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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同情》

内容概要

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地脱身出
来，以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
抗拒，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无感伤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
精神。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
力量耗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施与人者，天必与之，”格言集上的这句箴言，每个作家都可以心
安理得地以下述的含义予以证实：“讲了很多故事的人，必有人讲故事给他听。”通常人们总以为，
在诗人的头脑里，想像力运转奔驰，一刻不停，诗人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库存里不断地杜撰出形形
色色的事件和故事。这种想法，其实是最错误不过的了。事实上，只要诗人观察和谛听的本领日益增
长，接连不断地总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和事件需要他去复述，那他根本不必杜撰，只消把这些向他
涌来的人和事予以再现就行了。经常试图解释别人命运的人，定会有许多人向他叙述自己的命运。
这本书里发生的事情也是从头到尾几乎原封不动由别人以书中复述的形式说给我听的，完全出乎我的
意料。我最近到维也纳去，这一次因为事务庞杂，弄得我疲惫不堪。晚上我到市郊的一家饭馆去吃饭
，满心以为，这家饭馆早已不是时髦酒家，问津者想必寥寥无几。可是我刚踏进门去，就懊恼地意识
到我估计错误。在近门的第一张桌子旁边就有个熟人站起身来，用各种手势表现出他真诚的快乐。当
然，我并没有报以同样的热忱。他邀请我在他身边坐下。如果说这位热心的先生是个令人不快或者招
人讨厌的人物，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他只不过是死乞白赖硬要结交朋友的那种人。他们像孩子集邮那
样孜孜不倦地积攒朋友，因而对他们收集的朋友当中的每一种样品都怀有特殊的骄傲。这个心地善良
的怪人是个知识渊博、办事干练的档案管理员，这个职务反倒成了他操的副业。他全部生活的意义则
仅仅限于这样一种微小的满足：碰到报纸上偶尔出现的每一个人名，他都能怀着虚荣心，以一种理所
当然的口气补上一句：“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或者“啊，昨天我还跟他见过面呢”，或者“我的
朋友A君对我说，而我的朋友B君认为”，就这样一口气顺着字母表把他的朋友挨个介绍。在他朋友们
发表的新戏初次公演的时候，他总是忠实可靠地鼓掌喝彩，第二天早上准给每一个女演员打电话表示
祝贺。他绝不忘记每一个朋友的生日，报上发表的使人不悦的评论他总瞒着不让朋友知道，而赞扬的
评论他便出于好心关注一一寄给朋友。所以，他不是一个令人不快的人物，他是真心诚意地对人热心
。要是你偶尔求他帮个小忙，或者让他那把朋友熟人当作纪念物收藏起来的珍藏馆增添一件新的珍品
，他就会感到无比幸福。

