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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村上龙长篇小说《伊维萨》中的身体书写非常显著，其中器官放大、肢解、颠倒等一系列身体书写与日

本创世神话中的女神身体书写及神话结构遥相呼应，包括了对身体官能的强调和突出、生死颠倒与进出

颠倒的神话结构，这种日本创世神话中对女神的身体书写及神话结构也是日本作家创作和日本文学的发

展中的集体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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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ody writing in IBIZA, the novel of Murakami Ryu, is prominent, such as the exaggeration, 
dismemberment and inversion of organs and bodies, which echoes the body writing on goddess in 
Japanese creation myths and its mythological structures, including the emphasis on organs, the 
inversion of life and death and the inversion of reproductive organs. This is a kind of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in Japanese literary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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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村上龙在日本同村上春树并称为“W 村上”，翻译家栾殿武曾评价道，两位村上都选择表现现代化

大都市的主题，但村上龙的作品“主要反映的是都市生活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集中表现为作品对于

血腥、污秽、放荡、噪音、力量的撞击等场面的逼真、露骨、具有高度冲击力和刺激力的描写”，“是

快节奏的表现反社会题材的摇滚乐”([1] p. 8)。目前学界对村上龙的作品研究多集中在他开创的“透明

族”文学流派或其作品中的边缘人物与都市风景意象上，抑或将村上龙作为二战后日本作家代表之一来

研究等，作品中不可忽视的身体书写还未得到关注，而身体书写背后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更是没有得到

重视。身体书写在日本文学叙事传统中十分显著，尤其是女性的身体书写，从形象塑造到官能主义的描

写和偏嗜，背后的深层神话结构一直在发挥作用，而这种文化印记可以上溯至日本创世神话中的女神身

体书写与女神崇拜，这一集体无意识流淌在无数日本文学作品的血液之中，从谷崎润一郎到新感觉派的

川端康成，再到当代，如村上春树、村上龙等一批作家的作品，其中总是弥漫着自上古而来的神话结构

的馨香。 
对于日本创世神话的研究，多是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范式之下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

创世神话研究，包括东亚文化圈内中、日、韩创世神话的异同比较或它们之间的流脉与接受，以及全球

范围的东西方神话比较；或是对日本创世神话中的某些形象的解读、溯源和本土化、在地化考察。以上

研究整体上较少且层次较浅。首先，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比较范式之下做研究，首先要注意可

比性，而多数研究存在无前提条件而直接比较的误区，造成研究的无效性，其次是研究皆呈现出粗浅、

简单、平面化特点，只停留在现象表面的罗列，没有深入探讨形成原因，即便是溯源性的影响研究也有

戛然而止的遗憾，最重要的是没有将神话研究与日本文学传统勾连，孤立静止地考察神话。在对日本文

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诸多考察中，可以见到的是不同作家作品中不同女性形象的分类比较，几乎没有

将女性形象研究与身体书写形成背后的神话结构相结合论证分析的。 
长篇小说《伊维萨》是日本芥川奖作家村上龙于 1992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由五部分构成，

每个部分都是主人公——患有精神病的女子黑泽真知子旅途的一站，真知子从精神病院出来三天之后便

踏上前往巴黎的旅途，作者村上龙在后记中说到这是探索生存和毁灭问题的作品。目前学术界对《伊维

萨》的研究几近空白，但《伊维萨》中浓厚的身体书写是不可忽视的表象，而深挖之后可见日本神话结

构在村上龙作品中的集体无意识表征。 
本文旨在从日本神话中的女神身体处置方式入手，分析创世神话中伊耶那美命和谷物女神大气津比

卖神的创世方式，并析出其神话结构，以此来论证《伊维萨》中创世神话结构的留存和表征。 

2. 日本创世神话中的身体书写及神话结构 

第七代神伊耶那岐命与伊耶那美命奉命造物，绕柱交合之后生出日本国土诸岛，其次生诸神，伊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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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美命由于生下火神被灼伤阴部而死，被葬在云国与伯耆国之境的比婆之山，其伴侣男神亦是哥哥的伊

