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雪国读后感大学生(优秀10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那么你
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雪国读后感大学生篇一

读完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后，我被他作品中那种独特
的美深深吸引住了，所以这些天抽空就把这本《雪国》也看
了看。

小说开篇以主人公来到一个白雪飘飘、四野茫茫的静谧雪国
为开头，这一点与作者的唯美观是分不开的，川端的作品总
是以他独有的那种清清淡淡，含含蓄蓄的情感：或是暗暗的
哀伤，或是羞羞涩涩的爱慕，或是淡淡的凄凉，深深地打动
着我们，而且这种打动是一点点，一丝丝，静静的，轻轻的，
流入我们的心田。看完《雪国》掩卷沉思，慨叹驹子和叶子
命运的不幸。

他们是雪国里悠悠飘零的雪花，在半空，这般冰艳动人，带
着寂寥的哀伤让人怜爱不已。可是雪花永远只能是雪花，他
们的身份是艺妓，他们的命运已经定格，纵然努力去摆脱，
却也只是徒劳，正如小说里写的：驹子的生命是徒劳的，你
只能看着这哀艳美丽的雪花悠悠地飘到你的眼前，于是你忍
不住心动，用手去接，然后只能静静地看着她在你手中慢慢
地消融，而你却什么也做不了。

《雪国》的名字预示了故事主人公凄冷的宿命。纵然故事跌
宕起伏，世事变迁，但结局还是最初的那片凄冷的景象。熊
熊烈火之中，叶子犹如天际的星星般陨落。故事结束，银河
倾泻而下，黑暗毁灭了一切虚无的暖色与希望，霎那间温存



与美好沉落在雪国。雪国的冰冷依旧寒彻心底，只是变得像
废墟一样，了无生机，凄凄惨惨。

这是一个犹如梦境的故事。岛村在火车上映过玻璃观察叶子，
余晖中的叶子让岛村着迷，叶子的出场注定了她人生的悲剧。
黄昏之中，本应充满希望的妙龄女子却与暮景一起流逝，她
的人生亦是如此。活着的'时候让人心存怜惜，死亡的意外又
带给了人们无法承受的疼痛，小腿在抽搐，苍白的脸在燃
烧……这是残忍的结局，它让时间骤然停止，雪国也封存在
人们心底。

驹子是故事中唯一的暖色调。嫩绿的群山中，驹子的脖颈淡
淡映上一抹衫林的暗绿；白雪皑皑的清晨，镜中的白雪衬托
出她红红的脸。还有与岛村相视后羞涩低头时绯红的双颊。
这都是让人温暖欣然的。她的出现，调整了故事的节奏。急
促的谈话，忙碌的生活，安静的等待，让驹子的形象变得鲜
活可爱起来。但她终究与“徒劳”无法分离。岛村的态度决
定了喜悦希望都只是驹子幻想中的假象。她爱他，但是他却
没有。驹子，这样一个执着且坚强的女孩。她性格的活泼和
快乐只是雪国上空飘过的一阵风，注定不能久留。她不属于
这里，就连她的出现都是“徒劳”。飘渺的不是叶子而是她。
她仅仅是个配角。如果说叶子的死去毁灭了岛村心中的幻想，
那么驹子的虚无则更让人觉得疼痛。她注定不属于这样悲凉
的世界，她脸上的绯红会褪去，灵魂也会在冰冷中被吞噬。

驹子的无力，让我觉得伤感无奈。冰冻大地之上，即使有千
万的火种也不能燃烧。驹子的存在就是这样微不足道，在岛
村的心里是，在雪国也是。其实，驹子的形象随着叶子的死
去而幻灭，她悲恸的喊叫声意味着最后的挣扎，但却依旧无
力。她——注定不能把那抹绯红留下，雪国的凄冷已成宿命。

当凄冷已成宿命，那团火焰的熄灭或许比死寂更让人疼痛吧



雪国读后感大学生篇二

其实第一次是看不懂，或许是这么美的雪国演绎的一场无声
无息的杯具的缘故吧。尽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迫使我再去看
一遍，我不明白人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不明白一个年轻的
艺伎对于一个有妻室儿女的中年男人意味着什么，也许荀子
梦幻般的感情在岛村看来只是徒劳一场吧。

