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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象棋的故事》

内容概要

《国际象棋的故事》是茨威格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小说表面上讲述了一条从纽约开往南美
的轮般上一位业余国际象象手击败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的故事，实际上近诉了纳粹法西师对人心灵的
折磨及摧残。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茨威格借这篇小说表达了他对纳粹法西斯的痛恨。他以这种文学形式
的抵抗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行列。可惜他本人没有看到法西斯最后的崩溃。由于对时局的绝望
，他和他的夫在1942年获悉新加坡陷落后在巴西服毒自尽。然而《象棋的故事》作为反法西斯的重要
作品却不断受到后人的传诵。这也是对茨威格的亡灵最好的告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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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构思精巧的传奇故事，如同武侠般的高手对决，一位是象棋天才，傲慢爱财，另一位是在绝境中
偶获秘籍的普通人，却因为特殊的境遇成为绝世高手，两者的较量，不由勾起读者兴趣。可是觉得结
尾有些简略。
2、remember
3、喜欢得不行!
4、购于旧天堂。乡下粗俗无教养无师自通的神童世界冠军VS贵族出身被纳粹囚禁期间在脑袋里和自
己下棋下疯了的业余棋手，世界冠军完败。配图里有好多资料啊，阿廖欣真帅，小时候的茨威格萌翻
了。当年印的书封面好有爱。学德语啊。
5、这只是一个中篇。
6、复杂人性
7、外国小说果然牛逼！！！
8、是不是孤独了才读这本书
9、印象深刻
10、中插太多，喧宾夺主
11、非常动人的关于棋的故事。
12、爱浙江文艺这一套名著图文版。翻译好。还便宜。
13、中篇的篇幅本质上是一篇漂亮的短篇小说灵魂，精彩之极。
14、想到这是他的最后一篇小说，我总觉得与那位无名的胜者所下的最后一盘棋有相契之处。
15、描写的那叫一个细腻
16、ISBN是一样的⋯⋯但封面却不是这个⋯⋯真是让人欲罢不能的小说
17、心理战
18、这个故事太传奇了，且有海上钢琴师的味道，是个拍电影的好题材。
19、补标
20、已藏
21、读到最后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部小说。
22、又一次领教了茨威格的描写，这功力太牛了! 但是太过细腻的细节描写让我觉得两位高手对弈时强
烈反差缺少张力，显得不够饱满。当然老茨此处想突出的应该只是老者的走火入魔而已。老茨的文字
，回味无穷！
23、1941
24、海上钢琴师的国际象棋版本。决战的跌宕起伏并非是在讲述两位天赋种类不同的天才如果碰撞出
传奇的火花。本质上，它是在严厉抨击纳粹毁灭人格的罪恶行径。茨威格真是讲故事的好手。
25、以前听说这本书，据说是一本反战小说。不过，我觉得不仅仅如此。甚至可以作为一本心理小说
来读。茨威格的叙事能力很强。确实，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26、你以为茨威格在说象棋，其实他在说人；你以为他说的是这个人，其实他说的是那个人；你以为
他说的是人事，其实他说的是人世~
27、一个被禁闭在眼前六十四个格子的实体，一个在脑海中肆意驰骋的谵妄的游戏。
28、非常好看的故事，茨维格不仅写人物心理是大拿，编故事和故事本身的立脚点都非常棒！！
29、内心世界的描写真是太精彩了
30、小時候非常非常喜歡的小說。精湛。
31、这种图文设计太牛×了，尼玛是为了凑页数所以才搞出来的吧⋯⋯如果能分开来打分评星，这种
图文设计会让人打负分吧！
32、我发现这个系列只出经典
33、时在广州，最早读到这个故事是另一个版本。
34、翻译得很好。 满满无边 虚无的压力⋯
35、这个短篇前半部分精彩，后半部分不凡。应该在很小的时候看过，现在看有零稀的记忆，很经典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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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茨威格书不错哦
38、除了B博士讲述自己被囚禁的那段 剩下的看的津津有味的哈
39、哪有人编书把插图和注释放那么大，一页只留三行正文。。。中间还要翻过几页才能把故事接上
。。。扶额。五星是给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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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原载《文景》杂志2011年4月号 　　一本好版本的书就是一件艺术品。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
