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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雪国》和《边城》分别是川端康成和沈从文的代表作。这两部小说不论在外在形式还是在思想内蕴上，

都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作为两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作品，它们同时也存在一些差异。除了作品

叙事特征的不同外，作家的生死观和审美观的不同也反映了中日两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差异及其对作家的

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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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now Country and Border Town ar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Yasunari Kawabata and Shen Con-
gwen respectively. An analysis of the two novels’ external forms and inner thoughts reveals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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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k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m. Moreover, as two works with distinct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y also have some differences. In addition to their different narrative features, the two works 
also manifest the writers’ different views of life and death and aesthetic conceptions, which reflec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as well as their influences on 
wri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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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史上，日本的川端康成(1899~1972)和中国的沈从文(1902~1988)是同时代的作

家。他们不仅先后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登上文坛，而且在文学创作上都以优美别致的中短篇小说而闻名。

《雪国》与《边城》分别是他们的小说代表作。这两部作品不论在外在形式还是在思想内蕴上，都有许

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作为两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它们同时也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恰

好印证了中日两个民族不同的传统文化对作家的不同影响。 

2. 《雪国》与《边城》之同 

沈从文的《边城》发表于 1934 年，川端康成的《雪国》于 1935 年至 1937 年之间断断续续地连载于

日本的文学杂志上。两部小说问世的时间十分接近，而且当时的中日两国正深陷于战争的泥淖之中。从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到 1937 年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恶意挑起的侵华战争，给中日

两国无辜的平民不仅带来了肉体伤害，更造成了精神世界的伤痕。面对日益严峻的战争局势，中日两国

的当权统治阶级都在国内实施文化高压政策，疯狂镇压宣扬民主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此情境下，

中日两国的作家队伍都出现了明显地分化，一部分意志坚定的进步作家仍然坚守革命文学创作，而一部

分作家则试图与政治保持距离，坚持文学独立的创作立场。《雪国》和《边城》正是诞生于这样一个战

火连天，时局动荡的年代。但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两部作品中你看不见战争风云的残酷，觅不到流血牺

牲的苦难，有的只是作者对诗情画意的田园乡土的描绘，对纯真简单爱情的赞美，以及对优美自然的人

性的歌咏。在当时以表现战争风云，书写时代现实为创作主流的中日文坛，川端康成与沈从文却一起唱

响了回归田园的牧歌，显得格外地不合时宜。他们这样的创作真如某些当时的评论所言是为了逃避现实、

美化现实，还是另有创作意图？实际上，只要我们对两位作家的文学理想有一定的了解，就能发现他们

的良苦用心。 
川端康成与沈从文虽素昧平生，但他们的文学理想却有共通之处。他们在文学创作中都刻意拉大与

时代、与政治的距离，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追求一种纯粹的、自然的、不悖乎人性的艺术价值。川端康

成曾宣称：“我的世界观，不要说是马克思主义，连唯物论也够不上”[1]。而沈从文声则称自己是一个

“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2]。正是这样的创作理想，才使得《雪国》与《边城》的小说

背景中时代风云被遮蔽了起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部小说是纯属臆想、脱离时代的空中楼阁。虽然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战乱现实并没有直接呈现在小说中，但它作为一个读者心知肚明的隐性存在，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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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小说中分别建构的雪国世界与边城世界无疑形成了相互的观照与对立。小说中的世界越是被描绘得美

好，就越是反衬出现实世界的黑暗。因此，我们不难发现，《雪国》中那个淳朴宁静的国都多少承载着

川端康成对现实中处于战争狂热状态下的日本的不满与讽刺，而《边城》中湘西世界无处不在的人情人

性之美，显然寄寓了沈从文对道德沦丧、人性扭曲的现实社会的批判。 
《雪国》与《边城》都深情地描绘了如同世外桃源般的、令人心醉的自然美。在《雪国》的自然环

境描写中，川端康成好像一位手持画笔的画家一样，将他热爱的日本列岛风光一幅幅的描绘出来。小说

中日本东北地区特有的苍山雪影、林海大地、苦寒阴雨、星河新月，无不被渲染得淋漓尽致，令人神往。

同样，在沈从文的《边城》中，对大自然的描写也毫不逊色。沈从文用他的睿心慧眼绘制了一幅幅充满

乡野气息和牧歌情调的乡土画卷。古老的湘西，青山绿水、明月翠竹、溪流野渡、山城古塔、田园人家，

这如诗如画的艺术描绘，无不使人心旌摇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然风物之美还常常与民俗风情之美

