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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刑架下的报告》

内容概要

作品的手稿共167页，稿纸规格不一，文字篇幅各异，它们是在沦陷时期由庞克拉茨监狱的看守们秘密
带出来的。此次出版的《报告》首次完全按照作者的一张张便条式的手稿原样进行排版，恢复或补充
了在以往版本中被删改的文字或段落。新更正或补充的部分均用黑体字来标明。<br>    《报告》第十
版以前的版本中均缺手稿的第91页，直到后来才找到了这一页。<br>    此次出版的策划者们有意保留
作者写作的那个时代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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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刑架下的报告》

作者简介

尤利乌斯·伏契克（1903年2月23日-1943年9月8日）
1903年2月23日，伏契克诞生在布拉格工业区的一个工人家庭。他从小喜欢戏剧，上中学时就开始搞文
学创作，后来进入布拉格大学文学院攻读文学。由于家境贫寒，他一边学习，一边给人补习，还在建
筑工地上当过工人。在大学里，他刻苦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青少年时期的伏契克就是非分明，热爱
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憎恶反动的、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
1921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刚刚成立，18岁的伏契克就加入了党的队伍。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
任捷共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编辑、该报驻苏记者和党的文化刊物《创造》主编等职。1929年，
他在参加北捷克煤矿工人大罢工时，撰文深刻地揭露和控诉资本主义给工人带来失业、贫困和死亡的
罪恶。他把报刊作为工人阶级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武器。希特勒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伏契
克在布拉格等地从事反抗纳粹占领的地下活动。1941年初，捷共第一届地下中央委员会遭到敌人的破
坏，他参与了组建第二届地下中央和领导人民反占领斗争的工作，为把自己的祖国从德国法西斯的铁
蹄下解放出来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后来，伏契克不幸被德国盖世太保逮捕。在狱中，他在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杀害的情况下，写下了《绞
刑架下的报告》这部不朽著作。该书通篇正气浩然，光彩照人。伏契克敢于藐视暴敌、顽强斗争的大
无畏英雄气概，他为了维护人民利益、保卫组织和同志安全而不惜赴汤蹈火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坚
信敌人终将覆灭、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人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都在书中得到了充分反映。这部作品
后来被译成八十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发行，成为全世界进步人们共同的精神财富。这本书的中文译
本，早在50年代初，就在我国出版，许多年来，它一直在我国青年中广为流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伏契克在狱中经受了种种非人的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1943年9月8日，他怀着坚定的共产主
义信念，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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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刑架下的报告》

书籍目录

真金不怕火炼
——关于伏契克和他的《绞刑架下的报告》
伏契克夫人的话
出版说明
一九四三年春写于庞克拉茨盖世太保监狱
第一章 二十四小时
第二章 临死前的痛苦
第三章 二六七号牢房
第四章 “四○○号”
第五章 雕像与木偶（一）
第六章 一九四二年的戒严
第七章 雕像与木偶（二）
第八章 一小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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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刑架下的报告》

