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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

传统物哀文学与现代派技巧结合的典范

##谈川端康成$雪国%

&

’余惠琼 (重庆邮电学院)重庆 *+++,-.

摘 要/$雪国%是川端康成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代表作)自问世以来)毁誉不一0为此)从日本文学

传统与西方现代派技巧结合的角度切入)力求揭示$雪国%整体上呈现出的忧郁1哀伤1抒情的风格特征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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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篇 小 说$雪 国%是 日 本 现 代 著 名 作 家 川 端 康 成

:5966=56>8;继$伊 豆 的 舞 女%之 后 的 又 一 重 要 代 表

作)也是他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三名著之一:另两篇为

$古都%和$千只鹤%;0小说动笔于 56<-年)最初分期发

表 于$改造%1$文艺春秋%杂志上)56<>年编辑成书)以

后又经作者多次删改)直到 56*>年才最后完成)后两

章写于日本战败之后0
自$雪国%问世以来)几十年间人们一直对它褒贬

不一0有的说它是?精纯的珠玉之作@)?堪称绝唱@2有

的说它是?颓废和死亡的文学@(5.0在中国也一直延续

着争论/有人赞扬$雪国%是现实主义作品)写出了日本

人的典型形象)道出了日本人的民族传统和精神实质2
有人批 评$雪 国%是 在 为 妓 女1嫖 客 歌 功 颂 德)唱 赞 美

诗)是对现实的歪曲0那么)$雪国%到底是一部怎样的

作品A为什么同一部作品会出现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

呢A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思想内容和表

现形式的二律悖反)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鲜见0就像白

居易 的$长 恨 歌%1哈 代 的$苔 丝%1列 夫B托 尔 斯 泰 的

$复活%一样)也许不很完满)但并不影响它们成为不朽

的名著0下面)就让我们试着撩去长期笼罩在$雪国%上

的迷雾)掀起它的盖头来)去看看它的庐山真面目吧C
小说描写的是东京一个拙劣的舞蹈评论家岛村厌

腻了京都的生活)三次去日本北边一个多雪的山区与

两个年轻女子相爱的爱情故事0岛村第一次来雪国时

与驹子发生了爱情关系)此时她还未正式成为艺妓0第

二次来雪国的火车上认识了年轻美丽的叶子)她正护

送生命垂危的情人行男回雪国0岛村被她近乎悲戚的

美所吸引1所倾心0而此时驹子为救治行男:他是她的

三弦师傅的儿子)也是她的未婚夫;)已下海当了艺妓0
翌年秋天)岛村三来雪国)行男已病故)叶子更加悲哀)
岛村一方面恋慕着叶子)一方面又继续保持着与驹子

的 交往0最后)叶子在一场大火中从楼上跌落下来摔

死)驹子大悲大恸)岛村更陷入了无限空虚之中0小说

主要围绕着岛村1驹子1叶子1行男这四个人物以及他

们之间的爱情纠葛来展开的0
驹子爱岛村)岛村却恋慕着叶子)叶子一心一意爱

的是行男)而行男似乎至死都恋恋不忘驹子0于是)他

们之间就构成了这样一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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驹子

岛村爱叶子爱行男

由耗散理论我们知道这是个封闭的熵的结构)每

个人都沿同一方向指向别人)从而形成一个自成的封

闭的系统)不能与外界进行交流引进负熵)而没有负熵

就没有生机和活力)就永远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死系统)
最终必然走向毁灭和死亡0若稍改变其中的两个)如岛

村和驹子)使之双向运动)即驹子爱岛村)岛村也爱驹

子)则在他们二人之间可能构成一个有活力能交流的

正 常 耗 散 结 构)从 而 挣 脱 死 亡 链 条 中 的 一 环)走 向 新

生0可惜作为社会的象征的岛村是冷漠的)悲观绝望

的)他不可能爱驹子)也没有能力解救驹子)因而就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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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只能是悲剧!注定了在现实人生中他们的追求"他

