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舞女的内心想法 伊豆的舞女读后
感(通用9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舞女的内心想法篇一

拾起《伊豆的舞女》这本书，樱花一样纯美的封面就如同它
的介绍一般——“世界上最美丽的初恋”。这是川端康成的
短篇合集，前半本是他自传性的经历，后半本则写了许多生
活化的故事，其中包括这篇《伊豆的舞女》。

作者在里面描写的每个人物好像都是善良的，那山间驻留时
遇见的老妇，那南伊豆温泉时碰到的纸商人，那一路陪伴主
人公的荣吉、千代子、百代子以及与主人公互吐情愫的熏子，
那在最后临行时遇见的矿工们和在船上邻座的准备去东京赶
考的少年。当然还有主人公自己。作者在篇幅不多的文章中，
有详有略的叙述了自己在这一短途旅行中遇见的各色人。他
们经历着各自的生活，从事着各自的职业。但总是能看到的
共性：他们都是那么平易近人，古朴的民风伴着温厚的民俗。
让人从始至终心里都是温暖的。

川端康成的文字影像感极强，笔触尤为细腻，我有种错觉是
在看纸上的电影，阅读中脑海里总是不停浮现出一帧帧的图
画。最美丽的事物往往充满着遗憾，少年与舞女这段初恋之
所以美丽，也是因为它的`透明与破碎。黑暗的隧道，冰冷的
雨滴，通往伊豆的出口微微透出了亮光……流淌在这些字里
行间的暧昧，然而爱就在唇边，却没有人能够说出口，甚至
连眼角眉梢的欢欣也要妥善隐藏。少年的爱情，带着没来由
的恐惧与踌躇，没有钱，即便舍不下那诚挚的舞女，终究轻
言离开了。舞女的爱情，赤诚而纯粹，但她只是居无定所的



卖艺人，也许就要在生活的逼迫之下失去贞洁，永远也不敢
奢望那个少年的爱。

合上书页，淡淡的哀愁萦绕心间，沉浸在故事带来的无力感
之中。川端康成的文字如同一杯香茗，读后唇齿之间留有淡
淡的香气。那美的感觉正像书中的少年所言：“我的头脑恍
如变成了一池清水，一滴滴溢了出来，后来什么都没有留下，
顿时觉得舒畅了。”(刘佳宁)

舞女的内心想法篇二

川端康成描述的这段短短的故事，发生在凉凉的山中清秋，
细雨空蒙，一个大学预科生邂逅了一个漂亮的十四岁舞女薰
子。其实那舞女叫什么名字、那少年是什么身份，都没什么
所谓。这就是最合适的时间、最雅致的地点了，连主角都是
美好的少年年纪。

宛如一卷缓缓流动的画。而这幅画在我心里竟显不出什么浓
重的墨色来。在卷首寻不到起因，卷尾找不到结果，仿佛作
画的缘由就是个偶然，让我恍惚觉得描绘的只是小小的一段
情节，兴许是汤岛秀丽的山光，或者是巡回艺人们闲逸的步
途，又或许，只是舞女为少年摆好的一双木屐……长长的一
卷画，没有情节颠簸，淡淡的水墨如同要融进纸里去。

我试图从那一番浅淡的风景中想象舞女与少年的初次相遇。
那时少年正在去汤岛的途上。途中恰逢舞女一行人，舞女提
着鼓和鼓架。那个鼓在她身上却显得轻盈，她每一步都轻踮
着脚踏过青灰的石板路，有时候也踏过湿茸茸的青翠草地，
或许还腾出一只手来提着衣摆。川端如此描写：一股旅行的
情趣油然而生。我猜倘若我是那个少年郎，也会揪了心房想
随行她们去。

少年在茶馆避雨，赶上第三次相遇，顺势结伴同行。茶馆的
老婆婆谈起巡回艺人们时的语气提醒我舞女的地位并不与少



年相近（后文“乞丐、巡回艺人禁止进村”又再次提醒），
语气不很轻蔑，却好像正点住什么穴，微微发痒，叫人不好
忘记。

可是正值豆蔻的舞女仿佛一点没在乎。她好像把那小小的心
思都织成了柔软的情愫，化到温和的山风里，融到她的一颦
一笑颔首俯身中。她端茶来一个不小心撒了茶水，眼睫垂下
一片绯红，好像山麓边遗落的霞光。她羞涩地答少年的话，
拘谨而天真。她快活地泡了温泉，拥入日光。她请少年为她
读书，眼眸里光彩四溢，娇媚而明亮。她自言自语似的柔声
向少年说道：“请带我去看电影吧。”……那是多么美好而
单纯的花样年华啊。那些蜜糖般的情丝就那样从两心间萌生，
毫无预兆，可又是那么合情合理。

