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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挪威的森林》：从译本到银幕 林少华　　六月中旬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无疑是沪上一件文化盛事
。
其间，电影版《挪威的森林》举行了专场新闻发布会。
导演陈英雄和渡边君的扮演者松山研一参加了，我也参加了。
我参加的原因，自然因为我是小说版《挪威的森林》的译者。
无须说，没有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就不会有这部龟影；同样，没有《挪威的森林》的中
文译本，恐怕也不会有这部电影的引进。
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可以说是始作俑者。
既然如此，我就多少有责任回答不少人怀有的一个极为朴素的疑问：村上春树为什么选择陈英雄执导
这部电影？
 我和电影原著作者村上春树见过两次。
二零零八年十月底第二次见他的时候，因为在那之前不久媒体报道《挪》将由越南裔法国电影导演陈
英雄搬上银幕，所以当面问他有无此事。
村上回答确有此事。
他这样说道：&ldquo;就短篇小说来说，如果有人提出拍电影，一般都会同对方协商，但长篇是第一次
，因为这很难。
不过《挪》还是相对容易的，毕竟《挪》是现实主义小说。
　　他说关于《挪》此前也有人提出拍电影的事，他都没有同意。
而这次他同陈英雄在美国见了一次，在东京见了两次，觉得由这位既非日本人又不是美国人的导演拍
成电影也未尝不可。
至于演员，可能由日本人担任。
村上最后是这样结束这个话题的：&ldquo;将会拍成怎样的电影呢？
对此有些兴趣。
不过一旦拍完，也许就不会看了。
以前的短片都没看，没有那个兴趣。
&rdquo; 的确，除了长篇以外，村上小说已有若干部走上银幕：中篇《且听风吟》（1981，导演大森
一树）、短篇《再袭面包店》（1982，导演山川直人）、短篇《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1983，导演
山川直人）、短篇《托尼瀑谷》 （2004，导演市川准），以及短篇集《神的孩子全跳舞》（2007，导
演罗伯特 &middot;洛格巴尔）。
但作为长篇，《挪威的森林》是第一次由文字变成影像。
《挪》在日本走红之后，据说一位名叫原田真人的电影界人士给村上写信，希望允许他立马搬上银幕
，不料村上一口回绝，说即便库伯利克（Stanky Kubrick）提出申请也不理睬。
库伯利克是美国的大牌导演，导演过《斯巴达克斯》和《2001太空漫游记》等名作，当时的声望未必
在今天的陈英雄之下。
那么，为什么后来村上同意由陈英雄出手了呢？
 应该说，村上在上面那段话中已经明确给出了答案，那就是：陈导&ldquo;既非日本人又不是美国
人&rdquo;。
大家知道，村上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并且很熟悉美国人，外国朋友中也以美国人居多。
但作为事实，身为日本人的村上的确不看日本国产电影，同时好莱坞那样的电影制作模式又难免使他
感到焦躁和疲惫。
而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陈英雄&ldquo;既非日本人又不是美国人&rdquo;这一特殊身份。
进一步说来，陈导还既非越南人又不是法国人。
这样的特殊身份意味什么呢？
意味一种第三者眼光或游离于外部的视线。
换言之，这样的身份很容易使得陈英雄对所处理的题材保持相应的距离感&mdash;&mdash;实际上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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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的越南题材电影也大多给人以仿佛隔岸观火的冷静的距离感&mdash;&mdash;而距离感或疏离感恰
恰是村上文学的一个主要特色。
惟其如此，村上也才从这位越南裔法国导演的作品风格中敏锐地嗅出了相似的距离感，进而产生信赖
感，最终向影片制作方日本TV局推荐了陈英雄。
　　至于村上此举是否正确或陈导是否不负村上厚望，日本国内外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不过我想，从电影中具体考察和体味这种距离感或外部视线，也未尝不是一种乐趣。
，一种知性的审视性的乐趣。
日本国内报道说&ldquo;是村上春树本人看了脚本后决定开拍的&rdquo;，还说。
&ldquo;村上君极力称赞扮演直子的女演员的演技&rdquo;。
