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信息

书名：蜜月旅行

作者：〔日〕吉本芭娜娜

译者：张唯诚

责任编辑：刘玮

关注微博：@数字译文

联系我们：hi@shtph.com
问题反馈：complain@shtph.com
合作电话：021-53594508

http://hi@shtph.com
http://complain@shtph.com


目 录
真加的院子

锅起面

解放

无事的日子

花束

第二次蜜月旅行

梦、树袋熊、夜晚的海

岛、海豚、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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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加的院子

我从小就喜欢自家的院子。它并不是那么大，但和房子一比，面积
就算很大的了。

母亲喜好园艺，院子里种有好几样可供食用的植物，点景石交错成
趣，还有各个季节开花的树木，院子因此面貌多种多样。

这小小的世界里也有几处能令我放松的地方，我珍爱它们。做孩子
时，我不是一屁股坐下就是和衣躺倒；不久长大了，便规规矩矩地铺好
坐垫带上饮料，得空就往那里闲坐。“老这么坐着，她也不嫌腻烦。”父
母和裕志都这样说，而我的确没觉得腻烦。我坐着，望望头上辽阔的天
空，看看脚下的青苔和蚂蚁，而当再一次抬头望天，却发现云的位置和
天空的颜色已经变换——世界就这样一点一点在变化，望着望着，不多
会儿，眼光已落向爬到手上的阳光，就是这种感觉！时间它飞逝而去，
令人害怕。

景致居然长年未变，身处其中，我有时竟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我坐
在地上，靠着一块很大的点景石，照例轮番抬头看那天空、硕大的枝
条、叶片，然后低头看蚂蚁、小石子和泥土，这样一来，我连自己的大
小也忘了，只顾得高兴。

偶尔，母亲出外购物或者父亲回家得早，他们会看到我坐在院子
里。通过这幅影像，他们知道，晴朗的日子，我不喜欢待在屋里。晴
天，我俨然成了院子的一部分。于是他们也见怪不怪，和我打个招呼就
过门而去。

裕志也会来，但他从不经由大门，而是翻越竹篱笆进来。裕志眼神
不好，为了确认是我，他老眯缝着眼、满脸诧异地盯着我瞧。我笑起
来，他也笑起来，笑脸刻着我们相遇以来、从小到大交往相处的全部历
史。长时间做同一件事，就可能有一种奇妙的深度产生。不错，我们的
笑脸正是这样一种东西。深刻的交流刹那间横穿而过，深刻到——想不
起事到如今还有别的新鲜又了不得的事情存在。

那种时候，我当真觉得置身于一个没有墙壁也没有天花板的所在，
我们被一切所抛弃，包括时间的流逝也与我们毫无关联，世上只有我们
两个人，我们四目相对；四周仿佛音乐悠然，青草芬芳。唯有感觉、唯



有灵魂，在这没有墙壁的世界里、在辽阔的天宇下，真真切切地相对、
交流。这时候，年龄和性别已无所谓，虽感觉孤独，但那感觉也是辽阔
而悠远的。

无论身处何地，当不安蓦然袭来，我有时便会在心中让自己不知不
觉间返回到院子里。院子是我感觉的出发地点，是我的永远不变的基准
空间。



锅起面

仿佛是命运强行的安排，在巷子深处，我们两家的房子原本就紧紧
相挨。一座是日式老宅，没有庭院，小小的，住着裕志和他的爷爷；另
外一幢则是新式商品房，我父亲和继母买下的，有一个大院子。隔开这
样的我们两家的、说得更简单些就是裕志的房间和我的房间的，只有一
个院子和一道矮矮的竹篱笆墙。

从户籍本上看，我和裕志是五年前结的婚，在我们十八岁的时候。

当我们提出“想姑且先结个婚”时，没有一个谁反对。

我们也没有举行仪式，只是将裕志的户籍转到了我家。也因为，假
若不结婚，裕志那位住在美国、没见过面的父亲就有可能来要求带他
走；假设没有这可能性，我们大约不会在那个时候特意结什么婚。所以
其实生活并未发生任何变化。没有特别的热烈场面，乐趣也没有增加，
虽然曾打算过阵子就在附近找处房子搬进去，但最终也没有实行，我还
是和父母同住，整日游手好闲，裕志也仍旧和他爷爷住着，一面打零
工。

