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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轮下》

内容概要

《在轮下》是1946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是当代德国文学界得奖最多的抒情诗人黑塞的杰作。黑塞
运用淳朴与含蓄的手法，生动地刻画出主角汉斯·吉本拉德少年时期的生活、青春期的迷惑、神学校
的教育与家庭背景。这是黑塞亲身血泪的经历，也正是黑塞自己的画像。书中充满着田园乡土的气味
，对于心灵的危机与归宿的寻求有着传神纤细的刻画。
这是一位孤独的流浪者所奏出的优美的人生之歌。是一部以描写学生的悲剧，刻画青春期陷于迷惑的
新文学作品。此书问世后，一时洛阳纸贵，迄今仍为文学名著中的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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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轮下》

作者简介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德国文学家、诗人、评论家。出生于南德的小镇卡尔夫，曾就读墨尔布隆神学校，因神
经衰弱而辍学，复学后又在高中读书一年便退学，结束他在学校的正规教育。日后以《彷徨少年时》
《乡愁》《悉达多求道记》《玻璃珠游戏》等作品饮誉文坛。
1946 年获歌德奖，同年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使他的世界声誉达于高峰。1962 年病逝，享年85 岁。黑
塞的作品以真诚剖析探索内心世界和人生的真谛而广受读者喜爱。
一生追求和平与真理的黑塞，在纳粹独裁暴政时代，也是德国知识分子道德良心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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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轮下》

