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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作家身影 & B、作家簡介

川端康成かわばたやすなり，

是日本知名的作家、文學評論家。

以《雪國》、《千羽鶴》及《古都

》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是日本首位

得獎作家，這些作品亦成為他的代

表作。



主張文學以主觀的感覺表達而非客觀，要以「新的感覺」表

現，屬於日本最早的現代主義文學新感覺派。川端康成自己對

於新感覺派的詮釋，更接近於一種感知主義——不是從外在描

寫事物，而是試著設身處地，想像自己就是對方，以對方的角

度看待世界。這樣的文字沒有作者的情緒與價值觀，儘管主觀

，卻因沒有約束而自然質樸。



川端康成的小說有一個共通的特色，經常是沒有結局的，著

墨於山川草木、四季更易、日常生活與人心，他所想傳遞的，

是他身處的日本的美好。他在諾貝爾獎典禮演講中曾經說過，

他嚮往明道法師的「雖為歌詠，然實無作歌之感」這樣的寫作

境界，「居草堂，著粗衣，漫遊於原野，與孩童嬉戲，與農夫

閒話南北，不以艱澀的言語談論宗教信仰與文學的深奧，僅以

『和顏愛語』的淳樸言行表現它。」



他二十幾歲時開始與三島由紀夫通信，被尊稱為老師，兩人

交情極深。若不是有三島的推薦，低調、不受流行思想影響的

川端康成便不會被諾貝爾獎看中。三島切腹自殺後一年多之後

，川端康成便在工作室的公寓打開煤氣開關自殺，未留下隻字

遺書，至今兩人相繼自殺的原因依舊成謎。



Ｃ、作品簡介

書名：古都

作者：川端康成

出版社：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時間：1998年2月

初版一刷

D、推薦語
川端康成以觸動人心的情節編排，細膩入微的場

景刻畫以及別出心裁的人物設定，將發生在日本京都

1940年代，一段孿生姊妹的遭遇，描寫得扣人心弦，

她們的一舉一動，歷歷在目，讓讀者產生無限共鳴，

她們的經歷讓人同情，想伸手拉他們一把，不知不覺

把自己帶入故事，令人讀完仍餘億猶存，值得推廣。



E、作品導讀

「是怎樣的命運，讓兩位無辜的姐妹分隔兩地？又是怎樣的機緣，

讓兩位美麗的少女久別重逢？他們有著一模一樣的臉龐，流著相同的血

液，卻生長在不同的世界。」古都的作者川端康成老師，以日本京都的

四季景物、祭典及風俗文化為背景，就一個旁白的視角，娓娓道來一對

孿生姐妹相離、相遇、相知、相認，最後又相離的淒楚動人故事。



本書的主角——千重子和苗子，她們是一對雙胞胎，由於家中經濟

無法支柱，姐妹兩人因此必須分隔兩地，母親含淚將還是嬰兒的姊姊千

重子裝在竹籃中拋棄，妹妹苗子則留在原生家庭。事隔不久，一對綢緞

批發商膝下猶虛的夫婦，收養了浪在北風中，楚楚可憐的小嬰兒千重子

，並且給予她無微不至的呵護，享盡榮華富貴，千重子搖身一變，成為

綢緞枋的千金小姐，而妹妹苗子卻依然逃不過貧窮的命運，在北山的小

村中作個辛勤勞動的村姑，她從小知道自己有一位孿生姊妹，期盼著姊

妹有重逢的一天。這兩位長得一模一樣的孿生姊妹，由於從小生長環境

的天壤之別，如今已在個性上已形成強烈對比。



時間來到十幾年之後，正值二八年華亭亭玉立的兩位少女，再命運

的安排下，輾轉相遇，首先是千重子去村莊欣賞北山杉時，與苗子擦身

而過；後來於「祇園祭」參拜，姐妹兩人在無意間重逢相認，苗子內心

波濤洶湧，而一直認為自己是獨生女的千重子，則十分惶恐和困惑。不

過，千重子經過內心的掙扎到接納後，鼓起勇氣告知養父母事情的來龍

