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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八省联考卷之川端康成 《秋雨》赏析

（知识建构+试题解析+反馈检测+相关推荐）

作者 | [日本]川端康成 赏析 | 吴杰明

【编者寄语】

红色的枫叶和红色的火团，无比绚烂。但它们偏偏出现在幻想中、日暮中、漂泊无定的旅
途中。一个小姑娘乖乖动手术，还是要死了。濒死的时候很美，穿着美丽的茶花和服，家人也
平静。另一个倔强的小姑娘不愿手术，偏偏活下来。似乎赢了，但依然是“不和悦”的眼神，
对充满希望的新婚夫妇冷冷旁观，也许不屑，也许渴望。就算穿上新娘的衣服，也只是表演。
似乎活也好，死也好，真也罢，假也罢，都按照天定的规律存在着，不用任何人刻意干涉。在
川端康成这里，否定是为了肯定，推测正所谓劝诱。生与死，存在与虚无，美好与残缺，瞬间
与永恒，似乎都应该审美地看待。

【文本研读】

秋雨

我的眼睛深处，映出火团降落在红叶山上的幻影。

世间的所见所闻，都会触发
我们的种种感想：稀罕的、
古怪的、高兴的、悲伤的……
“火团降落在红叶山上的幻
影”，白的石、蓝的水，火
团在溪面上闪闪烁烁，如此
如诗化小说一般的意象或幻
象无不暗示着某种感触与情
怀。

与其说是山，莫如说是山谷更贴切。山高谷深，山峦
紧迫溪流两岸，巍峨地雄峙着。不抬头仰望，是不易窥见
山之巅的苍穹的。天空还是一片蔚蓝，却已微微现出了暮

色。

溪流的白石上，也同样弥漫着薄薄的暮霭。红叶的寂
静，从高处笼罩着我，渗透我的身心。莫非要让我早早地

感受到日暮之将至？小溪的流水一片湛蓝，红叶没有倒映
在溪流的蓝色中。我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来。这时，在蓝色
的溪面上却看见火从天而降。

溪流白石、薄薄暮霭、日暮
将至、湛蓝小溪，从中我们
能够觉知主人公的心态是偏
向于忧郁和迷茫的，一如“湛
蓝的溪水”和“薄薄的暮霭”。

仿佛不是在降落火雨或火粉，只是小小的火团在溪面
上闪闪烁烁，但从天上降下则是无疑的。那小团的火球落
在蓝色的溪面上旋即就消失了，火从山谷降落的瞬间，由

于红叶的缘故，看不见火的颜色。那么，山巅上又是什么
情况呢？抬头仰望，只见一团团小火球以想象不到的速度
从上空降落下来。大概是火团在动的缘故吧，以雄峙屹立

的山峰为堤岸，看起来狭窄的天空好像是一条河在流淌。

日人小说之所谓“物哀”的
美学传统并非人们通常所说
的“丧文学”。“哀”是“感
慨、感叹”的意思，“物哀”
有点近似于中国古典文论中
的“借景抒情”或“因情造
景”。“以雄峙屹立的山峰
为堤岸，看起来狭窄的天空
好像是一条河在流淌”、“小
小的火团”以“想象不到的
速度”落下、“那小团的火
球落在蓝色的溪面上旋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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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了”。渺小、脆弱又虚
幻的生命，在以凄美的姿态
绽放其光芒，也许结局早已
注定，但并不妨碍其在这陨
落的过程中绽放出绚烂的光
华。这是感伤，也是赞颂。

这是我在去京都的特别快车上，入夜刚要打盹儿的时
候所泛起的幻影。

写“我”在去京都的特别快
车上泛起的幻影，暗示了一
种生命之美，为下文叙写别
府律子的故事渲染铺垫。

十五六年前，我住院做胆结石手术时，同我邂逅的两
个女孩子总是留在我的记忆里。这次去京都，就是为了到

京都的饭店去看望其中一个女孩子的。

另一个女孩子生来就没有胆液输送管，据说顶多只能
活一年，所以必须接受手术治疗，植入人造管，将肝脏和

胆囊联接起来。母亲抱着幼儿站在走廊上，我走近看了看，
说道：

“多好啊，这孩子真可爱。”

“谢谢。恐怕今明两天就不行了，正在等家里人来接
呢。”母亲平静地回答。（即将死去的幼儿的母亲的平静，
是一种认命的平静。）

孩子静静地入梦了。她身裹山茶花图案和服，大概是
术后胸前缠着绷带，衣裳宽松而臃肿。（日本人自古会赋
予花纹各种不同的寓意，山茶花凋落的样子让人认为是不
吉利的。“孩子静静地入梦了”“她身裹山茶花图案和服”，
应该是对死亡的委婉描述。）

