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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山先生说过，旅行、绘画和写散文，是他一生的三大要素”。
当我们细读东山魁夷的散文时，的确感受到了一种唯美的艺术境界的吸引。
与其他作家的散文最大区别是，东山的散文是与其画作融为一体的。
他用极其简洁而又澄净的文字，记录了他对自然的沉思、人生的感悟。
可以说，日本风景画是他的眼睛，他把最美的自然之躯完美地勾勒了出来；而散文则是他的心声，把
最恬静、最诗情的心境传达了出来。
透过东山先生的画与文，一个纯粹的艺术家的胸襟和才华毫无保留地向世界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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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东山魁夷，日本画家。
1908年7月8日生于横滨。
受业于东京美术学校日本画科，1934年留学德国。
历任日本画院展审查员、常务理事长、顾问等职。
擅以西方的写实眼光捕捉日本风光之美。
他大胆探索，用西画技巧和表现手法改进日本画，使日本画在保持平面性的同时增强了画面的空间感
。
他的风景画中不出现人物形象，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对人生的强烈情感。
代表作有《春晓》（由日本政府赠送给毛泽东）、《京洛四季组画》、《唐招提寺壁画》等。
另有文集11卷出版。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京洛四季>>

书籍目录

新生初绘插图青春画卷心灵故乡高雅的芭蕾舞新大桥喷涌如泉的日本美黑暗灵魂的告白东方古典的岸
边山水双幅梅花与游禽图隔扇绘三国岭西本愿寺三十六人家集三十六人家集果树园罗拉希尔港有岛武
郎旅欧画帖我与村庄波斯的纤细画布拉克的肌理思考于歧路风景美属于谁静观万物皆自得老妇的肖像
朝凉唐女人俑⋯⋯圣夜雪景十选歌唱的男人清湘老人山水画册崴森布尔克氏印象与弗里德里希邂逅《
日月四季图》创作笔记谨作《黎明潮涌》京洛四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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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隅田川上的桥，可谓各领风骚。
其中轮廓最美的要数清洲桥了。
永代桥那舒缓伸展的曲线，显得沉稳敦实，胜关桥的中央桥墩左右上翘，更是别具一格。
　　在这些桥中，新大桥是个不起眼的存在。
我不觉被这桥的古雅亲切所吸引，前年(昭和三十四年)画东京十二景时也选择了这座桥。
我画了正面桥身的古香古色的唐草图案。
　　从两国桥朝下游望去，透过柳树林阴道，可以看见这座桥的侧影。
风起云涌时，随着流动的云霭，河面和河岸的仓库经常阴晴转换，这时的新大桥看上去像个黑色的剪
影，给人印象深刻。
偶尔乘船顺流而下，将要接近这座桥时，它又宛如一幅速写，显示出力的机械美，实在令人赞叹。
　　那是发生在箱根饭店里的事。
已过了旅游季节，早晨的餐厅里客人很少。
但是男女服务生仍规规矩矩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按照早餐的食谱，服务生送来了我的早餐。
可是没有麦片粥要加的牛奶。
　　“没有牛奶。
”我对站在旁边的男服务生说。
不一会儿，他送来了满满一杯凉牛奶。
　　我以为会给我送来喝麦片粥时加的热牛奶，所以又说了一句：“我是说麦片粥的热牛奶。
”男服务生道了歉，这回送来了热牛奶。
　　吃完早餐，在结账单上签字时，看见早餐上追加的牛奶费被划掉了。
　　“没什么，是我搞错了。
”男服务生不好意思地说。
可是担心要由他来赔偿，就把划掉的地方改了回来，加付了牛奶费。
　　晚饭时，那位男服务生来到我的餐桌旁，客气地向我表示感谢说：“今天早上很抱歉。
谢谢您。
”　　我看见跟他一样的实习生在前辈的指导下，正在上菜。
实习生一只手托盘，一只手将调料罐放到客人的手边。
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调料上，万—左手的盘子倾斜的话，说不定会洒到客人的背上。
看来送—盘菜也需要相当熟练才行。
按照前辈的小声提示，实习生仰着上身，挺着胸，来保持两手平衡——表情相当紧张。
　　早餐时，看见这些站得笔直的服务生们，我心里想，这些人的青春多么平淡无奇啊，可是，现在
看着他们那队真的神情，才发觉这里也有充满活力的青春。
　　遥远的京都　　我忽然觉得水都离我是那么遥远。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绵延起伏的群山环抱，有潺潺流淌的河水，四处耸立着寺庙的塔尖和屋顶，以
及散布的林中之泉⋯⋯　　春天的细雨，夏天的虫鸣，秋人的红叶，冬人的白雪。
红框格子门、门帘、工匠的精湛手艺、民间节日、京都料理、京都小点心⋯⋯　　这是一座多么美的
城市啊。
　　住在京都的人也许会嘲笑我的京都的感怀是旅行主人的梦想，不，就连去京都旅行的人，看到京
都景点的喧嚣，京都城市的变化，也会怀疑那宁静的京都是否还存在的吧。
　　毫无疑问，京都有着与其他现代都市共同的问题，共同的烦恼。
　　这可以说是整个日本的问题。
如果我说日本是个绿树成阴的岛国，从南至北气候多变，有山有海，四季转换鲜明，拥有丰富的自然
美，日本人一定会嘲笑我所说的是陈腐的对外宣传辞令。