去脈，希望可以讓苗子跟自己同居，養父佐田同意了。而苗子起初懷著

莫大的感激，珍惜生活在衣食無缺家庭的每一天，可當苗子發現她與姊

姊身分地位懸殊，加上自己被愛慕姊姊的織匠秀男所誤認，當成千重子

的幻影並被求婚時，為了讓姊姊原本的幸福不被破壞，她毅然決然地離

開千重子，選擇回歸原本的北山困苦生活，忍受著永遠的孤單。看著苗

子步履蹣跚的背影，千重子不捨地緊蹙著雙眉，潸然淚下。



I、小組讀書會

（一）決定選書：
他曾獲諾貝爾獎，是
史上第一個獲得此獎
的日本人

（二）專題討論：
從「三個男人」、「
草木花語」之間選擇
主題

（三）佳句摘錄與問題討論



J、專題報告

故事中千重子所遇見的三個男人：真一、秀男和龍助，分別代表愛情的

不同面向。首先登場的是千重子的青梅竹馬——真一。真一相貌清秀，

個性開朗活潑，又來自一個富裕的家庭，集結富、帥於一身的他總是有

一種貴氣少爺之感，與千重子相處的過程中也未表現出深情的一面。由

於是一起長大的朋友，千重子與真一的對話輕鬆又自在，甚至會相互嬉

鬧、拌嘴，好比學生時期打打鬧鬧的曖昧對象。在千重子告訴真一她「

棄嬰」的身世時，我相信千重子是基於對他的喜歡而想把心中最脆弱的

部分展現出來，讓真一更真實地了解自己，然而真一並無安慰，只是停

留在訝異的狀態，兩人的感情線也就此頓住，呈現了青春不成熟的細微

情愫，情竇初開，卻稍縱即逝。



J、專題報告

真一的哥哥——龍助相比弟弟的曖昧感情，他始終對千重子直進的追求

，毫不掩隱的愛意更讓千重子動心，甚至願意為千重子放棄龐大家產的

繼承權，入贅佐田家，和千重子一起擔起店舖的重擔。龍助縱然沒有華

麗的外表，卻是讓人感到安心、可以依靠的存在，相較年少純純的悸動

，龍助的愛更加成熟，其將現實也納入考量，願意與千重子一同承受生

活的重量，更顯出他的真誠與一往情深。



J、專題報告

作者著墨最多的男角色——秀男，象徵單向的愛戀與日本當代的階級制

度。曾經，千重子的養父基於階級制度，以一巴掌要秀男打退堂鼓，畢

竟兩個家庭的的條件懸殊，門不當，互不對，在當代要結為連理是癩蛤

蟆妄想吃天鵝肉，即使他不斷地獻殷情和討好，千重子卻了無對他的愛

慕之情，最後他將情愫轉向與千重子極其相像，社經地位與之差不多的

苗子，甚至向苗子求婚，不知悉是將苗子作為千重子的幻影，亦或真實

喜愛苗子本身。



F、佳句摘錄



他憑倚在橋欄杆上，閉上眼睛，想傾聽那幾乎

聽不見的潺潺流水聲，而不是人潮或電車的轟

鳴。～p.132

儘管隻字未提，卻以聲音凸顯內心情感，代表

角色渴望平靜的內心，而非凌亂、令人煩躁不

安的感情狀態。



也許凡人都是棄兒，因為出生本身仿佛就是上帝

把你遺棄到這個人世間來的。~p.78

這是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的文字，主角千重子從小

被父母遺棄，卻因禍得福，成為綢緞坊的大家閨

秀，這似乎告訴我們，身世並不是掌握自己未來

的關鍵，誕生在怎樣的家庭，都是上天早已安排

好的，我們無從選擇，可命運就是如此微妙，也

許在山窮水盡之處，能夠柳暗花明又一村。



從前的事就別再打聽了。人生在世，不知何時

何地，說不定會落下一顆珍珠寶貝來。p.46

千重子的媽媽對於自己領養的女兒一直詢

問過往的事情感到抗拒，然而此時只會越來越

讓千重子產生負面情緒，且心裡依舊不停的思

念著他的親身父母。而千重子對於父母而言就

是珍珠寶貝的存在。



上面的紫花地丁同下面的紫花地丁，能相逢不

？這兩枝花彼此是否有知呢？p.3

以明明生於同處，卻不得在對方身旁的

紫丁花地為喻，道出千重子與苗子本為同根生

，而迥異的命運硬生生讓他們相隔兩地，因此

孤寂的心境。



G、閱讀心得