山间的雨落了又停，歇了又落，迷迷蒙蒙，似乎把舞女的笑
颜模糊了，似乎把她紧随少年却又坚持保持的距离缩短了，
似乎把阿妈严苛的表情融化了，似乎把各自心间的忧郁稀释
了，似乎那短暂的旅途要无限延长了，直到时间尽头。

可总归是有分别的。少年还有他的学业，而舞女要继续提着
鼓巡演在山野乡间，那不过是一段短短的交集，就像火车上
相识结伴的陌生乘客中途下车话别一样简单，可听上去为什
么有一种不甘心的寂寞呢。少年好像习惯了每个夜晚倾听黑
暗中隐约的鼓声，好像心里有个声音在催促他随那剪倩影往
下一个村庄行去。川端写：“我自己则不得不乘明早的船回
东京，因为我的旅费已全花光。”我无法猜测川端如何在此
放下这样一笔。山里的月光明明还是银亮银亮的，舞女的笑
声明明还是清脆好听的，川端明明可以让这两个小人儿再往
另一个村庄去，下一下棋，说一说书。川端明明可以让少年
领了舞女去看电影，别让他们的眼泪扑簌簌地滚落到心里去。
是啊我如此迫切地假设着另一个似乎不那么令人神伤的结局，
但为何从脑海里浮现出的话是：“阿妈决不会应允舞女一人
随了少年看电影去。”阿妈不会应允，好像那情那景也不会
应允，他们之间永恒的距离都不会应允川端就仿佛落下了一



个注定好的结局：“我抓住绳梯，回过头去，舞女想说声再
见，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然后再次深深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告别了。少年从头至尾没有叫过舞女的名字，舞女的
名字实是好听的，但他们仿佛并不需要，眼波流转间就明了：
他在同我说话呢。少年临走的那日，舞女只蹲在岸边，凝视
着一个方向，一言不发川端的描写让人止不住怜惜她。

就这样告别了。少年已经躺在了船舱里，枕着书包，两行清
泪好像融进了咸湿的海风。只知道自己已踏上回程，只知道
刚刚经历一场闲逸美好的旅途，关于那个旅程，只知道，舞
女还是那个漂亮的十四岁姑娘，时间、地点，一切都美得让
人心醉。只知道，自己旅行的初因令人窒息的忧郁，仿佛全
部被洗净了，在那场旅行中，少年将特殊的好意付给了别人，
也自然地接受了别人亲切的对待。这样说来，川端又像不经
意地描绘了少年的一段成长。

川端只写：“我的头脑恍如变成了一池清水，一滴滴溢了出
来，后来什么都没有留下，顿时觉得舒畅了。”我猜不到少
年是想记得还是想忘记，或许他是愿意就把它当做一场山雨，
淅沥沥地落在身后，或许是我固执而真诚地希望，希望那少
年愿意记得，这是多么美好纯净的一程啊。

现在我已不再怀揣那些看似顺当甜美的假设，不再假设他们
之间的距离有任何消融，也不再为了舞女未出口的“再见”
而感到遗憾。

毕竟，结局那个细小温润的不全之憾，成全了故事完完整整
的美，填满了少年舞女落空的心房。这个故事让我感觉那么
真实，就像从伊豆老旧的日记中撕出的一页一样，又像川端
脑海深处一段美好的少年回忆。



舞女的内心想法篇三

读完只觉日记中蕴杂的情感平淡真实。

平淡在于，日记字里行间中，没有太大的情感起伏，仅仅祖
父，美代，“我”的言语一来一去，再有就是常出现的淡淡
寂寥。

真实在于，“我”对祖父这一垂暮之年的老人，怜悯之外竟
还有一丝嫌恶。而嫌恶之后又会惭愧，同情，进而悲从中来。

这样复杂的情感在我自己身上也有体现。

人总是趋美恶丑，自私且有惰性的。如果把照顾家人当成义
务，嫌恶之情不可避免，但嫌恶过后的怜悯以及悲恸，则是
亲人间的羁绊。

写生式的日记，祖父在最后的日子里，就在那些一来一去，
稀松琐碎，毫无分量的谈话中，日渐衰落。

我已不是那个我了，但那个我，始终是现在的我的一部分。

舞女的内心想法篇四

刚拿到书的时候以为只是一篇伊豆的舞女，结果看的时候发
现是很多篇在一起的。开始看前面看的有一点不知所云，甚
至差点没读下去，可是越往下看越是感觉到川端康成写作的
魅力。