水乳交融般地结合在一起。在小说中，川端康成和沈从文都亲切地勾勒了的各自民族的民俗风情之美。

《雪国》写到的艺妓、温泉旅馆、雪中缫丝、织布等人情风俗则展示了日本传统文化的纤柔、古朴与优

雅。而《边城》中着重描写了湘西的男女青年“走马路”与“走车路”的婚媒习俗，以及赛龙舟、捉鸭

子等端午节民俗。这些民间风俗与活动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 
另外，两部小说还都表现了与自然美相契合的至真、至纯、至善的人性美。在《雪国》这个洁白无

垠的雪的世界里，一切宛如梦境，人与自然的交融使生命呈现了一种洁净、空灵的美。出身贫贱但长相

秀美的驹子最突出的特点是“难以想象的洁净，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她如同

一株亭亭玉立的雪莲，不只外表洁净，而且内心也无比洁净。虽然沦落为艺妓，但她意志顽强，有进取

心，对待生活的态度也十分认真。她从十五岁起，每天写日记；看过什么小说，也都要做笔记；凭着长

年累月的努力，苦练琴艺，成为当地艺妓中琴艺最好的。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她热情大胆，甚至甘于

牺牲自己。她是师傅的儿子行男的未婚妻，虽然她并不爱行男，可为了给行男治病，她却把自己推进火

坑，做艺妓赚钱。她爱上了游客岛村，明知岛村在京城有妻儿，对他的爱是徒劳的，但她依然倾注了自

己全部的感情，希望能求得哪怕是昙花一现的爱情。即使岛村对她的爱无所回报，她也无所谓。这种牺

牲自我，无偿的爱，体现了驹子善良、无私的人性美。与驹子一样，《边城》中的翠翠也是真善美的化

身。湘西的绿水青山孕育了翠翠纯真如水、静若处子的性情。她“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

动气”。既不嫌贫爱富，也不贪财偷懒，日复一日地与祖父在渡船上相依为命。直到遇见二佬，她情窦

初开，芳心暗许，痴情等待心上人的归来。在这两位感人至深的中日女性的身上，永远闪烁着人性的美

丽光彩。 
在艺术表现上，《雪国》与《边城》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都具有抒情牧歌的情调，堪称抒情小说。

两部作品都以一个凄美单纯的爱情故事为主要轮廓，在清新自然的叙述中注入诗的情绪与节奏，融自然

美、人性美与人情美于一炉，形成了如诗如画的艺术境界。 

3. 《雪国》与《边城》之异 

尽管《雪国》与《边城》的相似处颇多，但相异之处也确切存在，下面就从作品的叙事特征、作家

的生死观和审美观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两部作品的差异。 

3.1. 讲述与描述 

《雪国》与《边城》都以一个单纯美丽的爱情故事为中心，但两个作品的叙事特征却有所不同。从

叙事方式上看，深受日本新感觉派影响的川端康成在《雪国》中是以讲述的方式来展开所发生的事件。

这些“事件”经过作家的布局谋篇之后，既可以在一个并列的平面上展开，也可以时空倒错。《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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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体上以男主人公岛村的三次雪国温泉之行为叙事线索，通过直接讲述后两次旅行的故事，同时穿插、

回溯第一次旅行的故事，在实写与虚写之间讲述了岛村在温泉旅馆与当地的一名艺妓驹子，以及一位萍

水相逢的少女叶子之间发生的感情纠葛，真实而细腻地表现了岛村发现美、体验美的心路历程。因此，

岛村的体验与感觉在《雪国》中具有引领的作用。读者往往会跟随岛村的体验与感觉进入到其他人物形

象的内心世界。而《边城》则是沿袭中国小说一直以来重叙事的传统，是以描述的方式展开了一个悲剧

的爱情故事。虽然沈从文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边城的风土人情与自然风光，但整篇小说始终围绕翠翠

的爱情这一主线，以时间顺序来叙述故事的前因后果。因此，读者阅读《边城》的体验与感觉往往是伴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自发性地产生心灵的触动。如果说这两篇小说都给了我们“美”的感受，那么《雪