Page 2



《爱与同情》

作者简介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是奥地利的著名作家，从二十年代起，他“以德语创作赢得
了不让于英、法语作品的广泛声誉”。他善于运用各种体裁，写过诗、小说、戏剧、文论、传记，还
从事过文学翻译，但他的作品中以传记和小说最为著称。
1881年11月28日，茨威格出生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一个犹太富商家里。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资
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文艺熏陶，十六岁便在维也纳《社会》杂志上发表诗作。1899年中学毕业，入维也
纳大学攻读德国和法国文学，接触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研究和翻译过法国波德莱尔
和魏尔伦、比利时凡尔哈伦的诗歌。1900年曾去柏林学习过一个学期。他有意识地深 入社会底层，了
解一些遭人唾弃的卑贱者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1903年获博士学位。
茨威格早期的诗集《银弦》(1901)和《早年的花冠》(1906)、小说集《埃利卡·艾瓦尔德之恋》(1904)
等，受当时盛行的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影响，缺乏内容和新意。
从1907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创作上渐趋成熟。除了《泰西特斯》(1907)、《海滨之屋》(1912)和
《化身戏子》(1913)等剧本外，他还发表了小说集《最初的经历》(1911)，由有声望的莱比锡岛屿出版
社出版。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茨威格在《柏林日报》(9月19日)上发表《致外国友人》一文，表明自己
忠于同他们的友谊，以及来日和他们携手重建欧洲文化的愿望。第一次大战期间，欧洲许多知名作家
都未能摆脱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影响，唯有少数人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反战立场，茨威格
便是其中之一。
茨威格经历了战后的灾难：饥馑、寒冷和通货膨胀；对他触动最深的是社会道德的沦丧。此后的二十
余年是他的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他的主要作品，大多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一方面是传记著作。他的《三大师》(1920)论述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斯陀耶夫斯基。接着，他撰写
了《罗曼·罗兰》(1921)。其他的传记著作有：《同魔鬼作斗争》(1923，记述三个患精神病的作家荷
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自画像的名手》(1928，记述卡萨诺瓦、司汤达和托尔斯泰)，《精神疗
法》(1931，记述发明催眠术的奥地利医生墨斯墨尔、所谓“基督教科学”创始人玛丽·贝克和著名精
神病学者弗洛伊德)，《玛丽亚·安托万内特》(1932)和《玛丽亚·斯图亚特》(1933)等。这些著作表
达了他对于以自由精神和人道主义为中心的西欧文化的尊崇。
另一方面是小说。《心的焦躁》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作于1938年。这一时期的中短篇包括：《恐惧
》(1920；1925年改写)、《马来狂人》(1922)、《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1922)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的
二十四小时》(1922)、《月光胡同》(1922)、《看不见的珍藏》(1927)等等。他作品的基调是现实主义
的，他最擅长的手法是细腻的心理描写。他尤其着重选取资产阶级社会中妇女的不幸遭遇的题材 ，揭
露“文明人”圈子的生活空虚和道德败坏，谴责对女性的不尊重和对人的善良品质的残害，赞美同情
、了解、仁爱和宽恕。他努力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描写道德败坏给人带来的情感上的痛苦，揭示个
人心灵中种种抽象的美德，甚至让已经堕落的人身上闪耀出道义的火花，他的目的是要改进资本主义
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人们的精神面貌。
1933年希特勒上台，1934年发生维也纳事件，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要求德、奥合并，茨威格不得已迁
居英国。1938年，奥地利并入德国后，他便加入英国籍，不久又离英赴美，1940年经纽约去巴西。
1942年2月23日，茨威格和他的妻子在巴西服毒自杀。他在去世之前，完成了《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
人的回忆录》，这是他一生的历史，也是他那一代人的历史；这是对昨日的世界，亦即对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沉沦的资产阶级世界的回忆。他死后发表的《象棋的故事》(1941)，是他的最后一篇小说，
沉痛地诉说了一个心灵和才智遭到纳粹摧残的人的经历。
茨威格一生写过、同情过许多人的不幸遭遇，他的不幸遭遇自然也得到一切反法西斯的人们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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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同情》