对此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或不情愿相信，信不信由你。
　　反正作为我还是满怀期待的。
　　所以满怀期待，此外还有一个大约只适用于我的小小原因&mdash;&mdash;我觉得译者、尤其文学
翻译家和电影导演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二者都是以自己的解读方式使原著生命在另一符号系统
中获得再生。
作为导演的陈英雄主要运用影像符号系统达到这一目的，作为译者的我则利用汉语这一不同于日语的
语言符号系统向这一目标逼近。
与此同时，二者的危险性也大体相同：或工于技巧，因匠气太重而堵塞原著精髓的传达；或失于粗疏
，因功力不足而妨碍原著美感的再现。
总之都影响原著生命及其美感的再生。
作为&ldquo;同类&rdquo; ，但愿陈导在这方面有比我远为出色的表现。
　　其实，对中国观众来说，陈导所传达的，较之原著文本，恐怕更是中文译本所再现的原著美感和
生命。
这是因为，观众大部分首先是中文译本的读者。
因此，借此机会向无数喜爱《挪威的森林》的中文读者介绍一下这部小说中译本的诞生过程或
其&ldquo;生日&rdquo;纪事，想必也是饶有兴味的。
　　时间退回到二十四年前。
《挪威的森林》日文原作于一九八七年九月在日本出版，一个月后我到日本留学一年，在大阪市立大
学研究生院进修日本古典文学。
每次去书店都见到一红一绿&mdash;&mdash;鲜红鲜红墨绿墨绿&mdash;&mdash;上下两册《挪威的森林
》各带一条金灿灿的腰封摞在进门最抢眼的位置，正可谓风光无限，仿佛整个日本列岛都进入
了&ldquo;挪威的森林&rdquo;，几乎无人不看。
大约独我一人不屑一顾。
原因在于我当时正挖空心思做一个所谓&ldquo;中日古代风物诗意境比较研究&rdquo;的项目，拿了国
家教委六七千元钱，此行目的之一就是为此搜集资料。
而且当年我是一门心思要当像那么回事的学者的，想写一本砖头般的学术专著把身边同事吓个半死。
因此去书店几乎直奔文学理论等相关学术书架，没时间也没闲心打量这花红柳绿的流行玩艺儿，亦不
知村上春树为何村何树。
回国前只因一个同学送了《挪》的下册，我为配齐才老大不情愿地买了上册。
带回国也随手扔在书架底格没理没看。
　　岂料，命运之手正悄悄把我这粒棋子移去另一条人生轨道。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即我回国两个月后，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年会在广州召开，从事日本现当代文学研究
的副会长李德纯老先生一把将我拉到漓江出版社的一个年轻编辑面前，极力推荐说《挪》多么美妙，
我的中文多么美妙，译出来市场前景又多么美妙。
而我当时的经济景况却一点儿也不美妙，衣服大多是在后校门附近地摊买的，无论如何都需要赚点稿
费补贴生活开支。
当学者诚然美妙，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钞票的美妙为前提的&mdash;&mdash;说起来不好意思，我便是
在这种既不美妙又未必猥琐的复杂心态下翻译《挪》的。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挪威的森林（电影特别版）>>

或者说，《挪》便是从如此风景凄凉的港湾起锚驶进中国大陆的。
　　记得那年广州的冬天格外阴冷，借用村上的话说，就好像全世界所有的冰箱全都朝我大敞四开。
我蜷缩在暨南大学教工宿舍五楼朝北房间的角落里，裹一件好像用蓝墨水染成的半旧混纺鸡心领毛衣
，时而望一眼通往教室的路上绿子般说说笑笑的港澳女孩子的彩色身影，时而搓一搓冻僵的手指，对
照日文一格格爬个不止。
就翻译住处环境来说，和村上写。
《挪》时的低档旅馆多少有些相似。
只是，我放的音乐，一不是爵士乐&ldquo;挪威的森林&rdquo;，二不是《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
队》。
说来难以置信，我放的是中国古琴曲《高山流水》、《渔舟唱晚》和《平沙落雁》。
我觉得那种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超越日常性、凡俗性的旋律非常契合自己的心境，使我很快在书中特
有的世界里流连忘返。
仿佛直子绿子和&ldquo;敢死队&rdquo;们用一条看不见的细线拖着我的自来水笔尖在稿纸上一路疾驰
，但觉人世间所有美妙的词汇和句式纷至沓来，任我差遣发落，转眼间便乖乖嵌入一个个绿色的方格
。
正是这样的感觉促使我逐步形成了日后的&ldquo;翻译观&rdquo;：文学翻译不仅仅是语汇，语法、语
体的对接，而更是审美感觉的对接、灵魂剖面的对接。
换言之，翻译乃是转达审美愉悦和窃取他人灵魂信息的作业。
总之，我就是这样陪伴《挪》、陪伴村上君开始了中国之旅，又眼看着她如何由不入流的&ldquo;地
