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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特征在日本文学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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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文学，经过漫长时间的演变日趋成熟，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魅力。在众多优秀的日本文学作品中，
对“美学”的体现都很有特色。本文重点围绕“日本文学中的美学特征：长安意象”“日本文学中的美学
特征：物哀美学”“日本文学中的美学特征：死亡美学”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希望进一步分享和交流日
本优秀文学作品，并从日本文学的美学特征中汲取养分，为世界文学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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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栩栩如生地展现九街十二衢的树荫，作者用到了这

样的语言：“世界变成新叶绿叶、这恼人的香气……” [3]

读者在阅读这样的文字时，不自然地就会展开联想，置

身于一种朦胧美的氛围中，与作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1.3 细腻的生活场景之美
在很多优秀的日本文学作品中，作家们都会非常注

重刻画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生活细节本身，就是一种

特殊的美，一种“生活气息之美”。比如，在作品《天平

之甍》中，作者描述了唐代鉴真法师渡日传法的事迹 [4]，

并详细刻画了日本留唐僧的种种生活场景。对于生活场

景的描述，往往需要一个载体，一个支撑。在作品《天

平之甍》中，“长安”就是这个载体，一切的生活之美都

发生在长安、孕育在长安。

2  日本文学中的美学特征：物哀美学

在日本文学作品中，有一个很重要，也很有代表性

的美学特征，就是“物哀”。如何理解这种物哀美学？对

于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有些学者认为，所谓的物哀美

学，更倾向于“哀”。而有些学者则认为，物哀是一种有

变化的情感，是物随心动的情感。这种情感往往是自然

而然地发生，流淌在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让人与

物、人与人达成情感上的共鸣。在日本文学作品中，物

哀美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家们不是为了追求“哀”，刻意

去“哀”，不得不“哀”，而是因为本身“哀”，所以才会

感到“哀”。

对于物哀美学的理解，还可以通过“触景生情”的

角度去诠释。如何理解这种触景生情？举例来说，在紫

式部的著名作品《源氏物语》中，作者通过触景生情，

很好地体现了物哀美学。根据现有的资料统计，在作品

《源氏物语》中，总共出现了一千多次“哀”。这其中，

“物哀”总共有十几次 [5]。在《万叶集》的“物哀”美学

基础上，紫式部不仅传承了物哀美学经典，还进行了有

意义的创新和升级，让整部作品增加了更多“奢华美”

和“朦胧美”。在这样的作品意境中，紫式部将华丽且哀

伤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并对当时的社会实况进行细腻

刻画、尖锐批评，将情感的每一次迸发都与社会实情紧

密关联在一起。通过这样的创作手法，紫式部实现了客

体“物”与主体“哀”之间的完美协调统一，将物哀美

回顾日本文学发展史，经历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阶

段，从平安时期的《源氏物语》，到明治时期的《破戒》，

再到现代时期的《挪威的森林》等等这些经典的文学作

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日本文学之所以经久不息、璀

璨夺目，离不开文学作品本身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可

以体现在很多方面，从“美学”的角度来分析，日本文

学作品中的生命力，离不开其富有魅力的“美学特征”。

探究日本文学中的美学特征，就是为了更好地走进日本

文学，感受日本文学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并为现代

文学、世界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启发和参考。

1  日本文学中的美学特征：长安意象

探究日本文学作品中的美学特征，很多相关学者都

会提到“长安意象”。在日本文学作品中，长安意象指

的是和唐朝都城长安相关的所有意象的统称 [1]。关于长

安意象的定义，可以从多个维度去理解：第一，长安意

象并不仅仅指“长安城”这一具体事物，还包含很多抽

象内容，比如，“长安城的热闹场景”“长安城的繁华气

息”“长安城的民风民俗”等；第二，在日本文学中，长

安意象往往被赋予很浓厚的感情色彩，作家们通过对长

安意象的描绘，往往会抒发内心的一种真情实感，用来

丰富作品，升华作品。从美学的角度来分析，长安意象

的美学特征主要可以体现在这些方面。

1.1 对美的渴望和追求
在日本文学作品中，为了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

望和追求，很多作家都会通过“长安意象”，来抒发这种

积极、向上的情感。比如，在作品《天平之甍》中，作

者描述到：“只要不翻船，总到得了唐土。那时，就可以

见见久闻大名的长安城和洛旧城……”[2]在这段文字描

述中，“长安城”和“洛阳城”既是实实在在的都城，是

没有情感的实物，也是人们心中向往的美好生活，是一

种有情感的内心信念。

1.2 身临其境的朦胧美
什么是身临其境的朦胧美？朦胧美可以理解为一种

氛围，一种画面。在众多优秀的日本文学作品中，读者

之所以可以沉浸其中，过目不忘，就是因为被美好的氛

围和画面所吸引。这种朦胧美的创作，在日本文学中很

常见，也很有特色。举例来说，在作品《长安之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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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展现得淋漓尽致。

