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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芥川龙之介中国题材作品群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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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题材作 品群是笔者 自己提 出的一 个概念
,

指芥川作 品中根据中国历史

传说和古典小说改编
、

翻案而来
,

或者以现代中国为背景创作的那部分作 品
。

这些作 品的产生是 中国古

典文化 (文学 ) 浸润芥川且深入骨髓的生动表现
。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 ; 中国题材作品群 ; 浸润 ; 深入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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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

中国题材作品群
” ,

是指芥川文学中

根据中国历史传说和古典小说改编
、

翻案而来
,

或者以现代中国为背景创作的一系列作品
,

它在

芥川文学中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
。

本文拟对其产

生 的基本前提
、

作品 内容及其意义进行比较深人

的探讨
。

一
、

中国题材作品群产生的基本前提

芥川从 出生一直到小学
、

中学
、

高中
、

大学

乃至成为职业作家
,

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都不

曾间断过
。

这种长期的汉文学浸润
,

是芥川 中国

题材作品群产生的一个基本前提
。

(一 ) 社会环境
:
明治二三十年代的本所小

泉叮

芥川从 18 9 2 年 (明治二十五 ) 一直到 19一0

年 (明治四十三 )
,

都在本所小泉盯生活
,

时间

长达十八年之久
。

小泉盯的自然风物给予芥川很

大的影响
。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 ?

“

明治二三十年代的本所
,

不是今天这样的

工 业 区
。

当时是很 多深受二 百年 江 户文 明拖累

的
、

生活上的落伍者居住的地方
。 ”

川吉田精一氏

则说得更干脆
,

他认为残留着浓厚的江户气息是

本所的特色
。

那些所谓的风流隐士
、

文人墨客多

数定居于本所
。 `2 ’
这样的环境

,

这样的传统文化氛

围
,

不 可能不对幼小的芥川发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
。 “

虽不能说他们的戏作和文章
、

话术
,

直接

和芥川文学有关系
,

但是不能否定流动于他们艺

术中的某种情绪
、

某种血脉
,

尽管细微
,

却通向

芥川 文学
。

养育他的环境
,

他所呼吸
、

眺望着 的

自然
,

和他们不是完全相异的
。 ” ” ’

众所周知
,

在

中日文学交流史上
,

江户时代是输人中国古典文

学最后也是最盛的一个时期
。

小泉盯保存的那种

浓郁的江户文化遗风
,

不知不觉中潜人了幼小芥

川 的心灵深处
。

(二 ) 家庭氛围— 出身于爱好文学的家庭

芥川家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家庭
,

许多传统趣

味 (包括旧的伦理道德观念 ) 被很 好地保留着
。

芥川在 《出身于爱好文学的家庭 》 一文中说
,

他

父亲喜欢一中节 ( 日本古典说唱曲艺净琉璃的一

派 )
、

围棋
、

盆栽
、

徘句等 ; 母 亲是津藤的侄

女
,

知道许多 以前的故事
。

父母 和姑姑都相当喜

欢文学
。 4̀ ’
芥川从幼年时代开始

,

就是在养父母和

姑姑的怪谈和 因缘话中长大的
。

当时
,

本所一带

的怪谈和 因缘话
,

特别是 《本所七件不可思议的

事》 等怪谈被认为是真实的故事
。

芥川在夏夜乘

凉时
,

或在睡前的床上
,

不断地从养父母或姑姑

那里听到这类的故事
。 ! ’ ]而塞满了养父家书箱的草

双纸类小说以及堆放在灰泥墙仓库里的插图本古

草双纸
,

让芥川发现了
“

怪奇
”

的世界
。

他后来

早熟 的文学天赋
,

和 这样的家庭气氛是分不 开

的
。

从十岁起
,

芥川正式学习英文和汉语
。

除了

正常上学外
, “

每天晚上
,

夹着 《国民读本》 和

《日本外史 》
,

匆匆地赶往相生叮二丁 目的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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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 , ,

补习英文
、

汉学和习字
。

这段学习生活

一直持续到将近小学毕业
。

这是芥川直接接触汉文

学的开始
。

等到他能够阅读书籍的时候
,

他对读书

的热情便喷涌而出
。

还在上小学的时候
,

芥川就在

不知不觉中将他家附近一家租书店里话本之类的小

说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

并在这些书的引导下
, “

首

先是读 《八犬传》
,

然后读 《西游记》
、

《水浒

传》 … …汉诗也读了不少
。 ” `7 ,

在被认为是
“

精神

私小说
”

的 《大导寺信辅的半生 》 中
,

芥川对小时

候耽读 《水浒传》 的情形作过如下精彩地描述 :

对于书的热情
,

信辅是从小学时代开始的
。

教

给他这种热情的
,

是父亲书箱底下 的帝国文库本

《水浒传》
。

这个大脑 袋的小学生在暗淡的灯光

下
,

把 《水浒传》 反复地读 了若干遍
。

不仅如此
,

当他合上书本
.