我对那位母亲说出这种唐突的问候，也是因为住院患

者之间的互相体贴而疏忽了的缘故吧。这家外科医院来了
许多做心脏手术的孩子。手术之前，他们有的在走廊上东
奔西跑，有的乘电梯上上下下，嬉戏喧闹。不觉间，我也

同这些孩子打起招呼来。他们都是五岁到七八岁的孩子，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心脏手术最好在幼儿期进行，否则可
能夭折。（叙写“许多做心脏手术的孩子”的表现是铺垫，
与律子倔强求生的做法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些孩子当中的一个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每次乘电梯，
我几乎都看见她也在电梯的犄角。这个五岁的女孩子独自

一人蹲在站着大人的腿脚后面，总是闷不作声。她那双不
和悦的眼睛射出强烈的光芒，那张倔强地噘起的嘴紧闭着。
我向我的贴身护士探听，据她说这女孩子几乎每天都要花

上两三个小时这样独自乘电梯上上下下。就是坐在廊道的
长椅上，她也是绷着脸，不吭一声。我试着同她搭话，她
的眼睛却一动不动。（“不和悦的眼睛射出强烈的光芒”
“倔强地噘起的嘴紧闭着”“几乎每天都要花上两三个小
时这样独自乘电梯上上下下”，小女孩的安静、倔强、孤
独体现了她对冷酷命运的抗争。）我对我的护士说：

“这孩子很有出息啊！”

后来，这女孩子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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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护士：“那孩子也做了手术？术后情况好吗？”

“她没做手术就回家了。她执拗地说：看到贴邻病床
的孩子死了，我就不愿做手术，要回家，不愿做手术，要
回家。谁劝说她都不听。”

护士说律子“不愿做手术，
要回家，不愿做手术，要回
家。谁劝说她都不听”，这
里侧面描写律子的执拗，不
是表现律子的胆怯与逃避，
而是表现她求生的倔强，是
她面对不幸命运时的坚决抗
争。

“唔……但是，她会不会夭折呢？”

这回我到京都，就是为了去看望这个如今已经成人的
二八妙龄的姑娘。

雨敲打在客车车窗上的声音，把我从朦胧的梦境中惊
醒。幻影消失了。我又快要打盹儿的当儿，就听见雨点打
在车窗上的声音，转眼间，风雨交加，雨点敲打着车窗的

声音越来越激烈了。打在窗玻璃上的雨点，一滴滴地顺着
窗玻璃斜斜地流落下来。有的雨点从车窗的一端流到另一
端，流着流着，短暂停住，接着又流动起来。流流停停，

停停流流，显得很有节奏。一滴滴水点，后面的赶超前面
的，上面的低低地落到下面，画出一道道交错的线。我从
流动的节奏中，听到了音乐。（人事纷杂，每一个人就像
一滴水，融入生命之海流流停停，停停流流。生命的节律
中有流动的音乐，那是生命的真谛。）

我觉得火降在红叶尽染的山上的幻影，是静谧无声的。

然而，敲打在车窗玻璃上流动着的一滴滴雨点的音乐，却
又变成了那降火的幻影。

对举秋雨和火团，上承“我”
在火车上的所思所见，以
“我”的感受来写秋雨和火
团的变换，使小说的情节结
构具有虚实相生的特点；下
启对律子生活现状的描写，
凸显律子故事和生命理解的
关系，使小说的层次更加丰
富。

后天，在京都某饭店的大厅里将要举办新年和服表演

会，我应和服店老板的邀请前往参观。服装模特儿当中有
一个叫别府律子的，我忘不了她的名字。但是，我不知道
她当了服装模特儿。我没有去欣赏京都的红叶，宁可来观

看律子的表演。

翌日，依然秋雨绵绵。下午，我在四楼的大厅里观看
电视。这里像是宴会大厅的休息室，已有两三对婚宴的客
人，显得十分拥挤，打扮好了的新娘子也从这里经过。我

偶尔回头，看见排号早的新郎新娘从会场里走出来，站在
我的身后拍摄纪念照片。

结婚预示着新生命的诞生。
有衰败逝去之人，有未来的
新生之人，这里暗示着死与
生的轮回、死与生的对比 。
哪怕生命孱弱易碎，可柔弱
的生命与冷酷的命运反复抗
争所绽放出的绚烂光华仍然
无比夺目。