再比如说，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也非常擅长表现

物哀美学。在作品《伊豆的舞女》中，川端康成主要描

述的是一个中学生与舞女的爱情故事。作者用细腻的语

言，质朴地刻画两人之间的爱慕之情。虽然作者没有用

极其华丽的语言、波折的情节来展现他们情感的浓烈，

却可以在文字中恰到好处地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忧伤，以

及一种天真、纯粹的情感之美。读者在阅读这个作品时，

正是因为“哀”的恰到好处，“哀”的简单纯粹，而产生

了深深的共鸣。透过川端康成先生的创作手法可以看出，

在日本文学作品中，作家们更擅长在细节中突显“哀”，

在心理活动描写中抒发“哀”。比如说，在作品《伊豆的

舞女》中，作者描述到：“荣吉频频挥动帽子，舞女不停

挥动手中白色的东西，船儿逐渐远去……” [6]这些都是很

小的细节，作者透过这些细节的描写，无须多说什么语

言，也能让读者清晰地知道两人已分开。这样小细节的

描写非常生动，可以很好地展现中学生与舞女之间的爱

慕之情、哀思之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3  日本文学中的美学特征：死亡美学

在日本文学作品中，很多作家都热衷，也善于创作

“死亡美学”的作品。许多日本作家都对死亡有特殊的理

解和极其深刻的崇拜。日本作家对死亡美学的追求，与

日本的“无常观念”有一定联系。在无常观念中，一切

事物最终都会逝去，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也是一个美好的

过程。而且，在无常观念中，越是美好的事物，越容易逝

去。比如说，在日本很多人都会认为樱花很美，这不仅是

因为樱花的外形美，还因为樱花的花期比较短，很容易随

风飘落，日本人认为这种逝去也非常具有美感。再比如

说，在日本，武士会受到很多人敬重、崇拜，原因就是

武士都非常勇敢，可以用“死”来维护自己珍视的事物。

受到无常观念的影响，“死亡美学”在日本文学作品

中非常普遍。这其中，村上春树先生可以说是死亡美学

的优秀创作者之一。比如说，在作品《挪威的森林》中，

村上春树经常会描写到“井”，通过“井”这个具体的意

象，来表达抽象的死亡美学。具体来说，在作品《挪威

的森林》中，关于“井”的描述很多：“那井确实——确

确实实很深哟”“直子一边移动步履，一边向我讲述水井

的故事”“井缘的石头经过风吹雨打，变成一种奇特的白

浊色”[7]……在村上春树先生的笔下，“井”代表着死亡，

也代表着遗忘、孤独等复杂的情感。由“井”传达出来

的死亡美学，为作品带来了深刻的主题和丰富的情感。

再比如说，在作品《奇鸟形状录》中，村上春树也描绘

了“井”的意象，通过“井”诠释生与死。在这部作品

中，“井”成了跨越生、死的一个重要场所。

除了采用“井”这个意象，村上春树先生也非常喜

欢通过“森林”来表现死亡美学。这与村上春树个人的

审美、风格有关，也与日本的基本国情有关。在日本，

山非常多，森林也非常茂密。在茂密的森林中，人可以

感受到万物生长、欣欣向荣，也可以感受到生命渺小、

孤单落寞。人可以在森林中看到希望，也可以在森林中

消失、绝望，甚至默默死亡。这些因素都会带给村上春

树在文学创作上的灵感。而且，正是因为森林也代表着

很强的生命力，所以人即使在森林里消失、死亡，也会

有一种“重生”的期望，这也是村上春树先生想要传达

的一种解脱思想、新生思想。除了“井”“森林”等具体

意象外，村上春树也会经常采用一些抽象场景，来表现

死亡美学。比如说，在作品《1973年的弹子球》中，作
者描写到：“那个弥漫着死鸡气味的冰冷仓库中，有一种

绝对的死亡气息……象的墓园、森林深处等面貌呈现出

来的彼岸的世界……” [8]在这段描述中，村上春树采用的

是“彼岸的世界”这个意象。“彼岸的世界”并不是真实

存在的，不是一个客观事物，而是作者构思出来的一个

抽象意象。但这个抽象意象，也很好地营造了作品氛围，

让读者感受到死亡美学的特色。

4  结语

对于日本文学中的美学特征赏析，既是认识日本文

学的方法，也是探索世界文学的路径。作为新时期的文

学创作者，需要有开放、包容的视角，广泛吸收世界各

地的优秀文学作品，从中汲取养分和学习经验，也要在

此基础上，敢于打破常规、重塑经典，不断实现自我超

越，创作出具有独特认知、独特审美的优质文学作品。

作者简介：刘壹（1985.3—），女，辽宁东港人，讲
师，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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