裕志的爷爷是在初春的日子里去世的。

裕志希望他一个人整理遗物，我尊重了他的意思，葬礼结束后就不
再烦他。他家里的灯每天都亮到很晚。

裕志的爸爸没来参加葬礼，这令我感觉蹊跷，但我没有问裕志，只
是想，裕志的爷爷不就是他爸爸的爸爸吗，怎么他的葬礼他儿子不来参
加呢，难道他们真的断绝关系了吗？裕志的妈妈好像是在加利福尼亚和
裕志爸爸分手后就去向不明了。听说她给裕志爷爷来过一封信托他照顾
裕志，以后再没联系。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裕志的父母都在裕志幼小的
时候就抛下他去追求信仰，移居到国外去了。

在裕志整理遗物的下午，我总是独自一人待在院子里的山茶树下。
翻译烹调书是母亲的工作，我偶尔帮着草译一些，或者在她忙不过来的
时候帮忙做一点家务，此外无事可干，时间多得是。山茶花正开着，晴
朗的日子里，我晾晒完衣物，就铺上报纸和山茶树相依为伴：时而闭目
养神，时而睁眼四望；一会儿脱光了脚丫，一会儿又套回凉鞋。在山茶
树下坐着，透过浓密的绿叶，我能看到碧蓝的天。山茶树把它那拥有塑



料般色泽的粉红花朵和玩具样设计的花蕊毫不吝惜地纷纷抖落地面，给
黝黑的泥土披上了浓艳的色彩。那色彩的组合反差鲜明，视觉冲击力十
分强烈。从幼时起，我每年都看着这棵山茶树热热闹闹地绽放花朵，然
后又痛痛快快地抖落它们。明明一切不曾改变分毫，却只有人，有时就
这样从风景中消失不见。裕志的爷爷皮肤白皙，看上去就很虚弱的样
子。他总穿一条黑裤衩在早上五点拿一把大扫帚打扫门前卫生，如今，
这样的景象再也看不到了。

裕志打小便极怕他爷爷死去。当爷爷感冒了，或者骨折、胆囊有结
石——尽管这类疾病并不危及生命——需要短期住院时，裕志便会担心
得什么似的。看到他那恐惧的样子，幼时的我常常想：“没准想象父
亲、母亲以及小狗奥利弗的死，不断地想象，要比这种事真的发生了还
可怕呢。”

然而，无论我怎样在不眠之夜苦思冥想，第二天早上一醒来，那些
人、那只狗便会以充满生命活力的姿态真实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叫我将
晚上的想法忘得一干二净。相比之下，裕志则始终没有机会从他的思虑
中摆脱出来，日复一日在那陈旧的房间里和沉默寡言的爷爷静悄悄地生
活着。我常想，透过他的心灵之窗看到的景色一定远比我寂寞。无论我
多少次牵他的手，怎样抱紧他，还是唯独无法改变那扇窗外的景色。

我们家似乎也决不能说是平静无事。父亲和继母正式结婚并买下房
子，是在我七岁的时候。但那之前，在我记事以前，他们就已经生活在
一起，所以一直到我长到很大，都以为继母就是我的亲生母亲。之前因
为住的是公寓，不能养狗，所以搬进现在这幢房子时，父亲和继母养起
了梗犬奥利弗，长期以来，奥利弗就被当作我妹妹。

做学生时，父亲曾和他的朋友在海边租了房子，过着自给自足的生
活。在学生中间，这是常有的事。大家画画儿，向父母要生活费，带恋
人同住，种植蔬菜，栽培大麻，制作家具。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这类人
也决不会消失，他们是一群纯真而诚实的人。在那里，父亲和我的生母
相识了，他们很快结婚并生下了我。后来，其中有人要去东京继承家
业，那家业是一家餐馆，于是父亲决定随他同去，共同经营，因为开店
是父亲梦寐以求的事。然而我的母亲热爱大海和自由自在的生活，她很
快厌倦了东京的环境，据说在我几乎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她便离家而
去了。

后来，母亲和一个澳大利亚人结了婚，去了布里斯班(1)。我长大



后，母亲又和我取得了联系，我也去布里斯班玩过。

母亲出走的时候，父亲已经认识我的继母了，她是父亲店里的常
客。她的工作从那时候起就是翻译海外难得的烹调书、外出采购、拟定
餐厅菜谱等。她是一个随和可亲的人，由衷地疼我爱我，她说，有我就
足够了，不需要别的孩子。

搬入新家后，起初我极其讨厌裕志，他沉默寡言、皮肤白皙、身材
瘦小、柔弱得像个女孩，引得附近的孩子们都讨厌他，背地里叫他“人
妖”。我呢，心想，光凭住我家隔壁，就想我跟他要好，想得美！不
过，我喜欢一个人待着，嘴巴又不饶人，所以过不多久，小伙伴也没人
睬我了，我只好和裕志玩。