精彩短评

1、红色文学真的很无语，他们缺乏了一种人性主题，把力气都集中在控诉和谴责上。
2、在我看来雕像和木偶都一样
3、高中时候看的。那阵子熄灯了，还打手电筒看红岩。哈哈
4、坚定的信仰永远那么令人感动
5、平淡的语言...但却是心灵最真的述说...
6、理想总与现实有出入
7、伟大的灵魂
8、很久以前看的了
9、二六七号牢房在歌唱⋯⋯
10、初中的事儿了，没读完。太压抑。所以我就不评分了
11、在学校图书馆借阅的，不是这个版本，当时看的那一版没有找到，记得是红色的，有些薄，但内
容有力。掷地有声，铿锵郑重。
12、杨实译，新世纪出版社的
13、已藏
14、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上安放悲伤的安琪儿，是不公平的。
15、薄薄的一本 可是好难得！
16、2010-7-29以5元购于广州文津阁书店。20100912读完。
17、2004年10月于友人处借阅。
18、我看得要吐，人类啊啊啊啊！
19、翻译好
20、人们，你们可要警惕啊。。。这句话什么时候都适用。。。 
21、　　审讯者带伏契克去看暮色苍茫的布拉格。“它是多么美啊！纵使你不在人间了，它也依旧这
样美⋯”他诱惑着他。在伏契克眼中，“夏天的傍晚，布拉格已经散发着初秋的气息”，或是在行驶
的囚车中偷偷看到的更早的时光：“那是在美丽的六月里，空气中弥漫着菩提树和迟开的槐花的芳香
⋯（人群）喧闹，嬉笑，被阳光、水和情人的拥抱弄得幸福而疲倦。”
　　
　　于此你差不多会想起另一双眼睛也曾注视过伏契克贪婪凝视的金色布拉格：昆德拉的眼睛。在他
的书里，伏契克完整、严肃的信仰体系最终展现为萨宾娜的画作不可弥补的裂痕。读着《报告》中作
者对自己所信仰的温暖又忠诚的描写：“现在克里姆林宫的大钟正敲着十点，红场上开始检阅。父亲
啊，我们跟您一道前进！”我忍不住辛酸地想，去世早也是某种幸福，因不用忍受亲眼看到自己的祖
国在他们敬爱的“父亲”安排下进行的大清洗和1968年的悍然入侵等等而导致的背叛、幻灭与惨痛，
坦克履带碾至血肉模糊的是一个民族的伤痛和破碎。曾让伏契克自豪的用生命和所有力量来捍卫的“
自己的心”成为对自由选择的荒诞讽刺。
　　
　　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认为个体命运虽由身体偶在的差异带来，却无法挣脱历史必然性编就
的网，“在人民伦理中，个体肉身属于自己的死也被‘历史必然’的‘美好’借走了，每一个体的死
不是为了民族解放的‘美好’牺牲，就是为了‘主义’建设的‘伟大’奉献。个体的肉身不是靠着偶
然的死才活着，而是早已为了‘历史必然’的活着而死了”。伏契克的个体命运被编织进国家、民族
的宏大叙事，并以生命为这张网多加一条线，自然也可遭受“唾弃对‘美好’的感受能力”的萨宾娜
式嘲笑。而我的问题是，以自由伦理反抗人民伦理，以个体差异反抗媚俗，又如何对待曾有的个体真
诚？
22、马马虎虎，翻译的不好
23、印象不深了，大概是因为其他集中营回忆录比这个口味更重的缘故。但是有关“捷奸”的那几段
描写，还有结尾那句话，这一辈子只怕不会忘。
24、信仰本身如此坚定
25、伏契克 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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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审讯者带伏契克去看暮色苍茫的布拉格。“它是多么美啊！纵使你不在人间了，它也依旧这样美
⋯”他诱惑着他。在伏契克眼中，“夏天的傍晚，布拉格已经散发着初秋的气息”，或是在行驶的囚
车中偷偷看到的更早的时光：“那是在美丽的六月里，空气中弥漫着菩提树和迟开的槐花的芳香⋯（
人群）喧闹，嬉笑，被阳光、水和情人的拥抱弄得幸福而疲倦。”于此你差不多会想起另一双眼睛也
曾注视过伏契克贪婪凝视的金色布拉格：昆德拉的眼睛。在他的书里，伏契克完整、严肃的信仰体系
最终展现为萨宾娜的画作不可弥补的裂痕。读着《报告》中作者对自己所信仰的温暖又忠诚的描写：
“现在克里姆林宫的大钟正敲着十点，红场上开始检阅。父亲啊，我们跟您一道前进！”我忍不住辛
酸地想，去世早也是某种幸福，因不用忍受亲眼看到自己的祖国在他们敬爱的“父亲”安排下进行的
大清洗和1968年的悍然入侵等等而导致的背叛、幻灭与惨痛，坦克履带碾至血肉模糊的是一个民族的
伤痛和破碎。曾让伏契克自豪的用生命和所有力量来捍卫的“自己的心”成为对自由选择的荒诞讽刺
。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认为个体命运虽由身体偶在的差异带来，却无法挣脱历史必然性编就的
网，“在人民伦理中，个体肉身属于自己的死也被‘历史必然’的‘美好’借走了，每一个体的死不
是为了民族解放的‘美好’牺牲，就是为了‘主义’建设的‘伟大’奉献。个体的肉身不是靠着偶然
的死才活着，而是早已为了‘历史必然’的活着而死了”。伏契克的个体命运被编织进国家、民族的
宏大叙事，并以生命为这张网多加一条线，自然也可遭受“唾弃对‘美好’的感受能力”的萨宾娜式
嘲笑。而我的问题是，以自由伦理反抗人民伦理，以个体差异反抗媚俗，又如何对待曾有的个体真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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