摊&rdquo;女郎最后变成陪伴&ldquo;小资&rdquo;或白领们出入&ldquo;星巴克&rdquo;的光鲜亮丽的尤
物。
　　这里需要说一下《挪》中所谓涉&ldquo;黄&rdquo;部分的处理问题。
如今看来，恐怕并没&ldquo;黄&rdquo;到多么了不得的地步，而在二十几年前尽管是作品整个肌体一
个并非盲肠的构成部分，但接受起来还是需要做心理调整的。
切除还是不切除？
当时较为保险的做法是一切了之，而我决定予以保留，而仅仅将直译或为&ldquo;性交&rdquo;及近乎
生理器官名称的若干字眼代之以含蓄些的文学语言。
尽管如此，交稿后还是遇到了麻烦。
这也是因为交稿时间不巧正值&middot;九八九年春夏之交那个特殊的政治&ldquo;季&rsquo;节&rdquo;
。
新闻出版界本来就对精神上的舶来品分外敏感，加之有颜色分明的&ldquo;黄色&rdquo;段落，以致出
版社讨论几次都无人敢签字放行。
最后译稿清样摆在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一位官员的办公桌上。
据说这位官员认真看了全稿，看罢道一声&ldquo;好书！
&rdquo;于是出版社舒了一口长气，作为译者的我当然如释重负，庆幸绝处逢生。
　　这样，在删除约一千六百字典型涉&ldquo;黄&rdquo;部分之后，《挪》中译本于一九八九年七月
由当时在外国文学出版方面颇有建树的漓江出版社出版。
首印三万册。
封面画的是一个不甚漂亮也不甚年轻的裸背女子，和服样式的上装在腰间介于欲掉未掉欲脱未脱之间
，格外令人想人非非。
由于背景与和服均是黑色，惟独裸背白花花的，如暗夜里的水银灯，故不妨称为&ldquo;裸背
版&rdquo;。
　　里面章别目录由编辑部加了标题，如&ldquo;月夜裸女&rdquo;、&ldquo;同性恋之祸&rdquo;
、&ldquo;难得的享受&rdquo;之类，害得我实在不好意思送人。
毕竟是现职大学老师，总不好对人家说：&ldquo;请好好看看这个，极有意思的哟！
&rdquo;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德纯先生以《物欲世界的异化》为题赐以译本序，以敏锐的洞察力和
富有激情的笔触概括了村上文学的基本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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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ldquo;附白&rdquo;形式特意提及推荐我译这本书的缘起：&ldquo;过去受托为译书作序，对译文
工拙，概不置品评，尤对溢美之词慎之又慎，但对少华君，自从读了他的文章和译文，神交久矣。
其后，绿衣天使为我们架起输通学术的桥梁，建立起 &lsquo;忘年交&rsquo;已几易寒暑。
他被破格擢升为副教授，对执著于以文章论名的我们，小事一桩，倒是他在学术上的突飞猛进，令我
动情不已。
这种知音之感促使我乐于推荐他译此书。
，，今天重读这段文字。
，再次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起步和成长得益于李德纯先生这样老一辈学人无私的提携和指点。
就村上文学的译介阅读而言，不但我要衷心感谢李德纯先生，而且读者以至《挪威的森林》这本书想
必也会对这位老先生怀有感激之情。
之于我，这固然可以说是命运的安排，但命运是谁安排的呢？
终究是人。
抚今追昔，不胜感慨。
　　&ldquo;裸背版&rdquo;至一九九三年印了四次，正版印数约十万册。
九六年七月改版，作为五卷本&ldquo;村上春树精品集&rdquo;之一再度推出，封面隐约画几条弧线，
细看才知是女子纤细的腰和丰满的臀，是为&ldquo;臀线版&rdquo;。
过塑，印数一万五千册，似乎卖得不如&ldquo;裸背&rdquo;好，我几次去书店守候大半天也没见有人
买。
　　九八年九月再次改版，大32开，书皮为略有凹凸感的米黄色套封，顶端开有三角形&ldquo;天
窗&rdquo;，是为&ldquo;天窗版&rdquo;。
日式彩色园林从中露出，&ldquo;天窗&rdquo;下角右侧影印短辫女郎黑白头像，底端为淡淡的富士山
剪影。
内容加了总序和附录。
附录分专家评论、作家访谈和村上年谱三部分。
也是因为装帧、版式和纸质均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此版大为畅销，首印二万一千册，至二零零零年
九月印至十次，每次二万，两年印数愈二十万册。
较前两版不可同日而语。
因早已绝版，据说已有收藏价值。
　　自二零零一年起，《挪威的森林》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接盘，并扩充品种，沪版时代由此开始。