　　毫无疑问，日本有着现代世界各国的共同问题，共同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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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和通讯手段越来越发达，世界变得越来越狭小，处在这样的时代，一个国家不可能孤立地存
在，当然在一个国家中，也不可能有孤立存在的城市。
　　但是，从现在来看，日本是日本，京都是京都。
即使站在世界公认的审美观点上来看，日本的美也有着独立存在的价值，这可以由前几天川端先生获
得诺贝尔奖来证明。
而日本美的独特风采就蕴藏在京都的自然和人们的生活之中。
　　这些美的传统正在急剧消失，这是事实，也是宿命。
实在让人惋惜。
去年秋天，竣工的新宫殿是充满日本美感的建筑，室内装修用木料的做工之精美，令人瞠目。
据营造部长高尾亮一氏介绍，这是高超的手艺人，尤其是京都工匠的精湛技艺，才能做得如此美轮美
奂。
也使得外国的参观者叹为观止。
　　在京都流传至今的技艺中，有许多堪称世界性的宝贵遗产。
这不止是京都的骄傲和日本的骄傲，京都拥有属于整个人类的重要文化遗产，拥有许多继承发展闩本
传统美的技艺。
京都作为京都，即便是为了生存，也不应变成日本随处叮见的那样的城市，不应失去京都独自的存在
价值，但是，看京都现在的样子，似乎是在努力使自身成为没有特色的地方都市。
　　我前面写了忽然觉得京都离自己很遥远，也许是我刚刚完成了耗时几年的京都系列作品，正准备
开始新的旅程时的心境使然，但我确实感到京都距离京都自身越来越远厂。
　　无论从地方上来说，还是从观光客方面来说，没有比今天的日本的观光更糟糕的了。
尽全力破坏美丽的自然、建筑和街道的景致即是日本的现状。
人们对于如此愚蠢之举的叹息声，完全被淹没在开发土地，以及旅游热的聒噪之中了。
　　“看都满眼汨”是川端先生为我的《京洛司机》写的序文中的一句。
　　一座废墟般的教堂，周围环绕着巨大槲树，树叶已经掉光。
弯曲的枝干犹如黑色的剪影浮现在傍晚的天空下。
　　天上一轮弯月，给破败的教堂抹上了一缕残光。
　　教堂的入口有个十字架和灯火，还有几个修道僧。
地面覆盖着白雪，一切景物都将沉入暗淡下来的夕空中去。
一个墓标歪斜地竖着。
　　虽然这是一幅阴森森的荒凉风景，但在这异乎寻常的静谧中，流淌着保佑灵魂安宁的祈祷。
这里画的并非现实的风景，而是心中幻想的世界。
　　卡斯帕·达比特·弗里德里希(1774—1840)是德意志浪漫派的代表人物，作品多为充满孤独感的
风景画。
死后渐渐被人们所淡忘，但进入本世纪后，作为以风景表现心象的先驱者重新受到评价。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京洛四季>>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 一）　　我从很早以前就想要描画京都。
所以时常来京都参加寺院，游览风景，也在许多地方写生过。
　　“要想画京都的话，现在正是时候。
”川端康成先生曾这样对我说过，这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了。
当时我正准备去北欧旅行。
旅行回来后，我打算专心致志地去品味京都。
以这样的心　　境来到京都后，我仿佛进入了陌生的地方，所见所闻都使我感到珍奇、有趣。
当然，我并不仅仅是住在京都，而是尽早可能多地游览京都。
　　我在京都的熟人很多，但我却只身—人漫步京都。
这是我一向的习惯，我只有作为自由孤独的旅行者，才能与所欣赏自然和风物直接沟通。
　　一年来，由于京都有许多民俗、节日，所以，一方面是为了看这些而去，另一方面是考虑到樱花
和红叶的季节而去的。
写生的对象依旧漫无目标。
我常常把写生的画具背在肩上，依靠地图在京都东游西转，信步而行。
　　二三年的工夫，画了相当数量的素描。
我把它们按季节分类，其中有的还装裱出来。
但是，我从昭和四十一年(1966)开始奉沼作新宫殿的壁画，特别是去年至今年春天，一直埋头于作画
。
京都风景的制作只好暂时中断下来。
其间，关于京都的书籍陆续出版了。
每当看到与我的感受方式偶然一致的描写时，我就有种自己的百宝箱不知何时被人打开了似的感觉。
　　但是，壁画的制作把我和京都连接得更紧密了。
壁画的准备期间，我仔细游览了京都的隔扇壁画和庭园，御所和离宫等也为我的参观和写生给与了特
别的方便。
我觉得在我此生中能如此细腻地观察京都，触及京都之美实在是荣幸的事。
　　但是，壁画的制作把我和京都连接得更紧密了。
壁画的准备期间，我仔细游览了京都的隔扇壁画和庭园，御所和离宫等也为我的参观和写生给与了特
别的方便。
我觉得在我此生中能如此细腻地观察京都，触及京都之美实在是荣幸的事。
　　我的京都风景画展终于在去年的十一月末，是在银座松屋与壁画草图展同时举力的。
而且，借此机会，这本画集也由新潮社出版了。
我不打算写成京都的景物介绍。
因为那样就失去了作为画集的性格了。
另外，在此收录的场所并不意味着其特别重要，只是它们与我描绘的风景画有着密切的关联，是我随
心所欲的旅途记录。
　　川端先生亲自为我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文，使我能够以此装点卷头，是我望外之福。
它是先生获得诺贝尔奖以及赴瑞典领奖的百忙之中，特意来京都，参观了我所画的场所之后写的。
对于先生的厚意，我无法形容我的感激之情。
真是喜不自禁。
　　昭和四十四年（1969）九月记　　（二）　　《京洛四季》的系列作品是在昭和四十三年（1968
）十一月发表的。
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十五个春秋。
想要画京都而频繁去京都旅行，是从五年前的昭和三十八年（1963）开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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