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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璞

内容提要：	《门》是夏目漱石最具宗教色彩的作品，参禅情节堪称其点睛之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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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禅宗语境，探讨“打破镜来，与汝相见”带来的救赎，揭示小六作为救赎契机的关键

作用。从镜与禅这一全新角度重释经典，不仅可以重审其中的救赎问题，而且可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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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门》（1910）连载于《朝日新闻》，是夏目漱石最具宗教色彩的作品。

同时代评论家宫本生指出，“宗助坐禅的情节从整体上为这部作品赋予一种沉痛的

基调，这一结尾极为重要而有趣。……其描写细腻恰当，令人赞叹不已”（平岡敏夫 
152）。可见，在当时的读者看来，《门》的参禅情节堪称整部作品的点睛之笔。

在《门》连载期间，漱石曾反复确认禅宗典故。1910 年 6 月 10 日，他在给好友菅

虎雄的信里写道，“‘我有三等弟子，所谓毅然放下诸缘……’等，我把这训诫当作大灯

国师遗训写进小说，但有人提醒我那是梦窗国师的遗训……请指教此句出处，让我看

看那本书”（夏目漱石，『書簡 中』352）。两日后，他在给弟子野上丰一郎的书信里

询问了同样的问题，“贵社的森大狂先生是此道中人。望您方便时，请他赐教此句出

处。……我还想拜读此书，麻烦代为请教”（355）。此处的森大狂（1867—）是日本画

家、禅宗研究家，曾为《国民新闻》记者。野上丰一郎于 1909 年在《国民新闻》上连载

小说（原武哲ほか 279）。可见，信中的“贵社”是指《国民新闻》。由此，漱石汲取禅宗

思想的认真态度也可见一斑。

然而，中日学界对《门》里的参禅及救赎问题都未足够重视。在日本，正宗白鸟批

判参禅有“玩笑之嫌”（正宗白鳥 24），这对日本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此后的研究或

认为宗助参禅收获有限（小森陽一 255），或认为其毫无意义，甚至将探讨参禅视为“观

念的游戏”（前田愛 441）。近年，这一倾向有所转变。最新的研究考察了《门》中古籍

里蕴藏的记忆，指出宗助参禅后照镜子的场景意味着“切断无用妄想”的机会终于到

来（野網摩利子 151-206）。但该研究未考察人物各自对镜的关键场景，镜子意象与禅

宗救赎等问题，仍有待发掘。在中国，学界细致考察了明治时期的修养语境（王成 231-
41）、日本帝国扩张的时代语境等，指出宗助参禅虽卓有成效却难以救赎（邱雅芬 85-
101）。这些研究颇具启发意义，但未结合镜子意象考察禅宗带来的救赎。

中日学界都没有将镜子意象与禅宗救赎结合起来深入考察，主要是因为自然主义

评论家负面言论的影响、战后评论界对传统文化的远离。但在《门》里，镜子意象多次

出现（16 次），在参禅前后，有关镜像的场景暗示着阿米与宗助各自的苦恼与救赎的可

能性。宗助夫妇从“独自对镜”到“互相为镜”——贯穿整部作品的镜子意象，成为解

读《门》中禅宗救赎之关键。

本文从宗助夫妇各自对镜的场景入手，考察其苦恼的本质。在此基础上，结合同

时代的禅宗语境，特别是漱石周边的释宗演、森大狂的论著等新发掘的资料，探讨其中

的“打破镜来，与汝相见”带来的救赎，阐明小六作为救赎契机的关键作用。通过这样

的考察，本文旨在从镜与禅这一全新角度重释经典，并重审《门》在漱石文学中的重要

意义。

一、内化为“自言自语”的他者语言

在探讨宗助夫妇的救赎问题前，首先阐明二人苦恼的本质。一般认为，丧子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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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痛苦的根源（三好行雄 262-65；久米依子 63-76）。的确，她分别在广岛、福冈、东京

