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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

1.1 研究背景

川端康成（1899-1972）是一个极具日式特点的知名

小说家，在日语文界上占有着很重要的战略地位。他的

文学作品一向以文笔细致、简约著称。《伊豆舞女》是川

端康成于一九二六年创作的一个短篇故事，是川端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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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最优秀的杰作。本篇论文以《伊豆的舞女》为中心，

根据对日本国的历史文化优良传统的追思，来深刻剖析

《伊豆的舞女》生命美学。

1.2 研究意义

《伊豆的舞女》是由川端康成先生根据自己亲身经

验，所编写的一部以恋爱为题材的中篇作品。爱情故事

中的男主人翁，和一个艺术家在特定的环境要求下不期

而遇，并与其中一个叫作薰子的舞女们产生了爱恋之情。

整篇作品以二人的邂逅、认识、相知、相惜，到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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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愫互生为主线，整个作品运用了精巧细腻的写作手

法，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凄美的恋爱童话故事。而这本作

品为什么能受到众多阅读的喜爱，除了和川端先生独特

的写作风范相关以外，还有就是作品中蕴含的生命美感。

本文对其生命美学的分析，旨在为对该方面的研究提供

一些参考。

2　文献综述

2.1 研究文学领域的重要成果

2.1.1 国外研究现状

川端康成，作为一位对日本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的

文学家，在日本也受到了世界关注。建成了“川端康成

文学研究学会”，川端康成文学的研究在日本受到密切地

关注。对于《伊豆的舞女》的深入研究，主要着力于川

端康成的自幼成长经过、同性恋经过、旅行（舞女）的

经过、失恋经过等文学开始的生存论、意象论。而且还

有对短篇小说中心思路、主题的掌握和创作手法的深入

研究。

2.1.2 国内研究现状

窦焯基（2018）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作品采用

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和形式，由主角“我”亲身讲述

了自身在伊豆之旅的路上，认识了一个巡回艺人以及和

他们度过了短短数日的难忘历程。陈永岐（2019）从美

学标准与历史标准方面来看，《伊豆的舞女》是一个富有

思想意味和美学价值的艺术作品。它的价值表现在形式

美和人物的形象美，它的意义表现在当时批判社会对于

艺人们的歧视，体现作家平等的思想。王俊杰（2019）

通过所有文字资源的解释，作者发现自己关于《伊豆的

舞女》言语特性的研究还较少，该文在深入剖析其言语

特性的基石上，探寻形成《伊豆的舞蹈女郎》言语特性

的成因，以及重要影响。付美（2018）讲述了《伊豆的

舞女》故事中悲和美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方式，文

章主要的内容以及文章的结构。从阅读翻译以及原文的

文本到剖析它的意义，再到从叙事角度剖析，最后总结

标题，对整体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

2.2 评价《伊豆的舞女》研究现状

纵观这些研究结果，我们能够看出：《伊豆的舞女》

视作川端康成的重大作品，的确获得了大批书籍和相关

研究人，但这些研究结果主要仍偏向文献科学研究方面，

在生命美学研究方面还有待挖掘，特别是在探究《伊豆

的舞女》中生命美学的文化底蕴上更是存在一定空白。

2.3 本研究与其他研究的关系

本文研究使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对《伊豆的舞

女》中生命美学进行深入探索，综合前人研究的观点，

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基础。

3　主题部分

3.1 川端康成的人生经历和文学经历

3.1.1 人生经历

川端在一八九九年出生在日本的大坂市。在年幼期，