《古都》的用字遣詞其實並不艱澀，字裡行間沒有那種咬文嚼字、引經據典的刻意，讀起

來很自然且平易近人。然而，即使用詞簡單卻彷彿將整個古都置進書頁，藉由對景色、生活的著

墨，敘述了角色、川端康成所在之處的迷人——我想這便是川端康成作品的共通點，也是為何人

們為之稱頌。

我很喜歡《古都》的敘事方式，他並不是一再強調一件事或追求誇大的效果、刺激的故事

性，而是蜻蜓點水般的帶過情節發展，將周遭環境與書中角色的心境轉折放大，細膩地描寫每一

個細節，反而更是襯托了這些經歷對角色的影響，與古都的樣貌。

古都並非不變，只是相對於那些為情感糾結的人們，是那麼的堅定不移。藉由四季更易，

相異的花蕾綻放於此，更是凸顯了這一點——古都一直隨著時間在變化，只是相對於人心，它是

那麼屹立不搖。

當人們感嘆周圍的不變，就像書中的千重子那般，是否便是象徵自己的改變？反之，當人

們意識到周遭的變化，是否就是自己的不變、原地踏步？對我來說，面對環境、景色的想法與著

重的細節，確實是反映自己的心境與真實的想法。客觀的現實映在主觀的人們視角裡，根據經歷

的不同——像是知曉自己棄子身份的千重子、因身份懸殊而畏懼於接觸親人的苗子、懷著愛慕之

意的追求者們，正因為出於不同的立場，對世界的詮釋會有所差異。《古都》裡的世界，我想便

是由這些人們看見的景色層層疊疊，傳達給了讀者。於是，在那片令人難以移開視線的風景裡，

除了飽含韻味的古城街道，亦能看見溫柔動人的人情。



安意如曾說過：「邂逅一首好詞，如同在春之慕野，邂逅一個人，眼波流轉，微笑蔓延，黯

然心動」而我，在這個幽靜的午後，窗外霧色朦朧，透過古都這本書，邂逅享譽日本文壇的作家

川端康成老師，他以一個旁觀者的上帝視角，娓娓道來一對孿生姐妹相離、相遇、相知、相認，

最後又相離的淒楚動人故事。

書中的姐妹從小分隔兩地，姊姊千重子雖被親生父母遺棄，卻搖身一變成為綢緞批發商的千

金，而妹妹苗子在雙親逝世後，仍在孤苦無依的貧窮路上拓荒。命運就是如此微妙令人無從捉摸

，看似分道揚鑣的兩人，卻在一次慶典中相認，確又在不久後再次失去彼此的身影，讀到這裡，

心中同情之感油然而生，姐妹輾轉相遇的過程和心情起伏，彷彿歷歷在目，如此的真實，如此的

使人唏噓。

翻閱古都充滿時代歷練的扉頁，我看見了當時社會—1940年代的戰後日本，當時的社會風氣

和現代相比顯得十分拘束，男性沙文主義充斥全國，一切事物由男人做主，想法、思考的模式也

是一樣；反觀女性，在當時的唯一工作，便是在家中扮演稱職的賢妻良母，無法表達自己的看法

，無法選擇自己的婚姻，甚至無法做主自己的命運，遇見心儀的對象，也因為受了當時社會的輿

論壓力，不敢勇於追愛，這是現代人無法想像的、十分不合理的。

讀完本書，我頓時感到知足，活在現在，女性地位提升，女性有許多出頭的機會，我們可以

為自己的未來拚命，許多之前只有男性可以做的工作，女性也能加入，我們有女校長、女老闆、

甚至是女總統，我們擁有男女平等的權利，雖然並沒有完全落實，但和以前相比，可謂是一大進

步。



姐妹之情是一種負擔還是一種彌補親生家庭缺失的來源？

《古都》這本書裡面提到有關兩姐妹截然不同的命運：姐姐千重子，在他的情深父母遺棄他

之後被一個家境不錯的家庭給收養，同時還有幾位男生對他上心；而妹妹就不是那麼的幸運，她

是在貧困的環境中長大的，砍柴、燒火這些事情都是他要做的，與姊姊簡直先差地遠。正是因為

這些不一樣，姊姊總想著對妹妹好一點，覺得自己對他有所虧欠—要是當初被領養的人不是自己

那妹妹是不是就不用這樣受苦了—，不過我覺得他在這方面的做法有點令我不解，他將秀男贈與

他的禮物，轉頭就借花獻佛送給他的妹妹，在此同時他也意外的將這段戀情一刀斬斷，而我的心

彷彿瞬間為秀男揪了一下，誰知道他跨出去的那一步要花多大的努力和勇氣。