经历了流产、早产、死产，但若比较这三次经历，便会发现第三次丧子的特殊性。前两

次由于家境贫寒，宗助也有责任；第三次则由于脐带绕颈，宗助并无责任。尽管接生

婆有过失，但阿米只能被动接受他者的说法，将其归咎于自己的不慎跌倒，独自承受痛

苦。可见，阿米的痛苦并非单纯地源于丧子，更源于他者语言制造出的弑子之罪。

事实上，第三次丧子后，阿米也曾试图开始新生活，“阿米的身体又变得自由而轻

松了。……她再次对着镜子照照充满生气的眉宇。……阿米脱去穿了很久的厚棉衣，

浑身舒畅又爽快”（夏目漱石，『それから ・ 門』509）。按照故事时间，这是《门》里阿

米第一次照镜子。尽管屡次丧子，她也曾对镜照着“充满生气”的眉宇。在走进“占卜

师之门”以前，她也对未来有所期待。但占卜师却断言，“你做过对不起人的事，罪有

应得，所以绝不会养育孩子的”（510）。占卜师将阿米的丧子“断言”为败德之罪——

这造成了阿米现在的苦恼。

在独自对镜的过程中，阿米将他者语言内化为“自言自语”。在《门》的开篇，阿米

“半自言自语”（349）地回答宗助的态度正暗示着她的心事。此后，她即便感到痛苦，

也不向宗助倾诉，而是躲入六铺席小房间对镜自怜：

每当婶母来，阿米过后总跟宗助说：“婶母真年轻！”宗助便对她说：“当然年

轻，要知道，她那么大年纪，只生了一个孩子啊。”阿米想，也许如此吧。她听到丈

夫这么一说，就特意偷偷跑到六铺席的屋子里，对着镜子照照自己的脸。她看到

自己的双颊日渐消瘦了，就想起自己和孩子来，没有比这更让阿米伤心的了。后

面房东家，小孩子一大群……嘻嘻闹闹，听得十分清楚。每逢这时候，阿米总感到

怨恨难平。如今，端坐在自己面前的婶母，只生过一个男孩。这孩子成长顺利，已

成了一名优秀的学士。所以，尽管叔父已死去，婶母也显得心满意足。（410-11）

在照镜子时，阿米想到的不仅是孩子，还有成功培育孩子的婶母及坂井夫人。阿米周

围存在着各个阶段的母亲：小孩成群的坂井夫人、儿子大学毕业的婶母、儿子已做官的

本多夫人。从这些母亲身上，阿米发现了自己本应可以、却未能实现的良母式理想自

我。更重要的是，宗助不经意的话语总是触及阿米的伤痛：关于“达摩气球”玩具、婶

母年轻、阿米憔悴、房东家热闹等各种话题最终都被宗助归结为孩子问题（371，410，

422，499-500）。在他者语言的影响下，阿米的痛苦不断加深。

阿米试图成为“贤妻良母”的理想，不仅源于身边的他者语言，也源于当时的社会

语境。在《门》中，与有亲属往来的宗助相反，阿米的身份如谜一般。宗助初遇阿米

时，安井介绍她是自己的“妹妹”（527）。的确安井与阿米“很可能以近乎私奔的形式

逃到京都，仅有事实婚姻的同居关系”（石原千秋 310）。其实，参考同时期案例，结合

阿米出身东京、曾就读于横滨的“女学生”身份（『それから ・ 門』348，353，478）可

以推测：阿米很可能曾是追求婚姻自由的新女性。例如，在 1909 年的《国民必读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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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友》里收录了“女学生受恋情驱使自由结婚案”。根据明治民法，该书建议：“男子不

到三十岁，女子不到二十五岁，便无法自由结婚。特别是若父母管教严格，还是相亲为

好。但若一定要结婚，法律也不束缚自由意志。因此，虽然无法登记，但也不能说绝对

无法结婚”（弘松操 45）。当时大学一年级的安井很可能因年龄限制且无父母之命，

不能与阿米登记结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阿米追求自由恋爱、新式婚姻的理想。

从 1909 年 12 月 7 日的《东京朝日新闻》里也可以窥见当时女学生的形象。例

如，题为《横滨的女学生》的报道称，横滨的女学生家境优越，但通常比东京的女学生

更“俭朴寡言”；在学校里英语最受欢迎，连商店老板娘也精通英语。这则消息一方面

称赞女学生“俭朴寡言”是美德，一方面又鼓励女性接受西方教育。在《高等女学校

令》（1899）制定之初，日本政府便倡导贤妻良母主义。桦山资纪文部大臣指出，高等

女学校的意义在于使女子具备“优美高尚”“温良贤淑”的涵养，具备较高水平的生活

技能（文部省 348）。女学校为中等以上阶层设立，目的在于培养贤妻良母。甲午战争

与日俄战争后，为了让男性在战场上“无后顾之忧”，贤妻良母主义变得尤为重要（唐

澤富太郎 89）。但同时，教育家成濑仁藏提出，今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方针是培养

