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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宰治和《人间失格》

太宰治（1909 － 1948），本名津岛修治，出生于青森县，

是在二战后的废墟上诞生的日本无赖派作家之一。他的一生共经

历了五次自杀，最终情死。《人间失格》是太宰文学中最杰出

的作品，取材于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了一个性情乖僻的青

年知识分子，饱尝世态炎凉，绝望之余沉缅于酒色，最后走向

自我毁灭，从一定角度揭示了日本社会存在的问题，被称为

“昭和时代不变的金字塔”。《人间失格》是由以“我”的

视角下写的序言和后记，以及主人公大庭叶藏的三封手记构成

的。序言以“我”看到叶藏的三张照片开场。三封手记分别

对应了这三张照片，介绍了叶藏幼年、青年和壮年时代的经

历，描述了胆小懦弱的他，惧怕世间的情感，不了解人类复杂

的思想，因而通过故意逗乐别人，隐藏真实自我的方式生活

着。后来发现饮酒作乐似乎能够逃避现实，便整日沉浸在花街柳

巷，通过酒精、药物和女人麻痹自己，最终一步步走向丧失为人

资格的道路。

2　小说的双重结构

小说成功的奥秘不仅在于主题内容的深奥，通过独特的结构

展现出来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人间失格》中很明显采用了双重

结构。第一层是大庭叶藏写的三封手记，第二层是以“我”的视

角写的序言和后记。其中，第一层是小说的核心内容，对主体的

理解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对于这一部分，笔者试引入格雷

马斯的符号学理论分析小说的叙事结构。

2.1第一层结构

格雷马斯符号学被广泛运用到各种文本的叙事分析中。通过

符号矩阵，提取出文本中的关键义素，并找出各种义素之间的关

系，便于读者从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发现本质，从而揭示作品的深

层结构。在格雷马斯符号学中，将某一要素设为S1，与S1相对立

的要素为S2，与S1不对立但相矛盾的是反S1，与S2不对立但相

矛盾的是反S2。（如图1）

图1    格雷马斯的符号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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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格雷马斯符号学理论以及小说中的各个义素的特征与关

系，可以得出，S1 指主人公叶藏，S2 则是指与叶藏对立的“他

人”（从广义上来说是指除了叶藏以外的所有人，从狭义上说

是指除了叶藏交往过的女性之外的人，即叶藏的父亲、佣人、

堀木、竹一、比目鱼等人）。反 S 1 则指的是与叶藏交往过的

女性。对于叶藏来说，她们虽是属于“他人”行列，但并没

有直接给与叶藏伤害，因此与叶藏是非对立但矛盾的关系。反

S2应是与S2相矛盾的一方，虽然没有被明确地指出，但通过分

析我们便可得出相应的结论。S2 如前所述，代表的是旧社会的

家长制、伦理缺失以及人类的伪善，因此，可以推测出反S2 指

的是新伦理、人性的真实、自由。这也反映出了小说的主题。

作者通过大庭叶藏的经历，想向读者传达的是一种反对旧的封建

伦理、追求人性的自由和真实的精神。

2.2第二层结构

第二层结构是由序言、即“我”看到叶藏的照片之后的感想，

和后记“我”和酒吧老板娘的对话构成。当我看到大庭叶藏的三

张照片后，感觉到十分不可思议。在听说了叶藏的经历后也完全

不能理解，认为叶藏是个“疯子”。但是老板娘却说，叶藏是个“个

性率真、幽默风趣、像神一样的好孩子”。这一层将读者从叶藏阴

沉颓废的经历中拉出来，通过“我”与老板娘的对话，给了叶藏

一个客观的评价。

双重结构打破了单一的视角以及空间的限制，制造双重视角，

提高了小说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同时通过将读者从现实带到叶藏

的内心独白，继而从内心独白再次拉回现实的方式，也能引起读

者的思考。在叶藏眼中，他失去了为人的资格，但是在老板娘眼

中，他却是一个“像神一样的好孩子”。自古以来，神与人就是相

对应的关系。老板娘把叶藏比喻成“神一样的好孩子”，说明叶藏

和普通人不一样。神拥有看清一切的能力。叶藏作为神一样的孩

子，看清了人类的罪和现实的恶。老板娘的评价是这部小说中唯

一充满希望的地方。作者通过老板娘的话传达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作者的意图并不在于叶藏的失格，而是通过叶藏从幼年到青年壮

年一步步堕落的事实，隐喻背后的原因，用叶藏的颓废来突出现

实的丑恶和人类的伪善，反抗现实。

3　小说的语言表现技巧

3.1重复表现

通过语言的重复使用，能够达到强调的效果。《人间失格》中，

语言的重复表现在多处体现。在序言中，当“我”看到叶藏的三

张照片后，反复三次使用“迄今为止，我从未见过如此诡异

的……”句式，充分地表达了“我”在看到大庭叶藏三张照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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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可思议的情感。同时从侧面透露出主人公叶藏被社会摧残的