精彩书评

1、按照通常的说法，黑塞的长篇小说一共有九部。1、1904年  《彼得·卡门青特》 27岁  ⑨2、1906年 
《在轮下》  29岁  ⑧3、1910年  《盖特露德》  33岁  ③4、1914年  《罗斯哈尔德》  37岁  ②5、1919年  
《德米安》  42岁  ④6、1922年  《悉达多》  45岁  ①7、1927年  《荒原狼》  50岁  ⑤8、1930年  《纳尔
齐斯和歌尔德蒙》  53岁  ⑦9、1943年  《玻璃球游戏》  66岁  ⑥ 本书是黑塞的第二本，却是我读的第
⑧本。阅读次序和写作次序似乎在这个局部刚好颠倒了。据说，和《彼得·卡门青特》一样，是一本
自传体的小说：这个说法在《黑塞画传》里得到了印证。黑塞本人的生活经历轮番出现在书中的两个
主要人物身上，比如考上“邦试”第二名的汉斯·吉本拉特；具有诗人气质、从学校出走的赫尔曼·
海尔纳；精神抑郁、打算自杀的汉斯·吉本拉特，这些都是黑塞本人的亲身经历；而最后落水死去的
汉斯·吉本拉特，却是他的弟弟汉斯·黑塞命运的真实写照。书名《在轮下》取自书中校长告诫年轻
的主人公吉本拉特的一句话：抓紧研习，以免丢落在车轮下。有点类似我们常说的，不要输在起跑线
上。 而带给汉斯悲惨命运的除了朋友海尔纳的影响和他自身的特质以外，恰好就是这个拼命奔跑的念
头。当然，还有那一小段无疾而终的恋情。  尽管书介说这是一部控诉德国旧的教育制度的小说，可
我边读边想，对中国的孩子们来说，那种学习条件和宽松自由的氛围无疑是个天堂。我觉得，不仅仅
是教育，医疗、行政或者任意一个领域，整个社会在任何时候都像一个巨大的车轮，从我们每一个人
头上毫不留情地碾过，你逃避也好，诅咒也罢，结局早已注定。 但是有很多人以为自己能够幸免，甚
至误以为自己就是轮子本身，可以肆意地碾压他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轮下。 书中最能引起我
共鸣的一句话出现在书的末尾：（在汉斯的葬礼上，他的父亲）“吉本拉特先生由于此刻的寂静，由
于此刻充满奇特痛苦的思想，正犹豫地、不知所措地向着他那习以为常的生命的下坡路走去。”我们
似乎都习以为常地走在生命的下坡路上，一小部分人开始有所觉察；但或许，那些没有任何觉知的人
，才是真正幸福的吧！ 
2、1906年，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出版了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在轮下》，时年29岁。此后，他
历经儿子早逝、爱人罹患精神病、离婚、2次再婚、弟弟自杀、纳粹统治时代，并在这50多年中出版了
多部小说和散文，194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后于1962年以超过歌德的85岁高龄卒于睡梦中。他最
有名的作品不是《在轮下》，而是《荒原狼》。 《在轮下》据说是黑塞根据本人的少年生活创作的。
他以一个斗争者和弹劾者的姿态，描写了一个活泼敏感的青春期少年，为了完成父亲和学校寄予自己
的由屌丝逆袭高富帅的期望而拼命用功读书，最后患上神经衰弱无法继续学业，并在随后退学做工的
过程中，痛苦和羞愧难以排遣，在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酒后跳入冰冷的河水中结束了自己悲剧的短暂
的生命。这是一部控诉践踏青少年自由的教育制度的小说。黑塞的文笔极其细腻，在描述噩梦般的学
校生活，也描述如诗如画的乡土风情，还有人物内心的感受，不动声色，却让人感同身受。在轮下，
指的就是在非人道的教育制度的车轮下，在社会旋转向前的车轮下。对于汉斯这个少年来说，童年不
是草原的秀丽风光，不是柳荫下的悠然垂钓，不是田间的追逐嬉戏，而是如暴风雨般前进的学习。大
人们，包括他自己的父亲，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和满足感，用无止境的鞭策、伪善的鼓励剥夺了这孩子
亲近自然的权利，过早地向他灌输了追求功利的价值观。他的悲催童年，堆砌的是拉丁文、希腊文和
数学。当汉斯好不容易以第二名的成绩跻身神学院的入学生里的时候，校长却在那美好的暑假“鼓励
”他提前预习、彻夜用功。典型的“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汉斯舍弃自己钟爱的钓鱼和养
花以及孩子们必备的睡眠来苦读时，老师们满足了，满足于自己教育理念的胜利，即“不好好读书就
没有前途”。模式化教育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少年心中的粗野力量和自然欲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
那奋不顾身的、求取功名利禄的思想。腐朽的教育制度的号角奏响得并不顺利，因为汉斯在神学院结
交了一个家庭富裕、具有浪漫主义旗帜的天才诗人海尔纳。在汉斯单调、封闭、沉重的学习生活中，
海尔纳的不羁和诚恳，以及对权威的藐视和挑衅，给汉斯带来了幸福感，而汉斯对两人之间友谊的珍
视，也使他逐渐和学校、和功课疏远，回归本性。抗争开始了。抗争的结果却不乐观。海尔纳因为一
次旷课被开除，汉斯因为身体虚弱被劝离学校。回乡养病的生活开始是很惬意的。他可以在天气好的
日子在森林里躺上几个小时，观察花朵的生长和甲虫的爬行，追逐野兽的足迹，失去的童年又回来了
。只是，噩梦仍时常困扰他。这个受尽摧残的少年只能从隐秘的死亡计划中寻找快乐和力量。虽然一
个叫艾玛的女孩子重新燃起了他的希望，但艾玛的不辞而别使他再度坠入深渊。最后，屌丝没有逆袭
，而是选择了自我终结。“清冷、澄蓝的秋叶俯视着他被黑暗带走的虚弱身体”。在这之后的几个小
时，汉斯成长的小镇，碧空绵延；山谷的海水，波光粼粼。好似悲剧不曾发生。时间的车轮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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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轮下》