耶那岐命出于思念前往黄泉之国寻找女神伊耶那美命。但到了黄泉之国的伊耶那美命不再是活着的那种

状态了，她的生活环境变成了黄泉，不再是生的场域，身体形容外貌也依之而变。在见男神伊耶那岐命

之前她需要变幻身体，“伊耶那岐命不能复待，拿下左髻所插的木栉，取下旁边的一个栉齿，点起火来，

进殿看时，乃见女神身上蛆虫聚集，脓血流溢，大雷在其头上，火雷在其胸上，黑雷在其腹上，拆雷在

其阴上，稚雷在其左手，土雷在其右手，鸣雷在其左足，伏雷在其右足，合计生成雷神八尊。”([2] p. 12)
创世之后变成冥后、黄泉之主，伊耶那美命的神话叙事体现着生死颠倒的结构，本身是美好的创造岛屿

和诸神的女神，但是死后进入了黄泉之国并成为冥后，身体器官毁损之后呈现恐怖、怪诞之态，伊耶那

岐命见到伊耶那美命的外貌十分惊怖惧怕，赶紧逃跑了，回到人间之后伊耶那岐命说，“我到很丑恶很

污秽的地方去过，所以须得拔除我的身体”([2] p. 14)。伊耶那美命从生到死的转变是仪式性的，因此伊

耶那岐命也要通过仪式拔除自身，从而恢复在生之场域的身份，伊耶那岐命的净化仪式形成阈限过渡空

间，这个过程中去除的和清洗掉的也都创造出了神。伊耶那美命有强烈的报复之心，让伊耶那岐命的国

民日减一千，由此，伊耶那美命从创世之神变成了死亡、毁灭之神。生死颠倒的结构包含着身体本体和

身份主体从生到死的转变，还包含着创世能力从创生到致死的转变。 
而另一位女神大气津比卖神的创世能力则体现在用身体创造谷物和谷物种子上。大气津比卖神“从

口鼻及肛门取出种种美味，做成种种食品”([2] p. 24)，建速须佐之男命以为大气津比卖神以秽物相食，

于是把大气津比卖神杀死了，“从被杀的神的身体上生出诸物：头上生蚕，两眼生稻，两耳生粟，鼻生

小豆，阴部生麦，肛门生大豆。神产巢日御祖命使人采集，即为谷类之种子”([2] p. 24)。谷物女神的造

物方式体现着吃吐进出颠倒，从口鼻眼耳处创造谷物，本来是进入身体的通道，却反向取出谷物来，而

谷物是从口鼻而入的东西，也能从肛门、阴部创造，这样看似违背现代伦理和儒家传统的创造方式正是

日本创世神话的特殊性，女神在生之时可以从吃进去、吐出来的器官中取出食物，并不以此为污秽，且

是至高无上的神圣，被杀死的女神身体具备更强大的创世能力。在生死转换的结构之上生长出吃吐颠倒、

进出颠倒的结构。 
日本创世神话中女神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不言而喻，男神的神话叙事并不特殊，篇幅也有限，亦较为

