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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暗 》时期的汉诗与 《明暗 》及 “则天去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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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概述了夏目漱石研究史上关于 “则天去私 ”研究的状况, 提出了在夏目漱石文学里占有重要地位

而被研究史所轻视的汉学问题, 认为理解 “则天去私”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明暗 》和那个时期的汉诗的对照比较研

究。作为这一研究的前提在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推算出了《明暗》各章执笔的时间表, 并对《明暗》的重要章回和与其

对应的汉诗进行了尝试性的对比和分析 ,表明《明暗》时期的汉诗群与《明暗》及 “则天去私”有必然的联系。这些汉

诗是研究夏目漱石 、特别是考察晚年的夏目漱石时不可缺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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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暗》时期的汉诗与《明暗》及 “则天去私”有必然的内

在联系。迄今关于 “则天去私”的研究主要是以《明暗》为依

据的, 《明暗》毕竟是未完作品,这为 “则天去私”的考察客观

上带来了困难, 因而 《明暗》时期的汉诗群就成了理解 《明

暗》及 “则天去私”的重要材料。 《明暗》时期的汉诗的每一

首都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把这些汉诗与对应的 《明暗》章回

进行比较研究无论是对《明暗》还是 “则天去私”的研究都是

很有意义的。汉学是夏目漱石文学的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被

研究史轻视的部分, 从汉诗入手, 进一步挖掘漱石文学的汉

学世界, 对丰富漱石研究的内容也很有意义。鉴于现在《明

暗》章回的执笔时间还没有明确, 本文先将基于有关资料推

算《明暗》的执笔时间, 而后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明暗 》的重

要章回与对应汉诗的比较, 考察 《明暗 》时期的汉诗与 《明

暗》及 “则天去私”的关系。

　　一　汉诗与 “则天去私”在夏目漱石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则天去私”是夏目漱石的一个重要课题。最初对夏目

漱石的研究也主要是围绕 “则天去私 ”展开的, 其中最具有

代表性的小宫丰隆曾把夏目漱石捧为圣人。①后来江藤淳的

研究把夏目漱石贬为俗人 ②,认为所谓 “则天去私 ”不过是夏

目漱石的弟子及其亲近编出的神话而已, “则天去私”也因

此从研究领域渐渐退潮。到如今 “则天去私 ”已被认为早已

过时, 有人甚至断言现已无人去研究 “则天去私” 。③我们认

为 “则天去私”作为夏目漱石的文学事实是一个永久的课

题。至今有关此课题的研究资料也不少, 但绝大多数是以

《明暗》为基础的东西, 与《明暗》时代的汉诗关联甚少, 或有

也不够细致。 “则天去私”是《明暗》执笔期间提出来的, 《明

暗》未完作者就去世, 因而考察 “则天去私”还应考虑《明暗》

与那个时期的汉诗的关联性。

吉川幸次郎曾说夏目漱石是英文和汉学兼备的 “两条

腿的学者”。漱石本人也在他的《文学论》自序里说他的汉

学有不亚于英文的水平。事实上,夏目漱石的汉学是其文学

的精神所在,是不可忽视的部分。夏目漱石自幼酷爱汉学,

少年时期曾在汉学塾二松学舍专攻过汉学, 这为他成为作家

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漱石 ”这一笔名就源于汉学。夏目漱

石一生所作的汉诗迄今发现的共有 208首, 汉文也有数篇。

第一首汉诗大约是 20岁以前作的, 最后一首是 50岁。从 34

岁赴英国留学到 44岁 “修善寺大患 ”的十年间, 因忙于英文

研究与文学创作, 没有作汉诗。对此他在《想起来的事等 》

里很惋惜地说,汉诗的世界是他理想中的 “风流”世界, 却因

生存竞争而被他一时期忘却了,从此他又开始了作汉诗。夏

目漱石集中性的汉诗创作较多的要数 “修善寺大患”后的一

段时间和《明暗》执笔时期,其中最多的是《明暗》时期 。 《明

暗》时期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所作的汉诗占其全部汉诗的

三分之一。也就是说 “修善寺大患 ”后, 随着年龄的增长汉

诗诗作的频度与数量也在增加,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二　《明暗》各章回的执笔时间

