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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小说大师名篇必读。
森鸥外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声望与夏目漱石相埒，被视为明治文学的巨擘。
《舞姬》收入森鸥外中短篇小说九部，《舞姬》用浪漫抒情的笔调，状写了一对异国青年男女纯洁凄
迷的爱情故事，最后以悲剧结局，被誉为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信使》、《泡沫记》描写
了两个洁身自好、追求幸福却又终于不得不牺牲于封建势力压迫的女子；《雁》讲述了一位出身贫苦
、受人欺骗的高利贷外室，当有了蒙胧的觉醒，决心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时候，希望却化为泡影的令
人唏嘘的悲剧。
无论是描写欧洲留学生活，还是状写日本风土人情，作家笔下都流淌着浓郁的感伤，洋溢着个性解放
的反封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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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森鸥外，（1862～1922），日本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
本名森林太郎，号鸥外，别号观潮楼主人、鸥外渔史。
 1862年7月9日生于日本石见（今岛根县）鹿足郡一藩主侍医家庭。
从小受到良好的国学、汉学和兰学（江户时代中期以后由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方学术）教育。
 1882年毕业于东京第一大学医科学校，曾任陆军军医。
1884年赴德国留学，广泛涉猎欧洲古今名著，深受叔本华、哈特曼的唯心主义影响，哈特曼的美学思
想成为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的理论依据。
1888年回国，历任军医学校教官、校长、陆军军医总监、陆军省医务局长等职。
晚年担任过帝室博物馆馆长、帝国美术院院长职务。
1922年 1月19日逝世。
　　森鸥外留学归来，以启蒙家的姿态开始文学活动。
他翻译西方著名作家歌德、莱辛、易卜生等人的作品，同时创办《栅草纸》等文学刊物，介绍西方美
学理论，开展文艺批评，并致力于戏剧改良、诗歌革新活动，在日本近代文学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1890年发表的处女作《舞女》，连同他的《泡沫记》和《信使》被认为是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之
作。
《舞女》的主人公是一个留学德国的日本青年官吏，为了追求个性解放和纯洁的爱情，他曾爱上一个
德国穷舞女，但在日本专制官僚制度和封建道德的压力下，终于遗弃了她，酿成爱情悲剧。
作品反映了个性解放的要求与社会现实的矛盾，最终却与现实妥协。
一般认为它是日本近代文学初期的代表作品。
　　1910年前后，森鸥外写了《青年》、《雁》等取材于现代生活的小说。
《雁》是作者这一时期创作的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描写明治年间一个贫苦的少女沦为高利贷主的情
妇；她渴望摆脱这种屈辱的境地，暗自爱上一个每天从门前经过的大学生，但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
失去了表白爱情的机会，她追求幸福的努力终于化为泡影。
作者怀着同情写出一个普通妇女的不幸，但却把这种不幸归结为偶然性的恶作剧，最后用一只碰巧被
飞石击毙的雁来象征她的命运。
日本评论家认为，作品的心理刻画细腻，人物、场景描写逼真。
　　1910年日本政府制造了所谓“大逆事件”，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界的专制统治，森鸥外开始转向历
史小说的创作。
他把自己的历史小说分为“遵照历史”和“脱离历史”两类。
前者完全依据史料写作，后者则借助历史　　事件的描述来表达作者的理想和信念。
第一篇历史小说《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赞美武士殉死行为。
但紧接着创作的同一题材的短篇小说《阿部一家》，却客观地抨击了这一封建道德行为。
阿部一家由于未被允许为　　藩主殉死而受到歧视，终致满门被杀戮，揭示了封建殉死制度的虚伪、
腐朽和惨无人道的实质。
这两篇倾向不同的作品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上的矛盾。
短篇小说《高濑舟》属于作者所谓“脱离历史”的历史小说。
作品写一个犯人在囚船上讲述自己的经历。