最让我感到佩服的是，川端康成的每一篇短篇都仿佛不同的
人写的，从不同的角度、口吻来描述不同的环境故事。有的
短篇长达几十页，而有的只有十几页，但是都是完整的故事，
完整的人物人设构造。



【无论是《伊豆的舞女》还是《雪国》，我都是怀着对爱情
的感谢之情来写的】川端康成这么说。

但我看完感受到的是日本街道上茫茫的白雪，穿着和服匆匆
赶路的女人、怀着自己想法到处旅行的大学生、四处乱跑不
知伤痛的小孩子，当然还有漂亮又没有自主命运的舞女。

日本人的物哀表现的太细致又模糊，以至于日本文学我每次
都要看好几遍才感觉深入了一层。最喜欢的挪威的森林到现
在也迟迟不能放下。

大概要等到什么时候闭眼就是日本的茫茫白雪时我才算读完
了这本书吧。

舞女的内心想法篇五

《伊豆的舞女》是川端康成先生的着作之一，以前是知道有
这本书的，只是未曾拜读。近日忽听得山口百惠所唱的电影
主题曲才晓电影早已有存，歌中典雅古朴的韵味，怀旧的叁
弦琴，让我对电影有着莫名的期待。

小说是我在电影后读的，也许是自己不善于形象思维吧，觉
得电影是要比塬着好多了，并进这也是川端康成先生早期的
作品，电影的拍摄他也参与了其中，多年的积累和歷练，自
然会多出一份岁月的厚重与成熟。

“谁知道那些卖艺的会在哪裡歇脚呢，哪有客人就会到哪儿
去，在那儿歇脚。谁叫她们是卖艺的呢，只有四海爲家。”

舞女们是一群走江湖卖艺的女人，在伊豆的相遇只是应为川
岛——一个高等学校的学生，离开孤独的生活一次独自旅行。
小舞女该有十七八岁吧，这样一个猜想却是川岛学生式懵懂
爱恋的开始。小舞女呢？“我眺望着她雪白的身子，它象一



棵小桐树似的，伸长了双腿，我感到有一股清泉洗净了身心，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嗤嗤笑出声来。她还是个孩子呢。”只
是身份的差异，舞女像候鸟一样四处瓢泼，川岛却鐘要回东
京的。

我是不懂日文的，在读小说时才明白为什麽荣吉要饶了而行，
也只是身份的差异：

“乞丐、巡迴表演的艺人禁止入村！”

身份的差异让我怀疑，这是怎样的恋情呢？

川岛因薰子的缘故与艺人们相识相知相交，可处处都存在着
歧视，她们向路人弯腰致歉，只能住在拥挤的小酒店，每当
川岛请她们去自己所在的旅馆玩时，荣吉的岳母总会一打扰
川岛学习为由，而其他人也只有默默地离开。唯有的一次却
也要付出不小代价。看着薰子玩的如此的开心，也只有纯真
的幼稚才会那样的无忧无虑。当川岛读书给薰子听时，却又
是该走的时刻了。

薰子还是个孩子，可她却注定是个舞女，就像她捡起给川岛
的手杖一般脆弱，在荣吉的孩子九九之日时川岛选择了离开，
塬本是要和薰子出去玩的，但仍发生了变故，这是无法改变
的，因为她们是四处卖艺的女人。那一晚十四岁的薰子看到
自己与川岛间不知从何而来深渊般的距离，哭泣的泪水也无
法洗净的黑暗。当驶往东京的号角响起时，那挥动的白色手
帕再也听不到学生帽的唿喊。

可爱的小舞女手提大鼓，还会走在雨过天晴的旅途上吗？

舞女的内心想法篇六

当赏读完一本名著后，想必你有不少可以分享的东西，是时



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为了让您不再为写读后感头
疼，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伊豆的舞女》日语读后感，欢
迎阅读与收藏。