《明暗》写到一半时 ,作者每天上午写完一章《明暗》后,

下午开始作汉诗 。作诗的目的在给芥川龙之介和久米正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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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①中透露过, 是为了净化因写小说而被 “俗化了”的心

境。这表明那个时期汉诗的世界已成为他调整心态 、净化心

灵的栖息所。每天, 上午小说下午诗,这种 “痛苦 、快乐 、又机

械”的创作生活持续了三个多月, 其间共作了汉诗 75首, 这

些汉诗除极少数外几乎未公开过,因而具有日记的性质。把

这些汉诗与对应的《明暗 》一一进行比较与研究, 无论是对

《明暗》还是汉诗的理解都是有意义的, 特别是对理解 “则天

去私”是必不可少的。迄今《明暗》和那个时期的汉诗的对

照研究极少, 至于缜密 、细致的比较研究 ,笔者寡闻浅学还未

见过。吉川幸次郎也早有此期待, 只因夏目漱石的汉诗有不

少的已超脱了一般的日本仿汉诗的俗气和匠气,且受良宽等

影响有禅宗的思想难于理解,这对于一般单一的文学评论家

或汉学者而言并不是一件乐意为之的事, 再加上对 75首汉

诗与其对应的《明暗》的章回一一进行比较和分析是一项很

麻烦的事, 这些都是使这一研究迄今还是空白的原因。

《明暗》和那个时期的汉诗进行比较的前提之一是明确

《明暗》每章的执笔时间。 《明暗》是作为新闻小说每日一回

在《朝日新闻》报上发表过的作品, 其每章发表的时间都有

据可寻, 但其执笔时间难以确实, 不过《明暗 》的某些章回的

执笔时间还是可以推敲的,只是还没有人具体详细地核实并

把它整理出来。下面我们将基于相关资料考察 《明暗》各章

的执笔时间。

小宫丰隆在他的 《夏目漱石 》里说, 《明暗》开始执笔的

确切日期是五月二十日还是十九日以仅有的材料是 “无法

推定的” [ 1] ,不过, 他在 《漱石的芸術 》里说 “ (十一月 )二十

一日, 漱石写了《明暗》的第一百八十八回” [ 2] 。关于《明暗》

188回的执笔日期各家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如:猪野谦二 、

荒正人 、高木文雅 [ 3]以及伊藤整 [ 4]等各家的研究都是 1916

年 11月 21日上午, 这与镜子夫人 [ 5]说的相吻合。还有, 《明

暗》单行本 [ 6]在相当于当初报纸上发表时的最后一回的后

面, 附有一行小字是这样写的:“作者于大正五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之午前写完此章, 其翌日起发病, 十二月九日终逝去,

如是此作终为未完之作永留于后世” 。另外, 此单行本里还

夹有卷头画原稿照片的说明文, 是这样写的:“《明暗》第一

百八十八回 [最后 ]的原稿亦即最后一章的原稿是在大正五

年十一月廿一 [卧床的前日 ]午前写完的”,因此 , 《明暗》 188

章是在 1916年 11月 21日上午写完的这一事实完全可以确

定。关于《明暗》第一章的执笔时间, 荒正人在《明暗 》解说

里推定为 1916年的 “五月十八日 ”, 而在 《增补改定漱石研

究年表》 [ 7]里又说是在 1916年 “五月十九〈周五 〉或二十日

〈周六 〉”。吉川幸次郎的推定也是 “五月十九日或二十

日” [ 8] 。此外还没有看到过详细考察这个问题的相关论文。

那么, 我们再看一下 《明暗 》的其他章回的执笔时间 。 《明

暗》时期的汉诗群的第一首是在 1916年 8月 14日作的。唐

木顺三认为 “八月十四日, 大概是九十回左右” [ 9]。 吉川幸

次郎 (同前 )推定为 “第八十九章”。高木文雅 (同前 )推定是

“八月十四写了第八十九章” 。不过唐木和高木的论文的主

旨不在于确定《明暗》章回的执笔时间, 因而对《明暗》第 89

章的时间也只是一提而已。 查阅荒正人的 《增补改定漱石

研究年表》 (同前 )发现如下日期与《明暗》的某些章回的执

笔时间有关:

