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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盛宁    十年前，我们曾选编过一套《世界经典短篇小说》，我在那套书的序言里说到，随着现代生活
节奏的不断加快，加之各种新兴科技手段和媒体形式的介入，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方式，包括我
们对所处世界的整个认识方式，都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一些曾有过辉煌显赫历史的艺术形式无可挽回地式微衰落了，尽管我
们费尽心力去抢救，它们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飞离我们普通人的日常视野，沦为仅供少数人观赏
把玩的“藏品”。
于是“文学已经衰亡”，“纸介印刷物必将被数字出版物取代”一类的哀歌，彼落此起地响彻文坛。
    这些说法所引发的悲观情绪很快蔓延到了学界。
记得那年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曾来华讲演，他很坦诚地诉说了自己五味杂陈的内心
感受，那篇讲稿后来在美国著名学刊《辨析》上发表，他又将讲话稿的标题改为“废墟上的文学研究
”，其悲悼之情溢于言表。
    转眼十年过去。
情况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在千千万万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中，移动通讯手段的革命性更新拔得头筹。
手机的普及，特别是集通讯、浏览、搜索等功能为一体的iPhone的问世，将2010年推入所谓的“微博
”年。
据最新统计，中国网民规模现已达到4.85亿，“微博”用户的数量则爆发增长到近2亿，成为用户增长
最快的互联网应用模式。
“微博”突如其来的出现，且规模如此之大，它立刻给大众阅读习惯带来了谁也不曾料到的冲击。
几乎就在一夜之间，这种带有“娱乐化”、“碎片化”特点的资讯消费形式，变成了时下最流行的大
众阅读方式。
所谓“娱乐化”，就是阅读活动除实现资讯传递的目的外，还带有一种搞笑逗乐的“狂欢”色彩；而
所谓的“碎片化”，则是指人们在快节奏的日常生活中，利用各种活动的间隙或空当来完成阅读，使
阅读一改过去那种连续、专注的特点，而变成一种时断时续、见缝插针式的消遣。
    这样的一种阅读形式，对需要长时间静坐默读的长篇小说来说，显然是要排斥的。
而从这个角度想下去，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似乎很快就没有了自己的位置。
但实际情况却并没有糟到这般田地。
说来也颇值得玩味，据美国全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历年的调查报告，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美国青年和
成人中阅读文学作品的读者比例接连二十多年持续下滑，17岁年龄段中完全不读文学书的人数，2004
年比1984年足足翻了一番，达到了百分之二十左右；然而，2009年的调查报告称，由于各级教育机构
的努力，18～24岁年龄段阅读文学书籍的人数竞在2008年出现了拐点，首次大幅度回升，增加了三百
多万人。
而中国的情况非但不像文学消亡论者所描述的那么悲观，甚至比上述美国报道更令人鼓舞。
仅就最近十年的情况统计看，纸介印刷读物并未显出“退市”的意思，非但没有，这些年的全国图书
出版总量还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年增率，其中文学读物年增率也达到了9％。
仅以2009年为例，文学类图书出版总数达25万种(其中初版新书为18万种)，总码洋8.3亿元，居然还高
于经济类的图书。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再版文学书竞占了文学出版总量的四分之一，而据从事文学图书出版的人士说，
再版书基本属于文学经典名著一类的“长销书”，也就是说，文学经典名著仍占据四分之一左右的文
学类图书市场。
    这一串数据有点枯燥，但至少可说明两点：其一，“文学”没有消亡。
所谓“消亡”一说，实在是个伪命题。
因为“文学”本是个后设的、集合性概念，它是对某一类你认为应该命名为“文学”的文字的界定，
既然它的内涵是人为的，流变的，它能不断吐故纳新，所以也就谈不上消亡。
而最终会消亡的，只是某个具体的文学形式(体裁、文类)，这种文学形式由于存在条件的变化或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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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能发生嬗变或消亡，但没准什么时候它又会重新萌生，中外文学史上可找到许多这样的实例。
