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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2009年6月，臺北縣新雨出版社出版了

日本青木新門《納棺夫日記》中譯本，這本

中譯本係由蕭雲青（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

中心日語講師，留學日本獲臨床心理學碩

士），韓蕙如（英國Swansea大學翻譯語言

學碩士，專職翻譯），及廖怡雅（政大日文

系畢，曾修日本宗教相關課程）三人合譯而

成，各有專長，因此對原作者的構思頗能掌

握，文字流暢，讀來毫不青澀。

作者青木新門1937年出生於日本富山縣

入善町。四歲時與父母遷居舊滿州（今中國

東北地方），日俄戰爭時，父親被派到西伯

利亞，從此再無消息。戰爭結束後，他與母

親及幼小的弟妹被送往集中營等待返國，而

弟妹卻因病死亡，母親又重病，他背著弟弟

及另一同在集中營的阿姨將弟妹送往

集中火葬場，看到弟妹化成灰燼，

在他幼小心靈上刻畫著不可抹滅的

傷痕，那年他八歲。

返國後，他曾就讀早稻田大學，未畢

業，再因家庭變故，一度從商，開了一家酒

吧兼喫茶店。他的店成了騷人墨客常聚的場

所，他也隨之自由開放，醉心於寫作，未能

專心經營，喫茶店因而倒閉，一時陷於困

境。為了養家，他需要找尋工作。他在報紙

上偶然看到一個「冠婚葬祭自助會」的徵人

廣告，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前往應徵，從

此踏上他完全陌生，人多視為低賤的納棺

（即對往生者淨身、化妝、入殮）工作的領

域，忍受著親友及社會的卑視、家人的不諒

解，一直勇往向前。數十年後的今天，他卻

成為納棺工作的專家。現任禮儀公司董事與

監察人。著有詩集《雪原》，文集《陽光灑

落樹蔭的風景》等書。

1993年，青木新門將他自己從事納棺工

作的心路歷程，所看到種種悲歡離合的故事

及他在工作中領悟到生與死的觀念，寫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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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棺夫日記》，他的初意只是將從事這項

工作的感受隨意寫下來，委託當地一家小出

版社「桂書房」出版，想不到這本書出版後

大受好評，作者一夕成為名人，西諺云：

「上帝關了一扇門，卻會開啟另一扇門」，

上帝真的為作者開啟另一扇脫離貧困的門，

也讓讀者對生死有了許多新的認識。

◆ 關於《納棺夫日記》

青木新門的《納棺夫日記》初次印行

是在1993年，出版後受到好評，引發了熱烈

討論風潮，也影響日本人對傳統「納棺夫」

這項職業的卑視改觀。五年後作者將原書修

訂，刪除原來的日期，以章節方式出版（分

為霙的季節、關於人之死的種種、光與生命

三章）。並加推薦序兩篇、作者註釋、關於

「納棺夫日記」、後記、文庫版特別後記、

日本知名佛學作家高史明〈光明之書：從

《納棺夫日記》中感受的喜悅〉等。

作者在其「納棺夫日記」之中，詳述他

這本書寫作的經過及初稿的形式，他列舉他

的初稿是這樣的：

X月X日　陰天

今天第一次負責納棺的工作。

第一次負責這個工作就很不走運，因

為往生者的遺體既高大又結實，而且僵得

很利害，讓我滿頭大汗，整整花了兩小時

才弄完，總之我非常緊張又很疲憊……。

X月X日　多雲時晴

……今天到第三位往生者家裡，因為

遲到了，被對方家屬破口大罵，大剌剌地

直稱我「納棺夫」，讓我覺得心裡很不舒

服。字典裡可沒有「納棺夫」這個用語…

…。

X月X日　雲

叔父來了，他說我是家族之恥，甚至

到對我下最後通諜，說我如果再不換工作

的話，就要和我斷絕關係……。為什麼這

種工作會被人如此厭惡呢？

簡單幾行文字，道出了作者的心靈交

戰，及對人們輕視納棺工作的不平。

作者在本文中也說明了他後來改變日記

的寫法，開始記述一些短文，及名言等如：

西藏度亡經：「人們都說在死的對照

下，才能實現生的燦爛耀眼，但其實應該

是：唯有接受了死，才有辦法接受超越生死

的光芒照射，才能實現生的燦爛耀眼。」

愛因斯坦：「不科學的宗教是盲目的，

沒有宗教的科學是危險的。」

名人的經典名言，使他開始閱讀宗教或

哲學書籍，領悟到生與死的哲理。書中他一

再提到日本淨土真宗開山祖親鸞上人（1173-

1262，八歲出家），著作裡闡述佛教對生死

的觀念及體驗「光」的存在；也一再提到日

本詩人宮澤賢治的作品對於「死」的詮釋，

這些人影響了他的思維，他信佛，但不是迷

信的而有科學的分析，他對生死觀不是悲傷

而是光明。他曾這樣說：「……走在前面，

只要伸出手就可以觸碰到的人是可以信賴

的。只要有這樣的人走在前面，就能安心地

跟在後面前追進。……對末期病患者而言，

激勵太過殘酷，善意則太讓人悲傷；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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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或言語，對他們來說都不需要。只要某