★六月十日 (周六 ) 《明暗》二十四寄往东京朝

日新闻社。

★九月二十五日 (周一 )给山本松之助 (笑月 )

去信,因前一天寄的 《明暗》一百三十回最后的原

稿需订正,要求退稿。

★十一月十四日 (周二 ) 《明暗》 (一百八十一

回,十二月七日 (周四 )连载部分 )寄予山本松之助

(信封封面写有 “原稿明暗一百八十一” )。

★十一月二十一日 (周二 )上午写完 《明暗》一

百八十八回,下一页的稿纸的右上角写有 189。[ 7]

而更重要的还有夏目漱石本人的书信:

★五月二十一日小说开始写有些晚, 见谅。

(略 ), 将按计划每天写一回, 请安心。有个叫赤木

桁平的人说想保存这次的《明暗》底稿, (略 )。

★六月十日拜启今天刚才投函的明暗 (二十

四 ) (以下略 )。

★九月二十五日拜启昨天寄去的明暗一百三

十回 (以下略 ) 。

★十一月十一日 (周六 )山本松之助 (笑月 )样

原稿 (明暗一百七十八 )

十一月十一日牛込早稻田南町七　夏目金之

助 (漱石 ) [ 10]

(现只有信封。笔者注 )

由以上资料可知,夏目漱石的信和荒正人的年表六月十

日与九月二十五日是一致的,而荒正人的年表有十一月十四

日,没有十一月十一日, 夏目漱石的信有十一月十一日没有

十一月十四日。以作者本人的日记为准,再参考荒正人的研

究,至少完全可以肯定以下三天《明暗》章回的执笔日期, 也

就是:六月十日, 二十四回;九月二十四日, 一百三十回;十一

月十一日,一百七十八回。再加上我们前面已肯定的十一月

二十一日的一百八十八回, 《明暗》的执笔时间至少有四章

是可以确定的。参考荒正人的十一月十四日一百八十一回,

《明暗》五章的执笔时间先可考虑成立。我们知道 《明暗 》执

笔期间,夏目漱石每天上午写完一章后下午作诗, 这是他那

个时期的日程。小说每天按计划要在 《朝日新闻 》报上发

表,按理作者把已写完的一章寄出后才可在下午安心自在地

作诗。如果这是事实的话, 那么 《明暗 》以上五章的执笔时

间就是成立的。 这五章确定后, 以 11月 21日为 《明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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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章依次往前推算, 5月 18日为《明暗 》的第一章, 也就是