他的弟弟不堪贫病折磨，自刎未死，他在弟弟的恳求下帮助弟弟结束了生命，因而被判罪流放。
他认为囚徒的生活比他原来的境遇还优越，所以处之泰然，这就更加深入地揭示了封建幕府时期社会
底层人民的生活惨状。
　　作者晚年埋头于史料的考证，也写过几部人物传记，如《涩江抽斋》等。
所传人物多为专心学术、不问世事的学者，表现作者晚年企图摆脱世俗的心境。
　　森鸥外的作品侧重于体现他的伦理道德观，反映了明治时期上层知识分子思想上的矛盾。
早期作品文笔优美，抒情气氛浓郁。
后期大多数作品，特别是历史小说，往往采取冷峻客观的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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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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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样，三年的时光，梦也似的过去了。
人的秉性终难压抑，一旦时机成熟，总要露出头来。
我一向恪守父亲的遗训，听从母亲的教诲。
小时人家夸我是神童，也从不沾沾自喜，依旧好学不倦。
即便后来涉足官场，上司称赞我能干，我便更加谨慎从事，从未意识到自己竟成为一个拨一拨动一动
的机器人了。
如今，在二十五岁上，经过大学里这种自由风气的长久熏陶，心中总难平静，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真我
，终于露出头来，好似在反抗往日那个虚伪的旧我。
我恍然而悟，自己既不适于当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也不宜于做个通晓法典，善于断狱的大法官。
　　我寻思道：母亲希望我当个活字典，上司则想把我造就成一个活法典。
当活字典，还可勉为其难，做活法典，却是无法忍受的，从前，不论多么琐碎的问题，我都郑重其事
地加以答复，近来，在寄给上司的函件里，竟高谈阔论什么不可拘泥于法制的细节，一旦领会法律的
精神实质，虽万事纷然仍可迎刃而解云云。
在大学里，我早把法律课程置诸脑后，兴趣转到文史方面，并渐入佳境。
　　但是，上司是要把我造成供他颐指气使的工具，怎会喜欢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翘然不群的人呢！
所以，我当时处境便有些不稳。
不过，光凭这一点还不足以动摇我的地位。
在柏林的留学生中，有一群颇有势力的人物，我同他们关系素来欠佳。
他们对我猜疑，竟至谗言诽谤。
然而，这也并非事出无因。
　　我既不和他们一起喝啤酒，又不跟他们打台球。
他们便说我顽固不化，道貌岸然。
并且还嘲笑我，嫉妒我。
其实，这一切都是由于他们不了解我的缘故。
唉，连我自己尚且不了解自己，别人又怎能了解呢！
我的心宛如一颗处女的心。
又似合欢树上的叶儿，一碰到什么便要退缩躲闪。
我自幼便遵从长者的教诲，不论求学还是供职，都非出于自己的本意。
即便表面看来好像是靠毅力和苦学，其实那也是自欺欺人，我不过是跟着前人亦步亦趋而已。
我之所以能清心寡欲，不受外界诱惑，并非因为有律己的勇气，只因我对外界感到恐惧，自己束缚自
己的手脚罢了。
在我出国离乡之前，我丝毫不怀疑自己是个有为之士，也深信自己志气刚毅。
唉唉，那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轮船离开横滨时，一向自命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竟然泪如泉涌，浸湿了一方手帕，就连自己都觉得
不可思议。
然而，这倒正是我的本性呢。
这种本性是生来如此的呢，还是因为早年丧父，长于母亲之手所造成的呢？
　　他们固然可以嘲弄我，至于嫉妒，嫉妒这样一颗脆弱而可怜的心，却是何其愚蠢！
　　看见浓妆艳抹的女人坐在咖啡馆门口招揽客人，我不敢过去和她们亲近。
遇到头戴高礼帽，鼻架夹鼻镜，一口普鲁士贵族口音的“花花公子”，就更不敢同他们交往了。
既然缺乏这种勇气，当然也就无法同我那些活跃的同胞往来。
由于彼此疏远，他们对我不仅嘲笑、嫉妒，而且还夹杂着猜忌的成份。
这正是使我蒙冤受屈，在短暂的时日里，饱尝了人间无限辛酸的因由。
　　一天傍晚，我在动物园散步，正要回珍宝街的寓所，走过菩提树下大街，来到修道院街的旧教堂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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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从灯火辉煌的大街走进这狭窄昏暗的小巷，便望见这座凹形的旧教堂。
教堂对面是栋出租的公寓房子。
楼上一户人家在栏杆上晾着床单、衬衣什么的，还没有收进去；楼下是家小酒店，门口站着一个留长
胡子的犹太教徒。
楼房共有两座楼梯，一座直通楼上，另一座则通往地下室的铁匠家里。
每当我望着这座三百年前的旧教堂，不知有多少次，都要愣在那里，出神好一会儿。