知君情深意也厚，忆人全在不言中。

“我任凭泪泉涌流。我的头脑恍如变成了一池清水，一滴滴
溢了出来，后来什么也没有留下，顿时觉得舒畅
了。”“我”最终还是离开了，一场宛若樱花般美丽的旅途，
一场纯洁而美丽的爱情，还未完就待续……朦朦胧胧的情愫，
隔着薄薄的一张纸，却没有捅破，微微透着遗憾和感伤。

熏子，在那个学生哥心中你“简直美丽极了”。在浴场，你
一丝不挂地跑出来，伸张双臂，叫喊着什么。看到学生哥，
你反而踮起足尖，兴奋愉悦。难以相象，你是有多开心。的
确，你更像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呢，没有所谓的害羞。
和这个你佩服的学生哥在一起，你的脸总是绯红。听到他可
以和你同行，你的微笑瞬间绽放;离别之际，你紧闭双唇，想
说什么吧，想表达留念之意。我难过你望着船儿离开，始终
紧闭双唇。誓[注:盟：盟约;誓：誓言。指男女相爱时立下的
誓言，表示爱情要象山和海一样永恒不变。]。他们只是通过
几次回眸，几滴清泪来诠释这若有似无的情愫，于是眼波流
转之间，上演了一出青涩而忧郁的如烟似雾的少年情怀。

舞女熏子不但爱好唱歌跳舞，还擅长下棋，棋艺非凡，还热
衷诗词文章，纵使艺人在老太婆乃至当时人们眼中是卑微的，
是“哪儿有客人就住在哪儿”的低贱之人，但在“我”眼中
并不这么认为，她下棋时和听文章时的专注给“我”留了深
刻的印象。动身前一天晚上，熏子本想和我一起去看的电影，
却得不到阿妈的同意，她显得很淡漠，可以想象她心中有多
遗憾，会不会甚至有怨恨。川端康成塑造了一个清纯，可爱
的舞女，丰富的内心，细致的人物刻画描写是这篇文章的精
彩之处。



舞女的内心想法篇七

有一个叫川端康成的人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关于伊豆舞女的，
有着淡淡的哀愁的故事。

故事的情节本身很简单：少年初恋。如果要再多说一点儿，
便是：在一个山色空蒙的季节，一个就读于大学预科的少年，
在一次娴静的旅途中，邂逅了一名美丽的舞女。写到这儿，
就知道这是件极雅致的事情，汤岛是个相当古朴的小岛，有
山，有水，有树，大凡散心所需的一切景物那里都有，于一
名学生，是一个并不奢侈的胜地；于艺人，也是个卖艺的好
去处。

故事就是从汤岛开始的，少年对在旅途中初次见面的舞女一
见倾心，我几乎要说这是一个初恋故事了。说“几乎”是因
为：故事中的两人并无世俗之人想象的卿卿我我，花前月下，
乃至山盟海誓。他们只是通过几次回眸，几滴清泪来诠释这
若有似无的情愫，于是眼波流转之间，上演了一出青涩而忧
郁的如烟似雾的少年情怀。

日本是个小岛国，因此日本人从骨子里充斥着淡淡的绝望的
味道，东山魁夷如此，村上春树亦然，川端康成自然也不例
外。他用浓郁的日本情调将这牵挂人心的初恋渲染得极具东
方美感，那种日本人特有的哀愁、颓废，也让整篇文章充斥着
《北国之春》的曲调。

日本的乐曲常有反复音，仿佛无时无刻不预示着终结，估计
舞女们弹唱的曲子也是如此。全文没有一句炽热的言语，这
才适合涉世未深的孩子的作为。年仅十四岁的舞女在每一个
低头、浅笑、行礼、羞怯间，流露着难以言喻的美好，甚至
可以让人想象出她在飘落的八重樱花瓣中轻舞的丰姿。

伊豆不同于东京，东京的繁华它没有；伊豆不同于奈良，奈
良的睿智它没有；伊豆更不同于京都，京都的古风古韵它也



没有，它所拥有的，大概只是那淡季的忧郁与纯真的自然吧？
而这份忧郁与自然又恰恰适合这朦胧的初恋，因此这段故事
只有发生在伊豆这种地方才让人觉得合情合理。

最终，这个在一个合情合理的地点，恰恰时宜的季节发生的
初恋故事还是有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平淡结尾：“我”终于还
是回去了，在与舞女相识的整段日子里，两人始终没有捅破
这层薄纸，不说也好，正如有句古话叫：“知君情深意也厚，
忆人全在不言中。”