的时候
,

就想象替天行道的旗帜
,

景

阳冈上的猛虎和菜园子张青房梁上 吊着的人腿
。

这

是想象吗 ? 然而 那种想象比现实还要现 实
。

他还不

知 多少次手提木剑
,

在挂着干菜的院子里
,

和 《水

汗传 》 里的人物—
一丈青厄三娘以及花和尚普智

深格月一 这种热情三十年来一直支配着他… …

— 《大导寺信辅的半生》

这种如饥似渴的古典文学阅读
,

伴他度过了美

好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

奇异的中国古典世界
,

在他

脑海 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

(三 ) 青少年时期
: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遨游

进入中学
,

芥川的汉文学功力 日益见长
。

他的

习作 ( 义仲论》 用汉文写就
,

文中把拓跋魏
、

王荆

公
、

淮南子
、

诸葛孔明以及李白的诗
、

金主亮的绝

句等一

一巧妙地编织在对义仲的议论中
。 `吕’

吉田氏

评价说
: “

作为文章
,

虽不见谷崎润一郎中学时代

作品那样的天才光彩
,

但仅就他能 比较自如地运用

汉语以及通晓历史事实的细节来看
,

是应该予以注

意的
。 ” !勺 ,

191 1 年 (明治四十三 ) 7 月 3 日
,

他

在给恩师广懒雄的信中写道
: “

今日朝来微雨
,

独

坐桌前
,

翻开许丁卯的诗集
,

感到一股像雾一样的

暗愁袭
_

卜合头
。

他的怀古七律中哀痛的格调
,

比李

义山更细微
,

比温飞卿更柔丽
,

青莲少陵以后以七

律获得
`

斗南第一人
’

之称
,

的确不是偶然的
。 ”

, ’ ” ,
十八岁的中学生芥川

,

已经有了这样的一种趣

味和
』
沙境

,

这无论如何是很特别的
。

芥川中学毕业被免试保送升人第一高等学校
,

并决定专攻文学
。

对他的这一选择
,

家人一点也没

表示反对
。

用芥川自己的话来说
: “

干文学这个行

当
,

完全没有人反对
,

因为父母以及姑姑都相当喜

欢文学
。

如果代之以实业家
,

或者工程师
,

也许反

而会遭到反对
。 ” `川 高中毕业

,

芥川以同年级第

二名的成绩考人东京大学英文科
。

有意思的是
,

芥

川并没有对这里的学习表现出多大兴趣
。

相反
,

“

小说 ( 阅读 ) 转向了 中国作品
。

《珠屯肠谈

怪》
、

《新齐谐》
、

《西厢记》
、

《琵琶行》 等滥

读一通
” ’̀ 2]

。

另据浅野晃所列年表
,

这一时期读

过 的汉文学书籍还有 《虞初新志 》
、

《剪灯新

话》
、

《金瓶梅》 等中国奇书
。

芥川中学时候的班

主任广懒雄在 《对芥川龙之介君的回忆》 ( 19 56 )

一文中还证实
“

《聊斋志异》 在中学
、

高中时代

(芥川 ) 就已读过了
” “ , , 。

以后
,

他一直坚持了这种阅读汉文学的习惯
,

比如在中国旅行时他就在读 《水浒传》
。

芥川对中

国古典文学的长期大量阅读
,

为他中国题材作品的

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二
、

中国题材作品群的创作情况

从 1 9 15 年 7 月的 《仙人》 一直到 19 2 7 年 6 月

的 《女仙》
,

中国题材作品的创作贯穿了他的整个

创作生涯
。

主要作品有 《酒虫》
、

《黄粱梦 》
、

《英雄之器》
、

《南京的基督》
、

《杜子春》
、

《第四个丈夫》
、

《湖南之扇》 等
。

《仙人》 一般认为由 《聊斋志异 》 中的 ( 鼠

戏》 和 《雨钱》 改编而来
。

在作品中
,

芥川借李小

二之 口对人生意义发出了质疑
:
为什么活着是痛苦

的 ? 为什么即使是痛苦的
,

还要硬撑着活下去 ?

《黄粱梦》 是根据唐朝沈既济的传奇 《枕中记》 改

编的
。

在这篇作品中
,

芥川表达了想真挚地活下去

的良好愿望
。

《杜子春》 是芥川的代表作之一
。

学者大都认

为是从唐朝李复言 ( 7 75
一 8 3 3) 的 《续玄怪录

·

杜

子春传》 改编而来的
,

芥川自己也说
“

拙作 《杜子

春》 是沿用了唐代小说 《杜子春传》 的主人公的名

字
,

故事有三分之二是属于 自己的创作
” “ 4 , 。

在

芥川笔下
,

当杜子春看到妈妈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

不禁失声喊出了
“

妈妈
” ,

从而失去 了成仙的机

会
。

对此
,

杜子春不但不后悔
,

反而眼含热泪
,

紧

握老人的手说
: “

没关系
,

没关系
。

没有成仙
,

我

反而感到高兴
。 ”

