反感，读着读着，觉得若是这样的心理的话，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小说的
基调是悲哀的，然而这就是生活。柴田翔的《然而，我们的生活⋯⋯》描写了日本年轻人（和《难以
忘却的》一样，是曾经的年轻人）种种思想。小说对他们那个年代的社会及人们的思维的描述分析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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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尽，通过它或许能看到日本年轻人成长轨迹，了解日本人的逻辑。其中迷茫与困惑总的来说，读日
本的小说有种让人感到窒息的感觉。日本小说有一定的欧美手法，然而又自成一派。这是次要的，它
最独特的地方是日本作家，或者可以说是日本人的心理。日本作家描写剖析人性的时候，简直不带有
一丝一毫的情感，仿佛自己不是自己，仿佛写作时灵魂已经游离于肉之外。举个例子，如果是带有感
情的描写血淋淋的镜头，中国人就会用许多毛骨悚然的字眼，用一切形象的比喻，希望读者从这技法
上体会到一种残忍，可日本作家不会，他会很客观很客观的描写，并且有意识的加入一种逻辑在里面
。读完这样的文章，不是恐惧不是憎恨，而是倒吸凉气，而是浑身冒冷汗，这是一种冰冷的理性，几
乎没有任何的主观色彩。就好像杀人，用刺刀一刀一刀的剜，不会眨一下眼，没有快乐也谈不上恐惧
，就是那样一种感觉。在这里我拿出张爱玲出来比或许不恰当，但却能看出两者完全不同。张爱玲笔
下的世界是丑恶的，赤裸裸的人性，是哀而美的人生。虽然也是痛斥人的恶，却是艳丽的恶，有作者
的感受。但日本作家不会这样看问题，他们似乎从心底认为丑就应当是这样的，虽然他们反对，但角
度是完全不同的。但不可否认，日本作家的小说技法成熟，文章精雕细刻，思想深刻，读来别有奇妙
的感受。虽然看起来时时觉得不舒服，却称得上是美文，就好像一片片雪花在空中将落而未落的姿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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