個有著美麗清澈的眼眸，像一陣清風般的人

在身邊，這就足夠了。」

他的這句話「美麗清澈的眼眸」似是

影射著他自己的一段往事，一次，他去為一

位往生的老人淨身入斂，想不到這位老人是

他初戀情人的父親，當時阻礙了他與初戀情

人的結合。當他冒著滿頭大汗，為往生老人

做淨身工作時，發現身邊有一位女士，那清

澈的眼眸，似曾相識，她默默地含著淚為他

拭汗，原來這位女士是他的初戀情人，這種

面對昔日戀人及她父親的遺體時，他在書中

如是說：「再見的訝異和淚水的深處，還存

在某些東西，……那種依偎般的坐在我身邊

不停的為我擦汗，不帶一絲輕蔑、憐憫或同

情，我所感受到的是超越男與女的關係……

覺得有信心繼續從事這份工作。」這種感受

徹底改變了往日忌諱著死亡人的心理，決定

了他日後的新人生觀。這是他後來從事納棺

工作的潛在因素。走筆到此，筆者想到英國

文學史上著名的Pepys（1633-1703）的日記，

這部日記是作者自撰的土語而寫成，為的是

不想讓他妻子看懂。這部日記約到百年後才

被一位教士翻譯成英文，一時轟動，在英國

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因為在這部日記裡

述及倫敦大火，倫敦鼠疫等大災難，還有他

與女僕的曖昧關係，及倫敦上流社會人士百

態等，對史學家來說是一部極有價值的著

作。又如胡適的日記雖簡單，但卻有很多隱

喻，讓後生閱讀時要費很多時間去解秘，但

《納棺夫日記》卻坦率地描述他週邊的人、

事、物、及他的心境、他的人生觀改變等。

筆者覺得他的日記不僅記述每日生活點滴，

而有他對宗教的觀念，他對生死的透視，可

說是一本富有哲理的日記文學作品。

◆ 電影「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

1996年，青木先生家中來了一位貴客，

他是日本知名演員本木雅弘先生，他讀了這

本書深受感動，促使他前往拜訪作者，遊說

他同意將這本書改編成電影。青木先生當時

想到電影能否表現他所要傳遞宗教的觀念，

觀眾能否接受生離死別的悲痛鏡頭等問題而

婉拒。但本木雅弘卻不氣餒，長達十三年的

奔走與連繫，他的誠意感動了作者，終於同

意。作者要求：1.不要用原書名，2.不掛原作

者之名。最後雙方達成協議，而有電影─

《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的誕生。想不到

這部電影上演後轟動全球，在日本榮登2009

年評價最高影片，獲最佳導演、最佳女配角

獎；在美國，獲得第28屆夏威夷電影節觀眾

歡迎票選獎，更榮獲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

片（第81屆奧斯卡金像獎），成為日本電影史

上首次獲得奧斯卡金像獎外語片的殊榮；在

中國獲得「金雞百花獎」，最佳外國電影、

最佳男主角、最佳導演等；在臺灣持續上演

十一週，票房打破歷年來外語片的記錄，高

達三千萬人次。超過臺灣人口總數，表示

有不少人重覆觀賞（參見本書推薦序，頁

3-5），網站上還有不少稱讚的短文及留言。

筆者當時未去留意，失之交臂，今讀原書

後，即去租了DVD在家觀賞，片長兩小時，

筆者是流著眼淚看完的，深深感到這部影片

所以能獲得全球人們的歡迎，其來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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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導演及編者的巧思，掌握原書