。而少年汉斯，已英年早逝在车轮走过的地方。这个故事不只是黑塞本人少年生活的写照，也是我作
为一个经历了高考这“千军万马过独木桥&quot;的人的故事，只不过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的故事没有这
么极端。我们都安全的生存了下来。但当年那黯淡无光的中学生活迄今依然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有时
候睡梦中我依然能够看到自己无助地面对空白的数学考卷。真希望我们的孩子，不需要再被动面临这
样惨烈的竞争，也希望这个社会，能够在前行的路上，能够给予他们脆弱的心灵以应有的保护和尊重
。
3、德国少年汉斯是个天才，但生于一个不富裕的家庭，好好学习，进神学院念书，然后当个牧师，
成了他出人头地的最佳选择，或者说唯一的选择。为了考入神学院，他每天用功学习到晚上十一二点
，不是在学习希腊语，就是在学习代数，或者研究古老的语言和不同版本的圣经。他只是个孩子，可
惜他已经没有童年，没有时间钓鱼，没有时间看看故乡的流水和绿树，更没有时间自由支配，他时刻
都在父亲，老师，校长的安排下学习各种知识。就在这种高强度的学习状态下，他身体变得很虚弱，
一方面是学习太累，另一方面是长久的缺少的户外活动。后来他终于考入神学院，全镇的人都祝贺他
，而他也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他纵情的钓鱼，游泳，观察自然。可惜这样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校长建议他在假期补习进入神学院要上的课程，这样才能在进入神学院时取得更好的成绩。于
是他又开始了每天没有止境的学习⋯⋯进入神学院后，开始他的成绩确实很好，神学院的老师和校长
都很喜欢他，并把他当成模范学生。后来在神学院汉斯认识了桀骜不驯的海尔纳，他出身在一个富裕
的家庭，梦想是当个诗人，他蔑视迂腐的教师和虚假的信仰，一心渴望有人理解他忧郁的诗人气质。
最后他和汉斯成了好朋友，汉斯和他在一起，体验到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生活，充满活力和朝气，可惜
，这样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校长不允许汉斯这种模范学生和海尔纳这种问题学生一起相处，而
汉斯的成绩确实有所下降。进退俩难的汉斯选择了友谊，可是却被老师和其它同学孤立。后来汉斯神
经衰弱，再后来海尔纳被学校开除，汉斯也因为生病离开学校。回到故乡的汉斯有了大把可以自由支
配的时间，可是却对一切都失去乐趣，不喜欢钓鱼也不再喜欢游泳，曾经恭喜他考入神学院的那些人
，如今都漠视他。汉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在这种状态下他想到自杀。抱着自杀的心态，想着总
有一天要离开，反而变得轻松。他喜欢上木匠的侄女，可惜漂亮的姑娘只当是玩乐，后来不告而别。
准备当铁匠的汉斯在和朋友的聚会后，永远随河流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就是黑塞的《在轮下》讲述
的故事。被教育残害的少年汉斯，只是被无情和不人道的教育制度的牺牲一个代表，还有无数个汉斯
最后走上了不归路，即使他们没有走上汉斯的道路，也未必活的更好，不过是苟安而已。所谓“在轮
下”就是被碾压，被教育制度，被无情的人们，碾压过少年脆弱的心灵和身体。这是黑塞一百多年前
的关于德国教育的作品，如今看着这些文字，想到的却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教育。我们迟了一百年，走
上了相同的教育路。看书的时候，想到韩寒通过《三重门》对当前教育制度的批判。如今的孩子，已
经没有了童年，有的是永远多到你只有睡觉时间的作业。即使好不容易有个假期，也是各种各样的兴
趣学习班。我理解父母害怕孩子落在起跑线上的担忧，可是我更为失去童年的孩子而忧虑。我的童年
，还没有这么严重的学业负担，那时每到放学，回家先吃饭，吃完饭就到街上，已经有小伙伴等在那
，于是在的小伙伴就在街上玩捉迷藏，后来陆陆续续来的小伙伴越来越多，最后二十多个孩子一起街
上玩捉迷藏，街上还有其它闲坐的大人，他们聊着家长里短，我们在肆意疯跑，孩子们的欢笑声和大
人高声的说话声夹杂。到了周日，又会有若干小伙伴相约去玩，冬天是到河面滑冰，自制的木板，用
绳子拉着，一个孩子蹲在上面，另一个孩子拉着，有时拉的孩子不注意自己滑倒了，有时是木板碰到
了障碍物，翻了，蹲着的孩子就那么从木板上滚下；等到了夏天，又会相约去摘野果，或者到别人家
的杏树偷摘杏或者到别人家的地里偷摘豆角，或者到河里逮青蛙和蝌蚪，有的人养着蝌蚪，看它慢慢
变成青蛙⋯⋯我的那一代，还有过这样的童年。所以看曹文轩的《草房子》时，对他里面描写的童趣
特别有感触。可是现在的孩子，童年都在干什么？写作业，写作业，写作业，兴趣班，兴趣班，兴趣
班⋯⋯这样的教育这样的童年，是在培养孩子还是在剥夺孩子应有的乐趣？是真的为孩子好，还是把
孩子逼上了不归路？一生这么长，学习的道路无止境，可是童年的乐趣一旦错过就不再有了，没有少
年期稳健的成长，那些长大成人的没有童年的大人，是否会变得无情，不人道？他没有被温柔以待过
，又如何能奢望他对别人温柔以待？是否这样的情况会恶性循环？昨天妈妈打来电话，说小外甥女每
天学的很辛苦。她今年刚上一年级，中午从12：00—3:00休息，回去先写作业，写完作业已经不早了
，再吃饭，等吃完饭，没一会又能去上学了，晚上回去，也是先写作业，等饭好了就出来吃饭，吃完
饭又接着写，写完作业就赶快洗漱睡觉，大概九点。一天的生活就是上课，写作业，吃饭，睡觉。小
外甥打来电话的时候，声音里都透着一种无力感。我问你是不是感冒了，她说没有。我问：“你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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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轮下》

