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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变异学英文专著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1]中提出，变异是指不同国家、

不同文明的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中呈现出的变异状

态，文明、文化和文学作品在流传过程中，由于语言、

国度、文化、时代、接受者的不同，它会产生信息的改

变、失落、误读、过滤，这些变化就是变异。不同文

明、文化和文学体系在横向交流和碰撞中往往会产

生文学新质，一方面外来的文明、文化和文学因新的

境遇而获得新的面貌，另一方面这些外来文明、文化

和文学也会使传入地本土固有的传统得以变异。变

异学认为，文学交流变异是文学创新的一个重要动

因，世界文学经典往往是因文学变异而形成的，[2]谷

崎的文学创作，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谷崎润一郎 1910年 11月于《新思潮》上发表了

他的成名作《刺青》，同年12月，他在《新思潮》第四号

上发表了《麒麟》。《麒麟》和《刺青》作为谷崎早期唯

美主义风格的尝试之作，受到了永井荷风的赞赏，他

在次年的《三田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谷崎润一郎氏

的作品》称：“在明治时代的文坛上，谷崎成功开辟了

一个迄今为止没有人敢于尝试的艺术领域。换句话

说，谷崎具备了现代作家群中没有人具备的特别的

素质和技能。”[3]永井荷风的这篇文章，为谷崎赢得了

文坛最初的声誉。《麒麟》虽然取材于汉学典籍“子见

南子”的故事，但谷崎在史实的基础上对故事进行了

变异，使《麒麟》跳脱出单纯翻译的范畴，成为谷崎实

践自身美学观念的开端之作。本文将从南子形象的

变异、主题的变异以及发生变异的原因三个方面来

分析谷崎这篇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麒麟》。

一、“南子”形象的变异

《麒麟》的基本情节主要记载于《史记·孔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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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论语·雍也》中“子见南子”的故事。《论语》的

