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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类似局部沙尘暴”
———《海边的卡夫卡》中的隐喻解读

张璐璟

摘 要：《海边的卡夫卡》中隐喻的巧妙使用是此作品
的一大特色。该作品中无论从是题目还是内容上都充
满了村上春树精心设定的隐喻。其在小说一开始隐喻
性地揭示了少年卡夫卡不管怎样努力却不可改变的
宿命，这一主题其实反映了村上春树对于哲学史上决
定论与自由意志之争的看法。
关键词：《海边的卡夫卡》 隐喻 宿命 决定论 自由
意志

对于隐喻的大量运用和巧妙运用可以说是村上
春树文学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是其作品吸引大批读者
的魅力所在。而其作品《海边的卡夫卡》中无论是小说
题目还是叫做乌鸦的少年、俄狄浦斯式预言、甲村图
书馆、活灵、中田老人与猫对话、杀猫制笛子的琼尼·
沃克、天降沙丁鱼和蚂蟥、森林、入口石、守门的士兵、
肯德基广告牌上的卡内尔·山德士、 中田老人尸体口
中跑出来的白色活物等等，可以说隐喻的运用比比皆
是。《海边的卡夫卡》可以说整部小说就是由无数隐喻
构筑的巨大迷宫，甚至其本身即是巨大的隐喻。①正如
村上春树在其作品《海边的卡夫卡》中借出场人物大
岛之口说出“世间万物无一不是隐喻”的那样，可以说
《海边的卡夫卡》也无一不是隐喻吧。

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中描绘了一个叫做
卡夫卡的 15 岁少年为了破除“弑父奸母”的诅咒而离
家出走，不同于俄狄浦斯王努力摆脱最终却反而实现
了诅咒的宿命，卡夫卡少年没有试图摆脱诅咒，反而
自己主动去实现它，克服了内心的悲愤和恐惧，找回
了真正的自我，在命运中实现自我救赎从而成长的故
事。《海边的卡夫卡》仍然使用村上春树一贯的双行线
的叙事方法，在小说的奇数章讲述了少年卡夫卡离家
后的一系列奇遇。偶数章节则描绘了一位能够与猫讲
话的“半影人”中田老人通过寻找失踪的猫而展开的
旅程。 小说的两条线平行推进，本来作为没有任何交
集的卡夫卡与中田的命运却因为一块不可思议的石
头而紧紧联系到了一起，这块石头就是连接现实世界
和假想的非现实世界的“入口石”。 少年通过此“入
口石”在现实世界与非现实世界之间穿行并最终实现
了自身的回归。

小说一开始便借“叫乌鸦的少年”之口隐喻性地
讲出了少年卡夫卡注定逃离不了的命运：“某种情况

下， 命运这东西类似不断改变前进方向的局部沙尘
暴”，“你变换脚步力图避开它， 不料沙尘暴就像配合
你似的同样变换脚步。 你再次变换脚步，沙尘暴也变
换脚步———如此无数次周而复始，恰如黎明前同死神
一起跳的不吉利的舞。 这是因为，沙尘暴不是来自远
处什么地方的两不相关的什么。 就是说，那家伙是你
本身，是你本身中的什么。所以你能做的，不外乎乖乖
地径直跨入那片沙尘暴之中，紧紧捂住眼睛耳朵以免
沙尘进入，一步一步从中穿过”……“而沙尘暴偃旗息
鼓之时，你恐怕还不能完全明白自己是如何从中穿过
而得以逃生的，甚至它是否已经远去你大概都无从判
断。 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从沙尘暴中逃出的你已不
再是跨入沙尘暴时的你。 是的，这就是所谓沙尘暴的
含义。 ”②

村上春树在这段话里用沙尘暴来暗示卡夫卡离
家出走后即将面临的命运，用卡夫卡拼命逃离却最终
还是逃脱不了的宿命式的结局暗示性地表达了其对
于哲学史上著名的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之争的看法。
决定论是哲学的一种命题，认为每个事件的发生包括
人类的认知、举止、决定和行动都是因为先前的事而
有原因地发生。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无一例外地由该事
物或事件存在或发生之前的先决条件以及自然规律
所唯一地确定。而自由意志则认为我们可以根据自己
的意愿不受任何外在的干扰、限制，完全自由地发挥
自己的意志，真正做出满足自己内心的决定，而不是
被外来的力量所束缚和决定的。二者的重要分歧点是
人究竟有没有完全的自由去做出自己的选择，事件的
发生究竟是事先决定好的还是由于人的自由选择而
发生的，决定论与自由意志是否可以兼容并蓄。 哲学
史上对于该问题的论证与探索持续了上百年的时间
并延续至今，形成了三种重要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被
称为“刚性决定论”，他们认为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不相
容，人们的行动和决定都是不自由的。 第二种观点则
认为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是彼此相容的。一个事件可以
同是物理的因果和意志选择的结果。 另外还有一种
“假问题论”，这一主张认为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是一个
假问题。 只要能分析清楚像“因果”、“决定”和“自由”
这些含混概念，问题便会随之消失。

少年卡夫卡正因为不甘心受制于父亲对于他语
言性的诅咒而要做出其自由能动的选择，他试图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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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逃离这种自己的这种命运。但却在
命运的冥冥指引之下来遇见了疑似自己姐姐的樱花，
后又机缘巧合栖身于“甲村图书馆”，在这里邂逅了疑
似他母亲的馆长佐伯。某天卡夫卡在神社的小森林里
失去知觉，接着他发现他的衣服上沾满鲜血，也就是
在这一天他的父亲被杀身亡。接着他又和佐伯发生性
关系，同时他在梦幻之中与樱花发生了关系……最终
他也还是没有逃脱其“弑父奸母”的宿命。 可见，再怎
样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进行选择，卡夫卡还是没能逃
脱其事先已经注定的命运。正如小说所述的那样：“你
变换脚步力图避开它，不料沙尘暴就像配合你似的同
样变换脚步。 你再次变换脚步，沙尘暴也变换脚步。 ”
无可奈何，最终还是只能跨进命运的沙尘暴，淹没其
中。 可见，村上春树对于哲学上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
关系问题，也是持“刚性决定论”的观点，即不管人们
再怎么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进行选择和改变，但最
终还是逃脱不了事先预定的宿命，人们的行动和决定
最终还是不自由的，这也是与村上春树在其他作品中
所表达的主题是一致的。

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中对于隐喻的使用
可谓炉火纯青， 对于为什么运用大量隐喻来进行写
作的问题，他在 2009 年接受日本《读卖新闻》的采访
时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维特根斯坦对语言下过这
样的定义，无论谁读了都能理解的‘客观语言’，和用
语言无法传达的 ‘个体语言’。 我认为小说家的职责
在于立足于‘个体语言’，并能从中提取出讯息，把它
们变成故事。 ”③那么如何将作家的独一无二的“个人
语言”转变成读者可以理解的“公众语言”，这就需要
利用隐喻的桥梁作用去实现这个跨越。 因为“不管它
的描写多么现实，都无法表达充分。 唯一的办法就是
通过隐喻去描写”。 ④正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样，“倘诉

诸语言，答案必定失去意义”，所以唯有用隐喻来表
达。

《海边的卡夫卡》里面充满了迷雾般的隐喻，这对
于读者解读小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但尽管如
此，也正因为如此，读者们才可以根据各自的认知来
解读其中的每个隐喻，对作品进行重新建构，借由此
成为作品的参与者，从而使读者对作品产生一种强烈
的认同感，这恐怕也是村上春树这部作品以及其他作
品广受读者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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