曾遭遇过很多的不幸。二岁的时候，祖母因得了肺结核

病逝，三岁的时侯他的母亲又感染了结核病死亡。七岁

的时候奶奶病逝，十岁的时候他的姐姐芳子因患上了热

病死亡。在十五岁的时候爷爷病逝，川端也就在这世间

上成为了孤儿。同年被领养，后来开启了宿舍生涯。在

1918 年进行了前往伊豆的旅程，并遇见了舞女们和巡游

艺人。并且在这以后的十几年中，川端康成在几乎每个

年度也都要前往伊豆的汤岛去旅游，并和巡回艺术家们

维持着信函来往。1920 年，川端康成在第一位学校毕业

后考入了东京都帝国大学的海外文学系英文科，后来又

转到了国文科。1926 年出版了多个作品。1931 年，和松

林秀子领了结婚证。1933 年《伊豆舞女》被翻拍成电影，

并且田中绢代担任女主人公角色。

3.1.2 文学经历

川端在文坛上占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于一九六八

年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是继泰戈尔以后第 2 位赢得

这项殊荣的欧洲文学家，是在全日本国以外荣获诺贝

尔文学奖的第一位人。《雪国》（1935-1947）、《古都》

（1962）和《千只鹤》（1951）就是文学史上有着重大意

义的优秀作品。川端康成是文学艺术的开创者，毕生创

造了大批的优秀文学精品。如撰写于《伊豆舞女》、《雪

国》、《千只鹤》、《浅草红团》与《古都》等。另外尚有

《感情装饰》、《禽兽》、《水晶幻想》、《山音》等，总量

甚丰。出版社印发的《川端康成文集》，共计十卷，收集

了川端康成三百万字以内的短文网络小说，从中可窥探

川端康成写作的辛勤与努力。

3.2《伊豆的舞女》中的生命美学

3.2.1 纯真与洁净

《伊豆的舞女》是川端带有自传体的文学作品，个性

形成中的“千代情结”促成“我”对舞女产生的直接好

感，是文学作品中人物“熏”最直观实际起源。在川端

的人眼中，她具有着与生俱来的原始而均衡的审美，如

璞玉般美得透亮，美得自然而然。

川端在《伊豆的舞女》中将这样单纯的美描写得洁

净而富于诗情画意，毫无丝毫矫饰。小说还有这么一段

镜头画面，一位裸体女孩忽然从昏暗的浴室里走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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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到更衣处延伸开来的区域，作出了一种要往河岸下面

跳去的姿态，她赤条条的丝毫不挂，还张开了双臂在唿

唤着那些人。她，是那舞女。

以“熏”天使般的洁净的形体这个具象，直观显示

着她洁净的魂魄，这个纯洁使“我”仿佛感觉脑子被清

水洗涤了一样。见到了“熏”的形体，“我”畅快地笑个

不停，笑容长久挂在嘴边，而在知道“熏”是个十四岁

的小孩后，“我”的心里中一片清凉。正是这样在被少女

天真、洁净的美好洗净之后脑中产生的清新的感受，最

能透出对少女性灵的无言之爱美。

3.2.2 幻灭与灭亡

《伊豆的舞女》中“熏”所独特的生活情调，让创

作更幽雅与感伤。而在《雪国》中驹子和叶子之间的生

命美则表现得更为生动，从幻灭走向死亡也更为凄美。

而皮肤像雪花一般洁白，将所有生活的愿望都寄托于岛

村之上的驹子，在她身上将日本女性的“娇羞之媚”和

“纯洁之净”展现得更为彻底。从镜子中映出通红的面

颊上，透着难以言表的圣洁美的驹子，弹完琴之后把小

拨子放到驹子上，将愿望寄托在了恋爱上，将自己深情

的陷于之中。“因为惟有女子才能真情实意地去爱自己

啊。”当驹子与岛村形成感情之后，并没有虚情假意，只

是全心全意地爱着岛村。可是爱到这里，成了徒劳。最

后她终于知道爱慕的虚妄，和岛村决裂。两情相悦的爱

恋触不能及，驹子仿佛无药可救地喜爱着岛村，而岛村

仿佛也迷恋上叶子，而叶子仿佛喜欢行男，而行男也仿

佛钟情着驹子，但驹子正是因给行男看病才成为了艺妓。

这种奇特的人类情感圈中，纯真的驹子还在努力挣着钱

给未婚夫行男治病而成为了艺妓，叶子则耐心照顾行男

却慢慢地绝望，但最后行男更是踏上了死亡之路。就在

驹子深刻地坠入与岛村的情感纠结中难于自拔之际，叶

子却又仿佛变成了一种超脱的存在。行男死后，她才开

始真正认清了世界。而叶子本身所生成的没法表达的虚

无美感和她在死去时形成的幻美，也使得生命美的流逝

过程显得更加幻美。

3.2.3 景物与人生

在川端的作品中饱含着对自然环境的描述，在自然

描述中季节感突出，在作品中也体现了强烈的时间枯荣

变化色调。这主要与他自幼和祖辈在日本乡村的生活环

境有关。在小说《拾骨》、《致父母的信》中川端讲述了

自己在爷爷病逝之后，他为躲避守灵却在山里面看风景。

“自由地欣赏树叶缝隙的天空和湖面。但我却绝不听上

天的安排、自己放弃自己甚至悲观消极绝望。”

