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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书写的是黑孩从刚到日本直到现在在日本生活中所得到 的一些感受。
读了这部书以后，有些中国读者可能会对这本书中提到的一此人名、地名和一些生活环境有些陌生。
黑孩的文章里，有时呈现所谓“新人类”世代的特点，比如肯定自己的美好 ，对于政治、革命等方面
不太感兴趣，但这在她生长的年代 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并不是她一个人的特点。
她有时候，不知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超越民族认同，而从性别认同看问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女人最后的华丽>>

作者简介

黑孩，女，1963年4月6日出生于大连。
1984年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
1984年至1992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任编辑。
1992年至今在日本。
作品：中文版《父亲和他的情人》（小说集）《夕阳又在西逝》（散文集）《秋下－心愁》（长篇小
说）日文版《雨季》（小说散文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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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作为流浪的世界人（代序）女人最后的华丽雨季红绳腰带缘好久不见一寸风情狗话续狗话初见冰心尺
八男友的口头禅友情樱花雪忘情风景闲人手记浊酒余欢我的身上有你的美丽与真诚送你送到一样的心
情这样迷上你第一滴血一路平安病寂寞是学问寂寞始于归意一日流小日本大帝国星离去猫话水果和垃
圾老师苦中求乐香港啊香港阳光灿烂的日子母亲和我恋爱难谈不落的太阳旧衣旧照片一线扯到天涯方
圆故乡在路上圣诞夜信天游两个人的岁月隐情自杀演习恨到归时中国男人温泉情节阴阳世界初体验小
河的水温柔的风宝贝再给我一个梦后记　黑孩与柳美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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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坐着男朋友的车，我们在很多家动物商店进去了又出来。
男朋友挑了一张英文唱片一路放送着。
不能将十五万存到银行里虽然有一点点儿失落和悲伤，但是男朋友坐在身边四处为我挑小狗这件事实
令我着实幸福得想流泪。
从来没有别的男人这样对待过我。
我也要好好地待男朋友。
没有绝对坏的女人。
坐在男朋友身边随着车晃来晃去的现在的我，基本上就是个好女人。
    给我一点儿时间，给我一点儿充裕，给我一点儿机会，让我慢慢儿地调整我自己，让我一点儿一点
儿地完美。
    车开到池袋附近，男朋友已经越过那家极小的动物商店了却又折回来。
最后的一家，男朋友说，如果连这一家也没有你喜欢的小狗的话，我们只好下个星期天再找了。
    只有两条小狗。
一条黑色的，一条茶色的。
两条都是迷你DM(ダックス)。
黑色的骑在茶色的身上，茶色的只是一个劲儿地逃。
    我想抱抱它，我指着茶色的对店主人说。
    小狗被放到我怀里的时候，我突然间就不想撒手了。
爱的感觉不是渐渐来临的。
爱的感觉是一下子火焰般地燃烧了我的身体。
有一种目光纯净得像深深的海洋，是这条小狗的眼睛所放射的。
有一种神情像需要安慰的孩子，是这条小狗的亲吻所渴望的。
有一种味道是我最喜欢的冰淇淋的奶香，是这条小狗的身上所散发的。
活到今天，突然有了一种做，母亲的欲望，真的，爱的感觉挡也挡不住。
无限奥秘隐藏在我的感觉里，我的身体里。
不同的两个生命以身体的速度快速相应，我想说这是缘分。
我是情不自禁的。
    我抱着小狗对店主人说我就要它。
我开始亲吻小狗。
我无法分清小狗的皮肤和毛，因为它们一样柔软。
直到我的亲吻成为小狗的痛苦，男朋友对我说，先抱回家里吧。
    对待小狗到了这种程度好像有点儿怪怪的。
关于怪怪的解释又好像一个问题。
不变的事实是我从一开始就将小狗视为儿子。
我给孩子起名般地给小狗起了一个名字：豆豆。
从此豆豆是家族的一员。
豆豆有了母亲。
豆豆不再是小狗。
    七日晨我醒得很早，但我不愿意起床。
小木屋墙壁上挂着的石英钟从容发出嘀嘀嗒嗒的声音，我便一声一声地数。
但是，从没有数到三十个数就又需从头数。
就这样挨到了七点一刻。
    七点一刻，该是你登机的时候。
    本来，六日的夜里我仍是抱定了信心要赴成田送你，但七日晨因为醉酒而精疲力竭又因为心慌而落
魄失魂的我，却无论如何都起不来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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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身在机场候机的你，想必知道我并未忘记这离别的一刻。
而我未能去成田送你的缘故，你也是知道的。
    当真，在登机前你从机场给我打来了电话，告诉我起飞的时间推迟到八时整。
    有一句话叫醉人欲狂。
这个故事，我们是在这五六天里以我们自己的方式经历过了。
那是在黄昏，在居酒屋里的混浊的灯光下，在一杯杯失控畅饮的酒水里。
    常有一种感觉，十八岁以前的时光长得无限，十八岁以后的时光快如闪电。
十八岁至三十岁之与我，就在一瞬间。
转瞬的时间里，我已很少有闲暇喝酒了。