婀娜的荀子，一个很异常的女人。她很勇敢，能够应对这个
注定没有结局的感情故事，能够勇敢应对这段失败的感情里
卑微又脆弱的自我。又或许她天真的以为相爱了就能在一齐。
在开始，在这样美的雪国我是没有勇气应对她的。心太痛了，
在遥远的雪国温泉，荀子梦幻的美丽感情我还是忘不掉。一
个爱读小说的，写了数十个本子日记少女，一个对着空旷的
山谷寂寞的练习三弦的艺伎，一个为治疗恩人家少爷而从事
花柳巷一人工作的女子，一个不细心爱上有妇之夫上的可怜
女子。

小说从头到尾就是很让人心痛，或许杯具就在于这个憧憬感
情的女子还要假装无所谓的应对她的情人岛村说她记日记完
全是一种徒劳，其实一向以来我是很怕徒劳这个词的，徒劳，
这个词真的可怕，可怕到可能会让一个心智不成熟的人放弃
自我，甚至会忘记最初的自我。

可是在那个美丽的雪国荀子不仅仅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让人心
痛的感情故事之外。她带给了我另一种力量。尽管她不加隐
瞒的记录日记，甚至连自我读起来都觉得为难情，但我欣赏
与她对生活的这种豪情与真实。毫无保留的把自我写在日记
里。那需要一个多大的勇气。尽管她对三弦的执着，只是应
对寂寞如许，但我敬佩于她这样驱散孤寂的手段。把自我对
于生活与感情的梦幻，寄托于三弦，歌声缭绕在这空旷的雪
国里，不为别人只为自我。尽管荀子这么炽热的感情遇到岛
村，丝毫没有得到回报。但我感动于她对自我以及感情这个
词的尊重。感情本该这么纯粹，爱上了就是爱上了。这只是



自我的事。不关乎与于别人。之后真的才恍然大悟。所有在
岛村看来的徒劳真的不配说给活的这么认真的荀子，荀子的
生活才真正是活给自我看的。他无保留不的记日记只是期望
多年以后自我还有那么一段记忆可回忆。她勤奋的练习三弦
只是在这重复的生活中寻找另一种欢乐的方式。她对岛村不
求回报的爱只是对自我内心尊重与选择。

或许荀子很简单，她并没有抱怨着生活，也没有对这段没有
结局的感情感到遗憾。她或许只想对每一个相遇过的人都发
自内心的说一句多谢。多谢陪她走过的风景，经历的点滴。

雪国读后感大学生篇三

沈石溪是我国著名的作家，以创作动物小说为主，最近我就
在看他的《狼王梦》。

故事讲主角母狼紫岚想完成丈夫黑桑的遗愿，把狼王的宝座
夺下。为了夺下狼王的宝座，她精心养育三只小狼，紫岚给
这三只起名为黑仔、蓝魂儿、双毛，黑仔胆子很大，在山洞
里紫岚很放心，附近没有野兽，但她忽略了天上的危险，被
金雕抓走了，于是就把精力集中于蓝魂身上。在森林中，蓝
魂儿被猎人的捕猎夹夹住了，为了让蓝魂儿不被猎人惨杀，
便自己亲手杀了他。最后紫岚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双毛身上，
最后双毛大发狼性，挑战狼王洛邑，一开始双毛尽占先机，
可到了最后，狼王仰天悲号一声，这一声充满盛气凌人之势，
同时又唤起了双毛的`自卑，双毛被杀死了。

我既为紫岚惋惜，不该这样为报仇而活，丧失儿子和自我；
但是又可怜紫岚为丈夫的爱。

雪国读后感大学生篇四

《雪国》故事写的是东京一位名叫岛村的舞蹈艺术研究家，
三次前往雪国的温泉旅馆，与当地一位名叫驹子的`艺妓、一



位萍水相逢的少女叶子之间发生的感情纠葛：岛村是一个有
着妻室儿女的中年男子，坐食遗产，无所事事，偶尔通过照
片和文字资料研究、评论西洋舞蹈。他来到雪国的温泉旅馆，
邂逅了艺妓驹子，并被她的清丽和单纯所吸引，甚至觉得她的
“每个脚趾弯处都是很干净的”，后来又两度到雪国和驹子
相会。