《伊豆的舞女》里，所呈现更多内容的是大自然和人

情感的统一。半岛上景色优美，群山、密林、海洋等都

让人心醉。虽然小溪长流，绿水青山仍旧苍翠如烟，可

是一段充满浪漫诗意的爱情故事已经破灭了。但是，瞬

间就可以变成了永远，“我”从遇见“熏”开始，目光就

追求着她，心从没远离过她。“我”和舞女们这一帮巡演

艺术家的相遇时光其实是很少的，但是景色的呈现却衬

托出了整体秋天的感觉，无意中延缓了情感叙事的进展

节奏，也使得整体情感的发展时光更加漫长。川端康成

用大自然的变化，在时光上去掌握和操控着这转瞬即逝

的美丽，用整体秋季的意境来缓缓地低诉着永远的纯净

与不老的深沉。

3.3《伊豆的舞女》中生命美学的文化底蕴

3.3.1 佛教与道教文化的结合

川端从小接触佛教，并寄身于佛教来达到对心灵的

拯救。立足于自己对生命中的悲伤与孤独寂寞的体验来

构思小说，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对“佛典”虚幻境界的再

创造，将悲伤与孤独转变为虚无。《伊豆的舞女》是川端

在自己的悲哀与伤感的驱使下，通过回顾与再现失去的

爱情，得到了虚无主义的理想满足。

“我”和熏子告别后，心里伤感无边，但却感觉脑

袋里甚么都没剩下，所有回归虚无，回归平淡。川端

希望表现的“虚无”，不是真实含义上的“无”，而是在

结局的不足中，留给感情的诗意空白中溢出的虚无，通

过“虚无”来追求一种更高级的精神状况，是在悲痛中

由于灵魂的交流与慰藉而产生平静、快乐的最高理念境

地，这也正是《伊豆的舞女》更深刻的含义所在。这个

虚无的理念世界和佛教的“空”、“无”思考对应着，佛

教中说“无即是有，有即是无。”川端正是以这样深刻的

“无”思考创造了某种理想境地的无尽性，从而让人喜

悦与愉快的同时感受永生。

神道教中对天然界神明的崇拜和佛家中“万物一

如”思考是一致的，在《伊豆的舞女》中熏在好姐姐阿

君的死后，对着空旷的山野喊着：“阿君”。这就是为了

在表现川端面对生亡之际，经由对自己的召唤来感受亲

人的出现，从而减轻因至亲病逝所造成的伤痛。

3.3.2 禅意识下“艺道”的艺术展现

在《伊豆的舞女》中，描画出了一张幅宁静而略带

感伤的日常生活场景画面，对熏的现实并不是详尽叙述，

却大篇幅勾勒出她和“我”的思想感情，加之清新旖旎

的大自然景色，苦心运营这种悠闲、寂静的生命意象。

品中茶道“和敬清寂”的格调，不单单是其生命底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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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也是作家体悟茶道精髓并对其追慕的表现。茶道

关于日本人，其意义和人生价值之大无论是怎么估量也

不会过度。“假如缺少了它，日语人的生命简单无从所

想，其多愁善感、躁动不定的心性就无从安顿。”茶道对

日本人来说就是能够克服人们个性中的由于突然的冲动

情感和悲哀的多愁善感而产生的一些懦弱与缺点的良好

渠道。而川端先生自小就衰弱的身体，以及孤独的环境

和丰富的个性心理情感，必然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去从茶

道中寻求并分享快乐和清幽。借助茶道弥补空虚颓废的

心态，因此茶道也反映着日本人最高的生存智慧。

3.3.3 传统“物哀美”的继承与发展

川端的个性生存经验，以及个性的审美精神气质

与感受使川端将“以情主物，以物表情”来体现“人类

美”当作物哀的抒发对象。川端康成常常按日式古代美

的形态来创造描绘女子美。作品中的女子个性常常有着

古代的意味，优美、单纯、淡雅，而又细腻。在《伊豆

的舞女》中，川端把优美的熏子放在古代的意味当中，

来描绘他对女子的爱恋，并且抒发对角色内心的感慨，

表达角色情感的优美、悲伤，都是古代“物哀”美的传

统。“我”哀伤离开包含着哀愁，与人物之间感情真诚

的美交织在一块，营建出“物衰”美境界，让关怀和思

恋缠绕在他们二人的中间，其实际上也是对我传统文化

“物哀”之美的探索。

4　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在川端康成文学的人生之美中，具有了

女子美与世界美的主体，其自然审美“物哀”是日本民

族对自然景物与人的情感之间相互感应形成的一种审美

概括。女人与情爱，爱和美是川端康成文学中永远的基

本主题，这个主题的产生和全日本人民的文化传统、作

家个人的经历与日常生活文化审美体验都分不开。川端

康成笔下的女人艺术形象大多处女或圣少妇艺术形象，

也有丧失纯情受到“肉性引诱”的成熟妇女人物。然而

对肉性或妖艳的女性形象的刻画，则是为充分体现作者

的处女、圣少女审美情结和恋母色彩。另外，借助于景

色和自然环境的描绘，万物在作者手中和女性美、人性

美和谐地融合、更充分地表达出作者关于女人与母性的

优雅的审美情调。川端康成文学中正是以自己独特的妇

女观念，体现了女性美，并强调了这种自由意志和生命，

相互映照的审美趣味。川端康成文化着力于从艺术上发

掘自身气韵，造成了其文化色彩的明朗、恬淡、含蓄、

富于余情余韵，并表现出了“幽玄”之美。因此川端文化

既是人与大自然的共同感知自然艺术审美，也是对这种文

化和艺术关系的天然的文化审美音识。《伊豆的舞女》中

川端把对自然界的深入描写，和角色内心感情细致转变结

合，用自然界的变迁表达出惠情笃初开的情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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