常规。创世女神的造物方式皆是以身体器官创造，而女神们由于创世而死，身体是创世的条件，也是牺

牲，这是对身体器官本身的强调，日本人对身体、身体各部位、各种器官的痴迷由此发端，对官能主义、

女性身体的描写也多是从这些方面展开。村上龙长篇小说《伊维萨》是突出代表，其身体书写带有创世

神话中女神的身体印记，并具备生死颠倒、进出颠倒的神话结构。 

3. 《伊维萨》中的身体书写 

村上龙《伊维萨》中身体书写最突出的是对身体器官的着重强调和置于前景。这场旅途以东京新宿

为出发点，去往巴黎，途经蒙地卡罗，抵达摩洛哥，最后的终点站是伊维萨岛。主人公黑泽真知子用肉

体关系换来旅程的开始。从第一章《巴黎的忧郁》，主人公黑泽真知子从猕猴桃果园附近的精神病院离

开，坐上飞往巴黎的飞机，而这趟“逃离”的行程的机票和资金是她凭借自己的身体向一位叫神原吉雄

的男性换取的。男女二人以发生身体接触和性关系为开始，后又因发生肢体冲突和暴力而分手。在肉体

碰撞的关系中，真知子逃离了原本的日本环境、精神病院环境，也再次从男女肉体关系中脱离，身体可

以被交易、被蹂躏、被暴力。纯粹的身体之间建立的关系很脆弱，但又是带着权力与霸权的。离开神原

吉雄之后，黑泽真知子遇到了日本男摄影师小林和巴黎模特勒芙斯。勒芙斯和真知子扮作女同性恋，日

本摄影师小林想要拍摄扮作女同性恋的她们的裸露和私处照片，在摄影师小林镜头注视下，身体的各个

部位被特写被放大，特别是性器官的特写。他们之后前往一家肮脏混乱的俱乐部，在这个由毒品、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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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跳舞建构起的空间里，身体是最本真的实在，因为没有灵魂，没有意识，只有身体之间的接触、

身体的虚弱坍塌、身体的被催眠状态。肉体的在场感极为强烈，读者能够直接接触到各种肉体符号，以

及汗水、泪水、生殖器官、排泄物，从味觉、触觉、视觉不同方式感受、观看、触及身体，由快感、欲

望、力比多支撑起来的文本，充满各种性爱方式和性暴力描写。水中的鱼，不是为了逃亡而上岸，而是

厌倦了水中的生活，鳃和鱼鳍承受的痛苦，会被陆地上的雷电雨水抵消，而风抚摸身体是最刺激的。 
对官能的强调和器官的放大还表现在作品中大量的身体肢解。主人公真知子在精神病院中被医生告

知是身体、精神、社会存在三个方面的自我存在复合型障碍，时时刻刻都有严重的精神幻觉，脑海中总

是浮现幻觉和幻听。小说开篇是真知子的幻觉场景：“一名头发染成金色的少年喊着救命、最后奄奄一

息”，“当时他腹部插着刀，失血量已经到了致死的地步”([3] p. 1)。小说的开篇便是身体的死亡、身体

与身体的性交、对身体施暴和以身体进行交易。对于细节的描写将看身体的方式极端分裂，使人无法将

身体的部位同整个身体联系起来。这是一种暴力和分裂叙事，身体不再具有应有的完整感，将生理概念

抽出，只将各个部位呈现出来，效果是摧毁的、引起生理不适的。之后的情节中，由于主人公的幻觉，

身体被肢解的细节场景不断重复出现，如“锯子切入肉里的声音，四处飞溅的肉末片”、“血沫的轮廓”([3] 
p. 40)。对身体的处置方式，包括施以暴力、性交、肢解、使缺少部位、残疾，还包括使之死亡。作者无

意于挑起读者欲望，相反，是想阻断读者肉体欲望的生成，是通过肉体横陈，过于袒露、直接的呈现，

在瓷盘一样的白纸上，用刀叉一般的笔锋来回反复摆弄着身体，造成一种感情的囹圄和审美的冲击。重

复机制会使得陌生的风景变得熟悉，有意义的东西失去意义，在身体被肢解(不管是直接被解体还是对部

位的强调和描述)的过程中，存在的意义也在消解。身体的边界和轮廓被模糊，上升到宇宙天体，随着时

间和运动流动。村上龙的身体书写推翻了宗教的天堂、地狱概念，建立了一个新的宗教，以杀戮、迷幻

和肉体组成的教会。 

4. 《伊维萨》中的神话结构表征 

沉沦于欲望不是作者的目的和终点，肉体的横陈不是为了博眼球，大肆宣扬身体是为了让人类复归

到最原始的状态，用身体张扬生命力，如同伊耶那岐命和伊耶那美命最初创世时的状态，不会产生羞耻

感，不会受制于社会伦理，要用身体去思考，去寻找毁灭或寻找存在，要跟随欲望而活才能保持最纯真

的东西。而真知子在整个旅程中的创造性是对自身身份、存在意义等一系列主体性问题的探寻，对自由、

生存、毁灭等存在主义概念进行回答，对自身的创造，也是对日本女性的创造，这是创世的体现。 
进出颠倒的结构一是在器官上体现着颠倒，作品中对流出体液的器官的描写多于吃饭喝水的描写，