记载非常简略：“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

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4]2479《史记》则略为详细：

“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

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

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

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

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

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

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

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

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5]2587-2588

可以看出，在这两部典籍中，关于“子见南子”的

故事都勾勒得很简洁，只有大致的框架，并无进一步

的细节描写，对于南子本人的形象更是没有太多主

观性的描述。这是因为在《史记》和《论语》中，“子见

南子”故事的主角都是孔子而非南子。而南子的形

象更主要记载于《史记·卫康叔世家》《列女传》和《左

传》中，以下将对中国典籍中南子的形象进行分析。

《史记》有云：“三十九年，太子蒯聩与灵公夫人

南子有恶，欲杀南子。蒯聩与其徒戏阳遬谋，朝，使

杀夫人。戏阳后悔，不果。蒯聩数目之，夫人觉之，

惧，呼曰：‘太子欲杀我！’灵公怒，太子蒯聩奔宋，已

而之晋赵氏。”[5]2014

《左传·定公》记载的与《史记》相差无几，也摘录

于此：

“及文子卒。卫侯始恶于公叔戍。以其富

也。公叔戍又将去夫人之党。夫人诉之曰：‘戍

将为乱。’”[4]2150

“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大子蒯聩

献盂于齐，过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

吾艾豭。’大子羞之。谓戏阳速曰：‘从我而朝少君。

少君见我，我顾乃杀之。’速曰：‘诺。’乃朝夫人。夫

人见大子。大子三顾，速不进。夫人见其色，啼而

走。曰：‘蒯聩将杀余。’公执其手以登台。大子奔

宋，尽逐其党。故公孟彄出奔郑，自郑奔齐。”[4]2151

《列女传》中对南子则有主观性的评判：“卫二乱

女者，南子及卫伯姬也。南子者，宋女，卫灵公之夫

人，通于宋子朝，太子蒯聩知而恶之，南子谗太子于

灵公曰：‘太子欲杀我。’灵公大怒蒯聩，蒯聩奔宋，是

为出公。……颂曰：南子惑淫，宋朝是亲，谮彼蒯聩，

使之出奔。”[6]343

从上面摘录的三段文字可以看出，南子在中国

历史上最突出的人物性格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喜爱

舞弄权势，其二是淫乱、品行不端。

南子喜爱舞弄权政的性格刻画首先体现在《左

传·定公》的记载中。从“公叔戍又将去夫人之

党”[4]2151这一句可以看出，南子不仅参与朝政而且还

有自己的党羽，为了保存自己的政治势力，南子投卫

灵公所好，谗曰“戍将为乱”，成功将公叔戍逼走鲁

国。其舞弄权政的性格更体现在她和太子蒯聩之

间。太子蒯聩因南子和宋朝之间的私情而厌恶南

子，欲杀之，却先一步被南子撞破了杀机，南子随即

谗于卫灵公，使得太子蒯聩避走宋国后到晋国投靠

了赵简子。以上两段史实足以看出南子在卫国朝政

中的影响力，而古时女子惑乱朝政的行为明显不符

伦理纲常，这也是南子在后世被称为“乱女”的原

因。然而谷崎在《麒麟》中塑造南子的人物形象时，

其惑乱朝政的性格特征被无限弱化了，《左传》记载

的南子与太子蒯聩和公叔戍的政治斗争完全没有被

提及。小说中能够体现南子舞权弄政性格特征的只

有两处：一处是灵公想请孔子入宫，向其请教治国平

天下的策略。“‘寡人寻求世间的美色，得到南子。搜

罗四方的钱财，修建了这座宫殿。尔后的愿望就是

要称霸天下，获取同夫人和宫殿相媲美的权力。你

想个什么办法去请那圣人进殿，传授一下平定天下

的策略吧。’灵公窥探桌子对面夫人的朱唇。平日里

灵公的心里话，不是来自灵公自己的语言，而是从夫

人嘴里说出来的。”[7]189从这一段可以看出，灵公想要

获取同夫人和宫殿相媲美的权力，实际上是南子依

仗对自己美色的绝对自信，想要获得与自身美色相

匹配的权力。然而这里虽然能看出南子对于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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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重点却是卫灵公与南子之间畸形的爱情关系，

此时的卫灵公与其说是一国之君，不如说是一个彻

底臣服于南子官能美的男性形象。在小说的结

尾，南子和孔子先后乘车从街道走过的事情招致

了城中百姓的议论，其中有一句是“啊，看来那位

圣人的德也敌不过那位夫人的暴虐。从今日起，

那位夫人的话将成为我们卫国的法律吧。”[7]194从百

姓的这一句评价也可以看出南子在卫国的影响

力。纵观《麒麟》全文，能够体现南子舞权弄政的只

有这两处，而且这两处都未从正面描写，只是旁敲侧

击地有所体现。

南子第二个突出的人物性格——淫乱、品行不

端，则主要是因为她在成为卫灵公夫人之后，仍“通

于宋子朝”，这是太子蒯聩欲杀她的原因，也是南子

为何一直被称为“淫妇”的原因。而关于南子与公子

朝私通的史实在《麒麟》中更是被删去了。小说中只

有两处提到了宋朝其人。第一处是卫灵公在听从了

孔子的教诲后决心克制私欲，南子在受到卫灵公的

拒绝后十分愤怒。“南子的樱唇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夫人嫁到卫国以前，有一位情夫叫宋朝，是宋国的公