其二，以往被笼统看待的大众读者群，现已按接受教育的层次、专业兴趣和审美品味等进一步分化为
一个个“小众”读者群。
这也就是说，尽管有相当数量的读者投靠新兴媒体，转而采取了网上浏览、微博短信一类新的阅读方
式，但这个世界上仍还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其中也包括一部分网民读者)保持着通过纸介读物来获取知
讯的传统阅读习惯，更何况网上读库中也搜罗了大量的纸介读物的电子版。
对于这些电子版读物的读者来说，读物载体发生了变化，读物的内容却未变。
由此看来，我们说文学类读物至今仍拥有相当大的读者群也没有什么不对。
而每年有一大批文学经典或名著的再版，则说明新生代年轻人中仍有大批喜爱文学的读者，而新生代
读者群的逐年更新则为文学经典的传承提供了保证。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文学经典仍有不小的市场，新生代读者对文学经典仍有相当大的需求，我
们也就满怀信心地选编了这套“外国经典中篇小说”丛书。
有读者或许会问，你们将选本称之为“经典”，那你们心目中的“经典”应该是怎样一个标准呢？
坦率地说，有关“经典”的定义确实是众说纷纭，要找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界定还真有点困难。
在我所看到的有关“经典”的各种界说中，我最欣赏的是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对“经典”所作十
几条定义中的两条：“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
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
”前一条定义强调了经典常读常新的特点——经典必须经得起重读，因为它涵义隽永，因此总能新意
迭出，让读者获得新的发现；而后一条定义则强调，经典提供的经验必须具有某种普遍、永恒的价值
。
它所讲述的道理，你也许在别处也曾听说过，但是你读后会发现，你原先所听说的那些道理，其实是
由这部经典文本首先说出，而且它比任何后来者都表述得更加全面，更加深刻。
    不过严格说来，卡尔维诺的定义或许更是一种对思想理论经典的概括，文学经典恐怕还另有一些自
己的特性：它无意直接提出具有永恒意义的理论命题，它更擅长的是在想象的层面，通过故事的叙述
和人物的刻画来表现带有普遍性的人类生存经验。
因此，衡量和判断一部作品能否跻身于文学经典，最基本的一条必须要讲一个好故事，再就是要看作
品是否塑造了扣人魂魄、令人过目不忘的人物形象。
除此之外，文学还有另一个与其他类别不同的特点：它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文学的“文”，既是“人文”的“文”，又是“语文”的“文”。
古语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
文学语言不仅是反映生活的语言，更应该是高于生活、能为生活效仿的语言。
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经典还必须在语言上具有示范的作用。
我们现在的这个选本不是小说原作，而是译作。
因此对译文的讲究、推敲，它是否忠于原作，能否再现原作的艺术风格，也就成了我们挑选作品时很
重要、很实际的关注。
    写到这里，读者或许会觉得我对眼下文学的处境并无太大的忧虑，甚至还隐隐流露出一点激动或亢
奋。
其实，恰恰相反。
尽管从出版数字看文学似乎还有不小的市场，然而我深知，文学在当今社会所发挥的作用，文学对读
者所产生的影响，则与过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我指的是，与广播、电视、电影、流行音乐、特别是现在的互联网这些媒体相
比，今天的“文学”在影响人的精神面貌、价值观方面，在向人们的头脑中灌输想象这个世界的各种
参照方面，已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发挥一种主导性的作用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学已被彻底地边缘化了，这已是毋庸争辩的一个事实。
这与文学是否还占有一定的市场实际上毫无关系，因为两者说的根本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意思。
    文学之所以会边缘化，其原因也不难找。
主要就是因为“文学”在今天的商业社会中再也不能快速地带来直接的财富，因而遭到了冷落，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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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直白一点，就是“无用”。