国》是川端康成通过人物感觉来发现并讲述出来的美，《边城》则是沈从文直接向读者展示的一幅优美、

健康、自然的湘西世界图景。 

3.2. 生死轮回与生死自然 

《雪国》与《边城》反映出两位作家拥有截然不同的生死观。川端康成受佛教生死轮回的无常观影

响颇深。他曾说：“我相信东方的古典，尤其佛典是世界最大的文学。我不把经典当作宗教的教义，而

当作文学的幻想来敬重”[3]。东方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就是“无常”、“虚空”等观点，这些便成为了川

端康成艺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川端康成眼里，生死是轮回的，死的终点即是生的起点。这表

现在《雪国》的创作中，就是作家让美得不可侵犯的叶子最终坠身熊熊火海，以死来维护自身的纯洁与

完美。小说对叶子的死亡过程进行了全景式地工笔描绘，把死亡表现得奇异壮观、美妙绝伦。整个场景

仿佛不是对死亡的描述，而是对新生美的再现。就连小说中的岛村也觉得叶子的死并非生命的结束，而

是“她内在的生命在变形，变成另一种东西”。这似乎暗示叶子的死就是其生命形态的一种升华。而沈

从文的思想渗透了中国道家的思想。在老庄的哲学中，人的生死是自然之理，每个人都应该应时而生，

顺其自然而死。而人之死就如同利灭而刃存一样，仅仅是形灭而神不灭。《边城》中的老船夫形象就是

对这种生死观的最好诠释。饱经风霜的老船夫在溪边摆渡了五十余年，他淳厚善良、看重情义、凡事但

求心安理得的美好品德仿佛就是中华民族田园精神的写照。阅尽人事的他对死亡早有预感，一门心思要

在自己死去之前给孙女翠翠找一个依靠。虽然这个愿望在临死之前未能实现，但他也明白“一切要来的

都得来”，对生死表现出一种豁达自然的态度。在一个雷雨之夜，老船夫悄然死去，溪边的白塔也随之

坍塌。耐人寻味的是，坍塌的白塔在老船夫死后不久获得了重修，这似乎隐喻着老船夫所代表的中华民

族伟大的田园精神永不泯灭。 

3.3. 以哀为美与哀而不伤 

日本民族历来将崇尚悲哀、幽玄和风雅作为艺术美的审美理念，从《源氏物语》还发展成一种“物

哀”的审美情结。《雪国》在人物的塑造上传承了日本传统文学中的“物哀”情结，川端康成通过对人

物内心世界的苦闷与哀伤的展示，塑造出一种具有悲哀美的人物形象。小说中的驹子与叶子都是美的化

身，但她们的美都归属于悲哀的美。身为艺妓的驹子，再华丽的衣着也掩饰不了她内心的哀愁。她努力

读书，苦练技艺，却始终摆脱不了沦为男性玩物的处境。她的人生不过是一场徒劳，令人心酸。单纯的

叶子就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灵，却最终也难逃被现实毁灭的命运。小说用“清彻得近乎悲戚的优美”

来形容叶子的声音，其实这悲戚的声音正是叶子内心悲哀的回响。《雪国》表现出的这种悲哀美，带给

读者既有悲的感动也有美的震撼。与日本民族的审美观不同，中华民族对于悲哀是采取节制的态度。哀

而不伤的传统审美观深深影响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他甚至认为：“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滩血一

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4]。这种将人类的痛苦借用微笑来表现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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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边城》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不论是青年男女的爱情纠葛，还是兄弟手足、爷孙亲情的生离死别，

这些透着悲剧气息的故事在沈从文的笔下都是以一种淡淡的情感，充满节制的语调来叙述的。正是在这

种平淡缓和的叙述之中，人物形象内心世界的痛苦与感伤被彻底冲淡了。于是我们看到了小说中命运多

舛的翠翠在经历父母双亡，心上人远走他乡，相依为命的祖父撒手人寰等一系列人生变故之后依然保持

温顺的性情，从容地面对生活。但不可否认，表面上哀而不伤的《边城》，背后其实隐伏着巨大的悲痛。 

4. 结语 

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古典文学一直深受中国传统文学的熏染。川端康成的创作虽然具有

独特的日本传统文化的特点，但在审美风格和创作基调上，与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沈从文还是有

很多相似之处。上个世纪的中日战争无疑给两国人民的身心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但战争毁灭不了两

个民族美好的文化积淀，更摧毁不了他们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川端康成的《雪国》与沈从文的《边城》

都传承了各自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向世人展示了各自民族的独特魅力。因此，它们的文学价值是千古

不灭的。 

研究项目 

本文系长江大学 2016 年教学研究项目[JY2016021]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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