小说就是从岛村第二次来雪国开始的。驹子的三弦琴师傅的
儿子行男患了肺结核，叶子陪同他从东京乘火车返回汤泽，
正好坐在第二次去会驹子的岛村对面。岛村透过车窗欣赏黄
昏的雪景，却看到映现在车窗上的美丽的叶子，不禁喜欢上
了这个美少女。因而在他和驹子、叶子之间，构成了一种微
妙的情感关系。小说最终以叶子的意外去世而告终。

雪国读后感大学生篇五

有些书就留下这样的气息，引人一再重返，流连不已，川端
康成《雪国》读后感。

《雪国》、《千羽鹤》、《古都》的，以文学成就而言，
《古都》最是单纯清浅，恍若以京都四季风物作背景的莫扎
特的音乐；《千羽鹤》的编织承转亲密而微妙，近乎不着痕
迹，以超然的叙述技巧蜿蜒探入内心的幽深世界；相比之下，
《雪国》则与两部作品都极不一样，透过那样秉赋强烈、棱
角鲜明的虚构，摊开一帧按捺不住却无以寄托的精神映像。

从火车穿过隧道的那一刻开始，就处处看见两相映照的风景：
岛村眼睛里的两个女子，驹子徒劳而认真的生，与叶子悲凄
而凛冽的死之间，构成亮色与冷色、浓烈与柔敛、渐悟与顿
悟的对照，实与虚、动与静、续与断的反诘，如霞光对雪色，
如镜里照现的妖娆红颜与窗上浮映的迷离秋水；并非对比，
亦非张爱玲所偏好的”参差的'对照“，而是一体之两面，是
生命在抵达死亡以前所兼具的美丽与虚幻，因为不断的消逝，
涌出不竭的眷恋，读后感《川端康成《雪国》读后感》。岛



村并不仅仅是叙述的取角，也是风景的一部分：叶子与行男
之死别，正照应驹子与岛村之生离；而叶子对于死的决然归
赴，像透过一粒沙所洞察的世界，照亮了岛村对于生的惝恍
缱绻。

雪国读后感大学生篇六

岛村，小说的男主，性格懦弱自私，还有他骨子里的孤独悲
伤，这导致他对所有的事都不在乎，面对事情都不作为。他
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会对自己追求的产生迷恋到极致的情感。
驹子、叶子，两个既相像又完全不同的女子，他都爱慕，却
都选择回避。我认为他和驹子是真心相爱，“驹子撞上了一
堵虚无的墙壁，那回声都如同雪花撞在他的心坎上”但他也
不会主动，甚至离开也不会告诉驹子说是否会再来。这一切
一切都注定了他的这一生都是孤独的。后来读了很多遍，一
点点明白，驹子叶子都被岛村所幻化，他爱的只是驹子叶子
各自的一部分。

驹子是热情勇敢的化身，为了报答师傅，为了救青梅竹马，
她义无反顾的选择艺伎，即使知道这个身份会被人诋毁看不
起。面对喜欢的男子，她爱的轰轰烈烈！“它还记得你呢”，
第二次见到岛村，她如此说，表达她的情感，但明白了这段
感情的不可能时，她又说：“等你走之后，我就要认认真真
的生活了”可怜我最爱的驹子。

而叶子，在作者细腻的笔触下，她就是理想的化身，一个动
作一句话都是美的，但她与驹子不同，她是冷的，对大部分
都不感兴趣，只看重自己看中的小世界，对她爱的行男不离
不弃，呵护有加。最后行男还是去世了，叶子就仿佛失去了
世界，压抑郁闷，最终都导致了她的离开。但理想化的她就
连从楼上降落都是美的。幻化中的驹子和叶子，美丽的让人
欲罢不能，但当回到现实，一切都不再如此。悲戚动人的故
事中那孤单的岛村、飞蛾扑火的驹子，清冷无助的叶子可怜
又可叹。



