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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世界里生命之美的追寻
芥川龙之介文学探索之路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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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日本近代作家芥川龙之介以其特有的艺术家气质 ,创作出了众多杰出的作品。他的作品不仅

仅是一种艺术的呈现, 同时也是他对人生的思考。创作作品的过程, 也是芥川对人生对艺术的不断探索过程。芥

川认为在现实中不存在纯粹而绝对的美和无私的爱,他对人性感到失望, 于是将自己封闭在文学的世界, 企图找到

至纯的美, 寻找人性的闪光点和生存下去的希望, 然而最终他的选择却是用生命完成了最难的艺术。

[关键词 ] 芥川龙之介; 人性; 美

中图分类号: I106. 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8610( 2010) 05- 0015- 03

作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巨匠,芥川龙之介在他短暂的一生

中, 写了超过 150篇短篇小说。作品在细小琐碎的事物中,

将人性的某些方面, 剖析得异常尖锐而透彻。芥川龙之介以

其敏锐的感受力、娴熟的技巧, 通过一篇篇内容形式各不相

同的短篇小说, 向我们展示着他的心路历程。但是芥川创作

短篇小说的过程, 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展示过程, 也是他对

人生对未来的探索过程。通过芥川的作品, 我们可以深切地

感受到他的坚持和努力, 然而他的过于坚持又让他感到疲

惫、孤独和失望, 从而最终走向了孤独地狱。那么, 究竟是什

么让芥川如此坚持却又最终失望呢? 可以说, 那就是人性。

诚如鲁迅在创作中一直致力于对国民性的探索一样, 芥川以

一种彻底的理性挖掘着人的本性。其深度和广度都是其他

作家难以企及的。

一、以历史观照现实人性

芥川认为人要在现实社会中生存, 就不得不向现实妥

协。但现实中充满着丑恶, 所以人也就自然会变得丑恶和自

私。那么, 究竟有没有纯粹的美和爱呢? 芥川在现实中找不

到答案, 于是选择了去文学的世界寻找。

虽然芥川早期的小说多取材于历史小说, 但是, 这并不

意味着芥川对现实的放弃。通过历史题材的小说, 芥川将自

己对人性的理解、对人生的探索融入其中。在芥川的诸多作

品中, 始终贯穿着对人性中 恶 的暴露、揶揄和鞭挞这条主

线。

发表于 1915年的 罗生门 揭示了人在善与恶、美与丑

的对立和相克中所流露的不安定情绪。同时在对人的自私

心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情况下, 将矛盾的并存绝对化, 来展

现自己的观念世界, 达到以冷眼的旁观者审视混乱与无秩序

的社会上的利己主义的目的。 罗生门 以令人窒息的紧凑

布局将人推向生死抉择的极限 ,从而展示了 恶 的无可回

避, 展示了善恶之念转换的轻而易举, 展示了人之自私本质

的丑陋, 第一次传递出作者对人的理解, 对人性的无奈与失

望。 鼻子 以犀利的笔锋直接刺向人的深层心理, 揭示出人

类脆弱的自我意识的可悲的自尊心理, 也批判了旁观者的利

己主义。 芋粥 也展示了人在愿望达成后的不安与失落的

心情。这些发现让芥川感到苦闷和烦躁, 导致对人、对人生

产生幻灭感, 这种厌世主义倾向更加导致了他对艺术的执著

与痴迷, 这点在 戏作三昧 初露端倪, 戏作三昧 表达出了

芥川渴望借艺术真正找到人生理想的愿望。

蛛丝 中的主人公在捋着蛛丝向天堂攀缘过程中只因

动了利己之心便重新堕入了地狱中无明的苦海,诠释了人之

私欲的根深蒂固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人性的无奈与绝望。而

地狱变 则可以说是芥川探索人性的顶峰。在 地狱变

中, 借画师良秀创作 地狱变屏风图 的故事, 芥川也在描绘

幅 舍身求法 的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的理想人生画卷。很

多人认为 地狱变 体现出芥川艺术至上的思想, 但是芥川自

己也说过 古来的狂热的艺术至上主义者, 大都在艺术上是

失势者 。在芥川的思想中,艺术是一方净土,艺术不仅仅是

玩弄技巧, 借 地狱变 , 芥川倾诉的是以艺术的法悦之境来

超越人生地狱的至高理想。这正是芥川对现实失望的体现,

现实是丑恶的, 只有艺术世界中才能找到纯美。此时的芥川

对现实已经逐步幻灭, 他开始怀疑爱, 也开始怀疑良心这种

东西。

所以自此芥川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到艺术中,诚如良秀创

作的地狱变屏风画成为他的创作顶峰一样, 地狱变 之后,

芥川虽然努力探索、尝试,但是超越的力量越来越弱, 这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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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来说显然是不能容忍的。他也越来越感到孤单和无助。