看到与爷爷相依为命并时常帮家里干活的裕志，母亲油然而生志愿
者精神，有事没事就招呼爷孙俩来吃点心或共进晚餐。裕志的爷爷是那
种只要喝点酒吃点小菜就可以对付一餐的人，因此也乐得省去为裕志一
个人做晚饭的麻烦。

接着背叛阵营的是奥利弗，它甚至热烈地喜欢上了裕志。它一副深
深迷恋裕志的样子，裕志一来就欣喜若狂，竟弄得我吃起醋来。但是不
多久，我开始想，他能够得到奥利弗如此喜爱或许有他的道理，于是开
始不声不响观察他的一举一动。经过一番观察，我发现，和我自说自话
的疼爱方式有所不同的是，裕志对待奥利弗非常有耐心，不厌其烦地尝
试与它交流沟通。在给奥利弗梳洗身体、涂抹皮肤病药膏和清洗耳朵这
类事情上，我通常草草了事，但裕志却做得周到仔细，表现出惊人的耐
心。我得出结论：裕志喜欢狗超过了人，所以奥利弗也喜欢他。观察结
束的时候，我也彻底地迷恋上了裕志。这样心地美好、活得细致的男孩
恐怕再也没有了吧——虽然那时我还很小，却也得出了自己的一个结
论。这个结论至今未变，我想那是因为裕志至今心地美好，虽然多少有
些乖僻和内向，但仍旧细致地活着。

我知道裕志没有爸爸和妈妈的原因，似乎是在彼此认识很久之后。

在那个阳光火辣辣的夏日午后，我做了一件平时少有的事：去裕志
家找他，见门没上锁就擅自闯了进去。

爷爷和裕志似乎都不在。外面阳光刺眼，走廊却是一片阴暗，弥漫
着一股好像混合了霉味和线香味的怪味。这幢带有一点西洋建筑感觉的
日式老宅，顶棚非常之高，光线全部要从缝隙照射进来。因此，令人感
觉夏天、生命的力量竟是如此遥远。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种地方等，站



起身正想回到门口，却看到右边西式房间内有什么怪东西。好奇心一下
子变得无法抑制，于是我轻手轻脚地进了屋。那西式房间的门稍稍开
着，里面有一个祭坛，阴森可怕到了极点。我只知道那是西洋货，因为
风格既不属于日本的也不属于西藏的。祭坛上装饰着形形色色的东西：
蜡烛、骸骨、奇怪的画、丑陋的圣像、可怕的照片、色彩各异的绳带、
剑以及叫不出名字的一些干瘪的东西。感觉它们整体散发着难闻的气
味，一种腥臊而潮湿的气味。那气味钻进我肺里，我觉得自己仿佛要从
肺开始腐烂。对我而言，那些是存在于早晨的阳光、洁净的水、小狗圆
圆的眼睛之类的对立面的东西。

我静静地走出裕志家的大门，回了家。过不多久，裕志来到我家，
他说，爷爷今晚要出门，我替他去办了点小事。我没吱声，无法像平时
那样笑起来，于是狠狠心问他，你们家怎么有那样一些东西？裕志显得
非常难过，他说，那是爸爸和妈妈离家时留下的，他害怕，不敢收拾起
来，于是就让它放着没管，可总觉得那东西有一股臭味，所以偶尔给房
间换换气。是啊，果然很臭呢，我说，不过，没经同意就看了，不好意
思啦。说完这些，我又沉默了。

后来我们像往常一样，去给我家院子里的树浇水，欣赏只在孩子的
世界里出现的小彩虹，彩虹摇曳着七彩的光晕，仿佛伸手可及。不久，
奥利弗弄得浑身是泥，我们往塑料水池里蓄上水，蜷缩起身子浸在水
里，抚弄抚弄湿漉漉的狗毛，一面拍打得水花飞溅，在阳光下闪烁。

小孩子不懂得劳心费神地没话找话，所以有时我们比大人更能浪漫
地品味沉默。我们通过不发一言，完美地达到分担悲喜的效果。

那个时候分担的那份沉重……因为裕志家里有那个，所以他跟普通
的孩子不一样……夏天，身边有条小狗，过会儿睡个午觉，再睁开眼就
到了晚饭时间，没什么好忧愁的。但那个夏日午后，那件事使我们感到
了沉重。明明绿意正浓，仿佛夏天能持续到永远，悲伤却似乎已经在等
待着我们。

我告诉他：“裕志，想成为我家的人，就算只有心里想，决定了你
就来吧。我把窗给你留着，你随时可以到我房间里来。”

“那当然好，可是，行吗？”他睁着惊恐的眼睛问。

“行。”我点头。

“那好，就这么办。”裕志迅即回答。

事实上，翻窗入室的事一直延续到现在。我想，裕志一定很想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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