说《明暗》是 1916年 5月 18日开始执笔的。这样《明暗》每

一章的执笔时间 (后附 )也就自然明了了。这一结果与唐木

顺三的 “八月十四日,大概是九十回左右”接近,与吉川幸次

郎和高木文雅的 “八月十四写了第八十九章”的推定一致,

而且, 与高木文雅 (前出 )的《明暗》里有 “柳”树的章回和有

“柳”字句的汉诗进行对比时所体现出的对应的七天的时间

完全吻合。另外, 最新夏目漱石年谱也是 “五月十八日, 起

稿。六月十日, 二十四回。九月二十四日, 一百三十回 ” [ 11] 。

《明暗》时期的汉诗每首作者都附有作诗日期, 《明暗 》时期

的汉诗每一首与所对应的《明暗》的章回进行比较就成为可

能。当然, 《明暗》时期的汉诗与 《明暗》的比较并不是说只

有每一首诗与对应的章回一一进行比较才有意义,但是, 至

少通过二者的细致而缜密的相互比较 、分析对进一步理解和

把握《明暗》以及汉诗的内涵, 了解夏目漱石当时的心境, 可

提供可能性和客观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分析夏目漱石晚年

的心境可以更准确地理解 “则天去私”的实质。

　　三　《明暗》与那个时期的汉诗

《明暗》从开始作汉诗的 89章起登场人物间的关系主

要为津田夫妇与秀子的关系,其中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场面有

秀子与津田夫妇的 “战争 ”、津田夫妇间的 “战争 ”和津田与

清子的再会。下面我们将把这些章回与对应的汉诗进行比

较。现有的漱石汉诗注释中比较而言吉川幸次郎的 《漱石

诗注》和一海知义的《漱石全集第 18卷汉诗文 〈译注 〉》基本

上忠实于原作, 对理解漱石的汉诗有参考价值, 所以我们将

参考这两大家的研究 ,通过《明暗》与汉诗的比较, 考察小说

与汉诗在 “则天去私”表现上的关联性。

(一 )自私与执拗

津田兄妹吵架是 《明暗》重要的一幕,作者为此从 92章

到 110章共用 19章的篇幅。 津田没有按协议还父亲钱, 秀

子的丈夫作为借款的保人受到了牵连,秀子早就看不惯津田

夫妇的生活方式, 于是按自己的误解汇报了父亲。父亲中止

了给津田寄钱, 使住院的津田陷入了困境。秀子拿钱去医院

探望, 想借此机会让津田反省, 改变生活方式。津田对秀子

干涉自己的家庭生活很反感,他需要钱又不愿低头, 秀子又

非常执拗, 彼此争执互不相让直至爆发了 103章的兄妹大

战。秀子一气之下说出了津田的秘密, 正好让赶来的延子听

见, 给津田夫妇的内战点了一把火。 109章, 秀子对津田夫

妇说出了她憋在心里已久的话:

你们两人都是只顾自己的人 。只要自己好就

行, 不管别人多么作难, 也不考虑给别人添多大的

麻烦。

津田听了却很坦然, 他承认这是自己的特色, 同时也确信是

一般人所共同的特色 。

秀子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延子,她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

是为了津田, 她恨津田固执,不理解她的一片苦心,而把自己

的快乐作为人生的主题而生活的津田反而越发觉得秀子讨

厌 、多余。结果, 秀子无奈只得留了钱在失望中憋气而归。

作者在叙述他们争执的过程中体现了客观而公平的态度, 使

读者可以从较高的视角观察他们。像津田理解的那样, 自私

也许是人的通性,但是把自私当成了一种合理的生存方式而

不顾别人自然会引起别人的嫉恨。人生观 、价值观不同生活

方式也不同,秀子也不应以自己的意志而决定他人的生存。

　　　　9月 3日 无题

独往独来俗不齐 山居悠久没东西

岩头昼静桂花落 栏外月明涧鸟啼

道到无心天自合 时如有意节将迷

空山寂寞人闲处 幽草芊芊满古溪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的厌世心里。人如果能脱离世俗社

会到大自然中就可以享受充分的自由。无心 、无意的大自然

是严慈的父母,她对其所包容的万物都一视同仁, 所以, “空

山寂寞人闲处”才会有 “幽草芊芊满古溪 ”的生机。赫格尔

说存在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合理的东西都存在。帕斯卡尔说

“人是会思维的芦苇 ”。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会思维, 会

想方设法去实现自己的意志和欲望, 但是, 不合理的思维不

仅事与愿违,有时会威胁到自己的生存。合理的思维就是符

合自然原理的思维。夏目漱石在赴英国留学前就有 “得失

忘怀当是佛,江山满目皆吾师 ”的诗句,东大时代有 “自然是

我师” 的片断, 《明暗》执笔前年有 “我师自然”的挥毫, 这些

与以上《无题》相通表示了同样的心愿:如果人能像大自然

那样做到无私心 、无私欲的话, 人间社会也会是和谐的乐园。

可见,汉诗与小说从正反两面表达了作者同一心境, 体现了

伦理范畴的 “则天去私”思想。吉川幸次郎也说, “道到无心

天自合,时如有意节将迷”表示了诗人 “则天去私”的 “心境”