竹林中 中的证人们各执一词,究竟谁是凶手, 究竟真相是

什么? 我们无法得知, 但我们却清晰地明白, 人们都在用自

私虚伪掩盖真相。芥川不能在竹林中找到希望,他得到的回

答是人们的谎言, 但也因此看到了人生的真实面目, 那就是

一个充斥着谎言的虚伪冷酷的世界, 这个世界, 人是无可信

赖和无可救药的。

二、自传文学中的人性折射

对人生的失望本以让他感到疲惫, 一九二一年之后, 芥

川在一种身心交瘁的状态下进行他一生中一次重大的选

择 他要对自己的文学生涯与人生之旅进行决算。当时

日本社会矛盾不断深化, 新旧时代、新旧思想、新旧文学的对

立形成动荡的时代狂潮。芥川虽对现实不满, 又不能超越旧

时代的种种束缚, 思想压力很大。这时期的作品已不只是停

留在中期小说接触与了解现实的层面上, 而是对美丑、善恶、

贫富等矛盾对立的社会现象产生出一种本质的失望, 从而悲

观厌世并生出一种幻灭感。芥川未能将对现实的深刻认识

发展为对社会的深刻批判, 而是返回到苦恼的个人世界, 陷

于困惑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创作和思想上的疲惫, 导致了精

神和生活的崩溃。由于他的艺术与他的现实人生在同时接

受一次彻底的更生, 因此他的抉择很自然地由自我回顾而逐

渐展开、深化。因为, 在这种身心交瘁之中, 不对自己的半生

作出一个裁定, 不彻底解决自身的问题, 就无法作为一个他

所憧憬的纯粹的艺术家投入创作之中。因而彻底而深刻的

自我剖析成为芥川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迫切也是最根本的,

它起步于芥川对自己半生的回顾。

创作于一九二五年的 大导寺信辅的半生 是芥川文学

的又一里程碑。他是作家自己的告白。小说虽然写的是青

少年时代的风华, 却可以反衬出投射着人生末期目光的芥川

的心境: 他的生活经历,他的家人最终都让他感受到人是虚

伪的, 自私的。这也许就是芥川对他前半生探索和感悟的总

结吧。 点鬼簿 是以第一人称写的自传性小说, 回忆自己与

发疯的母亲相依生活, 姐姐夭折以及对生父养父的爱与憎的

感情纠葛, 并以此为经纬,探讨人生的幸与不幸。 河童 是

作者在精神不安的状态中写成的。书中批判黑暗社会的力

量令人难忘和震动。作品通过河童国这一奇拔的创意, 自由

地打开自己的心扉, 尽情地倾吐自己苦楚的人生。河童生活

的丑恶世界, 即是日本近代末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写照。

对这个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世界, 芥川始终是旁观者, 至多

不过是个明确了否定、批判态度的旁观者。在作品中, 芥川

展示了他的艺术理想和现实生活的关系, 展现了他的痛苦思

索与矛盾复杂的心理,更重要的是, 自杀成为一个焦点。芥

川已经无法在自身的世界中找到安慰, 因为外界的世界给了

他太多的压抑。资本主义社会的封建时代的道德支配着人

们, 从而让他感到窒息。因此在 河童 中芥川借诗人托喀的

自杀以及围绕他的自杀而展开的 我 与众人的表现, 曲折地

道出了为自杀之念咬噬着却难以痛下决心然而又无路可走

因而无法摆脱自杀之念之折磨的自己痛苦矛盾的心理。在

这篇作品中, 芥川走出了他封闭的心灵世界, 走向了社会, 这

也意味着不能溶于社会的芥川向死亡迈近了一步。

芥川晚年在 自我超越 上作了最大的努力。这时候,他

的作品主要由现实与幻想, 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 构建了超

现实的世界。他的最后两部作品 侏儒的话 一个傻子的