子。她的愤怒与其说来自丈夫爱的消亡，毋宁说是

因为失去了支配丈夫心灵的力量。”[7]191这里提到宋

朝，只说他是南子嫁到卫国以前的情夫。可南子之

所以背负上“淫妇”的骂名，恰恰是因为她在成为卫

灵公的夫人之后，仍然与宋朝私通。而谷崎在《麒

麟》中故意隐去了重点，轻描淡写地将这段史实一笔

带过了。《麒麟》中第二次提到宋朝是南子在劝诱孔

子时所说的话：“在妾看来，愁苦的脸都是丑陋的。

妾知道宋国有一位叫宋朝的年轻人，他虽没有先生

一般高贵的额头，却有着春空一般明丽的眸子。妾

的近侍里有一位宦官叫雍渠，他的声音虽然不似先

生那样威严，可舌头却如春鸟一般轻捷婉转。先生

如果真是圣人，应当具备与宽大胸怀一脉相承的俊

朗容貌。”[7]192这一段提到宋朝，但是其重点却不在塑

造南子淫乱的性格特征上，而是为了佐证南子所说

的圣人应该具备与其相称的俊朗容貌。宋朝在这里

与宦官雍渠一并作为举例，只是为了突出南子对于

美的渴望。

《麒麟》在塑造南子的人物形象时，既不是从其

舞权弄政的形象出发，也没有着笔于其与公子朝私

通的史实。《麒麟》作为谷崎早期唯美主义风格的代

表作，他在南子这一女性人物形象上倾注了自己独

特的审美观念和文艺理论观念，南子的形象在谷崎

的笔下发生了变异。林少华先生曾经将谷崎笔下的

女性人物形象分成两类：“一类是以自身的‘官能魅

力’为武器对男性气指颐使、甚至以滥施淫虐为乐事

的‘娼妇型’女性”，“另一类，则是具有绝美姿色的

‘圣母型’女性。”[8]63而《麒麟》中塑造的南子，可以说

是谷崎后续文学中一系列恶女、妖妇的鼻祖，是“娼

妇型”女性的代表。

对于南子“恶女”形象的塑造，在《麒麟》中主要

体现于南子与卫灵公在虐待与被虐待的畸形爱情观

中的官能享受上。谷崎的文学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

题，即对于女性美的崇拜，“美即强者，丑即弱者”的

美学观从他的处女作《刺青》开始一直到其晚年的

《疯癫老人日记》，这种对美的力量的崇拜，可谓横贯

谷崎一生创作生涯。而在小说中，这一理念往往是

在两性畸形的爱情观中得以展现。它具象地体现在

美艳动人、极具官能美的肉体中却隐藏着压迫人心

的邪恶力量的女性形象以及甘愿被俘虏、在虐待中

得到满足的男性形象上。谷崎笔下美的力量是绝对

的，它无视一切伦理道德，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

匍匐在美的脚下的男性正是这一力量的具象体现。

在《麒麟》中，南子就是这样极具官能美的邪恶

女性，小说中有多处对南子外貌的描写，如南子在第

一次面见孔子时，“夫人撤下帷幔，面露明媚的笑容，

将众人招到近前。南子头戴凤冠，鬓插黄金钗、玳瑁

笄，身穿麟衣霓裳，她的笑颜如日生辉”[7]191。又如南

子对于自己美貌的评价：“大凡见过妾的容貌、听过

妾声音的男人，通常都会愁眉顿展，拨云见日。”[7]192

南子的美貌是毋庸置疑的，但南子美的力量却不仅

仅是指其外在容貌，更体现在她邪恶的心灵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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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孔子展示了那些因为得罪她而被肆意凌虐的人，