和 “哲学”。[ 12]

(二 )爱与谎言

津田为了显示自己富有,特意捏造了父亲给他寄钱的假

象。延子感觉到他虚伪对自己见外,但只是心里抱怨嘴上却

不说。津田又怕延子知道真相看不起他, 对此事遮遮掩掩,

因此两人间制造出一层无形的隔膜。 《明暗》 113 -115章,

因秀子的争执揭去了这层隔膜, 两人得以坦诚相见, 关系恢

复了自然,这是延子至此努力而未能达到的状态。按理他们

该对自己有所反思,但是, 两人共享了这瞬间的心神交融的

快感后,立刻商定了对付秀子的 “善后策”,由延子去和秀子

和解,由津田通过吉川夫人与父亲调停。事实上, 延子去找

秀子明里是和解,暗里是为了进一步弄清秀子说的津田心里

的另一个女人,而聪明的她竟想不到从津田妹妹嘴里打听津

田的真相本来就是徒劳。同样,津田见吉川夫人明里是为了

调解,暗里是为了秀子所说的那个女人,他幻想着从一个曾

背叛他而去嫁了他人的女人身上得到真情。

《明暗》 115章,津田在医院为如何才能见到吉川夫人而

发愁时,对面洗衣店的风景进入他的视线, 而洗衣店每天重

复的洗涤作业对他毫无启发,他意识不到自己的灵魂也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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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他听了医生的一句话故事 ①,也只是以笑话他人的短处

来突出自己的长处, 而看不到自己的短处。他看了冈本让延

子带给他的幽默故事②, “爱与谎言”一段让他哭笑不得, 因

为 “撒谎”一词对他极富讽刺寓意, 作者写道:

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撒谎的男人,同时也是个从

根本上承认他人的谎言的男人, 所以, 他又是个根

本不会厌世的男人, 反倒觉得为了生存 ,撒谎是必

要的男人。他一直是在这一人生观下走过来的, 只

是自己不知而已 。

在现实中, 确实有许多谎言,但是,津田却把撒

谎作为生存的必要手段。他对延子表现出的爱是

为了他自己的前途, 心里却忘不了过去的女友, 为

此他一直在伪装自己,可他的心思如司马昭之心世

人皆知, 而他却像掩耳盗铃自作聪明。

　　　　9月 9日 无题

曾见人间今见天 醍醐上味色空边

白莲晓破诗僧梦 翠柳长吹精舍缘

道到虚明长语绝 烟归暧曃妙香传

入门还爱无他事 手折幽花供佛前

吉川幸次朗 [ 12]和一海知义 [ 13]都认为 “曾见人间今见

天”体现了诗人 “则天去私”的主张, 但没有具体说明。这是

一首具有禅味的诗。 “人间”即世间, 《明暗》的世界。 “天”

是超越人主观意识的客观世界终极。 “色”即形色 、现象,

“空”,虚无 、空寂, 即没有形色的本质世界。禅宗里所说的

“醍醐味”亦即 “色” 、“空”如一的境界③, 即一旦醒悟到自己

执著的虚无时, 能否定自己,进入空寂的世界,然后再回到现

实生活中去的境界。 “白莲晓破诗僧梦, 翠柳长吹精舍缘”