每读一遍感受都不同，折服于作者那写作风格，细腻的'笔触。
《雪国》是川端康成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这本书是典型
的新感觉派，运用意识流的写作手法。他有着完整生动的故
事和人物，但更独特的是，他追求细节到极致，人物的动作
语言，甚至是一处景物，都很细致。而且整本书的情调都是
悲戚的，典型的虚无主义。结尾处，他这样写道：“她在空
中是平躺着的，岛村顿时怔住了，但猝然之间，并没有感到
危险和恐怖。简直像非现实世界里的幻影。僵直的身体从空
中落下来，显得很柔软，但那姿势，像木偶一样没有挣扎，
没有生命，无拘无束的，似乎超乎生死之外。”死亡似乎不
再让人恐惧而是平淡正常的，这就是典型的虚无。也正是这
种虚无让这部作品与众不同，成为经典。

其实读到现在，也没法真的清楚这部作品的蕴意。川端康成
用着朴实平淡却又准确细腻的语言打造了这个虚无的雪
国，“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
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第一句话便勾勒出了这个世界，
与俗世不同，他干净远离凡世，就像是《桃花源记》中的桃
花源一样，或是日本常说的以太，都是人们心中美好的代名
词，理想之地。

真正的经典总是会让我们沉醉其中，他里面的深意内涵需要
我们细细品读琢磨。读万里书行万里路，书里的世界是作者
精心打造的。读《雪国》时，我就好像置身于故事中，看着
主人公的喜怒哀乐，那种悲伤一直压抑在我的胸腔，难以释
放，但读到叶子的死亡，似乎又释然了。这就是《雪国》的
力量，他值得所有人品味。

雪国读后感大学生篇七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
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

这是川端康成《雪国》小说的开头，不论从视觉上还是心情



上，都一下子把读者带入了豁然开朗的银白世界。

万事开头难。一篇文章的开头也常常使人绞尽脑汁。其实，
《雪国》的开头一开始也不是这样的，原来还有一个一页半
的帽子，后来川端痛下决心，大刀阔斧，删去了那一部分，
才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因而不光小说有名，开头部分也成
了很多人效法的榜样。

“县界”，日文原文用的是“国境”一词，虽然是指群马县
和新县的县界，但这两个县在日本战国时代分属上野国和越
后国，现在的县界就是以前的国境。“长长的隧道”是上越
线的清水隧道，上越线连接群马县和新县。“信号所”是土
樽信号所，现在成了土樽火车站，但依然客人不多，冷冷清
清。再往前十公里左右，就是越后汤泽站了。

清水隧道9702米，在当时，号称东亚最长，为了挖掘这条隧
道，当时的铁道省专门从美国进口机械设备，用了7年的时间，
终于在1931年9月把隧道打通了。

在此以前，越后汤泽的人要去东京必须绕道长野，得花两天
时间，开通后不到五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越后汤泽这个小
镇，也由此迅速发展，变得比以前热闹多了，不少的东京人
到这里来滑雪、洗温泉，与此相关的五花八门的服务行业也
增加了。

越后汤泽车站位于新县南沼郡汤泽町，因为秋田县还有一个
汤泽市，一般在新的汤泽前面加上“越后”两字，以示区别，
小说《雪国》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这里位于三国山脉新一
侧，面向日本海。每年冬季从海上刮来的季风受山岳的阻挡，
形成大量降雪，所以是有名的滑雪胜地。这里温泉也很多，
建有不少温泉旅馆。川端康成每次来越后汤泽，就是住在历
史最悠久的高半温泉旅馆里。

雪国，原来并不是指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只要是雪多的地方



就可以叫做雪国，在日本主要是指北海道和包括新在内的日
本海一侧的地区。自从小说《雪国》出版以后，越后汤泽几
乎成了雪国的同义词，一说雪国，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越后汤
泽。

《雪国》是川端康成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他最著名的代
表之作，从1935年起以短篇的形式，分别以《暮景的镜》、
《白昼的镜》等题名，断断续续地发表在《文艺春秋》等杂
志上，相互之间并没有紧密相连的情节，直至全部完成并经
认真修改后，才冠以《雪国》于1948年汇集出版单行本。在
川端的'所有作品中，《雪国》被海外翻译最多，先后被译介
到很多国家和地区，中国也出版了不同的译本。

《雪国》情节并不复杂，故事写的是东京一位名叫岛村的舞
蹈艺术研究家，三次前往雪国的温泉旅馆，与当地一位名叫
驹子的艺妓、一位萍水相逢的少女叶子之间发生的感情纠葛。

