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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把芥川中国题材作品看成一个有机体进行整体观照，分析了它的精神世界和

思想内涵，指出芥川借中国题材作品进行古典中国想象，并不是出自对中国的好感。他只不过借此

题材抒写他的人生理想而已。作品中表现出的某些心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总体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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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题材作品群概述

芥川龙之介在他短短的十三年创作生涯中，为

日本近现代文学留下了&#’篇小说、%%篇小品文和,,
篇散文随笔以及大量书信、日记、评论、诗歌。!其中，

有一部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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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作品

就是本文所指称的“中国题材作品”。而且，本文把这

部分作品看成一个有机体进行整体观照，称为“中国

题材作品群”。

所谓“中国题材作品群”，它首先指的是由一篇

篇具体作品组成的一个统一体，在芥川文学中具有

独立存在的意义。这个作品群主要由&!篇小说、/篇

童话、#篇小品文和一部&"多万字的游记构成，总数

在!"篇左右（正式发表的）。另外还有散文《春夜·

三》、中国旅行时吟咏洞庭湖、洛阳、汉口的几首俳句

以及!"多首汉诗和’篇未完成稿。本文主要结合正式

发表的作品展开论述。

二 中国题材作品群的精神世界

芥川在中国题材作品群中表现了他对人性、人

生的深入思考，表达了对人间真爱的渴望，描绘了理

想的生活方式和美好的乌托邦世界。

&、叩问人生真谛

《仙人》是芥川在失恋痛苦中创作的第一篇中国

题材作品。在这篇作品中，芥川借描述李小二贫困交

加的生活之机，对人生意义发出了质疑：人为什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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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是痛苦的？为什么是痛苦的，却还要苦苦地活下

去？这时的芥川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他在文中发表

评论说：“当然，对这样的问题，李小二是一次也没有

思考过。但是，他总觉得受这样的苦是不合理的。至

于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苦，他并不明白，只是隐隐

地感到憎恨。这也许是李小二不知为何，总有一种漠

然反抗心理的原因吧。”!其实李小二的心理也正是

芥川自己当时的真实心态。在作品的最后，芥川试图

借道士留给李小二的四句偈语作出一种解释：人生

因为有苦才知道有乐，因为有死而懂得生的不易。没

有了死和苦，人生也就很无聊了。仙人不如凡人（的

地方），正是他没有死和苦。

《黄粱梦》中，芥川不再抽象地思考生与死，苦与

乐等问题，而是开始想真挚地活下去。在青年卢生身

上，投下了芥川自己的影子，表明芥川的人生观开始

发生转变。“邯郸一梦并没有动摇卢生对生活的热

爱，反而使他更加燃烧起生活的热情”"，这句话用到

芥川身上，就是：经历了现实的诸多磨难，包括“失

恋”这样的创伤之后，芥川并没有失去信心，他对未

来仍充满了五彩缤纷的梦想。毕竟，在青年芥川眼中

未来终归是美好的，他坚信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正

是这种对未来的憧憬，支撑着芥川的精神，使他坚

强，使他勤奋。不过，从这些自勉式的话语中，隐约透

出芥川对生活淡淡的疲惫和厌倦。

《杜子春》表明，他已经认识到不管怎么样，人只

有老老实实地顺应现实，认真地活下去，才是唯一选

择。这何尝不是芥川苦苦求索之后的最终收获！他

已然明白：除了直面人生，别无他法。于是他打算从

此以后要像他理解中的真正的人那样，正直地生活

下去。然而，几年以后当他发现这种“真正的人”的

“正直生活”无法被现实社会和周围的人所容纳时，

他就像他的作品《英雄之器》中的项羽那样，果断地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芥川看来，与其蝇营狗苟，不