作者村上龙本是一位著名的老饕，在《孤独美食家》《第一夜第二夜最后一夜》等作品中通篇贯穿对高

级西餐的描写，尤其是对法国餐饮的极精细描写，但在此部《伊维萨》中极少提及法餐，既然主人公身

处巴黎，在欧洲和北非旅行，则无法避开餐饮空间，但入口的只有酒精和其他人的泪水、汗水、体液，

本该流出身体之外的被作者安排吃进口中，村上龙描写了女性真知子的情欲的欲望、排泄的欲望，甚至

产生想射精的欲望，身体想要接受却又要排出。进出颠倒结构之二体现在身体和意识关系的紊乱，意识

主导了身体，真知子由于患有精神疾病，在旅途中有过两个旅行向导，第一个是真知子自我意识的分化

体，叫做乔埃尔，真知子在幻觉中，常常不知道身体外部的现实是真是假，只有身体的内部自我能够确

认生命的存在，乔埃尔也成为真知子存在的证明之一；第二个旅行向导是一个远古幽灵，幽灵从世界最

原初时起就世世代代担任向导，引领着海里的鱼类上岸生活完成物种基因改变，也是所有新陈代谢物质

的形态，这位旅行向导毋宁说是人类旅行的总向导，真知子无法分辨幽灵是真是假，也无法判断幽灵指

引的方向正确与否，只是跟随着幽灵的指引继续旅途。 
“我就是压抑的标志”([3] p. 179)，真知子最终如此定义自己。真知子永远被象征物异化了，正如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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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蒂瓦指出的“相当于享受双重(卑贱与神圣)身份的乐趣。这里打开了两条路：升华和倒错”([4] p. 110)，
真知子本身作为精神病患者，无意识层面一直重复着肉体、暴力、性关系、血腥的场景，自我意识层面

无法摆脱甚至主动追求这种生活方式，性向的倒错，年幼丧母、与当老师的父亲一起生活多年，强烈的

欲望和受虐倾向反映的是与母亲主体分离过早，父亲话语单方面充斥，以至于真知子曾回想起自己在母

胎中看到的太阳光线，整个旅途体现着与自身的对峙和寻找，寻找主体性话语。而主人公真知子从卑贱

的所在到成为伊维萨的象征、成为众人崇拜的对象的仪式转变中伴随着身体器官的肢解、从生到死的颠

倒。 

5. 《伊维萨》的肉体神圣性与日本神话表征 

在日本文化中，女性形象有着独特意义。“尽管性本身在日本思想中不属罪过，但似乎确存在对性

欲所能纵容的，尤其是对女人身上，摧毁力量的深深惧怕……女人，尤其作为母亲，受到人们的崇拜，

但作为贞洁的破坏者，又为众人惧怕”([5] p. 7)。 

日本神道教中的女神崇拜积淀在日本民族文化性格之中，作家的女性崇拜情结成为较为普遍的表现。

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神话，日本民族神话中的太阳神并非诸如阿波罗、拉等男性，而是一位女性，即天照

大神，对日本人来说太阳“是生命绝对的孕育者和哺育者，宛如一个母亲”[6]。日本的自然灾害频繁，

八百万神灵的神道教遵循着万物有灵论，面对无法抗衡的大自然，除了敬畏，日本民族认为“只有太阳

提供了永恒的保护，她能使一切死而复生。”日本民间的女巫传统是神道教扎根的土壤，飞鸟和奈良时

代，女权达到顶峰，进入平安时代，女巫传统成为一种日本精神底色，即物哀。而武士道的男性化和男

权化极致是通过武士道来捍卫女神。“女神表达的是一种内心世界的原则：她就是世界，她在每个女性

心中显露。女神的形象激励女人把自己视作神灵，把自己的躯体看得神圣，把自己的生命各个阶段奉为

圣洁，把自己的侵略视为健康，把自己的愤怒当作纯洁……通过这个女神，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的力量，

照亮我们的心灵，掌握我们的躯体，赞美我们的感情”([7] p. 52)。 
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就在于身体的自由，控制和规训会让生命失去存在的可能，欲望才是生命的原动