岛村是一个有着妻室儿女的中年男子，坐食遗产，无所事事，
偶尔通过照片和文字资料研究、评论西洋舞蹈。他来到雪国
的温泉旅馆，邂逅了艺妓驹子，并被她的清丽和单纯所吸引，
甚至觉得她的“每个脚趾弯处都是很干净的”，后来又两度
到雪国和驹子相会。

小说就是从岛村第二次来雪国开始的。驹子的三弦琴师傅的
儿子行男患了肺结核，叶子陪同他从东京乘火车返回汤泽，
正好坐在第二次去会驹子的岛村对面。岛村透过车窗欣赏黄
昏的雪景，却看到映现在车窗上的美丽的叶子，不禁喜欢上
了这个美少女。因而在他和驹子、叶子之间，构成了一种微
妙的情感关系。

雪国读后感大学生篇八

“不管怎么说，这个女子总是个良家闺秀，即使他想女人，
也不至有求于这个女子。这种事，他满可以毫不作孽地轻易



了结它。她过于洁净了。初见之下，他就把这种事同她区分
开来了。”川端康成在《雪国》中这样说。

第一次读川端康成的作品是在初中，当时好奇地捧着姐姐的
高中课本看《伊豆的舞女》。高中时又看了好几遍，这应该
是我看过的最多遍的课文了。当时我还没有喜欢上文学，却
喜欢上了那段飘着缕缕悲伤的文字。

《雪国》是在我高三毕业那个暑假看的。那时刚开始看书，
不知道该看些什么书，因为想起了那篇《伊豆的舞女》，所
以找来了川端康成的这本《雪国》。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看完《雪国》后的心情。那是一股浓浓
的惆怅，还有不知所谓的悲伤，整个人恍恍惚惚，难受至极，
想拨开心中那片阴霾，却不知道这份悲伤惆怅从何而来，虚
无缥缈的感觉让人不知所措。可它又确确实实缠绕着我，让
我坐不是，站不是，总觉得失去了什么，追悔什么。

就像开头我写的那段话，“她过于洁净了。”这是与村上春
树的作品完全不一样的纯洁。你能想象一个妖艳、甚至有些
放荡(当然我不喜欢这样评价驹子)的舞妓从未与男主人公发
生过那方面的事情。

“她过于洁净了。初见之下，他就把这种事同她区分开来了。
”

就是这样，整本书都没有发生过。虽然他们两的举动是那么
亲昵，也常常一起过夜，但最终还是相敬如宾。

晚上又看了遍《雪国》。上次那种悲戚的心情还余音未了，
所以我不敢太认真的深入故事。看书的过程中，一会儿上个
厕所，一会儿去隔壁串个门，一会儿吃颗桃子。基本上，我
是在这种三心二意中看完小说的。有时候真的很害怕，那种
悲伤的心情是很难消除的，经历多了，渐渐害怕那种心情。



于是乎，渐渐害怕看书。

在这种故意的三心二意下，看完《雪国》后心里只是感叹：
哦，原来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这样感叹的原因，也许是为故事感叹，也许是为
看完故事的自己感叹。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这股悲伤就像晚点的列车，虽然会迟
到，但永远都不会不来。于是，我又坐在了电脑前，想着故
事里的那个驹子，那个爱的竟似癫狂的舞妓。

驹子的心该有多矛盾?不停嚷着走，却又舍不得挪步，明明热
烈的喜欢岛村，亲密接触后却又护住胸口，还喊着：这是什
么玩意，什么玩意。明明想留下来过夜，又怕被人发现……，
可问题是，她有着与这可爱的`羞缅完全不符的身份，舞妓。
要是别的舞妓，这样定会让人觉得虚伪、做作。可正因为她
是驹子，正因为她是舞妓，这份羞缅却让人倍加珍惜了。驹
子有股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纯洁，我从不怀疑。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我只想说，这真是病态。一种病态的纯洁。

有人说，川端康成一直在拯救可怜的驹子，这到没错，起先，
我以为驹子会混乱到自杀，到后来，我发现，原来的那个令
人心疼的驹子变坚强了。岛村看见的那幅幻境，驹子成了别
人的老婆，为别人生下了孩子。这应该是驹子最后的结局。
可我却觉得，自始至终，最可怜的还是驹子，比那个叶子还
要可怜。一个人在山村中等待心爱的人，可是他却“应该很
长一段时间不会回来了。”是被抛弃了吗?还是该理解成海角
天涯?想想她一个女人独自等待在一个偏僻山村就难过，更何
况等来的还是失落。