“其中既有因为指责夫人恶行炮烙毁容，颈戴长枷、

穿透耳洞的男人；也有引灵公心动而遭夫人嫉妒，被

劓鼻、刖足、铁锁系颈的美女。”[7]193而这种以肉体上

的残忍而带来满足的场景，却进一步加深了南子的

美，“恍惚地凝视着这般风景的南子，其面容如诗人

般美丽，似哲人般严肃。”[7]193这种恶魔般的美深深地

征服了卫灵公，他痴恋南子，“迄今为止，我如奴隶侍

奉主子、凡人崇拜神仙一样地爱你。我迄今的事业

是奉献出我的国家、我的财富、我的人民、我的生命

去博取你的欢心。”[7]191他对南子的迷恋已经超出正

常的夫妻感情，那是一种对邪恶美的臣服，在这种美

的力量面前他毫无反抗能力。“我恨你，你是个可怕

的女人。你是吞噬我的恶魔。但我怎么也离不开

你。”[7]194南子妖妇、恶女的形象正是在这种畸形的恋

爱观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典籍里的南

子形象在谷崎笔下发生了变异，谷崎舍弃了史实中

南子舞权弄政或淫荡的性格特征，而将她彻底地恶

魔化，倾注了谷崎唯美主义美学观念的南子成了谷

崎后续文学中“娼妇型”女性的代表人物。

二、主题的变异

“子见南子”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其主角是象征

儒家思想的圣人孔子，南子和卫灵公都是用来陪衬

和批判的对象。然而在《麒麟》中，表面看起来故事

仍然是以讲述孔子本人和他的传道为宗旨，然而实

际上，在享受欢乐的奢侈生活中被残酷的鲜血刺激

而沉醉其中的南子的变态爱欲，才是作者的意旨。

也就是说，《麒麟》的主角并不是孔子，孔子只是用来

凸显南子形象的陪衬。

《麒麟》的主题是精神和肉体、道德和官能这两

种存于人体内部力量的斗争。孔子是前者的象征，

南子是后者的象征，这两者斗争的结果通过卫灵公

的选择表现出来。虽然在中国典籍和《麒麟》中，最

终卫灵公都选择了南子，但是同样的结局却有着不

同的内涵指向。我们可以就故事的结局进行分析。

《史记》载有“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

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

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5]2588

这里很重要的一个词是“丑之”，明显地表达了孔

子对南子和卫灵公的态度，这既是孔子所代表的

儒家思想对于更重女色的卫灵公的批判，也是对

后世君主和文人的警醒。卫灵公在这里是作为反

面教材呈现的，南子更是背负“乱女”的骂名为后

世所指责。

然而在《麒麟》中，故事结局的重心却不在孔子，

而集中在南子身上。首先，南子是以威胁的口吻要

求孔子与她一起入城的：“妾今天也想和灵公一起陪

伴先生去城中走走，如果先生看到那些罪人，就不会

违逆妾的心愿了。”[7]193在游行时，城中百姓纷纷议

论：“那位圣人的神情多么悲伤！那位夫人的态度多

么傲慢！可是，从来没有见过夫人的容颜像今天这

般美丽。”“啊，看来那位圣人的德也敌不过那位夫人

的暴虐。”[7]194通过百姓们的议论可以看出，以孔子为

代表的道德和精神已经被南子的肉体及官能美打败

了。孔子的败北更彻底地体现在当天夜晚卫灵公的

选择上，在精神和肉体、道德和官能之间挣扎的卫灵

公，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了南子的怀抱。小说从后半

段南子引诱孔子开始，孔子的角色就被削弱了，他不

发一语几乎只是扮演一个倾听者的角色，这仿佛成

了南子的独幕剧。故事的结尾，孔子在离开前所说

的“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5]2588，就不再如《史记》所

载具有强烈的批判意味。在《麒麟》中，这句话更像

是一声叹息，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最终败北

的感叹。

其次，《麒麟》为了进一步强调孔子和南子之间

善与恶、精神和肉体之间的对立，在南子对孔子的态

度上也与“子见南子”有所区别。在《史记》中，南子

对孔子的态度是尊敬的，她请求与孔子相见，并且让

孔子乘坐在自己和灵公的车后，招摇过市。对于当

时名声败坏的南子而言，之所以会邀请德高望重的

孔子为次乘过市招摇，是心存着借与孔子接触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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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洗刷一下自己污名的念头。从这个想法来看，南

子对于道德是有敬畏之心的。然而在《麒麟》中，南

子对孔子的态度却不是敬畏，而是一种强烈的征服

欲，“妾有使所有男人销魂的手段，最终妾要让您看

到，就连那位圣人孔丘也将被妾虏获。”[7]191这是南

子凭借对自己美的绝对自信，想要征服象征着道德

和精神的孔子而发出的宣言。《麒麟》中的南子，不

再是德性的利用者，而是完全作为肉体和官能的具

象者站在了道德的对立面，这也更进一步突出了

《麒麟》的主题——即精神与肉体、道德与官能之间

的斗争。

最后，《麒麟》主题的变异还体现在作者对儒家

思想的态度上。如上文所述，不论是《史记》还是《论

语》中记载的“子见南子”，其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孔

子，故事的主题是为了宣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

想。然而在《麒麟》中，谷崎却对孔子进行了诘难，使

儒家思想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中，而结尾孔子的败北

更是直接体现了谷崎唯美主义的艺术观念——女性

的官能美拥有至高无上地位，它拥有超越一切伦理

道德和世俗礼法的力量。《麒麟》的开头“凤兮凤兮，

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

今之从政者殆而”[4]2529出自《论语·微子》，这段话本

是楚狂人接舆路过孔子而唱的歌，歌中暗含着对孔

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思想的讽刺。谷崎

以其作为《麒麟》全篇的开始，本身就隐含着他对儒

家道德主义的反对之意，这句话也预示了孔子败北

的结局。

小说对孔子的诘难不仅体现在南子和孔子之

间，还体现在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之间。《麒麟》中引

用的中国典籍除了《史记》和《论语》外，还完整翻译

了《列子·天瑞》中这一段话：“林类年且百岁，底春被

裘，拾遗穗于故畦，并歌并进。孔子适卫，望之于野，

顾谓弟子曰：‘彼叟可与言者，试往讯之！’子贡请

行。逆之垄端，面之而叹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

拾穗？’林类行不留，歌不辍。子贡叩之不已，乃仰而

应曰：‘吾何悔邪？’子贡曰：‘先生少不勤行，长不竞

时，老无妻子，死期将至：亦有何乐而拾穗行歌乎？’