和服店老板就在那里致辞。我询问别府律子来了吗？
老板立即用眼睛指了指近旁。原来律子正用不和悦的目光，

凝望着站在被秋雨打得朦朦胧胧的玻璃窗前拍纪念照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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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新娘。（“不和悦”是一种否定，而这种否定，正是表
达了一种对生命的肯定之美。立足于死去表达生，向死而
生，这就是日本文学中的一种独特的美学境界。律子作为
一名未经手术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她生命中的每一天都
在直面死亡，她用她“不和悦”的目光表达了她对生命的
执着。）她紧闭双唇。这位亭亭玉立的美丽姑娘还活在人
世间，我本想驱前探问：还记得我吗？想得起来吗？可我

终究还是踟蹰不前。

“明天的表演会，我们请她穿上新娘礼服，所以……”
和服店老板在我的耳边悄声说了这么一句。

小说的结尾戛然而止，这正
是日本文学中“掌小说”擅
长叙写生活片段的特点。这
种把生活“切开”、无头无
尾表现生活的原生态的叙事
风格来自于他们的日记文学
传统。

作者：[日本]川端康成

【知识建构】

“物哀”美学与川端康成：

“物哀”美学由本居宣长提出，最经典的一段论述如下：
世上万事万物的千姿百态，我们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身体力行地体验，把这万事万物

都放到心中来品味，内心里把这些事物的情致一一辨清，这就是懂得事物的情致，就是懂得“物

之哀”。进一步说，所谓辨清，就是懂得事物的情致。辨清了，依着它的情致感触到的东西，
就是物之哀。比如说，看到樱花盛开赏心悦目，知道这樱花的赏心悦目，就是知道事物的情致。
心中明了这樱花赏心悦目，不禁感到“这花真是赏心悦目啊”，这感觉就是物之哀。然而不论

看到多么赏心悦目的樱花，都不觉得赏心悦目，便是不懂事物的情致。这样的人，更无缘于“好
赏心悦目的花呀”的感触，这是不懂得物之哀。

物哀既是物感（见物有感），又是怜悯又是嗟叹，既感于外物又感于情事，但归根结底

又是一种淡淡的愁绪，有一种宿命感与命运无常的感叹，有时候作为“主体”的人是隐而不现
的。

川端康成的小说恰恰深刻地反映了日本这种传统美学的意味。论者认为他忠实地立足于

日本的古典文学，维护并继承了纯粹的日本传统的文学模式。在他的叙事技巧里，可以发现一
种具有纤细韵味的诗意。

不仅如此，他的内容与死亡密不可分，他的叙事技巧又偏重于各类意象，本文中的“雨”

“红叶”等等乃至诸多的“幻影”都是他爱用的意象，而意象的组合既有东方禅宗意味的一种
思考方式，又和西方意识流小说有着贴近之处。因此在内容和形式以及美学风貌层面而言，这
篇小说都是一篇极其具有难度的小说。

前文用了一种意识流的方式，写的是山上红叶的幻象，红叶之美恰是物哀之感的书写。
而后文写的回忆中穿山茶花和服女孩的临终毋宁说写出了一种普遍的生命的无常，美丽而又脆
弱。可是别府律子又作为一种异质性的力量而存在，她畏缩、她孤独，最终选择逃避接受治疗，

她的生死如何，留下了悬念。
一段插叙之后，又进入了雨声的描写，又是近乎一种意识流，关键在于动与静的思考。

也许生命既是流动也是永恒的暂住，悄然无声的视觉形象与淅淅沥沥的雨声也是可以转化的。

而“我”最终遇到了别府律子的不和悦的目光，又展现了她异质性的存在的一面，她此时是否
又在嫉妒别人生命的美好圆满呢？但我却没有与她相认。作者想表达的是生与死，幸福与不幸，
虚幻与真实本来就是共生呢？还是说这也是禅宗“无常”“生灭”之体现呢？大可保留一点想

象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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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1.小说写到小姑娘身裹山茶花图案和服的细节，又写律子作为模特参加新年和服表演会，这样
写暗示了什么？请简要分析。
【参考答案】：

（1）“小姑娘身裹山茶花图案和服的细节”暗示生命的陨落，令人哀伤惋惜；
（2）“律子作为模特参加新年和服表演会”暗示生命的倔强和顽强，面对病魔，律子勇敢坚
强、直面生活，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可敬可叹可赞。