驹子是个与菊勇姐有着相同命运的人，我觉得。不管怎么说，
她们都没有得到所爱的人的最后眷顾。同样悲剧的还有叶子，
只是最后叶子死了。如果驹子同叶子一样死去的话，悲伤是
不是会减少很多?至少我不会为日后孤独的驹子感到难过。

我不仅仅是被他们那份洁净的爱恋所感动，驹子那种为爱痴
狂也深深地吸引着我。似乎很少见到像驹子这样敢爱的女子。
而岛村对驹子的态度让我觉得也许真是“只有女人才能真心
的喜欢一个人”。驹子的热烈与岛村的逐渐冷漠一同灼伤了
我。

也许驹子一开始就明白岛村一定会离开自己吧。所以每天的
早晨半夜都会去找岛村。所以在岛村探访完附近几个村子回
来时会毅然跳上车子，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又像留恋最后
一抹夕阳。虽有叹息，虽骂薄情，但依旧热爱如初。仿佛是
个无知的少女，只懂一响贪欢。

雪国读后感大学生篇九

岛村不想被世事牵连，他有妻儿却四处游荡，寻花问柳；他
研究西方舞蹈，却不喜欢直观肉体的表达，而是欣赏古文字、
图片记载的舞蹈形态，这样可以任意想象，如同“天堂的
诗”。

他欣赏驹子，觉得她世俗中带着无限的纯洁，他形容为“洁
净得出奇，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
驹子渴望生活，向往城市里的事物，这无疑给岛村虚幻的人
生带来一些真实与灵感，他形容她这种憧憬为一种“本身的
徒劳”，却带着纯真。

岛村也向往叶子，叶子清澈的声音、车窗里浮动的影像就引
来他无限遐想。他试图从驹子那打听叶子的消息，却总是徒
劳，驹子可以跟他分享任何事，她的身世、她的日记…唯独
对叶子只字不提。岛村很好奇，他不知道驹子在回避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在渴望什么。

驹子心灵纯真，却被世俗所累，长期的艺妓生活使她不免沾
染了风尘气，一个个的宴会让她疲于应付又似乎乐在其中，
她想破茧而出，茧却越结越厚，她的抗争在岛村看来“一切
都是徒劳”。

而叶子呢？如同初雪一般干净、真诚，叶子面对现实生活是
局促不安的，低微得觉得自己什么也不会，当她面对小孩、
需要帮助的人，她又是那么的轻快、热心，与众不同，这与
驹子的觥筹交错、曲意逢迎形成了两个世界，她认为叶子就
像一个沉重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岛村欣赏驹子身上
奋争的美，更被叶子天生的纯净所慑服。

驹子倾心于岛村，岛村倾心于一种虚幻美，对岛村来说，驹
子的存在只是“徒增了几许旅愁遥远的声音罢了”。最后，
叶子带着她那局促不安的真善美消亡在火海中，如同一个玩
偶，毫无反抗，却由于失去生命而显得自由了。

雪国读后感大学生篇十

《雪国》故事写的是东京一位名叫岛村的舞蹈艺术研究家，
三次前往雪国的温泉旅馆，与当地一位名叫驹子的艺妓、一
位萍水相逢的少女叶子之间发生的感情纠葛：岛村是一个有
着妻室儿女的中年男子，坐食遗产，无所事事，偶尔通过照
片和文字资料研究、评论西洋舞蹈。他来到雪国的温泉旅馆，
邂逅了艺妓驹子，并被她的清丽和单纯所吸引，甚至觉得她的
“每个脚趾弯处都是很干净的”，后来又两度到雪国和驹子
相会。

小说就是从岛村第二次来雪国开始的。驹子的三弦琴师傅的
儿子行男患了肺结核，叶子陪同他从东京乘火车返回汤泽，
正好坐在第二次去会驹子的岛村对面。岛村透过车窗欣赏黄
昏的雪景，却看到映现在车窗上的美丽的叶子，不禁喜欢上



了这个美少女。因而在他和驹子、叶子之间，构成了一种微
妙的`情感关系。小说最终以叶子的意外去世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