如轰轰烈烈，哪怕像“架在空中的电线上冒出的紫色

火花”#，稍纵即逝。这样的选择是符合芥川性格的。

!、探寻人性善恶

“恋爱事件”使芥川彻底看清了人的“自私心”和

“利己性”。他对“包含在爱中的利己主义的认识变为

一种自觉。他否定具有圣洁无私意味的爱情存在”$。

直到晚年，芥川在与自己的过去进行“总决算”的时

候，仍对人性深恶痛绝。他说：“我不幸对‘人性’没有

跪拜的勇气。不，我屡屡对‘人性’感到轻蔑，那是事

实。但又常常对‘人性’感到喜爱，也是事实。是喜爱

吗？———比起喜爱来，或许是怜悯吧。”%芥川是善良

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他还告诫子女“要像父亲那样避

免给他人以不幸”&。正因为这样，他对资产阶级把

“自私”作为人的个性解放的原则之一感到无法理

解，更无法接受。他固守着自己的信念。于是在中国

题材作品中，一些善良的小人物纷纷登场。

芥川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中国题材作品是 《酒

虫》。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文末第三种答案。“酒虫

既非刘之病，也非刘之福”之类的话不过是小说家惯

常耍弄的一种小把戏而已。既然是芥川自己加上去

的，当然是代表了芥川的观点。笔者以为，芥川是想

告诉我们：人性本无所谓善恶（芥川认为，有了好恶

才会产生好坏之分），就算他有多么肮脏，也不应该

受外界干扰而随便丢弃。否则，随之将失去得更多，

直至失去一切。联想到芥川写这篇作品时正值失恋

最痛苦的时期，我们不妨将它理解为这是芥川对自

己在失恋中轻易作出妥协的一种反思。他对自己因

软弱而轻易放弃爱情感到懊悔，并对随之而失去真

诚、善良等品格感到痛心。同时，芥川以他特有的方

式温和、婉转地规劝周围的人们多些宽容和善意，不

要像蛮僧那样粗暴干涉别人。

《仙人》中李小二是一个忠厚老实，富于同情心

的人。他看见穿着破烂道服的老道士，立刻产生了想

对他说点什么的愿望。因为“像落汤鸡一样的老人的

样子，让他产生了几分同情”。此时的李小二身无分

文，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关怀的人。然而当他看

到老道士的情形时，觉得“自己在一切方面都是生活

上的优越者”。于是，给予老人无私的关怀。这种下

层人民朴素的感情是多么崇高！尽管是几句安慰的

话，却能给人以极大的鼓舞。李小二富于同情心，芥

川显然给予了肯定和赞扬。最后芥川让老道士重重

地报答了善良的李小二，正是芥川这种愿望的表现。

《南京的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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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夜在家里接客，完全是生活所

迫。但是，宋金花又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妓女，正如文

中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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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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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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孝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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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要比

那些满肚子是自私、虚伪、卑鄙的绅士淑女们高尚多

少倍！

在讴歌人性之善的同时，芥川也有揭露人类自

私、狡诈和残忍的作品。《母》是芥川中国之行后的第

一篇以现实中国为舞台的作品。作者把如椽之笔指

向了女性，发掘蕴含于母爱中的自私性和残忍性。作

品一反一般母性是歌颂对象的处理方法，敏锐地抓

住存在于母爱中的自私和冷酷进行淋漓尽致地揭

露，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仙人》（童话）、《马脚》、《将军》同属这类作品。

《仙人》中医生的老婆公开宣称在艰辛的世道中如果

还保持正统的话，恐怕连饭都没有吃的。《将军》中的

!将军看见中国男子即将被处死，还大喊“杀呀杀

呀”、“好啊好啊”，暴露出人性凶狠残暴的兽性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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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人情的凄凉和冷漠。