（3）无论是疾病还是死亡都不能寂灭人们对美好事物、对精彩人生的执着追求。向死而生，
一面要勇敢地面对死亡，一面要更加积极地生活。
【解析】：

本题考查理解分析情节安排用意的能力。
从文中找到相关信息：“十五六年前，我住院做胆结石手术时，同我邂逅的两个女孩子总是留
在我的记忆里。”一个女孩子乖乖动手术，还是要死了。濒死的时候很美，穿着美丽的茶花和

服，家人也平静。另一个女孩子非常倔强，不愿手术，偏偏活了下来。可见“身裹山茶花图案
和服”是用来象征生命的凋零。这身漂亮的衣服和生命的陨落连接在一起，一面是令人感慨生
命的华美，一面又让人叹惋生命的易碎。

这次“我”去京都，在京都的饭店里看到了这个叫别府律子的小女孩，她依然是用不和悦的目
光，凝望着站在被秋雨打得朦朦胧胧的玻璃窗前拍纪念照的新郎新娘。病中的律子依然如十五
六年前一般，倔强地抗拒着命运的安排，勇敢地追求自己幸福快乐的人生。律子作为模特参加

新年和服表演会启迪每一位读者热爱生命，不屈不挠、坚韧顽强地面对现实，无论逆境顺境都
要无畏无惧地笑对生活。
2.这篇小说体现了什么样的情感氛围？作者是如何表达这种情感氛围的？

【参考答案】：
（1）情感氛围体现在开头写“幻影”以及中间写“秋雨”的部分。幻影中有高山深谷、蔚蓝
天空、苍茫暮色，更有潺潺流水、满山红叶与从上空降落下来的一团团小火球。这是一幅梦幻、

迷离，纯净浩渺，雄奇壮观、诡异怪谲而又静谧无声的画面。“秋雨”中描绘的是一种既风雨
交加又壮观激烈的生动画面。一方面，深秋的冷雨铺天盖地，侵入“我”的梦境，苦涩淋漓，
冷落凄美；一方面又舒缓有致，富有节奏感，如同音乐般美好。总之，小说的情感氛围是起伏

不定、变幻莫测的，象征着人与无可逃避的悲剧命运的不断抗争。
（2）这种情感氛围的描写借助的手法有：“幻影”“秋雨”等意象的象征暗示；借助联想与
想象，将幻觉、景物、人事虚实结合，融情入景，随同时空变换，随意识流动；绘形绘声绘色，

不同颜色对比映衬，动静结合，色彩分明。巧用叠韵词，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突出了眼前秋
雨如音乐一般的节奏。
【解析】：

本题考查理解思想内容、分析情感氛围、鉴赏艺术特色的能力。
首先审清题干，共有两问，一是体现了“什么样的情感氛围”，二是如何表达的，即表现情感
氛围的手法有哪些。

然后从情感上分析：表达了对人生迟暮的哀伤，对年轻生命陨落的惋惜，对顽强生命力的赞美
敬畏，启示我们热爱生活、尊重生命、勇敢追求，乐观坚强。无论是幼小生命的陨落还是迟暮
之年的不安，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生命的意义是自己赋予的，或平淡，或燃烧，完全是每

一个人自主的选择。自始至终，作者都没有表现出对那些染疾孩子的过多同情，或大肆强调他
们的不幸。作者只是温柔地对待他们的不同选择，不特意将他们做出区别。人事纷杂，每一个
人就像是车窗上一晃而过的雨滴，行色匆匆，融入生命的海洋里消失不见。生来就没有胆液输

送管的小女孩快要病死了，身上却穿着好看的衣服，被妈妈抱在温暖却略显无力的怀中，平静
中满漾着哀伤。律子从小就不善言辞，但她那双不和悦的眼睛里射出的强烈的光芒，她那张紧
闭着的倔强的嘴却让人印象深刻。她“用不和悦的目光，凝望着站在被秋雨打得朦朦胧胧的玻

璃窗前拍纪念照的新郎新娘”，面对着新生与寂灭，律子表现出了很强的自我掌控意识，自己
的人生一定要完全交由自己来做决定。她一直在追求着，就算是燃尽自己的生命，也要交付自
己一场完全属于自己的生命的华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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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者为故事渲染出的情感氛围上看：故事的全篇透露出来的氛围是朦胧神奇、壮观雄伟、沉

静但又不至于死寂的。在落满明灭不定火光的无人山间，作者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既通透理
性而又含蓄委婉，耐人寻味。比如文本开头：“山高谷深，山峦紧迫溪流两岸，巍峨地雄峙着。
不抬头仰望，是不易窥见山之巅的苍穹的。天空还是一片蔚蓝，却已微微现出了暮色”“溪流