然而姊姊其實過得也沒有想像中那麼的幸福，他不停地思考著他的生父和生母究竟在世界的

那一個角落，他也不知道要何去何從，縱使他過的衣食無憂，內心卻還是缺了點什麼，這也討論

到了情深家庭的重要性，總會聽到血脈相傳一詞，那麼狠心分開終究會為孩子帶來傷害，我想或

許古都這本書也是藉著這兩姐妹的故事來讓人思考有關家庭的重要性，有些東西錯過了就無法彌

補，有些東西更是不能被替代的。

讀完這本書之後，我其實內心很複雜，川端康成他用樸實無華的文字帶出了這麼一篇發人深

省的故事，講述著那個時代的愛情故事以及小人物的寫實，值得令我學習，因為不用詞藻多麼華

麗，重要的是他都能描寫的很細微的事情。



川端康成以清淡的筆觸刻畫出最濃密的情與意，不論是描寫千重子與妹妹苗子之間的親情，

或是和真一、龍助與秀男的愛情歷程，都平和且樸素，閱畢全篇心中始而如靜潭，加以思考後才

產生波波漣漪，彷彿如此動容的故事非夢幻又遙不可及，而就真實地發生在我們身邊，不誇飾的

文字，讓小說更加貼近讀者的日常，激發共鳴與感觸。

「上邊和下邊的紫花地丁彼此會不會相见，會不會相识呢？」這是千重子望著兩株含苞吐蕊

的紫丁花而發出的感嘆，同時，她的心梢也泛起一陣孤寂。自襁褓便相隔兩地的孿生姐妹——姐

姐千重子被一對京都和服店老闆夫婦收養，過著富足的生活，為優雅美麗的大家閨秀；妹妹苗子

在北山杉的林場自立工作，維持生計，不過於山林中生活，遠離塵囂，因而為強健爽朗的堅強女

孩——因為血緣的牽連，讓他們在成人後相遇、相知、相惜，然而最後卻因為迥異的家庭環境、

經濟狀況的不對等，苗子憂心自己會影響到千重子原先的美好生活，終選擇在晨雪裡悄然告別親

愛的姐姐。文末哀惋的相離，譜寫出一段勾人心弦的故事。

「物哀」之特色貫穿全書，作者用文字編織成一幅幅夾帶一份淡淡愁緒，又美得令人迷醉的

古典風情。事物終究是客觀的，是人的七情六慾賦予了世間不同的風采、主觀的色調，淡藍色的

憂傷與陳舊書香蔓延，那樣幽幽的情調卻不失人物的溫度，那樣仔細且繁複的白描手法，使我不

自禁地墜入那一縷清風吹拂下，淡泊自然的悠悠東京都城。



H、問題討論



1. 在春花篇章裡，千重子告訴了真一自己是一名

「棄兒」。這番話在真一耳裡代表的涵意，與千重

子的用意有何不同？



真一認為「棄兒」代表千重子認為自己孤身一人，也就是在委

婉拒絕他的陪伴、拒絕他的戀慕。而千重子的這番告白，「也

許是為了讓自己愛著的人了解自己的身世。」，是想將自己藏

起的某些部分坦承，是代表了信任與些許被瞭解的期待。



2. 在本書中，姐妹兩人的生活方式為何迥然相異？

相遇時的心理狀態？



姐姐因為家庭經濟不佳，從小被父母遺棄，卻因而當上富家千

金，而妹妹則是一輩子 當窮村姑，輾轉相遇時，姐姐表面

上很開心，心裡其實不知所措，他甚至沒有看過自己的親生妹

妹，妹妹遇到姐姐時，臉上雖然掛著笑容，內心卻有千頭萬緒

，他很高興可以與姐姐重逢，卻又深怕自己連累姐姐，百感交

集的她，毅然決然再次與姐姐分別。



3. 在故事的最後為何妹妹選擇離開姊姊身邊？為什

麼不享受更好的生活？



或許是因為家境清寒的他不容許自己去打擾姊姊，為了不影響

姐姐的生活，深怕自己為別人帶來負擔，畢竟誰想要一個拖油

瓶呢？，在和姐姐共度了一晚之後，苗子他選擇默默地離去，

而姊姊也不敢吭聲，就靜靜的望著妹妹遠去的身影，在下著雪

的冬天，他們倆的心情就和天氣差不多了。



4. 故事最一開頭的紫丁花地的象徵意涵為何？



作者擅長以花草、大自然為喻，讓人物、景象具象化，更加能

為讀者感受。千重子凝望相隔的紫丁花地的場景，代表著其與

妹妹苗子最終注定無法一同生活。閱畢全篇故事再回頭思考，

便會發現川端康成的用心巧處。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