但见村上系列鱼贯而出，首尾相望，旗旌俨然，长驱直进，蔚为大观，至今气势犹壮，此为村上第二
个十年，堪称黄金十年。
但距《挪》之&ldquo;生日&rdquo;已相去较远，且读者相对熟悉，恕不细表。
　　最后拉回&ldquo;生日&rdquo;之初就其&ldquo;出生&rdquo;反响略拾花絮。
翻阅我手头保留的剪报等资料，得以确认关于《挪》最早的评论是一九九零年一月六日《文汇读书周
报》郑逸文的文章，题为《一半是叹息，一半是苦笑》：&ldquo;从友人处借得一册《挪威的森林》，
一夜挑灯苦读，待晨曦微露时合上小说，却没有半点放松感。
那样真切地从文字上读懂都市人的压抑与无奈还是头一次；那样不知所措地让小说的悲凉浸透全身竟
也是头一次。
绝的是那样深沉的凉意并不能轻易引下泪来。
尽管一夜风雨，书中人已泪眼迷朦各自退回原路寻其归宿，但惜别之际留下的微笑却一拂往日之忧苦
，不容你对他们（她们）是否懦弱妄加评述。
&rdquo;最早的出版社宣传应是一九九零年二月九日《书刊导报》刊发的责任编辑汪正球文，题为《日
本的超级事件&mdash;&mdash;（挪威的森林）抢购狂潮》：&ldquo;它的成功之处令人联想到迄今仍为
读者喜爱的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青春感伤大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两部杰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hellip;&hellip;&lsquo; 奇文共赏析&rsquo;，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书。
&rdquo; 文学评论家中最早关注《挪》的大概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白烨先生，他撰文说《挪》&ldquo;
以纪实的手法和诗意的语言&rdquo;注重表现&ldquo;少男少女在复杂的现代生活中对于纯真爱情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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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双重追求&hellip;&hellip;超出了一般爱情描写的俗套，而具有更为深刻的人生意义&rdquo;。
文章具体发表日期一时无从核对，但几年前在青岛相见时，白烨先生告诉我《挪》出版不久就看了，
说他当时正处于精神苦闷之中，《挪》给了他很大安慰。
　　后来成为有影响人物的广东秦朔也较早注意到了《挪》，他在一九九一年一、二期合刊号《旅潮
》撰文：&ldquo;1990年的秋天，带着将逝未逝或者永不消逝的青春梦幻，我走进了一片《挪威的森林
》。
在日本，它是漫卷每一个年轻人的春风秋雨。
当我听到&lsquo;请你永远记住我/记住我这样存在过&rsquo;的青春呼喊时，我觉得即将22岁的我和异
国的心灵流荡着同一样的烟霭和山岚&mdash; &mdash;就像卡夫卡说的，&lsquo;我们大家共有的并非一
个身躯，但却共有一个生长过程，它引导我们经历生命的一切阶段的痛楚，不论是用这种或那种形
式&rsquo;。
　　&rdquo; 作家的反应似乎迟了几年。
九十年代中后期，徐坤、素素、彭懿和陆新之等人或写书评或以论文或在创作中加以举荐和评说。
因其时间偏离了&ldquo;生日&rdquo;，加之这里篇幅有限，就不列举了。
　　轻抚这些大多二十年前用铅字印刷的早已泛黄变脆的报刊，仿佛触摸着那个时代年轻或不很年轻
人的心跳，感受着他们的喘息。
同时也仿佛看到了当时的自己，是的，他们就是自己。
岁月如流，我还能踏回《挪》中青春流淌过的河床吗？
作为译者，假如现在翻译《挪威的森林》，我还会那样捕捉和传递她和他的心跳和喘息吗？
我不知道。
　　而在二十多年过后的此时此刻，我即将走进电影院观看由越南裔法国导演陈英雄执导的《挪威的
森林》，银幕能让我重温二十多年前的感觉和梦境吗？
能让我看到自己熟悉的渡边、直子、绿子以及&ldquo;敢死队&rdquo;的音容笑貌和泪水吗？
我不知道。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于窥海斋 时音岛海雾轻笼合欢婆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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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说主人公渡边以第一人称展开他同两个女孩间的爱情纠葛。