程度之深。除此之外，在叶藏的三封手记中，对一些符合主题

的特定词语的重复也显而易见。调查数据如下表所示：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作者重复使用了大量的负面词语。笔

者将以上数据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自己和他人，第二类为对

他人的态度，第三类为对自己的定位。

（1 ）自己和他人

在三封手记中，叶藏将自己和他人清楚地区分开来。“人

間”一次出现了81 次。这体现了挣扎在时代边缘的叶藏与生活

在世间上的他人的对立与矛盾。在日语中“人間”指的是社会

层面的人，人是包含了人品人格在内的多种特性的具有立体感的

正面词汇。但是在该小说中，那些自称为人的人却是伪善、利

己、丑陋的人物形象。叶藏惧怕这个世间的人，却又不得不与

他们相处，因此，把取乐他人作为自己生存的唯一手段。但

是，这种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自己与他人的矛盾，反而屡受

打击，终日沉溺于酒、药、女人，渐渐走向毁灭，失去了为

人的资格。作者通过描写叶藏的“失去做人的资格”，实际上

是突出了世间人真正的失格。通过对“人間”一词 8 1 次的重

复，表达了对人的伪善、丑恶的反抗。

（2 ）对他人的态度

通过数据与文本的对照可以看出，叶藏对他人首先是捉摸不

透，完全不能理解的态度。如「自分には、人間の生活とい

うものが、見当つかないのです」。其次，对人的恐惧、不

安、不信任的情感在小说中也随处可见。数据显示，相关词语

出现了上百次。如「しかし、いつも自分に不安と恐怖を与え

ました」。叶藏完全理解不了人类复杂的思想，不了解人的生

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因此始终处于惶惶不安的状态。为了正常

的活下去，只能拼命扮丑取乐他人，如表所示，“道化”、

“笑わせる”相关的词汇也出现了上百次。这些数据充分表明

了叶藏对世间其他人的态度。

（3 ）对自己的定位

叶藏对自己的定位是“耻”和“罪”。在《人间失格》

中，叶藏的精神轨迹是从“我的一生是在充满耻辱中度过的”

到“失去做人的资格”的过程。另外，叶藏的罪意识可以从

四个方面体现出来，即参加非法活动后逃跑、以煽动他人自杀

罪被逮捕、沉溺于酒和药、妻子被诱导出轨后对信任产生怀

疑，认为“信任就是罪”。大庭叶藏觉得自己的一生是伴随着

耻辱和罪恶度过的，自己已经失去了做人的资格。

本节通过语言的多次重复，强调了自己和“他人”的区

别，通过自己的堕落和颓废，自己的耻辱和罪恶，揭发了

“人”的丑恶以及这个世间带给人类的伤害与苦痛，作者以这

种方式在向世间进行最后的反抗，全篇具有讽刺意味。

3.2比喻表现

人間
見当つか
ない

恐怖/恐れ
/恐ろしい

不安
欺く/欺

き
わから
ない

道化
笑わせ
る/笑う

不信 恥 罪 总计

第一の手記 38 3 13 4 6 7 11 17 5 3 4 111

第二の手記 19 1 30 7 3 2 27 26  / 4 4 123

第三の手記 24 2 28 8  / 2 6 14 3 8 42 137

总计 81 6 71 19 9 11 44 57 8 15 50 371

在《人间失格》

中，比喻表现也多次

被使用。叶藏将吃饭

比喻成向神灵祈祷，

将“人”比喻成比狮

子、鳄鱼、龙还可怕

的动物，将信赖心比

喻成罪恶的源泉。这些比喻表现，展现了叶藏的胆小懦弱之

外，同时强调了“人”的丑恶，叶藏无论如何也融入不了

“人”的行列。太宰治拼命地把叶藏描绘成一个疯子，并通过

语言的重复和比喻表现等语言技巧，强调了叶藏和“人”的不

同。通过叶藏的软弱和颓废、失去作为人的资格，来讽刺和揭

露“人”的内在的罪恶。失去做人资格的不是叶藏，而是自

称为“人”的世间人。

4　结论

《人间失格》不仅仅是太宰治对私生活的自我告白。在他

给井伏鳟二的信中表达了战后的绝望，并表明这是他写《人间

失格》的动机。从无赖派宣言来看，这种绝望并非针对生活，

而是针对战后混乱的社会秩序、旧道德、人类的伪善。通过本

文的分析可知，作者试图通过主人公的颓废来反抗这个混乱的社

会秩序和人类的伪善。作者多次运用语言重复的技巧和比喻表

现，清楚地描写了叶藏脆弱颓废的一生，由此隐喻其背后的原

因，暴露了“人”内心的丑恶。同时，采用双重结构，打

破单一视角及空间的限制，形成双重视角，提高了小说的真实

性和客观性。颓废是无赖派独特的创作手法，同时也是无赖派

反叛的方式。太宰治对死的执着其实是对生的希冀，混乱的私

生活其实是对世俗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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