一生 就是在现实和幻想中编织出来的,直接反映了芥川本

人在时代激变中, 认识到近代社会的阶级和阶级矛盾而又无

力解决的苦恼、彷徨和绝望。可以说这些遗稿将作家对生存

不安, 对时代不安的心路历程表露无遗。事实上, 在这些晚

年的作品里, 充分反映了在时代的压抑下, 他的沉重精神负

荷已经大大超过了他衰弱的肉体所能支撑的程度。在 孤独

地狱 中,他让主人公悲伤地承认自己 是一个受孤独地狱折

磨的人 ;在 地狱变 中, 芥川通过良秀这个画家的遭遇说

明: 人生就是地狱,艺术家是地狱中的一员, 同时又是地狱的

可怕情景的见证人、描写者和传达者, 艺术家只有生活在地

狱中并描写地狱才是艺术家, 要超脱人生的地狱只有自杀。

最后, 正如鲁迅所说的, 他抱着 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 或者

正不安时地心情 选择了最难的艺术, 那就是随随便便地送

送走了人生。

三、芥川探寻人性的原因

(一 )家庭的影响

芥川是从家庭迈出文学之步的,同时他也是从家人开始

对人性感到失望的。龙之介出生不到十个月其母神经失常,

他与疯母相伴十年 , 一次也没有从自己的母亲那里感受到

那种像母亲似的爱 [ 1]。芥川认为他的 人生悲剧的第一幕

是从成为母子开始的 [ 2]。这些不平凡的经历深深刺激着芥

川敏感的神经, 造成了他脆弱自尊的性格。芥川生活在浓厚

的传统文化艺术氛围里, 深受熏陶。入学后, 芥川更是陶醉

于文学的世界中。文学为芥川提供了一个可供心灵栖息之

所, 但是,文学也让芥川形成了更为封闭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也使得芥川本来已不算强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各种事件

的承受能力再度弱化了。身体的衰弱以及感情的失败也给

他的人生观至少带来了两点强烈的影响, 一是以为人是丑恶

的、利己主义的;二是变得更加孤僻,企图回避现实而沉溺在

幽默滑稽的古典世界里。现实很丑恶, 但也正因为如此, 他

必须追寻生命的意义,按照自己的意志生存下去。

(二 )独特的气质

芥川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但是芥川的理想主义, 是一种

异常抽象和虚幻的观念物。芥川选择一种纯精神性的文学

生活, 与其说是自身人格的完善, 不如说是为了追求绝对的

价值观, 并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怀着这样的热情, 他走向了

验证现实美丑的道路。将追求绝对的价值作为自己的至高

使命, 为了探究其是否存在, 为了不被现实的世界欺骗, 他不

得不变成一个冷酷的观察者,去观察和思考着人性这个对于

他来说复杂而冰冷的问题。于是艺术就成为芥川观察人性

的眼睛。对于芥川来说, 艺术是唯一值得信任的东西。更美

更纯粹的东西在艺术之外是没有了。在芥川的心里, 对美丽

人性的渴望和现实生活的指向已经完全背离了。芥川是一

个相对价值观念非常淡薄的人,因此便不能将理想和现实同

时握在手心里。他不能按照现实社会的具体程序去安排自

己的人生, 他只是抽象观念世界的人, 因此不得不和现实的

人生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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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说芥川仅仅是发现人性的丑恶的话, 那今天我