这些年，不止一次有从事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跟我说，他们为申请出国留学基金而去面试时，有些从
事自然科学的专家评审官，往往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这搞文学的，出去有什么用？
”毫无疑问，“文学”在他们眼里，就像人身上的阑尾一样，一无所用！
然而，他们怎不想想，人之所以为“人”，除了四肢五官以外，更主要是因为人具有任何其他动物都
不具有的复杂的思想和崇高的精神！
人的气质、禀赋、情怀、修养，人对于真、善、关的洞察力、鉴别力、感悟力，以及人所特有的复杂
的语言表达力，等等，所有这些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素质和能力，都不是从娘胎里带来，而是需
要通过后天的陶冶和训练才能习得。
而就在人习得上述素质和能力的过程中，“文学”不仅在发挥作用，而且发挥的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作
用。
    文学究竞有用无用，有什么用？
不妨再听一听两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怎么说的。
早在1933年，T.S.艾略特在《诗的作用和批评的作用》一文中说：“一个不再关心其文学传承的民族就
会变得野蛮；一个民族如果停止了生产文学，它的思想和感受力就会止步不前。
一个民族的诗歌代表了它的意识的最高点，代表了它最强大的力量，也代表了它最为纤细敏锐的感受
力。
”很显然，在艾略特看来，“文学”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高低的标识，而一个不再关心自己文学
传承的民族，停止了文学生产，就会变得野蛮，变得粗鄙，而当下严酷的社会现实已一再为此提供了
有力的佐证。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似乎对今日的现状则早就有预见，他在授奖仪式上致答
辞时指出，“尽管我们能够谴责对文学的践踏和压制——对于作家的迫害，文字审查，焚书等，然而
，当不读书这种最糟的事情真的来临时，我们则毫无办法了。
如若这不读书的罪过是由某个人犯下，那他将终生受到惩罚；如这个罪过是由一个民族犯下，这个民
族将为此受到历史的惩罚。
”布罗茨基认为，文学总是在不断地创造一种审美的现实，因此它往往是超前的——赶在“进步”之
前，赶在“历史”之前。
因此他认为，人们在选择自己的领袖时，最好应该先了解一下他们的文学阅读经验，对那些执掌我们
未来命运的人，我们应首先问一问他们对司汤达、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什么态度，而不是他们
的施政纲领，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上的痛苦就会减少许多。
    布罗茨基这番话，或许有点让人觉得过于书生气。
但我想他的本意并不是要让文学家去从政，充任各国的领导人。
他其实只是在用他诗人的方式，来解释文学对于铸造一个人的心灵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司汤达、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好，任何其他文学大师也好，他们并不提供解决社
会问题的具体方案，即使退一万步说他们提出了某种方案，生活在特定现实中的我们也不可能去照抄
照搬，如法炮制。
那么，文学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
我认为，真正能够称得起是“文学”的，它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它会提问——提出各种对我们具有挑战
性、能迫使我们进行思考的问题。
所以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看来还应该加上一条，那就是它的提问是否具有这样一种独特的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作用就是搭建起一个思想平台，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对人性、对道德、对历
史、对公民社会、对各种智识性的问题展开论辩，而最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论辩还包括了对我们自身
的反省。
通过这样的论辩，我们从中找到自己所认为是正确的答案。
    关于我们这套丛书所选作品在思想内容上还有什么具体的社会意义，在写作风格和写作技巧上又如
何出类拔萃等等，这里就没有必要再一一介绍了，我们还是请读者自己来品尝一下“开卷有益”的乐