一对句极富有生命力 ,出污泥而不染的白莲是诗僧追求的最

高境界, 而宗教的根本意不在独善, 应在于超度众生, 所以,

寺院与人间有着隔不断的情缘。

津田已有几次更新自己的契机, 但他却执迷不悟, 毫无

反省之心。延子已觉察到了津田虚伪,小林 、秀子等人的话

已证实这一事实, 但她不敢更正自己的观念, 仍一意孤行。

很明显, 他们两人的执著其实都是不确实的东西,只是他们

自己认识不到或者认识到又不肯放弃。他们的私欲与自大

促使他们去冒险, 这是他们的自然,因此其后果也只能是任

其自然。小说与诗相对照体现了 “则天去私”的理想。

(三 )小的自然与大的自然

《明暗》是 “明争暗斗”的作品, 登场人物为了各自的私

欲表现了过剩的脑力。江藤淳认为《明暗》是对 “知性的蔑

视” [ 14] , 可是, 《明暗》的主要登场人物除了 “小聪明” “闲手

腕”外谈不上什么 “知性”。他们自私 、尊大不逊 、脑力过剩,

而结果总是顾此失彼,往往把自己陷入困境 。从因果关系看

小聪明 、闲手腕所表现出的是他们的非知性, 是愚蠢 。所以

说《明暗》是有趣的作品,但不是感人的作品, 读者从中受到

的不是感染而是教训, 从教训中受到裨益获得知性。 《明

暗》 130章可以说是《明暗》最精彩 、最重要的部分。延子为

了弄清将要夺去津田心的那个女人在与秀子酣战时, 医院里

正策划着津田去见那个女人的方案, 当延子败北而归时, 由

津田 、吉川夫人 、秀子三人联手的整治她的一个巴字形态势

的阴谋已经形成,而小林则在局外坐山观虎斗, 觊觎着渔翁

之利。可见, “自然全体要比她 (的自然 )大得多, 广得多, 在

高空放着公平的光芒毫无忌惮地欲将她抹杀掉……大的自

然毫不留情地蹂躏着她个人的小自然的行为。” [ 6] 520

　　　　9月 24日 无题

拟将蝶梦诱吟魂 且隔人生在画村

花影半帘来着静 风迹满地去无痕

小楼烹茗轻烟熟 午院曝书黄雀喧

一榻清机闲日月 诗成默默对晴喧

如庄子梦蝶所揭示的那样,在现实认识与自我把握上人

自身总是难以做到准确 、适中。人们所能认识的不过是表象

而已,因而人们的执著追求到头来可能是梦幻, 有时或者是

绝境。又如庄子在栗园所看到的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情

景所揭示的那样, 人间社会是险恶的, 是 “明暗 ”交织的世

界。诗中的 “人生”应为小说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为

私欲执著 、奔波 、争斗, 失去了自我把握和对周边认识的能

力,意识到执著的虚幻和处境的危险。 “画村”该为汉诗的

境界,是一个脱俗 、清净 、无为的世界, 能在旁观者清的境地

认识事物的本质,对外界进行整体的把握。忙与闲 、愚与智,

《明暗》的登场人物与诗人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对汉诗文有

很深的造诣 、特别是少时曾以所学 “左国史汉”④为文学的典

范 、年过五十的夏目漱石, 上午写小说, 下午不断作诗画画,

这种俗与雅 、凡与圣 、愚与智的交替与往还正是到达 “则天

去私”境界的必须程序。 “红尘堆里圣贤道, 碧落空中清净

诗” ( 9月 30日 无题 ) [ 6] 425, 小说与诗同工异曲, 相辅相成,

表达了作者当时的心境。

(四 )爱与战争

《明暗》 148-150章 , 主要描写津田夫妇 “爱的战争” 。

延子从秀子那里一无所获只得到医院直接面对津田, 两人展

开围城式的攻守战。延子之所以急于想知道津田的秘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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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津田对她的爱关系到她的 “体面 ”, 对她而言 “体面”要