们的爱情都不过是一场#徒劳$%#徒劳$是理解人物存

在和他们爱情纠葛的关键!它说明人与人之间的美好

关系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只能在虚幻的梦境中

浮现!体现了作家对现实人生的绝望态度%小说中有一

些色情的描写!调子也悲观了点!或许这就是有人说它

是#颓废和死亡的文学$的缘故吧%思想内容的深刻复

杂是造成&雪国’毁誉不一的重要因素%
但&雪国’在艺术技巧上的精湛"纯熟和圆润却是

众口一词"有口皆碑的%这点连一向挑剔的欧美人也不

得不承认!这也是&雪国’能力挫群芳!在众多作品中脱

颖而出!勇摘桂冠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下面!笔者主要

从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两方面进行具体论述%

一"艺术表现手法

&雪国’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把

日本文学的传统方法与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技巧巧妙地

结合起来!达到水乳交融的高超境界!从而显示出既潜

心 于&源氏物语’等日本文学的古典及佛典(他曾计划

把&源氏物语’译成现代日语!可惜终不见完成)!又具

有倾向于西欧的前卫艺术的技法及意识流的方法的倾

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子在他的作品中时有浮现!旧

约圣经和新约圣经融汇于同一部著作%正是这种古今

东西的文学造诣注入的大河似的浑融的要素!凝缩在

&雪国’中!形成了它清新而又厚重的丰富蕴涵%
每个作家都是从本民族的文学沃土中汲取营养!

站在前辈作家的肩头上前进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川

端康成之所以能成长为亚洲文坛的一棵参天大树!首

先就在于他能很好地吸收母乳**日本古典文学中的

一些美好传统%川端说+#我虽然接受西方现代文学的

洗 礼!自 己 也 试 着 模 仿 过!但 在 骨 子 里 却 是 一 个 东 方

人!十五年来从未迷失过这个方向$,-.%并在多种场合

下表示了#决心成为日本式的作家$%在&雪国’中!我们

随处可见这种日本文学传统的回归%
如日本传统文学重视表现人物的主观感受!表现

人物纤细的感情和瞬间的感受!这与日本的自然环境

和民族性格特征有关%文学史家吉田精一曾说+#日本

从未受过外来侵略!四面环海!季候风使大自然富于变

化%这样得天独厚的岛国!培育了人们柔和"细腻且具

有现实精神的性情和对于大自然的细密感受性!文学

也大多受这种环境的影响$,/.%&万叶集’是日本最古老

的诗歌总集(类似于中国的&诗经’)!#&万叶集’中的诗

歌表现出非常纤细的感情!尤其恋爱的思慕和别离之

情所流露的哀愁之纤细"自然和纯粹!恐怕是其他民族

不多见的$,0.%如上宫圣德皇子出游竹原井时!见龙田

山死人悲伤作歌一首+#若在自家中!妹子手中抱%旅途

卧草枕!游子实可怜%$由别人的死联想到自身人在旅

途的孤独"寂寞"凄苦!这表现的就是一种瞬间的主观

感受%&雪国’中以岛村的主观感伤心情来感受现实!捕

捉瞬间的印象!引起联想的描写随处可见%如大火中岛

村看见天上的银河!忽而感觉#银河从后面倾泻在他们

面前!看上去驹子的脸快映在银河上了$!忽而感觉#银

河仿佛要把这块大地拥抱过去似的!犹如一条大光带

的银河!使人觉得好像泡着他的身体!飘飘浮浮!然后

伫立在天涯海角上%这虽然是一种冷冽的孤寂!但也给

人某种神奇媚惑的感觉11$!最后他感到!#银河好像

哗啦一声向他心坎倾泻下来%$
同时!日本传统文学也很注意人物描写!注意到人

物心理和感情的微妙之处%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日

本古典小说善于通过细腻的笔触表现人物心理和感情

的 微妙变化!如描写源氏和后母藤壶妃!三公主(源氏

的小妻子)和柏木之间私通的感情之热烈而纤细!心理

之复杂而深刻!堪称古典心理描写方面的典范%&雪国’
在这方面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譬如!岛村在二去雪

国的火车上感到百无聊赖时!#发呆地凝望着不停活动

的左手的食指%因为只有这个手指!才能使他清楚地感

到就要去会见的那个女人%奇怪的是!越是急于想把她

清楚地回忆起来!印象就越模糊%$火车到站!从村人口

中得知驹子"叶子"行男的关系后岛村#不知怎地!内心

深处仿佛感到+凭着指头的感触而记住的女人!与眼睛

里灯火闪映的女人!她们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可能会发

生 什么事情%$与驹子相处时!#他强烈地感到+她这种

情感与其说带有城市败北者的那种傲慢的不满!不如

说是一种单纯的徒劳%她自己没有显露出落寞的样子!
然而在岛村的眼里!却成了难以想像的哀愁%$类似的

描写在文中不胜枚举!且多而又好!深刻地揭示出人物

的内心思想与活动!起到了洞幽烛微的作用%
又如!&雪国’从结构上看近似于几个短篇的连缀!