“第一作为人、第二作为妇人、第三作为国民”的女性（29）。他开创性地指出女子应具

有独立人格的重要性。可见，当时的女性教育蕴含着矛盾：既要塑造独立的“新女性”，

又要培养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在《门》中，阿米久居横滨，也接受过这样的教育。

婚前，她两次选择自由恋爱，很可能具有“新女性”的觉醒，但婚后却陷入无法成为“良

母”的困境。从这一角度看，阿米的经历是明治“新女性”在“贤妻良母”语境下的典型

悲剧。正因如此，面对宗助问其是否怀孕的谈笑，阿米只能“独自一人”在镜台前，含

泪回答。在宗助弟弟小六搬入放置镜台的房间后，阿米失去了自我对话的“避难所”，

大病一场（422，463，482-83）。
病倒前，阿米与小六的谈话极为耐人寻味。小六谈到安之助的未婚妻就读于“女

学馆”（477）。此处的女学馆是指东京女学馆。它是“当时东京第一的上流女学校”，

与贵族女学校（今学习院女子部）相提并论。设立目的在于让女性享有“与欧美妇人

同等”的教育，重视培养女性的“教养与品性”（濵田英毅 40-42）。在《门》里，阿米也

曾是女学生。当小六谈起安之助与女学生的婚事，阿米难免想起自己与安井的过去。

从称呼来看，宗助夫妇称安之助为“阿安”（安さん；373），同时也很可能这样称呼安

井。“安”之助与“安”井、“女学馆”与曾为“女学生”的阿米——如此相似，阿米难免

将自己与安之助的未婚妻比较。与这位即将嫁给精英的女学生相反，阿米让安井与宗

助都失去了成为社会精英的可能性，自己也无法成为贤妻良母。因此，不久后，她终于

病倒。阿米在自言自语中压抑的自我意识，通过危及生命的狭心症等身体疾病（664）

显现出来。

在《门》的现在时，阿米的痛苦并非单纯地源于丧子，而是始于“占卜师之门”——

他者语言的桎梏。在独自对镜的过程中，阿米将他者语言与社会观念内化为“自言自

语”，并尽量避免与人直接交流。在小六入住后，阿米失去了对镜独处的空间，病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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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事。由此可见，在他者语言与社会语境下分裂的自我意识，才是阿米承受的最大

痛苦。

二、不透明的媒介

现有研究认为，宗助对镜的场景是预告“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以下简称

“本来面目”）的伏笔，反映了其“苦涩”的自我意识（山岡正和 87；木村巧 262-63）。然

而，困扰其自我意识的根源究竟何在？本节结合镜子、衣服、文字等媒介，考察宗助面

对自我与他者的基本态度，探究其苦恼的根源。

在《门》的第十三章，看到阿米“死而复生”，宗助虽然欣慰，但仍怀着恐惧。在这

样的心境下，他去了理发店。理发店的镜中影，成为宗助重审自我的重要契机。“轮到

宗助了，他从寒光闪耀的镜子里照出自己的影子。他忽然迟疑起来，这影子本来是谁

呢？纯白的围裙从脖颈一直裹到下身，自己穿的衣服颜色和条纹全都看不见了。这

时，他又从镜子里看到理发师饲养的小鸟，这只小鸟正在笼子里的木棒上扑楞扑楞跳

个不停”（493）。

同为镜中影，与可以确认实像的小鸟不同，宗助无法亲眼确认自己的实像，只能依

赖镜子。“这影子本来是谁”的疑问，蕴含着自我本来是谁、其精神究竟何在的困惑。

宗助始终无法确认这镜像能否反映出真正的自我。与此相似，“纯白”的衣着也难以

反映宗助的精神。被遮住的衣服“颜色和条纹”，与下文贩卖各色衣服的织布匠、京都

时代穿戴精致的宗助、爱好衣着的安井等共同构成对照衣服与精神的语境。

在京都时代，宗助的“思想向往着浮华世界，正如他的衣领雪白、他的西装裤脚整

齐卷起，正如他足下露出的是织有花纹的开斯米洋袜”（514）。在宗助照镜子后，屡次

出现以衣取人的叙述。宗助去坂井家偶遇卖衣服的织布匠，从“钉瓷纽扣的白布衬衫、

自制的粗布棉袄”看出他是“偏远山区人”。从房东夫人在年关购买夏天穿的“白罗

纱”，宗助看出富人与众不同（494-96）。而他为阿米买的“平纹丝绸”则是“结实又便

宜”的衣料（497，659）。可见，衣服将不可视的精神、身份、个性等变得可视化，也成为

人际交往中沉默的语言。

然而，《门》也描绘了二者间的微妙差距。织布匠打扮“粗鄙”却背来许多的“高

级货”，让人觉得“不可思议”（495）。阿米看到“平纹丝绸的花色、质地”连声赞叹“便

宜”（498）。不仅如此，宗助对镜的场景里出现的衣服，也与漱石的初期作品形成暗

合。在《我是猫》里，漱石多次谈到卡莱尔的《旧衣新裁》。“翻开人类的服装史——说

来话长，这让托尔夫斯德吕克说吧……人类全靠衣服撑着”（『吾輩は猫である』 284）。
事实上，漱石与卡莱尔渊源颇深。在学生时代，他以《旧衣新裁》为题材作文，称“卡莱