林类笑曰：‘吾之所以为乐，人皆有之，而反以为忧。

少不勤行，长不竞时，故能寿若此。老无妻子，死期

将至，故能乐若此。’子贡曰：‘寿者人之情，死者人之

恶。子以死为乐，何也？’林类曰：‘死之与生，一往一

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安知其不相

若矣？吾又安知营营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

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贡闻之，不喻其意，还以告夫

子。夫子曰：‘吾知其可与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尽

者也。’”[9]19

如果说孔子代表的是道德主义，那林类代表的

就是无为超脱、追求生命自由的道家思想。将一切

都相对化，生死等同视之的道家思想与“知其不可为

而为之”的儒家道德主义不同，它追求超脱俗世的生

命自然状态，是一种安之若命的思想观念。林类的

这段话看似与“子见南子”的故事没有关系，但是对

于谷崎而言，林类这种摆脱一切拘束，自由的生命状

态，可以与南子超越德性的美的绝对性形成对比。

千叶俊二在论及这一段时是这么说的：“这篇文章的

开头部分，可以说是一个坐标的设定：近百岁的林

类，不仅可以摆脱道德主义等一切外在束缚，而且在

其生命能量上无限接近零点。换句话说，如果说孔

子设置了道德主义的坐标轴，那么可以说，南子设定

了从理性的支配和压抑中解放出来的无限欲望本身

即生命能量的坐标轴。林类存在于这两个坐标轴相

交的地方，同时还有作为函数本身存在的灵公。孔

子与南子有善与恶、男与女、精神与肉体、禁欲与享

乐等对立关系。但从将生死一视同仁的林类来看，

孔子与南子之间并不是这种对立关系，两者的差异

只能说是生命能量的多寡问题。”[10]641林类与南子都

是反对儒家道德主义的，但是这种反对又不尽相

同。南子的官能美是要打碎一切伦理道德的约束，

她追求无限的欲望，释放出蓬勃的生命力量。而林

类则如千叶俊二所言“在其生命能量上无限接近零

点”[10]641，道家的追求超越生死，回归到生命的无为状

态。“对谷崎来说，儒家和道家在这里超越了宗教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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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只是为了与他所追求的文学形象相得益彰，从而