渡边的第一个恋人直子原是他高中要好同学木月的女友，后来木月自杀了。
一年后渡边同直子不期而遇并开始交往。
此时的直子已变得娴静腼腆，美丽晶莹的眸子里不时掠过一丝难以捕捉的阴翳。
两人只是日复一日地在落叶飘零的东京街头漫无目标地或前或后或并肩行走不止。
直子20岁生日的晚上两人发生了性关系，不料第二天直子便不知去向。
几个月后直子来信说她住进一家远在深山里的精神疗养院。
渡边前去探望时发现直子开始带有成熟女性的丰腴与娇美。
晚间两人虽同处一室，但渡边约束了自己，分手前表示永远等待直子。
返校不久，由于一次偶然相遇，渡边开始与低年级的绿子交往。
绿子同内向的直子截然相反，“简直就像迎着春天的晨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头小鹿”。
这期间，渡边内心十分苦闷彷徨。
一方面念念不忘直子缠绵的病情与柔情，一方面又难以抗拒绿子大胆的表白和迷人的活力。
不久传来直子自杀的噩耗，渡边失魂魄地四处徒步旅行。
最后，在直子同房病友玲子的鼓励下，开始摸索此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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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村上春树：（1949年1月12日－），日本小说家、美国文学翻译家。
29岁开始写作，第一部作品《且听风吟》即获得日本群像新人赏，1987年第五部长篇小说《挪威的森
林》在日本畅销四百万册，广泛引起“村上现象”。
村上春树的作品展现写作风格深受欧美作家影响的轻盈基调，少有日本战后阴郁沉重的文字气息。
被称作第一个纯正的“二战后时期作家”，并誉为日本1980年代的文学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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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挪威的森林》：从译本到银幕——林少华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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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十七岁的我坐在波音747客机上。
庞大的机体穿过厚重的雨云，俯身向汉堡机场降落。
十一月砭人肌肤的冷雨，将大地涂得一片阴沉，使得身披雨衣的地勤工、候机楼上呆然垂向地面的旗
，以及BMW广告板等一切的一切，看上去竟同佛兰德派抑郁画的背景一般。
罢了罢了，又是德国，我想。
　　飞机一着陆，禁烟显示牌倏然消失，天花板扬声器中低声流出背景音乐，那是一个管弦乐队自鸣
得意地演奏的甲壳虫乐队的《挪威的森林》。
那旋律一如往日地使我难以自已，不，比往日还要强烈地摇撼着我的身心。
　　为了不使脑袋胀裂，我弯下腰，双手捂脸，一动不动。
很快，一位德国空中小姐走来，用英语问我是不是不大舒服。
我答说不要紧，只是有点晕。
　　&ldquo;真不要紧？
&rdquo; &ldquo;不要紧的，谢谢。
&rdquo;我说。
她于是莞尔一笑，转身走开。
音乐变成比利&middot;乔尔的曲子。
我扬起脸，望着北海上空阴沉沉的云层，浮想联翩。
我想起自己在过去的人生旅途中失却的许多东西&mdash;&mdash;蹉跎的岁月，死去或离去的人们，无
可追回的懊悔。
　　机身完全停稳后，旅客解开安全带，从行李架中取出皮包和上衣等物。
　　而我，仿佛依然置身于那片草地之中，呼吸着草的芬芳，感受着风的轻柔，谛听着鸟的鸣啭：那
是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快满二十岁的时候。
　　那位空姐又走了过来，在我身边坐下，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ldquo;可以了，谢谢。
只是有点伤感。
&rdquo;我微笑着说道。
　　&ldquo;这在我也是常有的，很能理解您。
&rdquo;说罢，她摇了下头，起身离座，转给我一张楚楚动人的笑脸：&ldquo;祝您旅行愉快，再会！
&rdquo; &ldquo;再会！
&rdquo; 即使在经历过十八度春秋的今天，我仍可真切地记起那片草地的风景。
　　连日温馨的霏霏细雨，将夏日的尘埃冲洗无余。
片片山坡叠青泻翠，抽穗的芒草在十月金风的吹拂下蜿蜒起伏，逶迤的薄云紧贴着仿佛冻僵的湛蓝的
天壁。
凝眸望去，长空寥廓&rsquo;，直觉双目隐隐作痛。
清风抚过草地，微微拂动她满头秀发，旋即向杂木林吹去。
树梢上的叶片簌簌低语，狗的吠声由远而近，若有若无，细微得如同从另一世界的入口处传来似的。