精彩短评

1、太小 没懂 还想再读一遍
2、茨威格，最近的最爱。前段时间结束一段感情，而此时，似乎特别喜欢感情细腻的作品。茨威格
的爱与同情 *爱情的焦灼* ，是在KINDLE看，版本有很多错别字，但完全不影响。下次买个实体书值
得细细读。
书，讲的是一个军官，因为同情，与“贵族”的身体有缺陷的女儿相识，做朋友。他认为的友情在女
生眼中是美好的爱情，是让自己有勇气慢慢热爱生活，走出家门，拥抱人生，想要改变，战胜自己的
爱情。在两人完全不对等的信息中，一人进，一人退，由于同情又不敢过于后退，最后贵族女儿自杀
。
茨威格的伟大，在于他描述各种情感，情感波动时，大段大段的，但又够味，实在酣畅淋漓。
3、对人心理的描写很细致
4、大四的深秋，一口气看完，从下午一直看到晚上九点多，然后揣了一百块钱出去觅食，神情恍惚
中，钱包不翼而飞⋯⋯
5、此时此刻 别有一番风味
6、不论是哪种同情，都泛滥在我们生活里。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那就是爱。或者那就是爱！
7、1
8、每个踽踽独行于世的人内心最隐秘最腐烂的人性，都在这位灵魂刻画大师的笔下暴露无遗。此书
阅读过程中我至少六次连连摇头，叹息这位运气不好的男主角命运的悲惨，这所有的折磨与审判都是
其每次的错误选择带来的恶果。
9、大学时代印象深刻的一本书，从第一页读起就没停--感觉写的情节紧凑--多年后还是会想起这本
书--其实爱情没错--同情也没错--真实有时候很伤人--怎么办--在焦灼痛哭或者是开心沉醉中，我们必
须向前走-必须成熟--
10、他的长篇比回忆录好看啊！
11、无论是爱还是同情/都要慎重/糖亦作砒霜/不做滥情的人
12、真 细腻...
13、同情这种东西，真是很柔软的感情。其实很多时候冷漠一点会少很多麻烦，但人性的光辉也就不
复存在了吧。这个结局也算在预料之中。挺不错的的一部小说呐。【啊，我也不知道想表达个啥。】
14、适合女士看
15、非常好
16、
17、关于爱，同情，感激与赎罪。排的进我大学以来看过的最精彩的五本长篇之一。最重要的是，它
解决了我心中长期以来的一个疑问：爱与同情，到底是同一种东西吗？
18、Sacrifice or be ruthless
19、非常牛的心理描写。
我对男一号得知自己被没有经过允许而被爱上时的心理变化吓到了。性别差异会影响对待感情的态度
。
20、一口气看完 心情舒畅 本能地抵触心灵的焦灼 同情心泛滥这种错不会犯第二次
21、"它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 
22、这是我读的茨威格的第一本小说，之后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的作品。
23、这样的同情必须建立在一颗美好善良的心灵上。
24、茨威格实在是太会写了
25、作者对书中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真是细腻和深入，深有借鉴的意义。故事的情节也很曲折，不
落俗套。有感于世俗观念，对人性选择的影响是多么的重要。唾弃男主角思想的摇摆不定，以及做事
半途而废，最终导致这场悲剧。有感于书中医生的伟大而无私的同情心。学习了同情的两种不同的内
涵。
26、在大学图书馆偶然翻到的一本小说，浮世经典。
27、每看几页心情就得激流澎湃一次
28、一本很难忘记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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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同情》

29、让人深思的书，很多年仍无法忘怀那份沉重
30、一個健康的男子和一個患病的女子，天長日久，是不可能永遠晴朗無陰翳的，即使再賣力氣再體
貼也是徒勞。遭受不幸容易使人感到受辱，老受痛苦容易使人偏頗不公。債主和負債人之間總有一種
難堪的關係，不可消除，因為一方註定了要扮演施捨者的角色，另一方註定了要扮演受惠者的角色。
31、对同情的注解把我的心都要震碎了
32、和《万物理论》里打球的感觉好像
33、外国作家就是心思缜密，想的真多
34、同情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
毫无伤感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精神。
只可惜，不是所有人能够分得出爱和同情的区别，也不是所有人能分出这两种同情的区别。
35、: �
I521.45/41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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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同情》