但是在你来到我身边的三天里，我却喝了四次酒，又醉了两次酒。
想必醉了酒的人才会懂得酒。
    酒，如果不是心，也必是心的眼所驻留过的一团深处的绿阴。
    六日醉酒后我吐过三次，七日上午我躺在床上想象在空中飘摇的飞机想象你的时候，我又吐了一次
。
因为醉酒而在当天吐过后的第二天再吐，怕是不多见的。
就是在此刻，那样一种眩晕欲狂的滋味仍紧缩在我的心上。
虽然已是人渺影远，虽然已是天隔一方，但是，就因着这醉的滋味，禁不住的热泪就常常潮湿了我的
鬓发我的腮。
    我们离别时我醉着，但是心告诉我，我未曾说过挽留你的话。
当我将情箭搭在你的心弦上时，我已是想过我们的前途的。
一个是国内，一个是海外，纵使人生一切一切的情境都似闪电，习阱目距天涯般的辗转也未必能够穷
尽。
    因而，你走时我的话都很有勇气。
    如今回味起来，离别时你和我一样醉着，且和我一样勇气。
你对我说，说我应该见人世面，应该有大眼光，应该做大事业。
这样的鼓励，其间迂回婉转的心思，我们是相通的。
迂回婉转中，就有一种永远的空寂，这空寂包裹着我们的生命，并给我们的生命以平静而又空虚的愉
快。
    只愿天南地北的生活中有你我两人的心的维系。
    少年时代，也许由于缺钱而破灭许多愿望的缘故，以至于我现在在懂得了所谓信仰、境界等人类高
一层次的追求并为之有意修行的情形下，仍然无法真正在金钱面前超脱出来。
无钱的烦恼和有钱而满足心愿的快乐，无论如何都是真实的。
像多数人的认识一样，我常常也不能例外，常常地也觉着金钱就是万能的。
生活中诸多例子或许比我在这里想象更能说明问题。
这本身已经是人类的悲剧。
    于是乎有许多的人，纵然在为金钱的追逐中痛苦挣扎，也还依然疲倦地为金钱而奋斗。
我孑然一身，在日本过着寂寥的生活，有时也被金钱所惑，这是不足为奇的。
然而，倘使功德心洋溢开来，心机转念之间，对钱的执著也就放弃了。
我当属于徘徊在金钱现实和人生境界边缘上的人。
是一个平凡的人。
    然而，在金钱的反映中，我还接触到一个冰一样透明又分明是病态的世界。
几年前，我读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纪念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时，文中那个孤僻、怪异的老太婆，曾
以一种灵魂的痉挛震颤了我，在爱的世界里，我差不多是将她视为一个神的。
所谓神一般“冰一样透明又分明是病态的世界”。
普通人感受起来，或许如大雷阵雨前那种默默而沉重的抑郁吧。
而所谓灵魂的震颤或许就来自于那种“神”的境界吧。
    华无论是作为打工人还是朋友，我都算不上尊重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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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绪当然来自于华在日常行为中给我的印象。
华和我同龄，且与我一样以留学的身份来到日本。
但是华从来不去学校。
华每天打长时间的工赚钱，一个女孩儿，不见她去逛商店、饭店，也不见她旅游，甚至不见她化过妆
。
如果华仅仅将钱看得很重也还可以理解，但华实在过于贪小。
一同打工的人这样说华：“她在花自己的钱时过于节省，连休息日的饭菜都是平时在饭店吃饭时剩下
的。
”可以想象，华在其他方面类似的小气之处。
    不过，通过一件小事，我偶然窥到了华的那个冰一样透明而又病态的世界。
华为何对我怀有好感，我不甚清楚。
那一次华在隐私的事情上遇到了麻烦，拜托我代她给一个朋友打电话。
我有机会到华的住处，却大吃一惊。
一向在钱上小气的华，住的却是一般留学生不敢企及的高级公寓。
房间里的陈设对一个留学生来说，似乎也有点儿奢侈。
仅仅住这样的公寓，华打工所赚的一大半钱就没有了。
何况还必须支付煤气、水、电等日常花销。
我不解，华却是请我先打电话。
本以为华不懂日语才拜托我打电话，接电话的却是一个中国女人。
我似乎有点儿明白我打电话的意义。
    看出我的心思，华说：“没什么可以解释，你们来日本，或者为知识，或者为钱，我只为他。
两年时间，不长也不短。
他常来，这里是我们独自的世界。
这样奢侈，为的是对一份情感的珍惜。
回国后，没钱，也没有学到知识，但这间房里有关我和他的一切，将以美好的回忆充实我一生的生命
。
不可以说得很玄，只说我真的是快乐的。
”    华无语坐在我的对面。
以往华所示的卑琐在怪异而又极至的情感面前飘然逝去。
我首先感到来自于华身上的遥远而迷惘的空虚。
只是这空虚过于滞重，反而具有一种超越的肯定意味，令平常之心惊愕。
仿佛深海抓住了我，我的心底流动着温柔而寂寞的情调。
华的个性和独一，一方面使我自愧不如，一方面给我一种陶醉的感觉。
    或许有许多东西就是这样令人难以置信。
这或许也可以称为典型，与福克纳笔下的艾米莉毫无二致，只是程度问题。
倘若将华锁到思维境界里，无疑是矛盾而又完美的。
其中怪异的、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可以无愧地归入“神”的真谛。
    不过，华难道不像我，没有悲叹掠过她的心间吗?    到了今天，零儿和钟的故事已维持得很长。
但又极简单。
    就是那张圆圆的苹果一样的脸，就是苹果脸上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后来有一次当钟回忆起往事的
时候，苹果脸和大眼睛又出现在钟的眼前。
它们在钟的心里，随着时间的流逝却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焕然。
那是一个令人激动落魄的地方，是接近神秘的地方，是感情、愿望达不到的地方。
那就是苹果脸和大眼睛背后的地方。
是零儿背后的地方。
钟要接近的地方就是在那里。