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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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相信，只要你翻开这套丛书中的任何一本，阅读其中的任何一篇，你都会从中发现一个与你
的生活全然不同的世界，它一定会唤起你强烈的求知欲望，而当你阅读了这些作品之后，如果你对所
读作品的作者及相关背景还有遏制不住的兴趣，那你完全可以从任何一部文学百科全书或名著导读中
，毫不费力地找到所需要的信息。
而现在，作为读者的你，只需迈出这关键的第一步：打开丛书，开始阅读吧。
    2011年8月2日识于蓝旗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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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经典中篇小说》关于这本书所选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有什么具体的社会意义，在写作风格和
写作技巧上又如何出类拔萃等等，这里就没有必要一一介绍了，我们还是请读者自己来品尝一下“开
卷有益”的乐趣吧。
因为我们相信，只要你翻开这本《日本经典中篇小说》，阅读其中的任何一篇，你都会从中发现一个
与你的生活全然不同的世界，它一定会唤起你强烈的求知欲望，而当你阅读了这些作品之后，如果你
对所读作品的作者及相关背景还有遏制不住的兴趣，那你完全可以从任何一部文学百科全书或名著导
读中，毫不费力地找到所需要的信息。
而现在，作为读者的你，只需迈出这关键的第一步：打开本书，开始阅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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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 那时，无缘坂的南面，有一座宅邸，主人姓岩崎。
哪像现在，有道高高的墙围着，当时不过是堵脏兮兮的石头墙而已，石上长着苔藓，从缝里拱出凤尾
草和笔头菜。
挨着石墙的上方，是平地还是小土坡，我没进过岩崎家的院子，到现在也不清楚。
反正石墙的上面，杂树疯长，路上能看见树根，根旁的野草难得除掉。
 北面，是一排寒碜的房子，体面点的，便是围着木板墙的小店面房，或是手艺人住的。
店铺无非是山货铺或香烟店。
其中，最吸引来往行人的，是教授缝纫的女裁缝家。
白天，纸格窗内，一群姑娘凑在一起做活。
天好时，窗敞着的话，看见我们学生走过，那些叽叽喳喳说得正在兴头上的姑娘，一个个会抬起头，
朝路上瞧上一眼，然后又继续说笑。
隔壁一家，格子窗擦得一尘不染，房门口的三合土台阶上铺着花岗岩，傍晚经过，常常见到已洒上水
。
冷天，纸窗关闭；热天，遮着竹帘。
因为裁缝家热热闹闹的，这户人家便显得格外的冷清。
 这故事发生的那年九月，冈田从老家回来不久，晚饭后照例出去散步，走过一座古建筑，是从前加贺
藩主前田家的大殿，解剖室临时设在那里，溜达着刚要下无缘坂，碰巧有缘，看见一个洗澡回来的女
人，正要进裁缝家隔壁那座冷清的房子。
已经人秋，没人出来乘凉，坡上一时无人。
冈田经过时，女人刚回到寂静的格子门前，正要开门，听见冈田的木屐声，蓦地停住手回过头来，恰
好和冈田打了一个照面。
 一身蓝绉绸的单衣，系着一条夹腰带，是黑贡缎和博多产的花布缝的；纤纤的左手，随便提着编工细
致的竹篮，里面放着手巾、肥皂盒，还有搓身用的米糠袋和海绵等；右手搭在门格子上，正扭过头来
。
这女人的身影并没给冈田留下多深的印象。
不过，他注意到，新梳好的银杏发髻，两鬓薄得像蝉的羽翅；一张瓜子脸上，高高的鼻梁，略带寂寞
的神情，从前额到两颊，说不出是哪儿，显得有点平板。
冈田不过看了这么一眼，等他走下无缘坂，早把这女人给忘得一干二净。
 可是，过了两天，冈田又朝无缘坂走去，快走到格子门那家人家时，前两天遇见的那个洗澡回来的女
人，突然从记忆的深处兜上心头，便朝她家瞄了过去。
窗台上竖着一根竹竿，横着架了两层削得细细的木棍，上面缠着蔓草。
纸拉窗拉开一尺来宽的缝，露出一盆万年青，盆里扣着鸡蛋壳。
因为分心去看，放慢了脚步，等走到门前的工夫，就富余出几秒钟的时间来。
 就在他走到门前时，万年青的花盆上面，深锁在灰暗中的背景上，蓦地浮现出一张白净的面庞，含笑
望着冈田。
 从那以后，冈田散步时，每次经过这个人家，几乎没有一次不看到这个女人。
这女人的面庞也时时闯入他的脑海，最后竟如同己物，可呼之即出。
她是在等我走过吗？
还是无意瞧外面，偶然和我碰面的呢？
冈田曾这么疑惑过。
那么，从见到她洗澡回来那天再往前想，她有没有从窗口露过面呢？
可是印象中，在无缘坂一侧的住宅当中，最热闹的裁缝家隔壁，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冷冷清清的，
除此之外，不记得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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