的白石上，也同样弥漫着薄薄的暮霭。红叶的寂静，从高处笼罩着我，渗透我的身心。莫非要
让我早早地感受到日暮之将至？小溪的流水一片湛蓝，红叶没有倒映在溪流的蓝色中”“这时，
在蓝色的溪面上却看见火从天而降”“仿佛不是在降落火雨或火粉，只是小小的火团在溪面上

闪闪烁烁，但从天上降下则是无疑的。那小团的火球落在蓝色的溪面上旋即就消失了，火从山
谷降落的瞬间，由于红叶的缘故，看不见火的颜色”“抬头仰望，只见一团团小火球以想象不
到的速度从上空降落下来。大概是火团在动的缘故吧，以雄峙屹立的山峰为堤岸，看起来狭窄

的天空好像是一条河在流淌。”
最后从手法上看：本文长于用景色、物象，甚至是幻象来象征、暗示或传达感情。故事的主体
是主人公在列车上的回忆与思考，以秋雨为背景，同时穿插着主人公梦中的幻象——团火。这

两者作为物象都有一定的寓意。尤其当秋雨化为火星的那一段，暗示着律子命运的改变。秋雨
可理解为命运和人生中的困难，而火影则代表着生生不息，生命的顽强。这也与本来生命垂危
的律子最后存活下来相照应。文章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律子不变的“不和悦”的倔强眼神，也

凸显出她本性的坚韧与倔强。本文的语言是朦胧而又奇妙的，有一种若有若无的悲伤感。

【反馈检测】

1.在小说的第 12 段与第 23 段先后两次用“不和悦”来修饰别府律子的目光，请结合具体情境

分析其表达效果。
2.小说第 23 段中有“我本想驱前探问：还记得我吗？想得起来吗？可我终究还是踟蹰不前”
的句子。请具体分析主人公本想驱前探问，但最终还是踟蹰不前的原因是什么。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射阳县高中 吴杰明）

【相关链接】

川端康成与新感觉派

新感觉派，从其诞生之日起，便打出“反传统”的旗号，力图从形式和技巧上，另创新路。
在艺术上，川端康成尤其是新感觉派的一位不倦的探索者。

在《新近作家的新倾向解释》（1925）等一系列文章里，川端阐明了新感觉派兼及他自己
的文艺主张和创作方法。所强调的重心，便是新感觉。他申明：“表现即内容，艺术即表现”，
但是，如果没有新的感觉，便不可能有新的表现，从而也就没有新的内容和新的文艺。他们在

表现手法上有别于以往。若要表现眼睛和蔷薇这两件事物，过去说：“我的眼睛看见了红蔷薇”；
在新感觉派则说：“我的眼睛成了红蔷薇”。眼睛与红花合二为一。这一创作方法，依赖于作
家认识世界的方法，取决于作家的思维方式。川端康成提出：“表现主义的认识论和达达主义

的思维方式，便是新感觉表现的理论根据”，“可以说，表现派是我们之父，达达派是我们之
母。”

总之，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意在主观，重在感觉；在表现上，采用自由联想，突破语言樊

笼，是川端康成以及新感觉派作家的艺术方法。由于运用自由联想的叙述方式，作品自然具有
相当大的主观随意性、非逻辑性、不受时空约束的跳跃性。而作家的感觉，因受语言限制，有
时势难缕述，加上表现上多为“心象的罗列”，因此作品不免带有朦胧、缥缈、难以捉摸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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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这也正是感觉描写的一种美学特征。

川端虽然自谦地说：“新感觉派时代是横光利一的时代”，他自己的“新感觉成份并不浓”，
但从川端的全部创作来看，他始终执着于以新感觉方式进行写作。不但《文艺时代》时是这样，
即使在新感觉运动之前之后，川端的作品都极具感觉表现的特色。当然，20 年代是川端康成

的文学探索时期，代表他这一时期文学最高成就的自然是《伊豆舞女》，可是这篇小说倒恰恰
是个例外，“新感觉成份并不浓”。此外的一些作品，如短篇《招魂祭一景》《春天的景色》
（1927），中篇《浅草红团》（1929）以及小小说《秋雨》等，大抵着意于描写新感觉，寻求

新表现。30 年代后，日本文坛盛行新心理主义，川端又在描写主观感觉、瞬间印象中，揉进
内心独白、意识流手法。《针与玻璃与雾》（1930），《水品幻想》（1931）等，是这类艺术
探索的试作。一直要到 1935 年《雪国》连载之后，川端康成才终于攀上他文学创作的金字塔，

形成自己的文学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