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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作者村上春樹 29 歲開始創作，1987 年出版的《挪威的森林》在日本暢銷四

百萬冊，為村上春樹的代表作之一。《挪威的森林》不只是書名，也是披頭四

樂團的一首歌曲，為男女主角渡邊澈及直子喜愛的歌曲。故事背景為 1960 年代

的日本，並以當時的罷課事件及青年運動描寫人們的偽善和軟弱。 

 

 

二、內容摘錄： 

  在這奇妙地帶裡，我同死者共同生活。直子也在這裡活著，同我交談、同

我擁抱。在這個地方，所謂「死」，並非「生」完結的決定因素，而僅僅是構

成「生」的眾多因素之一。(P.379) 

 

  「死」並非「生」的對立面，而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我們透過聲而

同時培育了死，但這僅僅是我們必須懂得的哲理的一小部分。而直子的死使我

明白：無論諳熟怎樣的真理，也無以解除所愛之人的死帶來的悲哀。無論怎樣

的哲理、怎樣真誠、怎樣堅韌、怎樣的柔情，也無以排遣這種悲哀。我們唯一

能做到的，就是從這片悲哀中掙脫出來，並從中領悟某種哲理。而領悟後的任

何哲理，在繼之而來的悲哀面前，又是那樣地軟弱無力。(P.380) 

 

 

三、我的觀點： 

  讀到《挪威的森林》最後一章時，我沒來由地哭了，那是一種攔也攔不住

的悲傷，空虛感迎上心頭。如同村上春樹自己形容的，這是一本百分之百由激

情、坦率、哀愁構成的小說，字裡行間總是有一種矛盾的壓抑感，讓人在看完

後雖然心如止水般平靜，卻感到快要窒息，最後滿溢的愁緒只能隨著淚水湧

出。在後記中作者提到，這是一本具有極重私人性質的小說，大概也是因為這

樣，所以在文字的描繪上才會如此坦率與真誠。小說毫不掩飾的寫到「性」，

而且具體描繪那些聲色場景；在寫到生死時，也沒有任何委婉與迴避，反而是

有許多角色，最後皆以自殺的方式結束性命。男主角渡邊君在經歷了身旁許多



重要的人過世後，得到了一個道理：「死」並非「生」的對立面，而是作為

「生」的一部分永存。 

 

  回想自己人生中經歷過的生死，外婆過世的那晚，我躺在床上怎麼也睡不

著，不停翻攪著記憶中所有模糊的片段，想把她健康的模樣記得更清楚些，最

先想起來的不是她的容貌，而是她溫軟的手，大概是小時候總讓她牽著自己，

對於手心觸覺的印象竟然勝過視覺。時間已將斑駁的回憶沖洗無餘，但她手心

的溫度我仍記憶猶新，在許多不經意的時刻裡，也總是會想起她的身影。外婆

過世好多年了，她所給予的疼愛卻是連綿不絕的，陪伴我至今。渡邊君帶著直

子死亡的傷痛繼續活下去，我坦然接受外婆的過世，但終究是個不會痊癒的傷

口。回想起從前相處的美好時光，總是在留戀中夾雜著懊悔與沉痛，正如書中

所述，不管什麼樣的真理、誠實、堅強、溫柔，都無法治癒失去所愛的哀傷。 

 

  外婆的過世，讓全家人痛徹心扉，媽媽更是日日以淚洗面，然而在村上春

樹筆下的死亡，反而像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沒有刻意營造的情緒起伏，輕描淡

寫的氛圍中，死如秋葉之靜美。 在書的尾聲，直子的朋友向渡邊君提出忠告，

對於直子的死所帶來的傷痛，就留給後半生去體會並從中學習，但是這個傷痛

和綠無關，如果因為已死去的直子，而傷了此刻活著並愛著他的人，勢必導致

無法挽回的後果。對於外婆的死，已成為記憶中的過去式，不會輕易忘記，卻

也沒有必要再沉溺於悲慟之中，而忽略了生活、忽略了依然健在的家人。生與

死皆是生命的過程，死亡並不可怕，反倒像是指示牌，隨時提醒我們更加珍惜

並積極的享受「生」的每一部分。 

 

  多年後因緣際會，渡邊君聽到了飛機上《挪威的森林》一曲，所有記憶的

殘篇湧現，哀傷再度席捲而來，蘊含所有熟悉又難以辨認的感情。渡邊君在生

死及愛情間找回迷失的自己，看著他迷惘、破碎、受傷，也看著他從一次次生

死離別中成長，我跟隨著他的腳步，重新定義生命，並摸索人生的面貌。 

 

 

四、討論議題： 

1.你是否有面對親人死亡的經驗？他的死亡給你的感受及啟示是什麼？ 

 

2.如果可以在死亡前完成最後一件事，那會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