的菁華，以倒敘法（回憶的方式）表現。全

劇不以原作者所寫一個平凡文人從商失敗為

始，而以煙雨茫茫的天氣為引介（作者稱之

為「霙」，「霙」者是指下雨又下雪的天

氣），並以「聖母頌」為影片開始的背景音

樂，回述男主角從事納棺工作的初體驗及經

歷，更能感受到送往生者走上「來生旅程」

的意義，正如書中一位火葬工作者所言：

「那裡有一道門，穿過這道門即是進入另一

世界」同樣的意義。全部畫面優美、寧靜，

而不是對死亡的恐懼。更為突出的是反諷及

對比法的表現，男主角是位大提琴手，借債

買了大提琴，他興奮的找到一個樂團大提琴

手的工作。在初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演奏會

上，他陶醉的演奏著貝多芬的「歡樂頌」，

那種輕快歡娛的節拍聲中，幻想他將帶著妻

子環遊世界。但現實是殘酷的，演奏結束

後，樂團老闆宣布解散，這種突來的惡耗，

使男主角震驚而不知所以。鏡頭特寫在他茫

然的臉上，顯出他面臨失業、家庭經濟困境

的無奈，令人鼻酸。

第二，男主角演技精湛，本木雅弘先生

是日本知名演員，曾到印度旅行，對佛教有

所領悟，對生死觀的問題更有深刻的思考，

讀過《納棺夫日記》，與作者有長達十三年

的連繫及接觸，因此由他來演，應是最適合

的人選，果然他演來入木三分，絲絲入扣，

把作者的木納，宗教觀念，納棺夫工作的歷

程，及他與妻子之間的關係，銓釋得淋漓至

盡，也是這部影片得獎的因素之一。遺憾的

是全片沒有將書中部分感人的一段與初戀情

人的巧遇，及第三章對「光」的闡述在片中

表現，使觀眾有著若有所失的感覺。

◆ 結　語

讀者閱讀此書時，建議先讀林景淵的推

薦序─〈與不可思議之光相遇的人生〉，

這篇序中敘述電影「送行者：禮儀師的樂

章」得獎及各國的迴響，述及作者慘痛的童

年及他如何從事「納棺夫」的經過；本書附

錄有作者〈關於納棺夫的日記〉及高史明先

生的〈滿溢光明之書：從《納棺夫日記》中

感受的喜悅〉，讀者均可以從這些文章中瞭

解本書的概貌。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多元性文化，以

儒學為主導，因而對父母長輩往生後的禮儀

特別重視，即是慎終追遠，以孝為先。這種

文化隨佛教傳至日本，至今日本仍保留著舊

禮。從作者在其《納棺夫日記》裡所遇到各

種為往生者納棺的工作中，充分表現出孔子

所說的「慎終追遠」的意義。而臺灣與中國

的傳統文化卻漸行漸遠，臺灣對長輩往生者

多委託葬儀社辦理，使家屬與往生者之間的

關係淡化，有種死後就了的感覺。

《納棺夫日記》在第三章「光與生命」

裡，作者看到孕育發光的卵的蜻蜓，他忍不

住淚水泉湧，因為從幾億年開始蜻蜓產卵後

即會死亡，牠那身體在夕陽餘輝時所發出的

「光」，是那樣鮮明，令作者深為感動，他

讀到日本詩人高見順在去世前一年發行的詩

集《寄自死亡的深淵》中一首詩：

電車的窗外

充滿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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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了喜悅……

這個世界

人類和大自然

都充滿了幸福

但是我卻注定要死

然而這個世界好像真的很幸福

這撫慰了我的悲傷……；

當作者看到屍體上的蛆時所見到蛆的

光，以上種種引發了作者對「光」的感想，

作者文中如是說：「……當靠近死亡，正面

直說死亡時，眼裡所見到的一切，大都變得

閃閃發光吧！」；作者因而對人往生時愈來

愈覺得「寧靜而美麗」，也在往生者臉上看

到不可思議的「光」，他認為那是佛陀所散

發的慈愛之光。（參見本書推薦序，頁7）

當他看到叔叔彌留前握著他的手說聲「謝

謝」，那種慈祥，一掃過去對叔叔看不起他

的工作的陰霾，「所謂對生的執著消失，對

死亡的恐懼也消失，就是煩惱消滅，超越了

生死；心情真的安祥、清淨，就是獲得了寂

滅（涅槃）；什麼都可以原諒，就是超越了

善惡；對萬物滿懷感謝之情，除了迴向，別

無其他。」

作者又引用了高更（Paul Gauguin, 19世

紀法國印象派畫家，被稱為印象派大師。他

嚮往大自然，而至大溪地過著返璞歸真的生

活，終其一生）一幅畫名「我們來自何方？

我們身為何物？我們去向何處？」有多篇幅

的論述，這種命題是值得探討的。

筆者希望南臺灣受八八水災的生還者，

能看看此書及影片，相信本書及影片會帶給

他們無比的寧靜，會撫平對失去親人的傷

痛，而能面臨全新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