版的“名著图典”系列中，茨威格的《国际象棋的故事》，收录了很多茨威格生前的照片，还有当时
一些棋界、文艺界、政治领域中著名人士的照片，如：拉斯克、卡帕布兰卡、尤伟、阿廖新、理查德
·斯特劳斯、佛洛伊德、托马斯·曼、奥地利政治家舒施尼格、德国政治家工业家瓦尔特·拉特瑙、
洛蒂、舒伯特、特奥多尔·赫茨尔、罗曼·罗兰、基彭贝格、赫尔曼·黑塞、比利时法语诗人维尔哈
伦、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列舍夫斯基、塔尔塔柯威尔、里尔克⋯⋯这些人的眼中都闪着睿智的
光芒，但脸上的神情又是那样的忧郁，他们的面孔和故事文本中的那两个棋手互相交叉，互相阐释，
再加上茨威格本人一生的介绍，使得这个关于“国际象棋的故事”看来就是他们在那个荒谬时代的故
事。　　《象棋》中的那个博士，他的行为，他的头脑，以及他在一种奇异状态中智慧所达到的展现
，有一种我们好像说不清的东西，在这本精致的小册子里，好像有两个幽灵在相角逐，这两个幽灵各
自有自己的不同一般的地方，在智力上超绝如探向天空的神山，在性格上有着别人不可理喻的怪癖，
这是一种抽象世界的格斗，他们互相预测，互相以自己的天资在驳难、进攻、霸占、抢劫，这不是俗
人的战争，它让庸才发指，里面没有多少波折的故事，就凭借这些世界上稀少的怪人的行为让你感到
窒息与心跳。　　一本书就是一个剧场，它是一个整体，它因为所凭依的是纸媒介，所以它的一切艺
术性都体现在纸张上，它需要把那个时代的精神再在这用笔墨来导演的媒体上展现出来，而且，它是
寂静无声的，正因为如此，它赋予读者以自由的空间，正是在这一方面，是它优于影视媒体的地方，
在这方空间，凝聚着更密集的精神。虽然我们的技术在不断发展，承载文字和图像的方式越来越多，
但书籍至今还是一种完美的形式，它传达出一种以这种方式所独有的一种韵味，并因此而不会随着技
术的进步而消失。　　雨果曾经在《巴黎圣母院》中对印刷时代取代雕塑时代的现象做过一番深刻的
思索：“这是一种预感：人的思想在改变其形式时也将改变表达方式；从今以后，每一代人的重要思
想将不再用同样材料，以同样方式书写：石头的书虽然坚固持久，将让位于更坚固持久的纸头的书”
；“神圣的象征在自由思想的冲击下消耗、磨损、人们摆脱神甫的控制，各种哲学和体系如蓬勃萌生
的赘疣，蛀蚀宗教的门面，到那时候建筑术就将无能复制人类精神的这一新状态，它正面写满文字的
书页在反面将是一片空白，它的业绩将残缺不全，它的书将是不完整的”；“书籍将杀死建筑。印刷
术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是一切革命之母。发明了印刷术，人类的表达方式便彻底更
新，人类的思想便脱弃一种形式，披上另一种形式；从亚当以来一直象征智慧的这条蛇彻头彻尾地蜕
变，换了一身新皮。思想一旦取得印刷品的形式，就比任何时候更难毁灭；它四处扩散，不可捕捉，
不能摧毁。它与空气融为一体。在建筑术时代它化为山岳，挟着强大的威力占据一个时代，一个地点
。”　　虽然如此，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图像来传达思想，而且不放弃文字，这可以由书籍做到的。我
们并非指的是一种连环画类单一阐释的编撰，也不是像现在把一切古籍变为轻松读物的所谓“读图”
的浮躁倾向，而是让不同文本的声响在一个空间里互相交叉，这是不同声调的相聚，是一种“复调艺
术”。复调（Counterpoint）在音乐学上指音乐由两段或两段以上同时进行、相关但又有区别的声部所
组成，这些声部各自独立，但又和谐地统一为一个整体。1929年前苏联著名文艺学家巴赫金首次将音
乐中的“复调”概念引入小说理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中，他用“复调”描述陀思妥耶夫
斯基小说中的多声部、对位以及对话的特点。1963年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进一步发展
了“复调”理论，使原理论体系更趋完整和系统。“复调”不仅仅是小说结构上的一种特征，还是拥
有独立个性的不同主体之间“既不相融合也不相分割”而共同构建真理的一种状态。　　当今，数字
出版物越来越占强势，纸质书籍是否会像雨果所说的石头建筑那样因为技术进步而消失？巴赫金的“
复调”理论可以给现代的图书编撰很多新的启发。纸张，掀动时带着声响的纸张，是一种特殊的物质
，这种特殊物质的质感和丰富性使得“复调”成为可能，因为纸张上的文字与图像是浑然一体的，是
一首完整的乐曲，里面有很多空白点等待读者填充，而且它允许让读者有回旋的空间，以徘徊、逗留
，这些都始终伴随着可以触摸的物质，让人不仅仅关注其上的内容，还可以品味这种物质本身的形式
。《象棋的故事》一书的编撰正体现出了复调的效果：图像是一个精神世界，它的连缀自成一体，有
其自己的脉络，而文字是另一个世界，它在言说另一个故事，但如果我们把图像散落在文字中，我们
就同时运用了两个不同窗口来欣赏，书籍用一把小提琴在一个时间段里拉出了两个互相独立的旋律，
我们在一个时间段里听到了两个故事，而这两个声响、两个旋律最终会汇聚成一个拱门，一个漩涡。
这也许就是现代书籍的技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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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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