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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学中的生死观
刘 壹

（辽东学院 辽宁丹东 118001）

【摘 要】 文学作品是作家根据自我的心灵世界、应用独特的语言艺术所流露出来的情感，能够体现作家自我的心
理境界以及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许多日本文学作品中无不透露着他们对死亡的艺术审美，字里行间体
现出日本民族的忧患意识、无常观以及生死观。透过日本文学作品特点以及作家的心理特征，反映出日
本人对生与死的另一种诠释态度、对自杀行为宽容甚至向往的另类心理，这是日本民族对待生与死的独
特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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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死亦为生的开始，人一生本来就是从生到死的一个

轮回过程。这种生生死死的“来世”思想，让日本人相

信人死了灵魂还在，生死合为一体，死后人的灵魂会重

回故土。也因此从古至今，多数日本人面对生死都会坦

然自若，看淡生死成为很多日本人的人生信条，悄然而

去的死亡更是其追求美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正如日本

歌手秋川雅始所唱的那首《化作千风》，“请不要在我的

坟墓前哭泣，我不在那儿，我没有长眠，我是稻谷上的

阳光，我是秋天的细雨，我化作千风……”日本文学作

品中所传达出来的死亡审美，极力诠释着关于生、死的

奇妙关系，象征着一种永不磨灭的精神寄托，同时暗藏

着某种深沉凄婉、好战且追求寂静的民族个性。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句话出自

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后由我国现代作家郑振铎

先生所译而来。在生死观上，有的学者理解为“死亡是

生命的最高虚无境界，在虚无之中人的精神才是至高无

上的存在，因此死亡更能代表一种精神之美以及灵魂的

升华。”死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更像是一种樱花犹落的瞬间

美感，是留住美好的一种重要表现。人的生死过程就要

像这美好的樱花那样速开速落，稍纵即逝的美才最令人

向往，诚然生命的价值固然可贵，然而这样的死亡也不

失为一种美丽。

众所周知，日本现代的著名作家渡边淳一，生平创

作过很多文学作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有《失乐园》

《樱花树下》《无影灯》《爱的流放地》等，他曾在自己的

文学作品中这样论述过生死问题：“人都要死，只有知道

死的日子和不知道死的日子的差别而已”“开得太盛的樱

花反而会让人疲惫”[2]。由此可见，渡边淳一把生死这

个话题看得多么平淡，在他认为可能人生来或许会一辈

子平平淡淡、劳劳碌碌；但如果在年轻时突然的死去，

能给旁人留下足够深刻的印象，这也是一种积极的强烈

表现自我的方式。这样理解，在渡边淳一的内心之中，

死亦是人所追求美的永恒瞬间的寂静之法而已。

2  日本文学中生死观的形成因素

2.1 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生死终归一，死后皆为佛。日本文学中体现出的生

死观，与日本佛教净土宗的影响密切相关。净土宗是佛

“婆娑红尘苦，樱花自绽放”是日本江户时期著名俳

句诗人小林一茶的诗句，文字透露出作者看透世间红尘

生死、六道轮回，认为人生所求之事均事与愿违，倒不

如那樱花绚烂绽放、放任飘零自在。在日本文学作品中，

许多此类描绘樱花之美的文字，寄托着作者对樱花一生

的向往，认为樱花绽放时的绚丽灿烂、凋零时的转瞬即

逝，才是人从生到死最好的诠释。因此，日本人欣赏樱

花，所见则是含苞待放、飘零散落的一种物哀之美。日

本文学作品孜孜不倦描绘着这种特别的生死伦理观，比

如《雪国》《人间失格》《假面的告白》《蝶的去路》等，

数不胜数，成就了日本文学中的魅力色彩和民族气质。

所谓生死观，是人们对生与死的一种看法和态度，

不同人生观的人对生与死的认知价值不同，也就因此形

成了各有不同的生死观。可以说，生死观是从古至今令

无数文人、学者冥思苦想的一个深度哲学问题。人生在

世就要面临走向死亡，生时追求生存和发展，死时面临

恐惧和无奈，人的生命一旦存在就形成了这个矛盾的问

题，正因为这种极度现实的矛盾，迫使人们总在不断追

求探索各种解决之道，从而在心灵上摆脱生死难题的困

扰。村上春树曾在《挪威的森林》中这样阐述生死：“死

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远存在着”可

见，日本文学中体现出了他们对生死的另一种坦然看法，

对生与死的升华。在生死观的研究中，我们常想的问题

是“生存本身是什么？”“死亡本身又是什么？”“人死

之后会变成什么，去向哪里？”“人死之后的世界怎样捕

捉得到？”等，通过研究生死观中存在的这些疑问，我

们可以窥视到一个群体或者民族的生死价值观。

1  日本文学中所体现的生死观内容

“愿如释尊，物化阳春。望月在天，花下殒身。”这

首和歌出自日本西行法师的《山家集》，其大意为“好期

盼能够在春季樱花绚烂之时死去，就如同释迦摩尼死于

二月十五那样……”而最终，他去世之后如愿被安葬于

樱花浪漫之处 [1]。西行法师的此种生死格局和死后归宿

也同时让人不禁感叹，其面对死亡的坦然以及从个人生

死观中所传达而出的终极之美。从这首和歌中可见，在

日本古代人们对美的理解就赋予有死亡的意识，存在一

种无常的观念。他们认为死是生的“回归”，生为死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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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八宗之一，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目的的一个宗派，