比她的生命还重要。 延子软硬兼施, 津田临机应变, 一时难

决雌雄。在延子的心理战术面前, 津田的 “道义心与利害

心”进行了搏斗, 他最终未能去掉 “利害心”, 为此他向延子

妥协, 起誓不论发生什么都将保证延子的 “体面 ”, 延子相信

了津田, 两人达成了协议。在津田的 “爱抚”面前, 延子又感

到了新婚时的幸福。

　　　10月 12日 无题

途逢啐啄了机缘 殻外殻中谁后先

一样风旛相契处 同时水月结交边

空明打出英灵汉 闲暗踢翻金玉篇

胆小休言误大事 会天行道是吾禅

小鸡出壳是由小鸡与母鸡通过内啐外啄来共同完成的

过程。同样风与旗 、水与月二者是对立统一 、相辅相成的, 论

理他们的先后 、动静是很难的事。超越对立观念 、隔断因果,

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是禅宗追求的空明境地,达到这

一境地的人自然是英灵汉, 承认人的有限 、相对性,以谦逊 、

恬静的态度去认识事物的本质, 发现真理是禅宗的教诲, 它

要胜过多少金玉良言, 所以, 诗人一言道破天机 “会天行道

是吾禅” 。吉川幸次郎说 “会天”一词与 “则天去私”有关 [ 8] ,

一海认为 “会天行道”即 “遵循天理, 实践求道 ”, 体现了 “则

天去私”的实质。[ 13]

延子对津田一见钟情, 她把自己比作伯乐四处张扬, 且

确信凭自己的手腕能永远获得津田的爱, 然而, 津田对她的

爱根本就不纯, 也不喜欢她那充满阳刚的手腕, 但出于男人

的自尊 、内心的私欲, 他明里努力满足延子的征服欲暗里却

在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因此, 他们的夫妇关系就像是

每天在土俵上决胜负的相扑”, 维持着一种力的平衡。他们

结婚半年就陷入内外交困却有苦难言的尴尬境地,完全是他

们自私 、自尊 、自大的结果。他们要摆脱目前的困境,需要醒

悟, 需要放弃,首先是津田要放弃, 而津田醒悟到的是 “毕竟

女人是易抚慰的东西 ”。他以抚慰稳住延子继续他的私欲,

他们的战争出现了表面上的平息。

(五 )则天去私

据夏目漱石的门弟子们的证言, “则天去私 ”是在 1916

年 11月上旬的 “周四例会”上提出来的。 进入 11月, 《明

暗》已近 170回, 作品的舞台已从人间向大自然转移。津田

在吉川夫人的帮助下出院, 以疗养的名义骗过延子, 坐上了

开往温泉的电车, 去与他的旧情人清子会面, 而素以千里眼

自居, 聪明 、伶俐又有 “手腕”的延子则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孤

军重围之中。 吉川夫人会怎样整治延子, 延子的命运将如

何, 津田会得到什么,作者还没来得及交代就去世。 《明暗》

178和 188两章主要写津田与清子再会的情况。津田见清

子除了留恋外,主要是想弄清她一年前突然背叛自己而去的

真相,然而, 物是人非,清子对他很冷漠, 他一无所获, 这对一

向尊大不逊的他无疑是一个打击。小宫说清子是圣女 、天的

象征,这是 “则天去私”神话的根源。其实 ,清子并没有脱离

漱石三角恋爱小说的女性类型,仍是个不可解的谜。津田对

清子的执著是否会到此为止,当天下午他是否随清子等去看

瀑布,或去了结果又如何, 我们无法得知, 从见清子之前的

173章发生在他自己 “心里的战争 ”和他实际与清子会面的

情况看,已不可有他所希望的结果。按 《明暗》情节的延伸,

津田去温泉的意义在于从世俗人间向无为自然的转换, 易地

疗养亦即医疗与自然疗的转换。 他在接受大自然的洗礼后

再返回来才有意义。唐木顺三也说 《明暗》是 “津田的精神

更生记” [ 15] 。读者期待着他在气势磅礴 、咆哮如雷 、飞流倾

泻的瀑布面前能受到大自然的威慑与启迪, 出现 “心机一

转”奇迹, 然后返回来,与延子 “阴阳和合”, 不至于有悲剧发

生。其实,人世间的许多事如同大自然的瀑布飞流是不可逆

的,年过半百的作者或许感悟到了 “五十而知天命”的道理。

这两章之间所作的汉诗, 亦即有名的辞世之作, 11月 20日

的无题表露出他当时的心境:

真踪寂寞杳难寻 欲抱虚怀步古今

碧水碧山何有我 盖天盖地是无心

依稀暮色月离草 错落秋声风在林

眼耳双忘身亦失 空中独唱白云吟

这首诗表达了在绝对 、无限 、无意识的大自然面前, 人的

意识生命的相对 、有限的客观性, 表明了一个求道者的谦逊

态度,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消极 、没落的心境。吉川幸次郎认

为这是一首 “则天去私 ”的诗, 且结联两句有 “辞世之

兆”。[ 12]我们知道, 《明暗 》的主线为寻觅:津田想弄清清子

背叛他的真相, 延子则欲探明津田的心偏离自己的真正原

因,两人的目的是一致的。两人自恃聪明才智费尽了心机,

其结果未必能尽心如愿,反而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不幸甚至是

灾难。诗与小说一致体现了 “则天去私”的愿望。

　　四　结论

通过以上对比, 可以看出 《明暗》与那个时期的汉诗在

表现 “则天去私”上的客观内在联系 。小说表现了世俗社会

充满自私与私欲争斗的 “尊大不逊”的人间闹剧。汉诗的世

界体现了东洋文化自然至上的理念, 是一个清静寡欲 、无为

自然的世界,赞美自然反映了厌世之情。小说与诗尽管表现

形式不同,但同样表现了 “则天去私”的心境。迄今, 有关

“天”的理解有宗教的①、艺术的②、小说方法③等几种。从以

上的比较 、考察可看出, 漱石的 “天”如其《文艺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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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属于与自我相对的外界 (人事 、自然 、超自然 ) , 即与主

观相对的外界客观范畴。 《明暗》至 167章的 “小的自然”与

“大的自然”主要是指个体与社会全体, 到了温泉后主要是

人对大自然。夏目漱石认为人在获得正思维①方面, 大自然

是最好的老师, 在博大而无私欲 、公平合理有节的大自然面

前, 人的情操能得到陶冶 、观念得到更新 、使 “小我”与 “大

我”相吻合。他的晚年在修养方面体现了对禅宗的关心, 在

病倒的一两周前, 给神户两个禅僧信里说他是个 50岁才开

始注意修道的人, 他发现自己行住卧坐都是虚伪,需进一步

努力提高修养, 这样才可感化周围的人。

夏目漱石认为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片面地肯定了

人性的自然, 夸大了人脑的作用, 生存竞争给人类带来了不

幸的灾难, 文明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最大根源在于过分地突出

人性的自然以及追求个人私欲的合理化, 而忽视了道德伦

理。他的主要作品没有离开 “生存欲与道德欲”的主题, 《现

代日本的开化》 、《文艺与道德》以及《我的个人主义》等都体

现了个人与他人的共生伦理关系。在东西洋文明扬弃的基

础上形成 “则天去私”思想是夏目漱石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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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aperbriefsJapanesestudyoftheconceptionofSokutenkyosiofNatsumeSouseki, andstudiesthe

influenceofChineseliterature, whichhasbeenlongneglectedbypreviousstudies, onNatsumeSouseki' sworks.

TheauthorholdsthatthecomparativestudyofMeianandtheChinesepoetryatthattimesisanimportantapproach

tounderstandSokutenkyosi.ThroughthecomparisonofMeiananditscounterpartinChinesepoetry, theauthor

drawstheconclusionthatthereisaninterweavingconnectionamongMeian, ChinesepoetryandSokutenkyosiand

thatChinesepoetryisanecessaryreferencetothestudyofNatsumeSouseki, particularlytheworksofhislat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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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良知 、良识 、良心的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