其中第一个短篇已经写出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世界!
其后的短篇乃是对第一个短篇的不断补充和丰富!故

而从整体上看缺乏统一的构思和立体的框架!各个短

篇之间的联系显得有些松散!不过仔细读来仍能发现

一定的内在关系%这与日本古典文学艺术中并列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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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方式分不开!正如川端曾经指出过的那样"从长篇

物语文学到古典绘画"全部采取由许多互相关联的部

分并列成一个平面的方式"并不追求复杂的#整体的结

构!$雪国%正是继承了这种结构安排方式!
再如"日本文学传统崇尚对自然美的描绘"追求人

与自然#情与景的和谐统一"强调抒发真实的感情!平

安时代前期的源宗于朝臣在$冬歌%一诗中写道&’山间

冬至日"寂寞与时增!万物随枯草"人情也似冰!(近院

右大臣在朋友逝世之秋"作$哀伤歌%曰&’入门增寂寞"
红叶空婆娑!邸宅今无主"叶红也不多!(两位作者将自

然界的冬之寂#秋之寂与人生际遇巧妙地联系起来"带

上了几分哀愁#悲戚的情绪"传达出的是一种精神上的

’寂(!川端继承并发扬了这种传统"在$雪国%中努力表

现这一特色!小说尽情地描绘了一幅幅自然美的画卷&
冷清寂静的虚空"蓝色的月光"幽暗的群山"流动的晚

景"飞雪的银色世界"飘浮的冰冷的雪花瓣"秋色点染

下的原野#红叶"墓地上闪耀着银色光的白萱草花"透

明的银河))!川端笔下的大自然与一般现实主义或

自然主义作家笔下的大自然并不相同"他不是按自然

景物的本来面目进行真实#细致地描绘"而是从人物的

虚幻意识和痛苦感情来感受自然"描绘景物!
只有深深地置根于民族文学的土壤中"个人的文

学创作之树才能茁壮成长#枝繁叶茂"开出绚烂的花"
结出丰硕的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

界的!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并借鉴的吧!
川端康成不仅是个继承传统较多的作家"而且也

是个借鉴#吸收西方现代派文学手法并用之于创作实

践中较成功的一位!

*+世纪 *+年代"川端康成与横光利一#片冈铁兵

等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作家成立了日本文坛上第一个真

正意义上的文学流派,,新感觉派"并成为运动中的

一员骁将!$感情装饰%是他的处女作品集"它不仅是川

端文学的故乡"蕴藏着川端文学的真礁"而且很好地消

化了新感觉派时代的成果"可谓新感觉派手法的万花

筒!横光利一曾以’用剃刀的刃造的花(来高度评价川

端 受到感觉的触发#极端地捕捉对象核心的手法!如

$母亲%中’木兰的花瓣象白色的船从邻家的庭院飘落

过来("$滑石%中’光着身体站起时"女人的新发宛如摘

掉 花瓣只留下的芍药())这类新奇而独特的句子给

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强烈的视听冲击"因此"新感觉派的

主要特点就是重视感受和技巧!$雪国%充分体现了这

种新颖奇特的感受客观现实的方式"许多语言让你耳

目一新而又不得不拍案称绝"惊叹不已!如叶子的眼睛

为’漂添在薄暮波浪间的妖旭美丽的夜光虫("’从火车

上 望去"她-驹子.好像一个在荒村的水果店里的奇怪

的水果"独自被遗弃在煤烟熏黑了的玻璃箱内似的!(
但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小说描写岛村两次镜中看人的感