面对伟大的母爱
,

杜子春彻底丢

掉了幻想
,

回到现实
。

当铁冠子再次问他
“

往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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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怎么做
”

时
,

他以
“

从未有过的爽朗声调
”

回

答道
: “

不管以后做什么
,

都要像真正的人那样
,

正直地生活下去
” 。

他终于认识到
:
不管怎样

,

人

只有踏踏实实地面对现实
,

面对生活
,

认真地活下

去
,

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

但是
,

上述作品比起 《南京的基督》 来还是逊

色多了
。

这篇写于芥川中国之行前一年的作品
,

使

芥川的中国古典想象达到了最高峰
,

成为芥川最富

有亮丽光彩的作品之一
。

作品写南京奇望街一个私

窝子因为笃信基督耶稣而使 自己的性病在一夜之间

奇迹般被治愈的故事
。

作品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宋金

花的十五岁少女
。

她长相一般
, “

在秦淮的众多私

窝子 中
,

像金花 这样容貌的女子
,

当然是很多

的
” 。

她夜夜在家里接客
,

完全是生活所迫
。

除了

她
,

家里只有一个
“

已经直不起腰来
”

的老爹
,

如

果不做这个买卖
,

她和爹都得饿死
。

但是
,

宋金花

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妓女
。

她的与众不同之处在

于
,

她有一颗美好的心灵
。 “

像金花这样温柔和气

的少女
,

在这里是否能够找出第二个
,

至少是个问

题
” ,

因为
“

她和同行姐妹不同
,

从不吹牛撒谎
,

也不虚荣浮荡
。

只是每天晚上带着愉快的微笑和到

这间阴暗狭小的屋子里造访的各种客人取乐
” 。

也

就是说
,

宋金花实际上还是个不谙世事
、

纯真善良

的少女
,

社会的肮脏污浊之气还没有污染她纯洁的

心灵和善良的本性
。

如果不是无以为生
,

她该是一

位多么清纯的姑娘 ! 更为难得 的是
, “

要是偶尔得

到客人比事先讲好的价钱稍多的钱
,

她便会高高兴

兴地让爹多喝一杯老酒
,

满足一下他那点嗜好
” 。

在不幸患上了性病后
,

她不是按照同行姐妹教她的

方法把病传给客人
,

而是拒绝客人的要求
。

遇到被

客人纠缠时
,

她就干脆把她的病症拿给客人看
。

这

样的人格
,

这样的勇气
,

比那些满肚子是自私
、

虚

伪
、

卑鄙的绅士
、

淑女不知要高尚多少倍 ! 从这点

看
,

芥川对宋金花这个人物是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

期望的
。

但从中国回来后
,

芥川的中国题材作品创作风

格 发生 了巨大变化
。

《母 》
、

《仙人 》 (另一

篇 )
、

《马脚》
、

《将军》
、

《女仙》 都属于同类

作品
。

这些作品对人性之恶进行了深刻地揭露
。

如

((马脚》 中的忍野半三郎
、 ,

因为被换成了一双马脚

而备受周围人的非议和歧视
,

甚至连他的妻子也不

例外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半三郎只好调转身
,

再次

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

这种黑洞洞的暗夜
,

反映出

芥川晚年日趋绝望的心理状态
。

19 24 年 4 月发表的

《第四个丈夫》 为我们描绘了拉萨世外桃源般的社

会生活
。

但是其矛头是直接指向日本现实社会的
,

表明从中国回来以后
,

随着理想的破灭
,

芥川跌回

到现实之中
,

开始与现实社会面对面地直接搏杀
。

三 中国题材作品群的意义

中国题材作品群是芥川长期接受汉文学浸润的

必然结果
。

这种浸润对芥川影响的深刻性
,

我们可

以从中国题材作品群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加以认

识
。

在中国题材作品群中
,

芥川以他丰富的汉文学

知识和深厚的汉文学修养对至纯至真至美的人性进

行了热情讴歌
,

对淳朴的古典中国进行了唯美的想

象和细致地描绘
,

表现了他浓厚的古典中国趣味
,

从中可以看出其思想深处极其深厚的传统文化积

淀
,

包括对某些旧式伦理道德观念的吸收
。

这种积

淀是构成芥川人生观和艺术观的基本内核
,

是西洋

文学 (文化 ) 的影响难以企及 的
。

芥川思想 中的
“

中庸
” 、 “

孝
” 、 “

隐逸
”

等观念乃至小农意识

都和这种浸润有着直接的关系
。

后来当芥川受到 日

本现实社会伤害
,

欲逃避和反抗现实社会时
,

就自

然而然地把这种想象中的古典中国作为躲避精神伤

害的坚固堡垒
,

并小合翼翼地蜗居其中
。

在他需要

对现代与传统作出选择时
,

他就倒向了传统
。

正是

这点
,

使芥川与同时代的作家明显地区别开来
。

从

这个意义上说
,

中国古典文化 (文学 ) 对芥川的浸

润用
“

深人骨髓
”

来形容是毫不为过的
,

中国题材

作品群也就成为芥川文学独特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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