舞女的内心想法篇八

“山路变得弯曲，即将到达天城岭。此时骤雨白亮亮的笼罩
着茂密的山林，从山麓向我迅猛的横扫过来。”

伊豆的舞女开篇第一句，似乎很难让人想象出这是一个唯美
哀伤的爱情小说的开头。

《伊豆的舞女》在文坛上被公认为是一部“物哀”之作。作
为主人公的作者，在雪乡中进行了一次奇妙的旅行。遇到了
辗转于各个村庄的小演艺队，结识后相伴同行，在不长的时
间中建立了朴素的友谊，又认识了天真烂漫的见习舞女。

主人公作为旁观者，看到了演艺队在各个旅馆辗转却饱受欺
凌与轻视的境遇，于触动之余萌发了对舞女的恋慕之情。不
仅如此，舞女对于主人公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也使两个人愈发
亲密起来，虽然没有直接表明过心意，但是两人间已经萦绕
着淡淡的暧昧。

就是在这样的苦涩而又甜蜜的氛围中，旅途因财力不足的原
因走向了尾声，在寒冷的码头边，男主人公与舞女迎来了无
奈的分别。

“山路从隧道出口开始，沿着崖边围上了一道刷成白色的栏



杆，像一道闪电似的延展过去。”

川端康成笔下的作品，从来都不吝于对山川景色的描写，如
写森林的深邃幽密，山峦的高耸巍峨，都格外的神秘而引人
入胜。在川端康成的笔下，当人们游走于山川之间，自然的
强大力量显现了出来，人们往往不得不在山野中因为地形，
天气的原因随遇而安。

而在小说中，主人公与演艺队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不过，
自然也有其“善"的一面。作为一个典型的日本人，川端康成
认为自然是具有生命力的，小到一草一木，大到一山一湖，
生命在其中无言地自由舒展着。

其笔下的自然界的植物在幽静中绽放，凋零，周而复始，正
如其作品中人的生命，爱情一般，有始有终。与其说主人公
穿越大山，看到种种自然的变化，牵动了对舞女的情感，不
如说美丽的自然风光给了主人公与舞女恋爱的舞台。

“她刚在我的面前跪坐下来，脸就臊红了，手不停的颤抖，
茶碗险些从茶碟上掉下来，于是她就顺势把它放在榻榻米上。
茶碗虽然没落下，茶却洒了一地。看见她那副羞涩柔媚的表
情，我都惊呆了。”

在自然的背景之外，不论是主人公与演艺队伍之间的友谊，
还是对于舞女的爱情，“情意”如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他们的
始终。主人公对演艺队男女老少的尊重与真诚赢得了领头人
荣吉的信任，两人不仅友好的交谈，还在最后送别时互赠了
礼物。

在这片雪乡里双方之间没有了外部世界的高低贵贱与虚情假
意，而是惺惺相惜，彼此平等，这一份短暂但珍贵的情谊温
暖着每一个读者的心灵。

而另一条线索，即男主人公对于舞女的感情，饱含着对舞女



身上那一股自然的青春活力的喜爱。在两个人的交流与碰撞
之中，双方的不同风格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心灵上
的刺激。

于是我们不仅在两人的欢乐中得到情感的抚慰，更能在种种
遗憾中体味到美的感受。如果说主人公是向往自然，向往美
好的人，那么舞女的出现则满足了他的一切幻想，这也就是
恋爱的美好，即想象。

“他穿了一件带家徽的黑外褂，这身礼服像是为我送行才穿
的。姑娘们早已芳迹杳然。一种剐心的寂寞从我心底油然而
生。”

在中国的经典里有“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
反侧。”这样的诗句，描绘了人在愈得不到时反而愈加眷恋
的情感，人在失败后的不甘心使感情变得越来越浓烈起来。

川端康成的作品情节中，也常常出现这样“无言的遗憾”。
在川端康成看来，这样的遗憾与欢乐相比，似乎更胜一筹，
因为有遗憾的无常浮世，所以显得人与人之间的相逢更加珍
贵，然后美感就从此油然而生。

男主人公的旅途是短暂的，旅途之后，不得不踏上正常的生
活轨道，而舞女与演艺队伍，将会继续的在伊豆山中游走着。
男主人公羡慕舞女的自由与天真，但是又感叹演艺队的辛劳
困顿。所以双方的分离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下来，后文中男
主人公突然的别离也没有出乎读者们的预料。