此外便万籁俱寂了。
耳畔不闻任何声响，身边没有任何人擦过。
只见两只火团样的小鸟，受惊似的从草丛中骤然腾起，朝杂木林方向飞去。
直子一边移动步履，一边向我讲述水井的故事。
　　记忆这东西总有些不可思议。
实际身临其境的时候，几乎未曾意识到那片风景，未曾觉得它有什么撩人情怀之处，更没想到十八年
后仍历历在目。
　　对那时的我来说，风景那玩艺儿是无所谓的。
坦率地说，那时心里想的，只是我自己，只是身旁相伴而行的一个漂亮姑娘，只是我与她的关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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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转回我自己。
在那个年龄，无论目睹什么感受什么还是思考什么，终归都像回飞镖一样转到自己手上。
更何况我正怀着恋情，而那恋情又把我带到一处纷纭而微妙的境地，根本不容我有欣赏周围风景的闲
情逸致。
　　然而，此时此刻我脑海中首先浮现出来的，却仍是那片草地的风光：草的芬芳，风的微寒，山的
曲线，犬的吠声&hellip;&hellip;接踵闯入脑海，而且那般清晰，清晰得仿佛可以用手指描摹下来。
但那风景中却空无人影。
谁都没有。
直子没有。
我也没有。
我们到底消失在什么地方了呢？
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呢？
看上去那般可贵的东西，她和当时的我以及我的世界，都遁往何处去了呢？
哦，对了，就连直子的脸，一时间竟也无从想起。
我所把握的，不过是空不见人的背景而已。
　　当然，只要有时间，我总会忆起她的面容。
那冷冰冰的小手，那呈流线型泻下的手感爽适的秀发，那圆圆的软软的耳垂以及紧靠其底端的小小黑
痣，那冬日里常穿的格调高雅的驼绒大衣，那总是定定地注视对方眼睛发问的惯常动作，那不时奇妙
地发出的微微颤抖的语声（就像在强风中的山冈上说话一样）&mdash;&mdash;随着这些印象的叠涌，
她的面庞突然而自然地浮现出来。
最先现出的是她的侧脸。
大概因为我总是同她并肩走路的缘故，最先想起来的每每是她的侧影。
随之，她朝我转过脸，甜甜地一笑，微微地歪头，轻轻地启齿，定定地看着我的双眼，仿佛在一泓清
澈的泉水里寻觅稍纵即逝的小鱼的行踪。
　　但是使直子的面影在我脑海中如此浮现出来，总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所需时间也愈来愈长。
这固然令人悲哀，但事实就是如此。
起初五秒即可想起，渐次变成十秒、三十秒、一分钟。
它延长得那样迅速，竟同夕阳下的阴影一般，并将很快消融在冥冥夜色之中。
哦，原来我的记忆的确正在步步远离直子站立的位置，正如我逐渐远离自己一度站过的位置一样。
而惟独那风景，惟独那片十月草地的风景，宛如电影中的象征性镜头，在我的脑际反复推出。
并且那风景是那样执拗地连连踢着我的脑袋，仿佛在说：喂，起来，我可还在这里哟！
起来，起来想想，思考一下我为什么还在这里！
不过不痛，一点也不痛。
一脚踢来，只是发出空洞的声响。
甚至这声响或迟或早也将杳然远逝，就像其他一切归终都已消失一样。
但奇怪的是，在这汉堡机场的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客机上，它们比往常更持久地、更有力地在我头部
猛踢不已：起来，理解我！
惟其如此，我才动笔写这些文字。
我这人，无论对什么，都务必形诸文字，否则就无法弄得水落石出。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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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堡机场的一曲忧郁的《挪威的森林（电影特别版）》，复苏了主人公渡边感伤的20岁记忆：娴
静腼腆、多愁善感的直子，是他动情倾心的女孩，那缠绵的病况、如水的柔情，甚至在她花蚀香销之
后，仍令他无时或忘；神采飞扬、野性未脱的绿子，是他邂逅相遇的情人，那迷人的活力、大胆的表
白，即使是他山盟已定之时，也觉得她难以抗拒。
悲欢恋情，如激弦，如幽曲，掩卷犹闻余音颤袅，奇句妙语如泉涌，如露凝，读来还觉口角噙香。
《挪威的森林（电影特别版）》有纯而又纯的青春情感，是一部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700万的畅销奇
观，这是村上春树的毕生杰作。
　　同名英文版火热销售中：Norwegian 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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