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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杂忆录》是夏目漱石晚期的长篇散文作品。
1911年，夏目漱石患重疾，在修缮寺养病，又几近生死关头。
恢复后，他细致地记录了期间发生和思考的一切。
他说，疾病固然使其痛苦，但远离现实世界，他的心却飞跃到了本应有的自由当中。
本书还附录了他的小说《趣味的遗传》和数篇散文。
《趣味的遗传》以日俄战争为背景，讲述了一段奇异的感情遭遇，也渗透着作者对于战争的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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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目漱石（1867—1916年），本名金之助，是日本著名小说家、评论家。
代表作有《我是猫》《哥儿》、《心》等，有“国民大作家”的美誉。
夏目漱石在日本家喻户晓，其肖像被1984-2004年间的日本一千日元纸币采为头像图案。
夏目漱石的理想是一种尊重道义的个人主义，由此，他对当时的日本社会持批判态度。
同时，在作品中，深入探索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杂忆录》这个集子里收入了夏目漱石的小说《趣味的遗传》（一九〇六年）、散文《杂忆录》（一
九一一年）、怀念文章《基布勒先生》（一九一二年）、《战争造成的差错》（一九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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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造成的差错
夏目漱石传略
序言
凡是谈到夏目漱石的生涯的人，必然会讲起所谓“博士问题”这一事件。
那是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漱石满四十四岁时发生的事。
日本文部省根据天皇的敕令所规定的学位条令决定授予漱石文学博士的学位证书，他却谢绝，没有接
受。
同时被授予博士学位的还有作家幸田露伴(一八六七至一九四七年)和小说家森鸥外(一八六二至一九二
二年)，他们都欣然接受了。
他是这么解释的：“从政府看来，博士制度作为奖励学问的工具，肯定是有效的。
然而，倘若从而养成一种举国的学者全都为了当上博士而做学问的风气，或者带着让人觉得是如此的
极端的倾向来行动，从国家看来弊端也很多，这是众所周知的。
我不认为非废除博士制度不可。
然而，假如给予博士的价值高到让世人觉得不是博士就不成其为学者，学问就成了少数博士的专有物
，仅有的几个学者型的贵族掌握了全部做学问的权利，同时，没被选上的其他人就完全被一般人忽略
，其结果，讨厌的弊病不断发生，这一点是我由衷地忧虑的。
”
他又说：“我只加上这么一句，我之所以谢绝博士学位，彻头彻尾是主义的问题。
”
漱石在这里所说的“主义”，指的是什么呢?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学习院①做了一次题为
《我的个人主义》的讲演，热情地谈到个人主义。
关于谢绝学位，他说：“直到今天，我是作为平凡的夏目某而处世的，并且希望今后也只想作为夏目
某而生活下去，所以不想接受博士学位。
”
日本文艺评论家佐古纯一郎写道：“漱石是这样表达谢绝学位的感受的。
再也没有比这里所说的‘只想作为夏目某而生活下去’一语更能表达漱石思想面目的了。
这里指的是个性的自由发展。
漱石说：‘个性的发展又跟你们的幸福有着很大关系，只要不影响到其他方面，无论如何也应该有我
看左边、你看右边亦无妨这个程度的自由，自己把握，也得赋予别人。
这就是我所说的个人主义。
”’
文摘
好不容易又回到医院来了。
忆起在这里度过酷热的朝夕，那已经是三个月前了。
在那些日子里，从二楼的房檐伸出六尺多的长苇帘子以遮日，把热得厉害的廊子弄暗一些。
这个走廊上摆着的是公所赠送的盆栽枫树，人们探望我时带来的草花等，既消遣，又解除暑热。
看得见对面那座高高的旅馆的晒台上，出现了两个赤条条的男人，我看到他们完全没把这么毒的阳光
当回事儿，忽而冒着险走过栏杆，忽而故意仰卧在细长的横木上。
我曾经羡慕他们闹着玩儿的那付样子，巴望自己什么时候也再有一次那样魁梧的体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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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一切都化为过去。
那是再也不会出现于眼前这含糊的一点上，像幻梦般无常的过去。

出院时的我，有按照医生的劝告转地疗养的精神准备。
然而，我没想到会在转移的地方再度患病，躺着回到东京来。
我更没料到，回东京后没有马上进自己家的门，却又用担架，被抬入目前的医院。

回来的那天，出发的修善寺下着雨，抵达的东京也在下雨。
我在人们的帮助下，下了火车，特地来迎接的那些人的脸，连一半儿也没看到。
只能够对其中两三个人点头致意。
我还未能尽情地跟人打招呼，就早已被横放在担架上啦。
为了防黄昏时分的雨，把桐油浇在担架上。
我觉得让自己睡在坑底儿似的，时而在黑暗中睁开眼睛，闻见了桐油的气味，听见了雨打桐油声，以
及好像照管担架的人那轻微、断断续续的声音。
然而，什么也没映入眼帘。
在火车里，为了我，森成先生把一大枝野菊花插在枕边的布制提包里，在下车的混杂中，恐怕已折了
。

担架上
桐油纸①下，
不见野菊。
 这是后来把当时的情景缩短成十七个字的。
我躺在这个担架上，被抬到医院的二楼，在三个月前亲近过的白色的床上，安详地舒展开消瘦的手脚
。
那是个雨声很多的寂静的夜晚。
我的病房所在的那一栋，只有三四个病人，人声自然也经常杜绝，秋天反而比修善寺还静悄悄的。

这个安静的傍晚，我舒适地在白色的毛毯里度过了两个钟头左右，这时接到护士送来的两封电报。
打开一封看了，写着：“祝贺平安归京”。
而且发电报的是在满洲的中村是公。
打开另外一封，还是祝贺平安归京，跟前一封一个字也不差。
尽管平凡，我觉得这个巧合蛮有意思，边瞧边想，是谁打来的呢?并看了看发电报者的名字。
但是，只写着□，全然不得要领。
不过，是从名古屋的电报局打的，好容易才猜测出来。
所谓□，是把铃木祯次和铃木时子的首字编在一起的，即妻子的妹妹与妹夫。
我把两封电报摞起来，决定一见到明天早晨理应来的妻子的脸，就先谈此事。

病房里的草席也发青，隔扇也重新糊过，墙壁也刚刚新涂了一遍，一切都整洁得使人觉得舒畅，洁净
到使我立即想起杉木副院长再次到修善寺来诊察时，给我妻子留下的话：换好草席面，恭候着。
自从他许诺的那天起，屈指一算，已经是第十六七天了。
发青的草席等人，恐怕也颇久啦。

思念意绵绵，
几夜蟋蟀鸣．
从那个晚上起，我决定暂时把这个医院当成第二个家了。

回到医院的十一日晚上，我问前来查病房的后藤大夫，近来院长的病怎么样了，他回答说，啊，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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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好，可是最近天气有点儿冷了，所以⋯⋯，我就关照道，见到院长的时候，请代我致意。
当天晚上什么都没理会，就睡了。
次日早晨，妻子来了，刚一在我的枕畔坐下，就说，一直瞒着你来着，老实说，长与先生已经在上月
五日去世啦。
我已拜托东先生代表你参加葬礼。
病情是八月底恶化的，恰好是你病危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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