尔才是我的朋友、我的英雄”（飛ケ谷美穂子 7）。在伦敦留学时，漱石四次参观卡莱尔

故居，并创作短篇小说《卡莱尔博物馆》。在小说的开篇，他写道，有位演讲者看到“村

夫子”打扮的卡莱尔路过，便嘲讽：“切尔西哲人（sage）就是你吗？……sage 是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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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 sage 真稀罕！”（『倫敦塔ほか ・ 坊っちやん』33）此处的“哲人”与艾草榛鸡

（sage grouse）谐音。尽管发音相同，sage 却不对应哲人的本质，卡莱尔的粗鄙衣服也

不对应其精神。可见，衣服的价值与价格并不必然对应，它不仅无法准确反映人的内

心，反而遮掩了精神与个性。

回顾《门》的第十三章，现有研究指出，在坂井家卖衣服的织布匠唤起了宗助对安

井的回忆（米田利昭 15）。二人不仅发型相似，而且从织布匠手中买回的衣料也让阿

米赞叹“便宜”（yasui）（『それから ・ 門』498）——这与安井（yasui）发音相同，很可

能唤起宗助对安井的记忆。但本文更关注二人的差异：坂井夫人说织布匠“四五年来

一点儿没变”（497）；相反，因为宗助夫妇的背叛，安井远走满洲。前者丝毫未变，后者

骤然改变。可见，织布匠这一镜像并不对应现在的安井。宗助近年未见过安井，其眼

中的安井形象仍停留在四五年前。这引起了宗助既怜悯又疑惧的矛盾心情。

宗助不仅对镜子与衣服持有矛盾态度，还对文字等媒介十分敏感。在第五章，他

在牙科诊所候诊时，反复读着杂志上的禅诗：

他突然看到没有夹杂假名的两行方块字，写着：“风吹碧落浮云尽，月上东山

玉一团。”宗助这个人本来对诗呀歌的没什么兴趣，但不知为何，读到这两句时却

非常佩服。令他心动的不在于这两句对仗用得如何巧妙，而是想如果人的心情也

能变得同这景色一样，一定会十分欣喜吧。……放下杂志后，惟有这两句诗还时

时萦绕在他脑海里。实际上，在他的生活中，这四五年来从未遇到过如此美丽的

景色了。（414）

学界对此已有不少论述（小宮豊隆 181；藤尾健剛 78；王成 240），但尚未有人关注此处

其实没有引用原诗。原诗的“青山”被改写为“东山”，东山是京都最具代表性的风景

之一。事实上，《门》的第十四章对“东山”月景进行过如诗般的描绘。“在安井的陪

同下，他 [宗助]如醉如痴地游览了这片新土地的风光。两人每晚都到三条或四条的

繁华街道散步……他们站在桥中央，眺望鸭川的河水，观赏从东山静静升起的月亮。

他们觉得京都的月亮比东京的更圆更大”（515）。

对照以上两段可知，京都的东山月景与禅诗的“月上东山”极为相似。正因如此，

这句诗才“时时萦绕”于宗助的脑海，才让他感慨“这四五年来从未遇到过如此美丽的

景色”。令宗助感慨的，不是作为诗句的文字之美，而是通过文字追忆的、与安井共度

的京都时代。“更圆更大”的京都之月，意味着二人曾经共享同性别的“乌托邦”（関

谷由美子 654）。
从京都时代起，宗助便通过与安井的关系确认着自我形象。正如野网摩利子所

述，宗助总将安井作为比较对象，并指出安井对文艺与哲学很感兴趣（152）；相反，宗

助“对诗呀歌的没什么兴趣”。此外，第十四章也描述“身体结实、气色很好”的宗助

与总是生病的安井形成对照（515，532）。直至现在，宗助的自我认识也在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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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取决于安井的现状。例如，最令他苦恼的是他与阿米的过错“影响了安井的前途”

（554）。可见，安井的成败影响着宗助的负罪感，决定了其自我认识。

值得关注的是，宗助眼中的安井形象仍停留在四五年前。安井的形象固定不变，

宗助的自我认识也难以改变。宗助试图间接了解安井的现状，却又害怕直面他。这造

成了宗助对文字等媒介既依赖又疏离的苦恼。例如，关于小六的问题，他本应去婶母

家“当面讲清楚”（352，355），但却仍坚持写信。在描述禅诗时，作品没有使用“汉字”