“街上，秋的晨风很冷。荣吉在路上买了四盒敷岛牌香烟、
柿子和一种名称叫薰的口腔清凉剂。‘因为妹妹的名字叫
薰’他微笑着说。”

如此句就是一个小细节，荣吉买名叫“薰”的清凉剂赠送给
主人公，既是在表现出他对于妹妹（舞女）的喜爱，又是表



示对男主人公对舞女的恋爱之情的善意的认可。在文章的最
后，这样的细节稍稍抚慰了主人公与读者的心灵。

主人公的这一段恋情，是川端康成本人在学生时代在伊豆旅
行的经历为题材创作的。显然，川端康成对于当年在旅途中
遇到的舞女是饱含感情的，正如他所说的“她笑起来跟花一
样”。在这一片感情中，他将这份恋情扩大到了对于美的消
逝的哲学上面。其对于日本传统美学“物哀”的深刻理解与
体悟，以及对于那样转瞬即逝的美的追求，使得这部中篇小
说更加带有“日本性”的气质，也使其注定可以代表日本，
走向世界的舞台。

这也正是为何川端康成可以荣获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瑞典
文学院对他的颁奖词很好的说明了他的文学:“因为川端极为
欣赏纤细的美，喜爱用那种笔端常常悲哀、兼具象征性语言
来表现自然界的生命和人的宿命。”以及“我们可以发现作
家辉煌而杰出的才能，细腻而敏锐的观察力，和编织故事的
巧妙而神奇的能力。描写技巧在某些方面胜过了欧洲。”

舞女的内心想法篇九

《伊豆的舞女》是川端康成早期的代表作，短短几十页，却
牵引了多少读者的心！

作品写了作为高中生的“我”到伊豆去旅行，途中偶遇到一
家流浪的艺人，便结伴而行。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舞女就是这
家流浪的艺人中一员。

舞女名叫薰子，一个十四岁的艺妓，天真烂漫，纯真可爱。
她朴真、憨厚而娇美，歌声婉转动听，舞步轻盈而优美，对
男主人公“我”更是表现出一种温馨的情意，使男主人公内
心萌发了一缕缕的真情，以至于主人公“我”对她感到惊奇，
并渐渐地产生了邪念，进而由迷惑她的肉体美，到感觉她的
心灵美。



日本作品感情很是细腻，简简单单的几句，读来却韵味无穷，
川端康成在这方面运用的如鱼得水，不得不让人佩服。在整
个创作过程中，作品的基调始终处于一种淡淡的忧伤美，飘
渺的虚幻美之中。无论是对旅途景物的描写，还是对主人公
和舞女之间的感情的描写，甚至是生活美、人情美的描写，
都是处于一种经验之中。

小说中所描写出来的环境，也在衬托着主人公的心境。川端
康成的作品，能够感染读者的不只是优美的情节和唯美的言
语，而且文章中所表现的人物或景物，都有一种真实的美感，
淡淡地浮现在读者眼前，叫人回味。

就好像川端康成先生把主人公们的第一次见面，少男和少女
朦胧而惆怅的情怀写到了极致，把少年人的情窦初开写的暧
昧、灼热而煎迫，这种日系唯美意境的冷抒情，澄澈如水的
诗意语言平添了淡淡的回味。主人公“我”对于舞女薰子似
恋非恋的朦胧之情，不可以用成年男子的粗俗情欲来形容，
那是一种甜蜜而又烦忧的感觉，既不知道该怎样把握，也不
想眼睁睁地让幸福溜走，于是幸福着，也烦忧着。

准确地说这是一篇忘情的故事。邂逅和告别，而告别也就是
永别，这中间是一个情窦初开和自持自省的过程，什么都木
有开始就结束了，就像一个含苞待放的蓓蕾。

这个爱情故事就像日本人心爱的樱花一样，蓬勃而短暂，鲜
艳而凄美，正如文章中所说的一样，“轮船开出下田的海面，
伊豆半岛南端渐渐在后方消失，我一直凭倚着栏杆，一心一
意地眺望着海面上的大岛。我觉得跟舞女的离别仿佛是很久
很久以前的事了。船舱的灯光熄灭了。船上载运的生鱼和潮
水的气味越来越浓。在黑暗中，少年的体温暖着我，我听任
泪水向下流。我的头脑变成一泓清水，滴滴答答地流出来，
以后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感觉甜蜜的愉快。”

瞬间相识，瞬间离别，我们知道萍聚没有结局，于是哭过、



伤心过，还是要笑着回忆，回忆那短暂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