产生共鸣和排斥两种结果。”[11]79

《麒麟》的主题从“子见南子”中以孔子及其本人

的传道为宗旨，变异成精神与肉体、道德与官能之间

的斗争，最后以象征着肉体和官能美的南子的获胜

消解了儒家道德主义的思想。谷崎旧瓶装新酒，在

保留了“子见南子”的故事框架及汉文古体古典雅致

的意蕴后，对南子的形象和故事主题进行大胆的变

异处理，在小说中巧妙地注入了自己独特的美学观

念和文艺思想，使得《麒麟》成为他早期唯美主义风

格的代表作，与《刺青》一起为谷崎接下来的文学生

涯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三、《麒麟》变异之因

《麒麟》之所以会在“子见南子”的故事基础上发

生变异，其中既有谷崎润一郎自身文学观念的原因，

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麒麟》的变异与日本当时

的社会情况与时代状况也有密切关系。

从宏观角度来看，首先是日本发生的女性解放

运动。明治政府成立后于 1872年发布了艺妓解放

令，同时福泽谕吉开始大力提倡性别平等论，1880
年自由民权运动中的景山英子、中岛俊子等人的妇

女参政权论者被认为是妇女参政权论者的前驱。

谷崎发表《麒麟》的时间是明治四十三年即1910年，

此时正是青鞜派呼吁确立女性自我意识、争取自由

恋爱权利等女性解放运动兴盛的阶段。谷崎此时

的小说不论是《刺青》还是《麒麟》都是以女性崇拜

为主题创作的，如南子这样极度夸耀自身的官能

美，并凭借其恶魔般的美使得男性跪拜在脚下无力

反抗的女性形象，与日本古典含蓄的女性形象可谓

是大相径庭，这与当时盛行的女性解放运动有脱不

开的关系。

其次是日本当时高压的社会政治环境。明治维

新以后，日本在赶超欧美列强的口号下，走上了发展

殖民产业、富国强兵的道路。尤其日俄战争以后，一

方面是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国内矛盾

的激化。以幸德秋水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不满当局

的统治，积极著书立说进行反抗。1910年，日本先后

发生“日韩合并”和“大逆事件”两件历史大事。所谓

“日韩合并”是指1910年大日本帝国基于《日韩合并

条约》，将大韩帝国并合之事。“大逆事件”又称“幸

德事件”，指的是 1910年 5月，许多社会主义者和无

政府主义者因计划暗杀明治天皇的罪名而被捕，以

幸德秋水为首的 12人被处以绞刑。这两件事件的

发生使得日本国内的局势日渐紧张，在对外坚定侵

略的帝国主义主张时，对国内实行了严厉的思想镇

压。1910年石川啄木发表了著名评论《时代闭塞的

现状——强权、纯粹自然主义的最后及明天的考

察》，“时代闭塞”是一个新词，正是石川啄木针对日

本当时强权高压的社会现状提出的。在这样的政治

环境下，作家们将自己封闭在了自己的文学世界

里。以谷崎为例，他沉浸在官能的世界中，认为艺术

高于一切，从而创造出了以《刺青》《麒麟》为例的耽

美主义文学作品，这是谷崎在紧张的时局环境下开

出的一朵文学“恶之花”。

从谷崎自身文学观念而言，首先，在谷崎登上文

坛之前，日本的自然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巅峰。田山

花袋作为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于 1907年发表了自

传性小说《棉被》，1908年岛崎藤村发表了小说《春》，

这两本小说的出版使得自然主义在日本文坛风头更

盛。然而，自然主义僵化的手法也引起了文坛另一

部分文人的反感，一批反自然主义的文学社团开

始兴起。以 1910年 4月出版发行的文艺杂志《白

桦》为象征，高举理想主义的白桦派诞生。白桦派

的主要成员有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

等人，他们都出生于上层阶级社会，强调文学的人

道主义精神，追求向往自由。与白桦派创立几乎

同时，以永井荷风和佐藤春夫等为代表的作家创

立了新浪漫派，与追求理想主义的白桦派不同，新

浪漫派高举唯美主义的旗帜，并以此创刊了《三田

文学》。同年六月，由小山内薰发起，岛崎藤村担

任顾问的《新思潮》创办成功。这三个报刊成为反自

然主义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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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主义盛行时，谷崎早期曾“采用一些自然

主义的技法，写了另一篇小说《一日》，通过好友的介

绍，投寄给自然主义的重镇《早稻田文学》，还是石沉

大海，杳无音讯，最后连原稿也不知去向。”[12]25这让

原本就对自然主义颇为反感的谷崎更为失望。此时

的谷崎在文坛上尚未崭露头角，而身边的一些朋友

却先他一步在文坛中得到了认可，这让对自己的文

学天赋颇为自信的谷崎感到十分苦闷，甚至因此患

上了神经衰弱症。在疗养期间，谷崎阅读了永井荷

风的《美国故事》《法国故事》《冷笑》等多篇唯美主义

风格的小说。永井荷风这些小说以其旅居海外的生

活为背景，用日本的传统美和异域风情对明治社会

所谓的现代文明冷嘲热讽，同时也是对僵化呆板的

自然主义的反击。永井荷风的小说对谷崎产生了

很大影响，他成为谷崎继续创作文学的动力，谷崎

后续走上唯美主义的文学道路与永井荷风有莫大

关系。《麒麟》中“一切美都是强者”以及“在恶中发

现美”的主题正是谷崎唯美主义的思想观念在文学

中的体现。

其次是谷崎对道德主义的态度。谷崎的汉文学

素养是在他的小学老师稻叶清吉的熏陶下培养出来

的。稻叶先生学养很高，在教导学生时注意融贯东

西方文学，因而在日本古典文学之外，稻叶先生还曾

教授学生卡莱尔的浪漫诗和《英雄崇拜论》以及中国

唐诗宋词。谷崎正是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启蒙中走

上文学的道路，他16岁时“在作文方面已经可以运用

丰富的汉语语汇，而且行文流利自然。”[12]14然而，虽

然稻叶先生为谷崎在汉学儒学方面的创作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谷崎却没有走上先生志愿的圣贤之道。