力。主人公真知子在摩洛哥的黄昏下落泪，她感受到了自由，无需解释便能理解的自由，这便是生命力。

第一人称的写作，尽可能抛开了男性对女性肉体的窥视，女性的第一人称在此处没有显示过度的女性化

倾向，目的也并不是为了满足男性读者的窥视欲望。整篇作品中对身体的探寻在子宫、卵巢等器官面前

停了下来，甚至将经血与男性性器官联系在一起，也没有对女性胸部的描述，只涉及男女共同的生理反

应状态，相对的，也没有大肆宣扬男性下半身，村上龙的身体盛宴中没有对性别的个别偏向，只呈现最

原初、最朴素的欲望。生命个体在重复场景或压抑下欲望的爆发，身体的敏感、冲动和激情是表现，正

如“在审美的过程中，身体始终是出发点、中心、目的，以其力学和光学创造美学。发挥作用的有感官、

肢体、情欲，当然还有思想，亦即审美乃是身体各部分机能整体协作的结果，此时感性即是神性，自我

肯定的意志贯穿于人所是的身体，自豪、忘情、放纵的快乐充盈于其中，并向世界流溢乃至喷射”[8]。 
小说中的伊维萨是富豪新贵们放纵娱乐的地方，是身体得到最高自由、崇拜之处，人毁灭了，但也

生存着，存在的证明并非理性精神，并非对社会规则的遵循，而是跟随本真原初欲望活动的肉体。身体

进行的行为，身体的交往，身体的破碎和残缺，这部小说忽略了社会的观看和注视，即便仍被观看，也

是需要巨大勇气或根本不敢去看的。即是身体之外，别无他物，身体之内，万物生长。 
旅行的目的地伊维萨岛上什么都没有，伊维萨是圣地，是终于找到自己是谁的地方。终于身处伊维

萨岛的真知子手脚被割断，被人买走成为伊维萨岛的一个象征。真知子身体残废，失去了生理功能，不

能活动，却成为一个被朝圣的偶像，以真知子名字命名的伏都教歌曲被创作出来，观光客们纷纷购买带

有“真知子”日语字母的 T 恤、钥匙链、浴巾等纪念品，真知子的工作是坐在舞池中央一个模仿神殿建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3.112018


曹旭 
 

 

DOI: 10.12677/wls.2023.112018 102 世界文学研究 
 

造的高约十米的尖塔顶端接受来访的人的崇拜。这样一种神圣化塑造，将真知子与台下的宾客拉开距离，

也与我们读者拉开了距离。台下舞动着的客人们，无不是等待被献祭的羔羊。 

6. 结语 

《伊维萨》这部作品中的虚构性旅行叙事，主人公真知子在前往巴黎、北非的旅行中发现身体、寻

找自己，对应着作者在这一旅途中试图探索日本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与毁灭问题。向着肉体朝圣的

途中，村上龙以物质性的肉体描写、社会性的欲望表述，叙述着近乎宗教感的身体崇拜。非理性的身体

写作，展现了身体在《伊维萨》这部作品中的主体地位，身体是唯一的存在，是生命意志，是最纯真的

东西，意志、精神、灵魂皆是不可靠的、分裂的、错乱的，无法为人类解答毁灭还是生存的问题。 
村上龙作品中的这种身体书写是对日本创世神话，尤其是创世神话中的女神创世神话结构的表征。

女神创世是以身体器官的强调、破裂、毁损为条件与代价的，其中深层次的神话结构表现为从创生到死

亡仪式过程的生死颠倒与生殖器官和进食器官的进出颠倒，《伊维萨》中主人公真知子身上还流淌着远

古创世神话中女神的血液，只不过体现为降格的女神，对肉体器官的放大和突出、从卑贱到崇拜的仪式

型转变伴随着肉体的毁灭、上下进出颠倒的结构等方面都是日本创世神话结构的基因。从创世神话和神

话结构的表征对村上龙作品进行深层次挖掘，可弥补只停留在思想、内容、主题等表层评析的遗憾，挖

掘出作品背后的文化筑基。 
神话永远是作家创作的养料，文化血脉也总会留存在后世的文学发展长河之中。从当代作家村上龙

回望整个日本文学发展史，纵观之下可见其他日本作家也有这种基因，无数作家的作品中都留存着日本

创世神话的结构，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对村上龙长篇小说《伊维萨》中日本创世神话结构表征的论证，

是天下秋之一叶落，这样一条独特的日本文学叙事传统链条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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