"、呼唤人间真爱

“爱”是芥川中国题材作品群表现的一个重要主

题。其中亲情和爱情尤为芥川所关注。这和他的身

世与经历有关。

（#）呼唤母爱亲情 芥川出生九个月，母亲就疯

了。芥川几乎从未感受过“像母亲那样的爱”，在他记

忆中，“母爱”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从记事起，他“一

直在对母亲的精神依恋中度日”!。他只有通过想象

来获得一些心理上的满足。《杜子春》被誉为是“充满

真爱的作品”"。其主人公杜子春原是洛阳富豪之子，

曾经沉湎于纸醉金迷的生活。后来经过三起三落，对

人间的爱失去了信心。但是，在地狱里听到日夜思念

的母亲的声音时，忍不住泪如雨下，跌跌撞撞扑向老

马，抱着半死的马的脖子，大声叫道：“妈妈⋯⋯！”这

是何等感人的场面！不管什么人，看到这儿都不会不

为之动容吧？这一声“妈妈”被认为是芥川发自内心

的呼唤：“芥川一生中未能叫一声‘妈妈’，所以在童

话里让杜子春这样叫了。”#日本学者这样说。另一

位中国学者则说得更清楚：“《杜子春》让母亲出场的

处理，其实是作家在渲泻自己对母亲的恋情，表达自

己未能实现的宿愿。”## 看来，芥川确实是把自己近

三十年来一直压在心底的对母亲的爱全部融汇在了

这一声深情呼唤之中。杜子春最后当然没有成仙。但

他一点也不后悔，因为“母爱的崇高⋯⋯使杜子春的

思想得到净化和升华”#$，在温暖而崇高的母爱关怀

之下，他恢复了对人间情爱的信心，重新回到现实之

中。芥川对人间的这种母爱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此外，芥川笔下的铁冠子是一位引导杜子春认

识现实、热爱生活的慈善长者。对杜子春的失约，他

非但不责骂，反而激励说：“如果当时你还不出声，那

么我就会立即取你性命”。他是一位宣扬人间真爱的

令人尊敬的老者。

与此相似，《奇遇》中女子的父母也扮演了慈爱

长者的形象。他们明知女儿和女婿的话是编造出来

的，却对他俩的表演给予默契配合。他们胸襟是多么

宽广！这使我们不禁想到芥川自己的恋爱，想到芥川

的养父母，想到他的姑姑。在那场恋爱风波中，他们

全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正是他们的自私，断送

了他们养子的幸福！两相比较，芥川是不幸的。如此

说来，芥川写这样一篇作品也不是没有所指的。

上述作品突出了母爱亲情的伟大力量，洋溢着

人性的温情和关爱。

（$）歌颂纯真爱情 现实中的芥川对爱情缺少

勇气和毅力，一遇到阻力就退却。可能是对自己这种

性格的不满和反叛吧，芥川中国题材的爱情小说中

描写的男女主人公都对爱情充满了执着和坚贞。

《奇怪的再会》是一篇写实性的作品，写在日清

战争中一名叫阿莲的中国少女（本名孟惠莲）被一个

日本军官带回日本做妾，因长期孤独和日夜思念情

人而最终精神崩溃，住进精神病院的故事。尽管在日

本有房子，有佣人，衣食无愁，但这一切都无法改变

阿莲对中国情人的思念。这不能不令人对这位不幸

的少女肃然起敬。阿莲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芥川给予

了深深的同情。

与悲剧气味浓厚的上述作品相比，《奇遇》则是

一出轻松有趣的爱情轻喜剧。作品讲述一对暗中相

恋的小青年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巧妙”地演了一场

戏，终成眷属。作品热情歌颂了“纯真的爱情”，赞美

了“真爱”的伟大力量：一个原本沉湎酒色、五毒俱全

的纨绔子弟，在“纯真爱情”的感召下，毅然抛弃了原

有的生活方式，整个人的生活态度都发生了彻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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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真爱的力量竟有如此之大！