干吗呢”。她答：“准备睡觉了。”上幼儿园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大班，每天回去就有一堆作业要写
，小外甥是那种特别乖的小孩，写不完作业或者遇到不会写的作业，就会哭。我理解她的敏感，曾经
的我就是这样的敏感，心里有事总会以哭的形式发泄，有一段时间，姐姐看我总哭，就和爸爸说，我
这泪腺也太发达了，那时真的是有一点事就哭。看着如今的小外甥，我竟然觉得深深的无力，我在她
身上看到了敏感和脆弱，一个孩子没有任何抵抗力的脆弱。国庆回家，小外甥也来了，她每天玩的时
候，总是在念叨还有作业没写。一天晚上，半夜三点多，听到小外甥在叫“二姨”，我迷迷糊糊的醒
来，以前从没有这情况，以为她是想尿尿，就问：“你是不是想尿啊？”“二姨，老师让背的课文，
我忘了。咋办呀？”小外甥几乎是带着哭腔说出这句话。我特别理解她幼小心灵的恐惧，老师永远是
权威，恐怖的权威，写不下作业，上课调皮捣蛋会被惩罚，在家庭被过度保护的小外甥还不能习惯这
样的环境。“没事，你现在给二姨背一遍，二姨听是哪忘了？”我特别小心的说着。于是小外甥开始
背，一共有俩篇课文要背，小外甥很顺利的背完一篇，背完之后，我夸她背的挺好的，只要多回忆，
等到开学的时候就不会忘了。得到肯定的小外甥又背下一篇，也很顺利的背下来了。我说了鼓励的话
，然后和她说别想了，睡吧。没一会就听到小外甥均匀的呼吸声。我却迟迟没有睡着。孩子脆弱的心
灵，真的需要用心的呵护，可是太多时候，家长，老师⋯⋯总是粗暴的对待他们。小时候心里受过伤
的孩子，长大后也很难忘记。我侧身看着熟睡的小外甥，想着怎样才能保护她脆弱的心理。在家里，
我，姥姥，姥爷，爸爸，妈妈会给她最多的爱，让她健康成长，可是出去之后呢，我们不能时时陪着
她，她总要经历很多事情，受很多伤，一个人慢慢成长，希望那时我们的爱是她坚强的后盾。上一年
级后，姐姐说要不要送老师钱或礼物。我开始说不用送，后来又说送吧。送礼不是为了让老师督促她
学习，她自己会督促自己。送礼只是为了让老师对这个脆弱又敏感的孩子温柔以待。我不想她因为被
老师粗暴的惩罚而对学校或老师有了恐惧或偏见。以前有个朋友说到他的上学经历，他说他从小是那
种特别聪明又调皮的小孩，学习成绩还挺不错的。可是上了初中之后，遇到一个势力的老师，知道他
家家庭条件挺好，就总是找各种借口让他叫家长，后来他妈妈说要不送老师点礼物吧，他拒绝，说那
样正好合了老师的意。就这样，他和老师在相互的敌意中度过初中三年。从此，没再当过“好学生”
。直到他大学毕业，再说起这些，语气都是对老师，对学校满满的敌意。中国的教育现状，不只是课
业多，和师生关系相处这样的问题，还有繁重的升学压力和学历贬值等很多问题。以前学习是寒门学
子改变命运的最好途径，如今，靠学习改变命运已经是一条很艰难的道路。我们，我们的孩子，如何
能既保有童真，健康成长，又不被这无情的教育制度淘汰？黑塞百年前对教育的深思也是我们如今该
思考的。
4、许多地方感同身受观感流畅情节跌宕起伏紧抓人心。对于汉斯这个敏感纤细孤独脆弱的少年他的
痛苦与孤独却是我不能理解的。固然填鸭式教育会使人人性泯灭，但是他心灵的巨大缺失在不断的寻
找中应该可以恢复，并不一定要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这就使文章很多地方汉斯突如其来的悲伤显得
十分矫情做作无事呻吟。故意使得他的死成为一种意义上的解脱。我认为心理描写细腻传神，但是没
有维特那样为爱疯狂有一个好的理由使得文章有点失真。在黑塞描写少年情谊的片段，我确确实实的
感受到了友情与爱情的交融，少年的感情真是美好又纯洁。
5、一个不那么明显的悲剧，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亮点也很多，比如对钓鱼的描写，比如写汉斯
对课本的体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字，而是可以看到他们的眼睛、摸到他们的手。主人公的经历是一
起一落的，州试考过、迎来本应该毫无压力的暑假，却在牧师、校长的“建议”下不得不预读修道院
课程（仿佛看到中考后的自己不过那个暑假窝比汉斯浪多了￣▽￣）在修道院结交心心相印的朋友赫
尔曼，年轻的心受到友情的滋养，其间虽疏远又重新亲密，最后这段友情却以赫尔曼出走而告终，而
这也直接导致了汉斯再也无法在修道院学习下去。他不得不回到家乡，遇到鞋匠的侄女艾玛，初尝爱
情的滋味却发现他不过是少女的玩物。当他成为了技工之后事情似乎不会向坏的方向发展下去，然而
正是在这时、在少年喝醉后一切都崩溃了。汉斯是被谋杀的。“一泄气就会被压在车轮下了。”
6、一开始看的时候并没有多被吸引，到了三分之二的部分，才开始有了一些感觉。往昔的上进少年
，希望之星，带着光耀离开，回来后却“沦落”成为一个肮脏疲累的技师。先是精神上的痛苦，后是
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汉斯短暂的一生就像是一个梦。梦醒了，也就要结束了。赫尔曼于汉斯来说
就像是突然出现的彩虹，绚烂无比，却不能长久的拥有和陪伴。艾玛给了汉斯一线曙光，但汉斯于她
来说也就是一味生活的调剂。没有一个人能给汉斯真正且长久的理解、爱与鼓励。还有什么比一无所
有更可怕的事情吗？当汉斯跌落河中的那一刻，是否有挣扎和不甘？还是带着沉入幸福之乡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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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在轮下》的笔记-第81页