　　那晚，我刚要走过那里，看见上了锁的教堂大门上，倚着一个少女，在呜呜咽咽地抽泣。
她看上去约莫十六七岁。
头巾下面露出金黄色的秀发，衣着也不整洁。
听到我的脚步声，她回过头来。
我没有一支诗人的妙笔，无法形容她的容貌。
她那泪光点点的长睫毛，覆盖着一双清澈如水、含愁似问的碧眼。
不知怎的，她只这么一瞥，便穿透我的心底，矜持如我也不能不为所动。
　　她必定遇到什么意外的不幸，才会无所顾忌地站在这里啼哭。
一缕爱怜之情，压倒了我的羞怯的心。
我不觉走上前去问道：　　“你为什么哭啊？
我是个没有负担的外国人，或许能帮你点什么忙。
”我简直为自己的大胆惊呆了。
　　她惊讶地凝目望着我的黄种人面孔，大概是我的真情已经形之于色。
　　“看来你是个好人，不像他那么坏，也不像我母亲⋯⋯”　　她刚止住的泪水，又顺着那惹人怜
爱的面颊流了下来。
　　“请你救救我吧！
免得我沦落到不堪的地步。
母亲因为我不肯依她而打我。
父亲刚刚过世，明天要下葬，可是家里连一分钱也没有。
”　　说完便又哽咽啜泣。
我的眼睛只是注视着这少女低头啜泣不住颤动的颈项。
　　“我送你回家吧！
你先冷静下来。
这儿人来人往，别人会听见你哭的。
”　　她刚才说话时，不知不觉将头靠到我的肩上，这时，忽然抬起头来，仿佛才看见我，羞涩地躲
开我身旁。
　　她大概怕人看见，走得很快。
我跟在她后面，走进了教堂斜对面的大门。
登上一座残破的石梯，到四楼有一扇小门，要弯了腰方能进得去。
门上的拉手是用锈铁丝绞成的，少女用力拉了一下，里面有个老太婆嗄声问道：“谁呀？
”还没等少女说完“爱丽丝回来了”这句话，门就咕咚一下打开了。
那老太婆头发已经半白，长相不算凶恶，额上刻下了贫苦辛酸的印记，身上穿了一件旧绒衣，脚上是
双脏拖鞋。
爱丽丝向我点了点头，径自走进屋里。
老太婆好像迫不及待似的使劲关上了门。
　　我茫然站在门外，无意中借着煤油灯光往门上看了一眼。
上面用漆写着“艾伦斯特·魏盖尔特”，下面是“裁缝”二字。
这大概就是少女亡父的名字了。
我听见屋内似有争吵之声，过了一会儿又沉静下来，门又打开了。
那个老太婆走了出来，为方才的失礼，向我再三道歉，并把我让进屋里。
一进门就是厨房，右面有一扇低矮的窗户，上面挂着洗得雪白的麻布窗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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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是一个简陋的砖砌炉灶。
正面一间房间门半开着，屋里摆着一张蒙着白布的床。
床上躺的想必是那个死者了。
老太婆打开炉灶旁边的一扇门，把我让了进去。
这是间朝街的顶楼，没有天花板。
梁木从屋顶斜着伸向窗子，棚顶糊着纸，在矮得抬不起头的地方放了一张床。
屋子中央有张桌子，桌面铺着好看的台布，摆了一二本书和照相本，瓷瓶里插着一束名贵的鲜花，和
这间屋子不大相称。
少女娇羞地站在桌旁。
　　她长得十分美丽。
乳白色的脸庞在灯光映照下，微微泛红。
手脚纤细，身材袅娜，绝不像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
老太婆走出屋后，少女这才开口，语调带着土音：　　“我把您带到这里来，请您谅解我的苦衷。
您一定是个好人，请别见怪。
我父亲明天就要安葬，本想去求肖姆贝尔希，您也许不认识他。
他是维克多利亚剧院的老板，我在他那里已经工作了两年。
本以为能救我们的急，不料他竟乘人之危，对我不怀好意。
请您来救救我吧！
哪怕我不吃饭，也要从微薄的薪金里省出钱来还您。
要不然，我只好照母亲的意思办了。
”说话之间，她已是泪眼模糊，浑身发颤。
她抬眼看我时，十分媚人，令人对她的要求不忍心加以拒绝。
她这眼波，不知是有意做作的呢？
抑或是天然的风韵？
　　我袋里只有两三个马克，这点钱当然无济于事，便摘下怀表放到桌上，说：“先用这个救一下急
吧。
让当铺打发伙计到珍宝街三号，找太田要钱就行。
”　　少女显得又惊讶又感动的样子。
我伸出手来告辞时，她竟吻着我的手，手背上溅满她点点的热泪。
　　噢，这真叫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事后，少女亲自到我寓所来表示谢意。
我终日枯坐在窗下读书，右有叔本华的著作，左是席勒的作品，现在又插上一枝名贵的鲜花。
从这时起，我同少女的交往日渐频繁，连我的同胞也有所察觉，他们臆断我准是找舞女来寻欢作乐的
。
其实我们二人之间完全是白璧无瑕。
　　同胞当中有个好事之徒，我不便说出他的名字，他竟在上司那里谗言诽谤，说我经常出入剧院，
结交舞女。
上司本来就认为我在学问上已经走入歧途，对我甚为不满，一听说我如此，便通知公使馆将我免官撤
职。
公使在传达命令时说，如果立即回国尚可发给路费，倘若在此羁留不走，将不予任何资助。
我要求宽假一个星期，容我考虑。
我这时正心烦意乱，又接到了生平最令我悲痛的两封来信。
两封信几乎是同时寄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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