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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就其“精神”内容来说，“川端文学”以自然感悟为起点，以没入自然为终点，这中间包含着“
生命崇拜的文化底蕴”、“生命悲哀的哲学思索”、“生命救助的美学追求”，投射到具体作品中，
就相应地显现为：亲和自然的季节主题、悲叹人生的哀伤基调、超然物外的幻美追求。
就“技法”表现来说，“川端文学”既以物人感应为手段，又以物人感应为目的，紧紧抓住物的气象
和人的心态之间的交互流动，并以此对其作品进行全面渗透，使客观与主观两相融溶而又变化无穷，
呈现出朦胧而清晰、明丽而隐没、纤细而空灵、简约而畅达、幻美而哀婉的丰富多样的审美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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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坐在具有几百年、上一二千年树龄的大树树根上，抬头仰望，自然会联想到人的生命短暂。
这不是虚幻的哀伤，而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不灭，同大地母亲的亲密交融，从大树流到了我的心中。
”①也就是说，大自然不仅是人类生命力永恒无限的象征，也是人生短暂、无常和虚幻的映照。
这类感触在“川端文学”的自然抒描中随处可见，而且也正如作者所说，它是经常地、深深地弥漫于
作者的胸间、渗入作者的内心的。
以大自然为参照物来思悟人生，大自然的永恒、无限，映衬出人生的短暂、无常、虚幻；那么，反过
来从有限人生的角度来审视自然，自然便也成了一个短暂的过程--也就是说，每个人实际所接触、所
把握到的自然，只是宇宙无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短暂瞬间，是极其有限的。
这种不得不接受的有限性，对任何一个具有自由自觉本质的生命主体，都是一个悲痛的打击，也是笼
罩在整个人类头顶上的一层阴影。
这就是人类理性所反复体味到的那种永恒的悲哀--人类生命意识中永远无法摆脱的悲剧性。
任何一个心智高远的人对此问题都会感到惘然，作为一代文学大家的川端康成自不例外。
笼罩于“川端文学”的浓厚的虚幻感和悲哀性，不能说和川端康成这种对大自然的理性思考无关。
如果说“川端文学”的悲哀性从作家本人人生经历上的“孤儿根性”发端，那么，在其关于大自然的
哲学思考中，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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