!、渴求美好生活

芥川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过

上一种丰衣足食、悠然闲适的田园生活。《野人生计

事》第一节“清闲”中，一开头便引用了唐末诗人李九

龄的一首诗：

乱山堆里结茅庐，已共红尘迹渐疏。

莫问野人生计事，窗前流水枕前书。"#

诗中描绘了诗人悠然自得的山林隐居生活。芥

川在这首诗的后面接着说：“的确，李九龄在享受着

‘窗前流水’和‘枕前书’的悠闲，这点是我非常羡慕

的。这使我想到，我等为了糊口，终年处在匆忙的卖

文生涯中。傍晚又写了两个小时左右的稿子，好容易

想：这下可以躺在地板上歇会儿了吧。马上又收到了

电报。社命，要我给《每星期日》写随笔的电报。”显

然，芥川对自己的这样一种疲于奔命的生活感到不

满，但又无可奈和。据芥川的好友永见德太郎（别号

夏汀）回忆，有一次他到田端的澄江堂拜访芥川，说

想转居东京，“芥川氏便说‘我却是想隐居到乡下去

⋯⋯’”"!，可见，芥川确实是非常向往古人的这种隐

居生活的。在《中国游记》中，芥川同样表露出了对大

清遗臣郑孝胥和宋朝隐士林逋"$ 隐逸生活的羡慕之

情 "%。芥川不厌其烦地反复诉说对古代隐士生活的

向往，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曾记录过他写作时的情

景：“似乎天下极为太平。但是我现在是在床上，正在

发着高烧，脑袋当然是昏昏沉沉的，喉咙也痛着，真

没有办法。可是我的枕边放着两份电报，内容都差不

多，总之是催稿的。”"& 后面又说：“我写到这里之后

真想把笔扔掉。头昏脑胀，毕竟再写一张稿纸的勇气

都没有了。后面的等明天———不，连写这句话都感到

费力。得了肺炎的日子，真是难熬。”"’ 如此看来，

芥川对自己无休无止的卖文生活感到厌倦，对古代

隐逸文人感到羡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在《酒虫》、《秋山图》、《奇遇》、《杜子春》等作品

里，我们同样可以透过字里行间感受到他的这种希

望。可惜社会发展到芥川所处的时代，产生这种田园

生活的社会基础早已不复存在，这就注定了它只能

一辈子存在于芥川的想象之中。

$(描绘理想社会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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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和平宁静、民风

淳朴、自由自在。芥川写道：“拉萨市民的懒惰肯定是

天国的一道壮丽风景线。我和妻子坐在铺着麦秆的

门口，抱着膝盖静静地享受着午眠的快乐。不只我们

这样，不管哪家门口都坐着两三个这样烤着太阳的

人”。这样的生活令芥川感慨万千，他说：“这样充满

和平的景象，在世界各地是见不到的。”同时，这里仍

遗留着一妻多夫制。芥川这样描绘这种婚姻关系：

“我和另外三个男子共同拥有一个妻子，一点也不感

到不方便。其它三个人也一样。妻子也平等地爱着

四个丈夫。”一个一妻多夫制的家庭能平静地维持，

而且每个成员能和睦相处，人与人之间不需要相互

提防，坦诚相待，可见民风之淳朴。他们的妻子达阿

瓦在这种合乎拉萨伦理道德习惯的一妻多夫制下，

被当成是“女菩萨”、“莲花夫人”，理所当然比同时被

三个男人占有的日本艺妓要圣洁得多。另外，与现实

社会处处充满虚伪欺诈相对，拉萨是绝不允许这种

情况发生的。有一次，达阿瓦和商人（另一个丈夫）的

助手合起伙来欺骗“我们”，结果商人的助手被削掉

了鼻子，达阿瓦则幸免于难。这种惩戒与宽容相结合

的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商人的助手感动得连声

说“谢谢”，达阿瓦则从此更爱“我们”。这种用近乎原

始的方式处理社会矛盾，也可以算是拉萨的一大特

色。文章最后是“我”在达阿瓦的带领下正在外面悠

然自得地散步。而此时的拉萨，家家的院子里都盛开

着美丽的桃花。

我们看到，芥川描绘的拉萨是一个没有战争、没

有暴力、没有动荡、和平宁静的社会。这里没有剥削、

没有压迫、没有仇恨，甚至也没有国家机器。人与人

之间完全靠道德的力量协调和维持。尽管如此，整个

社会秩序却井井有条，人们和睦相处、安居乐业。这

实在是一种美好的生活。芥川这样描写，显然是把拉

萨当成了“憧憬之国、理想之乡、世外桃源”")。

三 中国题材作品群的思想内涵

在上述一系列作品中，芥川为我们塑造了一大

批善良朴实、敢爱敢恨的普通中国人形象，对古代中

国文人生活表示了羡慕和向往之情，甚至把拉萨当

成他的理想社会加以描写。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

古典文化的崇敬和热爱。但是，这并不表明芥川对中

国，特别对现代中国怀有好感。他只不过是借这些中

国题材作品表达他的思想而已。事实上，他对中国抱

有很深的偏见。这点在上述作品中也不难发现，尤其

是在以近现代中国为背景的几个作品中特别突出。

如《奇怪的再会》中对阿莲的中国情人“金”吸食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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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节描写，《第四个丈夫》中对拉萨原始、封闭、落