佛教净土宗提倡早日远离人世尘埃里、污浊世界中，去

追寻完美的极乐净土 [3]。受此影响，日本人所认知的死

亡变得并不可怕，而更像是一种重生，所以才会有“万

物归一、生死轮回”的强烈死亡审美意识。佛教的这种

无常观、虚无主义思想让日本人对生命存在“向死而

生”的考量，以死求取生时苦于获得的“美”的境界。

在日本文学作品、歌集中，呈现出大量关于虚幻无常、

稍纵即逝的表现人物、事物和内容。在小说《挪威的森

林》中，文中三个主要人物相继自杀而亡，首先是没有

任何动机莫名自杀的木月，接着是姐姐绿子，最后无法

承受姐姐和木月死的直子也选择了自杀，全文充斥着一

种阴郁灰暗、死亡气息的氛围。由于小说中表现出极为

强烈的日本民族生死意识，因此《挪威的森林》被改编

为电影之后受到了日本人的普遍喜爱。这部小说完美诠

释了日本人的无常观、生死观，对死亡的描述不仅存在

了日本传统文化的缩影，同时体现出作家村上春树对生

死的深度思考。小说中人物的死亡充满着强烈的隐喻性

和象征性，也被赋予了一种日本传统死亡美学中的静谧 
之感。

2.2 受物哀思想的影响
物哀思想是死亡的指路牌，在日本文学中总会不自

然的流露一种崇尚悲情的美。从日本的影视剧中，我

们不难发现日本人向来更为喜悲，几乎没有多少皆大欢

喜的结尾。日本平安时代女作家紫式部创作的长篇小说

《源氏物语》，全文以死亡、没落的悲剧之美为基调，文

字叙述平淡，却将每一段凄美的故事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挽留死亡却精细刻画死亡之美，充分体现出日本大和

民族物哀的理念。还有与《源氏物语》并列为日本古典

文学双璧的《平家物语》，以及古代随笔《方丈记》《徒

然草》中无不充溢着人生无常、飘然出世的观念。这些

古代文学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无常观、厌世观，

对后世的日本作家以及人们都有着一定深远的影响。受

古代文学思想的浸染，近代日本文学中不乏作家、学者

对死亡产生亲近及向往，更善于、喜于描写死亡，甚至

于到迷恋的程度，于是才会后继产生多位作家以自杀实

践来诠释死亡美学的举措，进一步震撼并影响着更多的

日本读者。近代日本文学史上，从日本浪漫主义诗人北

村透谷，到后面相继朝着这个命运走去的作家们包括太

宰治、三岛由纪夫、顺端康成、小林美代子等太多太多，

无不用自我生命的终结诠释着对大和民族生死观的领悟。

2.3 受忧患意识的影响
日本是一个岛国，由数千个岛屿组成，其海岸线

长、季节多变。由于日本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日本台

风、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较为频繁，日本人世代身处

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岛国上，面对突然的自然灾害可能

所有的一切就瞬间化为乌有，当然也包括最为可贵的生

命。正是日本地域以及自然环境的这种特殊性，也让日

本人更坦然的看待生死，内心产生更多的潜在忧患意识，

认为生死无常、福祸未知，其生活生存的乐趣荡然无存，

或许这正是日本人悲观思想的主要根源，从而形成了日

本文化、文学作品中的无常观。日本民族的这种忧患意

识根深蒂固，以至于其体现在了日本小学的课本中。在

日本，小学文化教育中会告知学生，国家生存面临着诸

多困境、国家的处境如何危险、国家有可能受到侵袭击

垮等等。尽管日本历史中并未有外来者入侵国土，然而

日本的政客们总会有高度的警觉意识，并时刻教育着自

己的子民和下一辈，可以说日本忧患意识的加深也同时

促使日本国民的荣辱感更强。在日本这样一个资源相对

匮乏的岛国，日本人心中由无常而生的忧患意识，造就

了他们勤劳勇敢、不肯认输的精神。尽管不可否认，日

本人的这一民族性格对其社会的进步发展起到了积极作

用，但是这也同时让日本文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日本

人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强大的集体主义感、忠诚感，使

得日本社会呈现出一种普遍的不尊重自我价值的现象，

以“死”来表明自我对集体的忠心，在他们看来更是荣

誉的象征。在日本人的生死观中认为，死亡才是个人道

德的进一步完善，自杀是勇于承担责任的表现，是体现

自我高尚人格的升华。基于日本民族这种独特的生死观，

他们也对自杀行为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感，从不追求死者

的任何过失和责任。就有关数据表明，日本的自杀率一

直以来位于世界前列，近十年来才出现良好改观，2019
年日本自杀人数 20169人，创下 1975年以来历史新低。
在这些自杀的人群中，很多成年人源自于健康、家庭、

经济以及工作的问题，其中未成年人自杀则与学校、学

习存在很大关系。

3  结语

总之，日本文学中生死观的产生并非是一种单纯现

象，所形成的成因极其复杂，如宗教的信仰、国民的忧

患意识、物哀思想的渗透等，这些都对日本文学产生巨

大的影响。因此，日本文学中表现出大和民族特有的一

种生死观，呈现出对生的极端追求以及对死的坦然自若，

看轻生死、不惧生死甚至于迷恋死亡之美，也成就了日

本文学中的死亡美学，值得我们更深入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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