们就没有必要专门讨论他了。之所以发现丑恶,那正是对美

的渴望。本来, 理性的作用是 观察 。但是, 人生却不仅仅

只是为了 观察 。一面意识到 观察 的无意义, 但更渴望

通过 观察 可以找到生存的意义, 这也是芥川精神上的矛盾

存在形式。 看 和 生存 构成了他孤独性格的两个矛盾的

方面。他想通过 观察 找到支撑自己生存下去的绝对的美,

那种无私的人性关怀。于是, 他像一个勇士一样, 在文学的

世界坚定而孤单地大踏步前进。

(三 )唯一的芥川

芥川的文学, 对于谁来说, 都有种艺术至上的味道。这

种艺术至上的成立, 是他心路历程的反映, 是他无意识压抑

的悲剧的投影。芥川龙之介, 背负了一身的世纪末的渊博学

识, 无法承受旧道德的重压, 成为倒在新时代黎明中的牺牲

者。 人生不过是一行波德莱尔 [ 3] ,在日本近代作家中, 像

芥川这样按照给自己的定位走下去的作家是没有的。 人

生 和 波德莱尔的一行诗 体现了社会和艺术的悖反。想

将社会上的问题作为纯粹的文学问题来解决, 因此可以说芥

川是文学家中最坚定的英雄。

芥川因对时代和生活感到苦恼, 似乎对社会并不关心,

只是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他主张美的永恒和不灭, 认

为社会的环境和行动,应当由思想和艺术来决定。因此, 相

对选择社会和时代, 他将自己关在了自己喜欢和向往的世

界, 这个人间心理的世界。一心想着让艺术更完美。所以,

他背离了时代和社会。但是从他的作品中, 我们仍能感受到

跳动的生命力, 虽然微弱 ,虽然难以引起人注意。他不是时

代的无条件的欢迎者, 通过异常睿智理性和感受性强的眼

睛, 他不可能不对文明和当时的社会开展批判。在某种程度

上, 他体现了知识阶层微弱的反抗, 或者是某种义愤, 是一种

正义感的体现。

四、结 语

对现实失望, 芥川进入了文学世界。希望在这里找到自

己渴望的无私的爱, 纯粹而绝对的美。他通过冷静的观察,

理性的判断, 缜密的思索,塑造出一个个丰满的人物, 以精湛

的艺术技巧, 让笔下的人物说出什么是美, 说出什么是人性

的真相。虽然芥川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 但是却不是艺术的

主宰者; 虽然芥川很渴望爱和美, 但是却无法做到欺骗自己。

他没有鼓动和诱引笔下的人物撒谎,他作品的主人公和他一

样认真。因此, 他们告诉他: 即使在艺术世界里, 人性也还

是自私的。即使在艺术世界里, 芥川也无法找到自己想要的

纯粹而绝对的美。终于, 当芥川从现实逃到文学, 却依然无

法找到希望时, 他选择了随随便便地送走了人生, 用生命诠

释了最难的艺术。也许在芥川看来,死亡是美的另一种表现

形式, 在那个未知的世界里, 有的只是不灭的灵魂。也许那

里会有纯美的存在吧。

芥川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生活在

社会上的人, 芥川是一个失败者。他不明白 相对 这个词的

意义, 坚持自己的虚幻的追求。他的悲剧在于有比别人更了

不起的理智, 而喜剧在于他比别人缺乏处理俗务的智慧。但

是芥川却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美的

真实面目, 也展现了这位作家的高贵而纯净的品质。他在作

品中揭示的人性和美的问题, 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思考的问

题, 也是我们共同思考的问题, 只是芥川以一种更透明的形

式, 向我们更明确地展现了这个问题, 让我们也跟着这位智

者一同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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