    零儿喜欢听钟说他如何遗憾失去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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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说：眼看着你在我的视线里走进另一个男人的怀抱，我觉得我的过失到了最大的限度。
零儿希望再听钟说这样的话，就有意对钟说：当初你如果再坚持追我一段时间，我会嫁给你的。
于是钟又用他的声音重复道：眼看着你在我的视线里走进另一个男人的怀抱，我觉得我的过失到了最
大的限度。
    零儿将钟重复过两次的话再一次地重复给我听，我伤心地发现有一种爱情远在爱情的起始，在某一
个匆匆的夏日就已经消失了。
我无法对零儿解释这一点。
我看着零儿的眼睛，对零儿说：总是在得不到的时候，才说类似的话。
我还说：或许钟得到你后，也会认为这样一种得也是一种过失。
我努力想做一点解释，我就打了一个十分拙劣的比喻。
我说这好似大海的潮起潮落。
我还说这好似幸存下来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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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代序作为流浪的世界人（代序）                                   青野繁治    我跟黑孩不太熟，没见过面，也没直接谈
过话。
用伊妹儿通过信，我只能说是她的读者之一吧。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我写篇序文，但我以前没给别人写过序文，这次又是中国女作家，所以觉得新
鲜，立刻就同意了。
    她是一个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作家。
90年代初，她在中国已经是一位作家。
出版过《秋下一心愁》等小说。
后来她东渡留学，念完硕士后，一边在日本的公司工作，一边进行写作，在日本出版过几部小说和散
文集。
    有留日经验的中国作家，在中国20世纪文学当中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从鲁迅开始，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夏衍都是留日生。
当代也有叶广芩、金海曙等在日本呆过一段时间，回中国后写一些有关日本作品的作家。
另外一组是唐亚明、毛丹青那样，在日本大学念完后，继续住在日本，一边在日本的公司工作一边在
进行写作的作家。
    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处境不一样，他们对于日本的态度，有些不一样。
但他们都能从日本看中国和他们自己。
跟生长在中国，没有离开过中国，或者没有居住过日本的中国作家比较起来，最不同的地方也许就在
这一点。
    这部书写的是黑孩从刚到日本直到现在在日本生活中所得到的一些感受。
读了这部书以后，有些中国读者可能会对这本书中提到的一些人名(弥生、藏下、远藤等)、地名(山梨
、涩谷、成田、读卖乐园等)和一些生活环境，有些陌生的感觉。
这标志着黑孩这位女作家，已经在日本生活得自由自在，跟日本人差不多。
其实她刚来日本的时候，“觉着十分空虚。
我常常问自己：在日本，我能干点什么呢?我的价值在哪里呢?我的成就感又到哪里去寻找呢?”她又写
道：“在日本，我十分寂寞，而且，身为写小说的文学工作者，在日本找不到价值感，我受不了。
我不喜欢现在这种自卑的感觉。
”这时她在中国身为作家的自己和在日本身为体力劳动者的自己之间彷徨，可能是在自我认同扩散的
危机吧。
    后来她克服了这个状态，恢复了身为作家的自己，重新开始写作。
此后的著作，可能应该跟东渡以前有所不一样。
如果她在这一段时间里有所变化，那变化表现在什么地方?    她的文章里，有时呈现所谓“新人类”世
代的特点，比如肯定自己的美好，对于政治、革命等方面不太感兴趣等等。
但这在她生长的年代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并不是她一个人的特点。
    我知道，在日本长期生活过的中国人，一般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经验。
他们差不多都有被一些日本人欺负或者歧视等等经验。
有留日经验的中国作家常常写这种题材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因为黑孩在日本接触的朋刁可能都是好人的关系吧，她这种题材写得不太多，她倒好像着重写同
样在日本工作或者学习的华人的生活。
我觉得她的特点也在这里，就是说，她有时候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有时候是从女人的角度，用批评的
眼光描写她的同胞们在日本的生活方式。
因为她的民族认同在中国，因为她热爱祖国，所以她对于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女性的要求
比较高，比较严格。
因为她是个女人，所以有时候从女人的角度看一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有时候她的文章超越一个中国女性的框框，用我所说的“世界人”（也可以说是“地球人”）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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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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