觉特点"历来倍受评论家们的推崇!
第一次镜中看人是岛村去雪国的火车上"从黄昏

车窗的玻璃里观望叶子的身影!外面天色昏暗"车厢里

灯光明亮"车窗玻璃就成了一面天然的镜子!火车在移

动"镜中的背景是变动着的傍晚的景色&夕阳返照下无

限延伸的风景/绵延的山野/点点的灯火/车内叶子的

面容映照在玻璃上"便处于这变幻无常和朦胧流动的

薄暮之中"眼睛里燃烧着山野的灯火!小说描写道&’黄

昏的景色在镜后移动着))镜面映现的虚象与镜后的

实物宛如电影里的叠影一样在晃动!出场人物和背景

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人物是一种透明的幻象"景物则是

在夜霭中的朦胧暗流"二者消融在一起"描绘出一个超

脱人世的象征世界!(
第二次镜中看人是在飞雪茫茫的清晨"岛村从驹

子枕边的镜台上看到驹子的面容"’雪闪耀出雪白的光

在雪中浮现着她那鲜红的脸蛋"那是无可比拟的洁净

美好!也许是旭日东升了"镜子的雪愈发耀眼"活像燃

烧的火焰!浮现在雪上的女子的头皮也闪耀着紫色的

光"更增添了乌亮的光泽!(叶子和驹子的美丽都是岛

村从镜中得到的瞬间印象和感觉!不同背景下"前者显

示 出 朦 胧 迷 离#清 冷 空 灵 的 美 质"后 者 显 示 出 鲜 明 洁

净#火热挚烈的美丽"二者都是岛村渴慕的理想美"然

而镜中却是非现实世界的#虚幻的影子"是一种虚幻之

美!岛村感觉到&’对经常容易迷离恍惚的他来说"不能

相信那面映着黄昏景色和早晨雪景的镜子是人工制造

的!那是属于自然界的东西"而且是属于遥远的世界!(
采用这种新颖的感觉方法描写现实就能更强烈地表现

出岛村内心世界中对美可望而不可及的悲哀"对现实

世界绝望颓唐的情绪!

$雪国%汲取了以乔伊斯$尤利西斯%为代表的一批

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卓越技巧"以人物意识流动结构作

品!小说主要以岛村的意识流动叙述故事"抒发感情!
作 品一开篇就以’穿过县界漫长的隧道"便是雪国了!
夜空下白茫茫的一片"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这

两句极为精炼的语言概括地交待了故事的时间#地点

和环境!接着就沿着岛村的意识活动展开故事!最初写

岛村在二去雪国的火车上"从夕阳映照的玻璃窗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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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视了叶子神奇的美!恍惚迷离中从叶子美丽的面容

联想到驹子的美!勾起他第一次来雪国与驹子相爱的

回忆"到达雪国后他又从清晨镜台上映照的驹子面容

联想到叶子!叙述他与叶子的交往"岛村的意识总是在

现实与虚幻中交替流动!小说中人物的身世#爱情纠葛

及岛村三去雪国的过程都在这种意识流动中展开"意

识流手法的运用有利于作者更加深刻细腻地刻画人物

心理活动!揭示人物的内在精神!抒发感情!同时!以意

识流结构作品也可冲破时空顺序的限制!使结构更加

简洁#跳跃!既避免了文章的繁杂冗肿!又避免了平铺

直叙#显得呆板的毛病!使作品更富于变化"川端的这

一 手法得到了众多评论家的首肯!他们一致认为$%雪

国&在结构#章节衔接和叙述议论等方面的处理上达到

惊人的节约而不失其雅"

二#艺术风格

%雪国&带有浓烈的私小说的意味!这是阅读文本

后给人的第一印象"私小说是 ’(世纪 ’(年代与新感

觉派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同时鼎立于日本文坛的三大

流 派之一")私*在日文中是)我*的意思!)私小说*即

)自我 小 说*!其 特 点 是$作 者 一 面 叙 述 自 己 的 生 活 体

验!一面披沥其间的心境+叙述生活体验时必须写实!
而 披沥心境时则要抒情,抒情性是%雪国&的一个显著

特色!拟在下文叙说-"作为一个兼容并收#善于博采众

家之长的作家!川端康成十分敏锐地关注到了这股)私

小说潮流*并受其影响"实际上在%雪国&中也确实显示

了这点!川端曾在%关于.雪国/&中说道$)0穿过县界长

长的隧道!便是雪国1!这句开头所写的0隧道1!就是上

越县 界 的 清 水 隧 道!所 以0雪 国1就 是 越 后,新 泻 县-!