等惯用词，而是使用“没有夹杂假名的两行方块字”等陌生化表达，暗示着文字等媒介

的物质性与不透明性。

与阿米单方面接受他者语言的判断不同，宗助已经意识到媒介既反映又遮掩实体

的双重性。正如镜像未必对应实体、衣服未必对应精神一样，文字也未必对应其意义。

宗助依赖媒介，是因为他没有勇气直面他者；疏离媒介，是因为他感到媒介导致的隔阂

不可逾越。通过这些不透明的媒介，自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与他者沟通？能否保持自

我同一性？——这成为宗助苦恼的根源所在。

三、“打破镜来”与“本来面目”

一般认为，《门》中宗助的参禅取材于漱石本人的参禅经历。从 1894 年 12 月 23

日（或 24 日）至翌年 1月 7日，漱石在菅虎雄的介绍下，去镰仓的圆觉寺塔头归源院

拜访释宗活，经其引荐，拜释宗演为师进行参禅，所参的公案是“本来面目”。同时在圆

觉寺参禅的还有此后向西方介绍禅学的重要人物铃木大拙，他也作为“面似罗汉”的

参禅者被写入《门》中（574）。此前，漱石的好友菅虎雄、米山保三郎、漱石的恩师心理

学家元良勇次郎、铃木大拙的好友哲学家西田几多郎、以及岛崎藤村也曾在释宗演门

下参禅（小川隆 15；小林敏明 89）。可见，漱石周边的不少人物都与释宗演关系密切。

有关漱石的参禅已有不少研究（秋月龍珉 112-20；大野淳一 169-74；須山長治 
113-26），但受此影响，由于引导宗助参禅的宜道之原型为释宗演的弟子释宗活，学界

往往忽视其劝诫，认为宜道的语言“无法理解”（吉田熈生 387）。本文通过调查释宗

演的著作，发现宜道的劝诫与释宗演《禅学大众演讲》的部分内容极为相似。现实中

的人物原型并不等于作品的人物设定，宜道的劝诫很可能取材于释宗演的演讲。漱石

何时接触过这一演讲尚待考证，但在创作《门》的前一年，碧岩会曾邀请他参加释宗演

的讲座。漱石虽未参加，却可能以其他形式了解其内容（原武哲ほか 83）。
本节以新发掘的《禅学大众演讲》为线索，探讨《门》中宜道的劝诫与禅宗公案的

联系，揭示禅宗带来的救赎。

在宗助初到禅寺与即将离开时，宜道的劝诫都对应着《禅学大众演讲》第八章的

内容（以下简称《禅学演讲》）。该章的总标题为“打破镜来”，共三节，分别题为“道在

迩”“原封不动的学问即中毒”及“精神的明镜”。

在《门》中，宗助初到禅寺、想以读书代替参禅时，宜道建议，“没有比读书更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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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的事了”（581）。与此相似，《禅学演讲》第二节指出，如果僵化地运用学问、依靠

文字，反而会中毒伤身（釈宗演 72）。这体现了禅宗的基本思想：不借助文字等媒介解

释经验，而是关注当下，隔断前后联系地把握日常（鈴木大拙 3）。可见，宜道的建议

回应了宗助此前依赖文字、回避面谈的态度，也暗示着其今后摆脱媒介、直面他者的

行动。

在宗助即将离开时，宜道又建议，“道在迩而求诸远。有些事就在人们的鼻子尖

上，可总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597）。在《禅学演讲》第一节“道在迩”中，释宗演也

谈道，“一谈及大道，人们往往睁大眼睛，向极远处眺望。但其实，平时在我们的工作

中从早到晚，行住坐卧，即便一瞬间一刹那，它总在发挥作用，我们已在大道正中央了”