精彩书评

1、实际上是大学时看的这本小说吧，由茨威格的一本中篇集开始疯狂迷恋这个极具刻画能力，且总
是隐晦的描述人类最难懂的复杂情感的小说家。而这本《爱与同情》更是记得当时看了两遍。实际上
现在已经不太记得具体的情节，只是当然懵懂之时，这本书如当头棒喝，让人不断思考。“同情恰好
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地脱身出来，以
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
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无感伤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精神。
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
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从来没有过一个作者可以将人的内心微如细发的描述在文字上而毫无冗余
缺失。他的观察透过他的文字，一点一点的敲开你的心，轻轻的，温柔的，一点一点的慢慢透露着，
等到你开始领悟的时候，背后的现实就好似一把冰冷的匕首插入你的内心，撕裂你，让你同他一起挣
扎。所以就如别人所说“如果不曾经历，那么就请阅读”，致这位伟大的灵魂刻画大师！
2、大背景是名誉高于一切的时代（好在当代的大背景有个人主义的趋势）医生对同情下的定义说得
实在但生活中面对弱者人更多的处在两极端定义之间的状态 甚至我觉得这不是自己选择的因为 天性
般的同情心背后是一种个体软弱以及个体执着全文出彩的地方时主角在酒吧瞌睡的2分钟里做的梦境
ps：故事很好 但是不是很能享受这种写作风格哦  真的像作者自我评价的那样 文字没有一点多余的 就
像画着格子的像素画 没有真正的留白同时逻辑清晰 每一个段落在说一个东西 加之情节紧凑使得贪心
的我 几次冒出想跳过长篇叠加性描述的段落内容
3、作者对书中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真是细腻和深入，深有借鉴的意义。故事的情节也很曲折，不
落俗套。读后让人对，爱和同情，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有感于世俗观念，对人性选择的影响是多么的
重要。唾弃男主角思想的摇摆不定，以及做事半途而废，最终导致这场悲剧。有感于书中医生的伟大
而无私的同情心。学习了同情的两种不同的内涵。
4、什么叫“相见恨晚”，就是在看了徐静蕾版《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后，买来茨威格的短篇小说
集，读完第一个故事的深切感受。我没有办法不憎恨自己的孤陋寡闻，没有办法不埋怨自己浪费了太
多时光，如果早一些时候让我知道茨威格，读到他的文字，我的生命会更有意义，我坚持的这么认为
。《爱与同情》是茨威格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在淘宝买来一本二手的，白底，双手捧玫瑰的封面，
吻合我的想象。几天的等候，书到了。我怀着激动不已的心情，手捧《爱与同情》，开始了幸福不已
的阅读时光。我是第一次把一本书嚼得那么烂，也是第一次感受每次拿起书本的一瞬间就被紧紧的吸
引、牢牢地抓住，真是千分万分百万分不知怎么形容的幸福呀。我越读越快，心中阅读的快乐飞速蔓
延，我也越读越慢，生怕幸福随着右手手指的翻动快速溜走。我不知道是该快，还是该慢，读这样的
一本书，真的会让人幸福到眩了目，昏了头。
5、“同情恰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地脱
身出来，以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
予以抗拒，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很多时候“爱”和“同情”一线之隔，在感情接受者来看
，很容易被误解，被接受者一厢情愿的异化。如果授予者足够强大和温暖，他完全可以包容这种激烈
的变动的情感，但如果他像主人公这样敏感多变，这就会变成一种负担和心灵的焦灼。
6、觉得人物心理的描写，除了钱钟书，就是茨威格最打动我了。虽然一直围绕着情感来写（同情、
震撼、矛盾、焦灼），但悲剧收尾正表明了作者理智的旁观。我不喜欢艾迪特的咄咄逼人，可能是太
站在主角角度来审视问题了。作者关于同情的主题引发了很多思考和探讨：如果众人不任由同情恣意
横生，不一味宠溺着艾迪特，艾迪特会不会不一直沉溺在自怨自艾的情绪中？如果少尉不控制自己的
不当同情心，不被开斯克法尔伐一家用“可怜”牵着鼻子走，那么艾迪特会不会不会有被欺骗的感觉
，从而不那么仓促地结束生命？等等。喜欢茨威格是因为之前看了《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一
直觉得茨威格有一种蛊惑人心的本领，能把人的情感牵着走，但最后才发现，是他懂人性，茨威格懂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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