如谷崎在《幼少年时代》的自述：“不过，对于先生来

说，虽然对文学有兴趣，但他真正的志向在于古代

圣贤之道，似乎一心想对我实施儒学或佛教式的

教育，最后以对我失望告终。我逐渐对自己的哲

学和伦理宗教产生兴趣，说实话，也是一时心血来

潮，只不过都是从先生那里贩卖来的，随着觉悟到

自己的本领在于纯文学，不知何时就离开了先

生。”[13]206谷崎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志向主要是在纯

文学上，而不是汉学儒教的古圣贤之道。而谷崎

选择的唯美主义文学道路，认为艺术高于生活，艺

术高于一切。这种纯粹美学不涉及任何伦理道

德，谷崎将这种无功利性的美学思想发挥到了极

致。然而，在纯美理想和汉学儒家的道德主义之

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谷崎对于道德主义的态度是有所转变的，早在

就读府立第一中学时，谷崎就发表过论文《道德的观

念与美的观念》，在这篇论文中谷崎论述了东方的道

德观念和西方但丁、卡莱尔的美学观，论文东西方文

论相融，充分体现了谷崎的文学天赋和融贯东西的

学识素养。然而在确立了纯文学的创作道路，尤其

是在接受了唯美主义的美学观念后，谷崎逐渐感觉

到在脱离现实世界、追求无功利性的美学理想与儒

家倡导的道德主义间有不可消弭的鸿沟。他在《文

艺与道德观念》中说道：“真冈势舟曾言：‘庄子是东

洋的尼采，尼采是西洋的庄子。’妙哉言，他以仙人的

理想与超人相比，以《逍遥游》与《查拉图斯特拉》相

比，或大不相当。然而，在以嘲讽、谩骂的笔杆抨击

社会的丑陋，试图驳斥狭隘的道德主义，以排遣胸中

不平之气这一点上是一回事。在印度的奥义书时

代，有顺世学派，他们试图反抗古老的道德主义。古

希腊有一位学者，名叫苏格拉底。他主张概念理论，

当时已是诡辩学派的学者。在中国，有老子、列子、

庄子、韩非子、杨墨之徒反对儒家的道德主义。对于

道德主义的攻击一般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主张艺术

主义的诗人和文人，他们崇尚个人意志的绝对自由，

如弥尔顿《失乐园》中的撒旦，拜伦《该隐》中的路西

法，他们渴望个人意志的绝对自由，渴望兽欲的本

能。一是大乘佛教，如希腊古代哲学的一派，主张无

宇宙论、虚无主义、迷妄论，以及主张怀疑实在、超越

自我道德的哲学观，如老子、庄子、列子、达摩，都属

于此。”[14]87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相比儒家的道德主

义，他更推崇老庄的道家思想，这也是谷崎在《麒麟》

中插入林类与孔子的对话以诘难儒家道德主义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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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凭借《刺青》《麒麟》走上文坛之后，谷崎继续

实践着他唯美主义的美学观念，终于如他所说“不知

何时就离开了先生”[13]206，而在纯文学的道路上绽放

了“恶魔主义”的花朵。

《麒麟》虽然取材于汉学典籍“子见南子”的故

事，但是谷崎并不是单纯地翻译这个故事。从南子

形象的变异到故事主题的变异，可以看出谷崎在史

实的基础上注入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和美学理想，最

终在汉学儒家的故事上变异出了象征着谷崎“恶魔

主义”理想的文学经典，南子也因此成为谷崎后续文

学中一系列“妖妇”女性形象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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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riation of "Confucius Meeting Nanzi" from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Kylin by the Japanese Writer Junichiro Tanizaki

Cao Shunqing Wang Xiliang

Abstract：The variation theory is an innovative theory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oposed by the author. The variation
theory argues that the communication and variation in literature serve a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literary innovation, and the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 are usually formed by literary variation. Junichiro Tanizaki's literary creation can act as a typical ex⁃
ample for variation theory. Tanizaki's literature has been vacillating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which has been in⁃
fluenced greatly by western aestheticism. In addition, he is very excellent and talented in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fore a se⁃
ries of superb novellas and short stories about China were written. Kylin is his first short story which is based on Chinese lit⁃
erary classics directly, focusing on the "Confucius Meeting Nanzi" from Records of the Grand Scribe an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However, as Tanizaki's early representative with aesthetic literary concept, Kylin was variated on the basis of
"Confucius Meeting Nanzi". The paper will analyze the story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variation of Nanzi and topic
as well as its reasons.

Key words：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Junichiro Tanizaki; variation; Ky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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