（69）。如下所述，在宗助身边就存在像小六这样的救赎契机。可见，释宗演《禅学演

讲》的前两节，分别对应着宜道对宗助最初与最后的劝告。

耐人寻味的是，在第三节“精神的明镜”里，释宗演不仅阐明了“打破镜来”的含

义，更暗示着宗助夫妇的救赎之路：

我们都拥有一面镜子。它不是铸造师或玻璃厂制造的镜子，而是一面精神的

明镜。我们凭借眼、口、耳、鼻、舌等感知一切。周围的环境里出现的所有刺激、

所有诱惑、善恶、是非、美丑等都一一投映于这心之明镜上。……它绝无爱憎偏

颇，我们称之为“业镜”。……一面业镜渐渐发光，从禅宗的角度来看，那是正在开

悟之时。时赖开始修禅、磨炼自己的力量，转而又“一锤击碎，大道坦然”，此处颇

具妙趣。尽管已拥有一面闪闪发光的镜子，但若只是明镜的原样，却还残留着形

态——残留着一种刻意领悟的味道、一种学问的做作感。或从哲学上讲，还有一

种尚未充分消化的执迷。然而，我现在讲的是，要将这闪闪发光的镜子，用铁锤击

碎。其本身便会大道坦然。可以说，此处如果出现真正的大道坦然，便会获得大

安心。

从前，有人问，“纯清绝点时如何？”那便是镜中没有一点模糊的状况。古人

答之曰：“犹是真常流注。”……这是指还残留着一点迷妄。于是，那人再问：“向

上更有事也无？”答曰：“有。”再问：“如何是向上事？”答曰：“打破镜来，与汝相

见。”若真正想问向上事，便要打破镜来。你固守着一面镜子、一种见识，所以不能

领悟。要打破它，那时才得以相见。（74-76）

“打破镜来”收录于《指月录》（瞿汝稷 279）、《景德传灯录》（道原 746）等禅学经典

里，原句为“打破镜来，与汝相见”。释宗演结合当时开始流行的玻璃镜、镰仓幕府第五

代职权者北条时赖出家的典故谈道：人的感官会投映于心之明镜上。即便这面镜子接

近领悟，但若停滞于此处，也会生出执迷。因此，不应固守其形式，而应将其一锤击碎。

所谓“打破镜来，与汝相见”是指只有去除固守自我的执迷，才能直接面对他者；只有

在与他者的互动中，才能获得自在流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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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去除我执、直面他者的态度是考察“本来面目”的关键。近年的研究指出，这

一公案原为六祖惠能的“父母未生以前，本来面目如何”。它与白隐的“只手之声”、赵

州的“无”字一样，都适用于首次参禅。它取自江户时代的公案集《宗门葛藤集》之“六

祖衣钵”及中国的公案集《无门关》（小川隆 18）。这一考证推测出释宗演用此公案的

来源，但在漱石藏书里未见以上书籍，能否用于《门》的阐释有待商榷。

尚未有研究者关注到漱石不仅向禅学者森大狂请教问题，其实，还藏有森大狂编

的《续禅门法语集》第四版，该书对“本来面目”进行过具体论述：

所谓本来面目，乃是威音劫以前的心性，父母未生以前的真灵也。所谓威音

劫以前，指的是天地未开前。所谓父母未生以前，乃是尚未投胎于父母之时也。

威音劫以前、父母未生以前的心灵，三世诸佛未能说，历代祖师未能传。其故如

何，威音劫以前的心性中，既无心性，也无父母未生以前的真灵。……正如大海之

水与小河之水，所盛之物不同而已，水性则相同。祖师一念不生之心与吾等思量

分别妄想之心没有丝毫差距，故祖师也无法说明。（森大狂編 16）

所谓“本来面目”是指天地未开“尚未投胎于父母”时的心性。每个人的心性看似不

同，如大海之水与小河之水，形态各异。然而，这差异仅在于“所盛之物不同”，作为水

的性质是相同的。人与人、凡人与佛祖之心性，仅仅是表面形态差异，而如水般的相同

心性在天地未开前便已存在。如阿米一般，人往往互相比较，为表面的差异而苦恼，但

若能认识到在“父母未生以前”人与宇宙大生命的性质原本相同，便会消解因我执而

产生的烦恼。

可见，“本来面目”是指自我与他者犹如不同容器所盛之水，尽管表面形态各异，

却心性相同。这是对主客未分、主客合一之理想状态的追溯。“打破镜来，与汝相见”

则指引人放下我执，直面他者，在与他者的动态关系中不断重塑自我。这是接近“本来

面目”的手段，也是引导宗助夫妇自我救赎的方法。

结合《门》中宗助夫妇的苦恼，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面对社会，宗助夫妇自认为

是“落在大水盘的两滴油”（513）。但禅宗公案暗示自我与他者皆为“水”，本性相同。

这否定了宗助夫妇固守的自我，化解了阿米因比较产生的烦恼，预示着二人终将融入

“大水盘”。其次，在“本来面目”的公案中，以水喻心，也暗示着自我的流动性。只有

在与他者的动态交流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我。这与摆脱静止固定的自我、直面他者的

“打破镜来”一脉相承。

从这一角度重读参禅后宗助对镜的场景，会发现这次照镜子的独特之处。“‘不管

怎么保养，回家来总要累一些。不过，你也太邋遢了。……’阿米故意带着快活的口

气说。她还特地从抽屉里找出一面小镜子，让丈夫照照”（601）。参禅后，宗助的态度

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他不再照着固定的镜子，而是照着可以自由移动的小镜子。可

见，他不再固守原来的自我，尝试“打破镜来”。第二，宗助不再独自对镜，而是照着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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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镜子。这暗示着宗助开始在直面他者中反观自我，尝试“与汝相见”。例如，关于