        宁可毁灭十次肉体，也不可伤害灵魂一次 
  

2、《在轮下》的笔记-第127页

        教师的任务并不是要培养出乎常轨的人，而是要培养精通拉丁文和数学的正直小市民

3、《在轮下》的笔记-第166页

        现在汉斯的思考和梦幻都在这早已疏远了的世界中浮动着。他从巨大的幻灭和绝望中逃进过去的
幸福时代里。那个时候还充满了希望，而眼前这个世界，看起来有如魔法的巨大森林般，林中有缀着
宝石的城堡，充满了危险和神秘。他只向这个恐怖的世界里迈进了一小步，可是在奇迹出现之前他就
已经感到疲倦了。现在他又一次站在昏暗的神秘入口前，可是这次只是带着冷漠的好奇而已，因为他
已经被摒除在外了。

4、《在轮下》的笔记-友情

        海尔纳不是用成绩，考试及荣光作为判断，而是用良心的纯洁或污秽作为标准，把因汉斯的不贞
所产生的痛苦与愤怒都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5、《在轮下》的笔记-第111页

        模范少年汉斯的心里又痛苦又羞惭，继续在冰天雪地的野原上踉跄着时，那冻得发紫的脸颊上，
无法抑制的热泪滚滚而下。他明白自己所犯下的罪恶和疏忽，是对方永远无法忘怀的，也是用再多的
悔恨都无法补偿的。海尔纳不是用成绩考试及荣光作为判断，而是用良心的纯洁或污秽作为标准，把
因汉斯的不贞所产生的痛苦与愤怒都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对于死去的学生，老师们总是另眼相看的，
只有在这一瞬间，他们才会强烈的感觉到平常他们豪不在乎去伤害的每一个学生的生命与青春，具有
一去不复返的价值与尊严。