后的描写，《将军》中对两个麻木不仁的中国男子的

描写，《湖南之扇》中对玉兰尝情人的人血饼干的描

写，《掉头故事》中对无赖何小二的描写等等。这些形

象的描写和情节的设置，歪曲了近现代中国和中国

人的形象。更为重要的是，他采用了嘲笑和鄙视的语

气，充分反映出芥川对近现代中国的蔑视。

问题在于，这样一种心理，不只是芥川一个人具

有，也不只是一时才有。它是日本社会特定历史时期

国民普遍具有的一种心理，是经过长期发展逐渐形

成的。它的形成有深刻的时代和文化背景。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时代的古典文化（包括文

学），曾经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优势文化。这种文化几

乎渗透到日本社会的每个领域，给日本文化以深刻

影响。因此，深受中国古典文化恩惠的日本人对这种

文化怀有一种崇敬乃至自豪的心理。及至芥川时代，

这种心理仍然存在，汉学依然被视作文人学子必备

的修养之一而牢固地存在于近代日本文学家们的教

养根基之中，或多或少具有汉文学素养是他们的共

同特征。芥川自己就曾说：“（读汉诗文）我想是有益

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使用着汉字，即使汉字变成

了罗马字，但从遥远的古代积累下来的中国语流的

表现方式也仍将留在日语当中。因此，我认为读汉诗

文对鉴赏过去的日本文学有益，对创造今天的日本

文学仍然有益。”!" 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明治维

新以后，日本通过学习西方，变革社会，使自己逐步

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强国之路。而此时的中国还紧锁

古老大门，闭眼做着老大帝国的梦。日清战争（#$%&
年）和日俄战争（#%"&’#%"(年）的大获全胜，使日本

倍感自己的强大和中国的软弱与落后。于是，一种民

族优越感油然而生。随之对现代中国一切方面的轻

蔑、歧视乃至敌视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国民心理，中

国变得遥远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芥川

们不可能不深受影响。因为，“日本近代作家的中国

文化教养主要来自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文化。他们的

中国文化观多是理念的，是从书本中得来的。他们在

日本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并没有继续跟踪中国文化。

于是对中国现实的认识有着一种断裂的态势。因此，

当他们一旦接触中国现实，对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

面，特别是在文化方面都会与过去头脑中的中国文

化沉积所形成的中国文化观形成一种分离，这种失

落感，自然会使他们产生片面的认识。这种现象不仅

发生在芥川龙之介身上，在其它日本近代作家身上，

亦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也就是说，对中国的这种

态度是成长在明治时期、活跃于大正文坛的整整一

代人的心理。只不过，由于芥川所处的特殊的家庭环

境以及他独特的经历，使他表现得更为集中、更为突

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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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扩张。大搞重复建设和政绩工程，这种增长模式不

仅代价很高，效益很差，得不偿失，而且造成投资和

消费的对立，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改变这种状

况，不仅要确立一种新的发展观，而且必须改变这种

不合理状况借以产生的经济基础。走出一条低能低

耗高产出高效益的集约型经济发展途径。

三、深化改革，做好政府职能定位的调整。按照

《决定》的要求，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定位三个方面：首

先，要承担起实现，充分就业，调节收入分配、发展教

育，保护弱势群体和健全社会保障的责任；其次，要

为建立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体系提供

法律依据，并严格执法，实现保护产权、经济自由、等

价交换的公平竞争。第三是根据经济运行的态势，制

定和实施必要的，符合客观规律的宏观经济政策，实

现经济适度增长，充分就业，货币稳定，国际收支平

衡的目标。

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职能，和原有计划经

济体制中的职能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种职能主要

是，弥补市场的缺陷，纠正和消除市场竞争带来的消

极后果。解决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解决不了和解决

不好的问题。政府除了管理必要的国有经济和提供

公共产品以外，主要是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

的发展环境。同一件事情，是由企业办、民间组织办、

还是由政府办，完全是由投入产出规律和经济社会

效益最大化规律决定的。政府一定不要越组代庖。不

要“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政府的职能地位

是同国有经济的定位相联系的。如果国家垄断不了

应当垄断的大量资源和经济活动，事无巨细的审批

就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国家力图通过投资和经营直

接以利润的形式取得财政收入，政府本身就会成为

一个特殊的市场主体，就会成为排斥市场机制的力

量，就会忽视其他本来应当由政府来做的事情，甚至

推卸社会责任。鉴于目前，政府职能定位不够合理的

状况，必须重新定位，落实以人为本，才能推进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

努力。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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