小六的学费问题，宗助一直回避与婶母家面谈，但参禅后，他则回答：“我咬咬牙去看

看。”他还主动告诉小六，让其住在房东坂井家，并与安之助分担其他费用（609）。可

见，宗助通过直接面对他者，解决了此前悬而未决的问题。

正如禅寺门前宗助听到的声音“敲也没用，自己打开走进来！”（598）一般，禅宗

的救赎，决非借助文字等媒介表述的抽象观念，而是直面他者、主动开门的具体行动。

参禅后，宗助不再固守自我，而是尝试在直面他者的过程中重塑自我。

四、作为救赎契机的小六

正如“道在迩”所述，救赎的契机就在宗助夫妇的“近处”——身边的小六。现有

研究大多忽视小六，将其视为宗助人际羁绊的体现（岡三郎 96-97），但其实小六不仅与

镜子意象关系密切，更是引导宗助夫妇获得救赎的关键人物。

从名字来看，小六与镜子存在着有趣的联系。例如，《梦十夜》之《第三夜》讲述

“我”背在身后的“六岁”盲童，成为预言命运的镜子（夏目漱石，『小品』106，108）。

在《第八夜》里，“我”走进的理发店悬挂着“六面”镜子（121）。在禅宗里，“六根”被

称为心之明镜（森大狂 27-28）。在《门》的第六章，宗助夫妇决定让“小六”入住“六铺

席”房间。可见，在漱石文学中，“六”这一数字反复出现，与镜子交相辉映。在《门》

中，小六也成为“打破镜来”的契机。

从年龄来看，小六将从本乡的高中（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大学预备学校）毕业，约

二十二岁，即将步入成年。再过一两年，他便与宗助结识阿米的年龄相仿（353，389）。

另一方面，宗助与小六虽为兄弟，却“相差十岁”（379）。宗助读大一时，小六还是个孩

子。从经济关系看，小六仍然无法独立。介于成年人与孩子之间的小六，唤起了宗助

夫妇的复杂情绪。

对于宗助来说，小六不仅是经济负担，也是迫使其直接面对他者的最大动力。因

为要资助小六上大学，宗助才不得不与坂井等人来往。在小六入住前，宗助对房东坂

井家的事并不关心。他认为，“除了有作为人的求生欲望之外，他们之间没有任何

往来和利害关系”（434）。就在宗助夫妇决定让小六入住后，宗助发现房间漏雨，便

去坂井家请求修葺。耐人寻味的是，漏雨的地点恰好在六铺席房间“镜台”的正上方

（425）。这暗示着小六即将代替镜子，发挥“打破镜来”的作用。此外，为了小六的学

费，宗助卖掉了祖传的屏风，这一屏风又被转手到坂井家。由此，宗助与坂井的关系变

得十分密切（468-70）。在作品结尾，小六能够寄宿在坂井家，解决学费问题，也得益于

宗助与坂井的直接交流（609）。

对于阿米来说，小六既是烦恼，也是改变其日常生活的重要契机。镜台被搬出

后，阿米不得不直接面对小六。在二人吃饭时，阿米十分尴尬：一方面，她相信他们之

间绝不会发生“两性间的欲情艳事”；另一方面，小六又让阿米想起自己与宗助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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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451）。她因此病倒，陷入“与现实世界没有交流”的沉睡状态，以此截断了过去

（488）。这一身体的重生，让阿米的精神发生了重要改变。病愈后，她不再对镜自言自

语，而是主动向丈夫坦白心事。由此，她摆脱了负罪的妻子等由他者语言判断的自我，

专注于当下。例如，夫妇去书场时，宗助发现“阿米始终把视线对着前方，似乎忘掉了

旁边的丈夫，全神贯注地听着。在宗助羡慕的人里，甚至包括阿米在内”（560）。可

见，通过直面他者，阿米摆脱了他者语言的束缚，全心地感受“当下”与“此处”（555），

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救赎。

此后，坂井家派侍女请宗助家人玩牌。侍女称小六为“少爷”（若旦那），宗助夫妇

觉得这一称呼“实在太滑稽了”（542）。所谓“少爷”是对主人长子的敬称。小六依靠

宗助夫妇生活，相当于“少爷”地位。从住宅位置看，六铺席房间既是阿米丧子后休养

的地方（508），又是小六入住的地方。这里埋藏着过去冰冷的记忆，又是唯一朝阳的

“最温暖的房间”（461）。因此，从空间象征意义看，小六的入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阿米无子的空虚。

综上所述，小六既是宗助夫妇的烦恼，又是其自我救赎的契机。对于宗助来说，正

因为小六，他才开始与房东坂井从间接交流变为直接交流。而小六问题的解决正得益

于宗助与坂井的直接交流。对于阿米来说，她虽然失去曾为避难所的镜台，经历“死而

复生”的蜕变，但小六入住后，她也开始直接面对他者，逐渐摆脱丧子的阴影。可以

说，小六是宗助夫妇“打破镜来”的重要契机，也是迫使二人在行动中获得救赎的主

要动力。

五、禅宗之救赎：“打破镜来，与汝相见”