0温泉浴场1就是汤泽"*关于人物!他说$)驹子是实在

的人物*!只不过作家出于种种考虑而把地名#人名)隐

埋起来了罢*"可见!%雪国&中所写的情节是有生活原

型的!也许就是作家的亲身经历!所以我们在阅读时有

种身临其境的亲切感"难怪有人说!在日本作家中!没

有写过私小说或私小说式作品的人是不多的"这种文

学思潮甚至深深影响了 ’(年代的中国留日作家群!以

创造社为例!)创造社的作家从理论到实践都强调小说

的主观性和抒情性"其作品大都有一个抒情主人公的

自我形象!22以直接抒发主人公的强烈感情!去打动

读者*345"郁达夫的成名作%沉沦&基本可以看作是他留

日生活的缩影"他有一个著名的文学论断$)一切小说

均是作者的自叙传*"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以叛逆创造

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开一代诗风!堪称中国现代新

诗的奠基之作*365"
浓郁的抒情性是%雪国&的一大特色"对习惯于传

统章回小说机巧的结构#曲折的情节#感人的故事的中

国 读者来说!%雪国&无疑会使他们迷茫困惑$)这也可

以叫做小说么7*的确!它不像一般小说那样!既没有曲

折的故事!也缺乏紧凑的结构!松松散散#平平淡淡!从

这点上说!%雪国&似乎不是小说!倒像长篇的抒情散文

了"殊不知这正是日本文学的独特之处!是受古典小说

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传统影响的结果"在日本古代文

学 中!)抒情味不但排斥了诗歌的叙事成分!而且还深

深地深入了叙事文学作品!使其成为叙事文学的一个

重要特色"22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日本

文学即是抒情文学"*
独特的美学风格是%雪国&的另一特点"日本文学

的美理念是与日本人对自然界和季节变化的敏锐感觉

密切相关的"自然在日本文学中不仅是一种素材!而且

是一种美感"在季节美感中!春之优艳!夏之壮大!秋之

静寂!冬之枯淡!形成日本文学美意识的特型!尤其以

秋的咏题最多"因为秋的景物最适合于日本民族的情

绪性#感伤性的抒发!以它寄托自己的寂寥之情!容易

令人涌上悲哀的情绪"这是日本文学对自然的一种感

伤的见解!是民族思想感情与自然季物契合的原质"从

美 理 念 来 说!它)酿 成 了 文 学 的 悲 哀#幽 玄#风 雅 的 气

质!孕育与之相对应的日本特有的美理念$物哀#空寂#
闲寂!这三者形成了日本民族的审美主体*385"热心于

探求美的川端康成不仅秉承了这种传统!而且也擅长

于表现这种传统!他的美学思想可概括为$美与悲是相

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哀是美的最高境界*"因此在创

作实践中他总是把美与悲联系在一起加以表现!构成

一种既美且悲#愈悲愈美#愈美愈悲#因悲方美#因美方

悲的独特格调!抒情味浓!感染力强"如作家在写叶子

从 蚕茧房楼上掉落下来时有这样一段描述)女人的身

体在空中挺成水平的姿势"22僵直了的身体在半空

中 落下!变得柔软了"22由于失去生命而显得自由

了"22但是她终究还是直挺挺的掉落下来了"岛村

首 先 看 见 的 是 她 的 脸 和 她 的 红 色 箭 翎 花 纹 布 和 服"

22叶子紧闭着那双迷人的美丽眼睛!突出下巴颏儿!
伸长了脖颈"火光在她那张惨白的脸上摇曳着"*读到

此!我们不禁会为这优美语言背后所呈现的现实的残

酷#美丽的毁灭而泪流满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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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全文的是一种哀伤的基调!这已成为不争的

共 识!文中多次出现的"徒劳#$"悲哀#$"无能为力#等

词很具有说服力%可以说!哀伤也是贯穿了川端一生创

作的主旋律%追本溯源!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有着根深蒂固$难以释怀的孤儿根性%川端