6、《在轮下》的笔记-第79页

        如果没有学校的努力，恐怕有不少人会变成蛮干的改革家，或者成为虚幻的梦想家吧！

7、《在轮下》的笔记-全书

        老师们看到模范生吉本拉德变成了问题学生，看到他受到危险任务海尔纳的恶性影响都大吃一惊
。而老师们最害怕的还是再青春期这个危险年龄所出现的少年的一场早熟现象。对他们来说，海尔纳
原本就具有恐怖的天才气质——自古以来，天才和教师之间，永远存在着不可摇动的鸿沟。天才型的
人在学校所表现的一切，对教师们来说都是禁忌。对教师们来说，天才就是不敬师长，十四岁就抽烟
，十五岁就谈恋爱，十六岁就上酒馆、看禁书、写大胆的文章，有时侯嘲讽地看着教师。他们在教务
日记里留下煽动者、重禁闭候补者地恶名。教师们都宁可自己班上有十个愚蠢地学生，也不愿有一个
天才。仔细想来，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教师的任务并不是要培养出乎常轨的人，而是要培养精通拉
丁文和数学的正直小市民。但谁是最大的受害者呢？教师受学生的害？或者正好相反呢？两者哪边是
暴君，或者哪边是加害者呢？两者之间，到底是谁让对方的灵魂和生活变得一败涂地、污秽不堪的呢
？只要深深思考这些，谁也会想起自己的青春时期，而觉得愤怒和羞惭的吧？但只不是我们所要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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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真正的天才，通常时能治疗自己的伤痕，不向学校屈服，写出优秀的作品。有一天，这些作品
在他们死后，随着时间的消逝，渐渐笼罩愉悦的光辉，过了好几代之后，被学校的教师们引为杰作，
作为高贵的典范，以此成为我们的慰籍。就这样，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规律与精神不断重复战
争的场面。也因此我们不断地看到国家与学校，每年都在一心一意地把一些优秀地精神连根拔起。而
我们也不断看到，最受学校老师憎恶，常常遭受处罚和逃跑以及被开除的人，日后都在丰富我们国民
的宝藏。但是在内心的反抗中被磨损而幻灭的人也不在少数——谁能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呢？

8、《在轮下》的笔记-第75页

        小吉本拉德的成长是多么美好啊！他几乎放弃了闲逛与游戏，在上课时早已不会无缘无故地笑了
，也不再种花，养兔与钓鱼了 
  为汉斯很难过，还有自己的那一份。

9、《在轮下》的笔记-第78页

        同大多数凡夫俗子一样，在他迟钝的脑子里有个模糊的幻想，那就是看到从自己所横生出来的枝
干，向着所遥不可及的尊贵领域衍生而去。

10、《在轮下》的笔记-第67页

        神学与别的学问并无不同，艺术是神学，科学也是神学，还有不少别的科学也是神学，从古到今
都是一样的。科学家总是为了新瓶而忘了陈酒，而艺术家们总是不在乎固执于无数表面的错误，来安
慰、讨好许多人。自古以来，批判与创造，科学与艺术，就是不分胜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前者常
常是正确的，但对人却一点益处也没有。而后者则不断地散播信仰爱、安慰与永恒的种子，不断地盘
据着优良的地盘。因为生比死更强，信仰是胜过怀疑的。

11、《在轮下》的笔记-第105页

        另外也有用别的契约及物物交换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友情。比如说，那个令大家艳羡的火腿主人，
发现从斯丹海姆来的园艺家的儿子是自己互通有无的最好对象。那个少年的箱底里全是令人垂涎的大
苹果有一次，火腿的主人吃过火腿后，觉得口渴，就拿火腿和苹果的主人交换苹果。于是两人坐下来
，慎重谈过话的结果，知道火腿的主人有源源不绝的火腿供应，苹果的主人也有到明年春天还吃不完
的苹果。两人就这样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关系，这比基于热情和理想结合起来的关系维持得还要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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