《门》的开篇早已暗示禅宗的救赎之路。宗助阅读的最后一则广告是“俄罗斯文

豪托尔斯泰的杰作《千古之雪》”（358）。《千古之雪》取自日本电影《西伯利亚之雪》，

根据小说《复活》改编（651）。漱石藏有托尔斯泰作品的八种英译本，其中未见《复活》

（夏目漱石，『別冊 下』82）。但其友人内田鲁庵不仅翻译了《复活》，还在 1908 年 11

月把译本赠予漱石（『書簡 中』228）。在《门》连载不久前的 1910 年 1 月，内田鲁庵又

出版了《复活》下篇。因此，在创作《门》时，漱石很可能受到《复活》的启发，而《复活》

中也有一段关于人性如水的叙述：

人好比河流：所有河里的水都一样，到处的水都一样，可每条河都是有的地方

狭窄，有的地方宽阔，有的地方湍急，有的地方平缓，有的地方清澈，有的地方浑

浊，有的地方水凉，有的地方温暖。人也是这样。每个人身上都具有各种各样人

的本性的胚芽，有时表现出这种本性，有时表现出那种本性；有时变得面目全非，

其实还是原来那个人。（托尔斯泰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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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这段叙述与《门》的主旨可知：首先，两部小说都将人性比作水，强调了相对的差

别与绝对的平等；其次，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因年轻时犯下的过错，承受着负罪感。二

者不同的是，《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主动面对他者，在赎罪行动中经历了精神的重

生；相反，《门》中的宗助总是回避他者，被动地等待救赎。

酒井英行指出，《门》的作者混淆了宗助的赎罪与自我救赎（74）。然而，从《门》

对《复活》的引用来看，作者在一开篇便暗示了宗助夫妇的救赎之路。在作品结尾，

小六寄宿于坂井家，坂井的弟弟是安井的朋友，因此，宗助今后很可能直接面对安井。

可见，作品的开篇与结尾都预示着：宗助只有在直面他者的赎罪行动中，才能获得自我

救赎。

综上所述，禅宗之救赎，不是被动地门外等待，而是主动地打开门来；不是独自对

镜，固守自我，而是在直面他者的行动中不断重塑自我。这既是“打破镜来，与汝相见”

的禅宗思想指引的救赎之路，也是漱石后期文学中最重要的主题。

纵观漱石文学，有关镜子与自我的主题早已出现。例如，在《我是猫》里，猫评论

苦沙弥先生说，“主人正是为了醒心悟道才这样对着镜子做出种种表演吧。凡是对

人的研究，都是对自我的研究。什么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都不过是自我的别名罢

了。……研究自我是除了自己以外，谁也无法代劳的事”（368）。在《三四郎》中，三四

郎因执着于与美祢子的镜中相遇，而迷失自我（『坑夫 ・ 三四郎』489）。在《从此以

后》中，代助陶醉于镜中自我，也因为坚持自我之真实而陷入绝境（『それから ・ 門』5，

108，253，307）。可见《门》以前的作品往往描写研究自我之困难、固守自我之困境。

在《门》以后，漱石不再单纯地延续这一主题，而是开始探索自我救赎的可能性。

例如，在《行人》中，一郎苦于无法捉住妻子的灵魂，间接让弟弟试探其贞操。作为学

者的一郎无论怎么“研究”幸福，但若固守自我、原地等待，都无法接近幸福。朋友 H
劝告说，穆罕默德曾呼唤山过来，但山不过来，他便向山走去（『行人』406，414-15）。
这正是在鼓励一郎主动直面他者。《心》进一步将自我相对化：一方面先生因坚持自我

而造成 K 的悲剧；另一方面，大学生“我”直接面对先生，而不是“研究”先生，维持了

对其充满同情的交往。正因如此，“我”才从先生停止跳动的心中获得了“新的生命”

（『心』19，158）。在《明暗》中，阿延试图捉住丈夫津田的心，却发现自己的虚妄；津田

试图探明旧日恋人清子的心，却在镜子里发现自我的“幽灵”（『明暗』633）。《明暗》

塑造了虽在“爱的战争”（530）中挫败、却在行动中不断领悟的人物形象。

在《门》发表前后，漱石笔下的自我从静态到动态，从受困到重生，从被动等待到

主动行动，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门》以后的作品更关注在与他者的动态关系中不

断更新的自我——这正是禅宗指引的救赎之路。从这一角度重读漱石文学，可以发现

《门》不仅是前期与后期三部曲在时期上的分界线，更是漱石文学在主题上的关键转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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