&岁时丧父!’岁时丧母!&&岁时姐姐夭折!&(岁上祖

母去世!&)岁那年世上唯一的亲人**祖父也离他而

去%他几乎是穿过灵堂的烛光长大的%到成年时未婚妻

又与他解除婚约%从小孤苦伶仃$寄人篱下的生活和不

幸的人生遭遇养成了川端孤僻的性格和哀伤的情感!
并形成他日后创作的感情基调!+雪国,也不例外%这点

无须多言也毋庸置疑%
其次!二战前后的日本社会现实加深了川端的悲

哀虚无感%战前的日本经济贫困!社会动荡!战后的日

本更加贫穷衰落!破败不堪!川端对此深感绝望%他曾

说-"战败后的我!回到了日本自古以来的悲伤之中%我

不相信战后的世态和风俗!不相信现实的东西%#他还

说-"战 争 的 失 败!连 我 也 深 深 陷 入 了 凄 凉 寂 寞 之 中

**现世的生活几成过去!世事的兴趣日趋淡漠%#
再次!秉承日本古典文学"物哀#的传统%川端对本

国的古典文学造诣深厚!他极力推崇+源氏物语,!称它

是"从 古 至 今 日 本 最 优 秀 的 一 部 小 说#!"在+源 氏 物

语,之后延续几百年!日本的小说都是憧憬或精心模仿

这部作品的#./0%而+源氏物语,的基调就是"物哀#%
所谓"物哀#就是"将现实中最受感动的$最让人动

心 的东西1物2记录下来#.30%日本学者久松潜一将"物

哀#的性质分为感动$调和$优美$情趣和哀感五大类!
而他认为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哀感%即在人类的各种

情感体验中!幸福快乐都是一样的!只有痛苦$忧伤$哀

愁等不如人意的感情给人的感受是最难以磨灭的%所

以!日本古典文学在叙事叙情中总是自觉地追求"心的

表现自由!以心传心!达到内心悲的感悟!产生出一种

自然的悲!即基于神道自然本性的日本式感情的原型

**物哀#.&40%试以+源氏物语,中的一则"物哀#话语

为例-拂晓时分的月亮!欲隐入山之时的情趣!真令人

感 到"物哀#!止不住潸潸泪下.&&0%所谓"见花流泪!望

月伤怀#是也%+雪国,承传并发展了+源氏物语,的"物

哀#传统!感伤情绪弥漫着整部作品!伴随着人物的言

行 举止而如影相随$无所不在**"岛村走到外面!可

是叶子那双眼神依然在他的眼睛里闪耀%宛如远处的

灯 光!冷凄凄的%#"岛村心想-这大概只不过是自己对

山峦的一种感伤罢了%#"叶子55一边打红小豆!一边

唱 歌!歌声清彻得近乎悲戚#!"尽管驹子是爱他的!但

他自己有一种空虚感!总把她的爱情看作是一种美的

徒劳%55他可怜驹子!也可怜自己%#那种浓得化不开

的哀愁与忧伤直令人唏咦不已!愁绝得快窒息了%
最后!与西方世纪末艺术和现代派文学普遍带有

的悲凉情绪合流%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以后!西

方世界的人们普遍感到精神家园的失落!产生一种严

重的信仰危机!人人都在自问-"我是谁6我在哪儿6我

从 哪里来6又到哪儿去6#于是重新思考人生关于生$
死$爱的问题!但由于精神世界不可挽回的薨毁!他们

普遍感到的只能是空虚$悲观乃至绝望%作为人类社会

生活的镜子和摄像机的文学艺术则必然会反映出这种

世纪末的悲观情绪%于是!就有了罗丹的+老妓,!毕加

索 的抽象派绘画!卡夫卡的+变形记,!萨特的+厌恶,!
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55对于这股世界性的文学思

潮!川端康成通过长时间的思索!以实践创作作出了回

答!从而与太平洋$大西洋彼岸的大师们遥相呼应!当

然!是用属于他自己的东方式1日本式2的声音%
综上所述!+雪国,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风格$

表现手法上均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因而诺贝尔文学奖

授予者才对其褒奖-"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文学!
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他确是名至实归$当之无

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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