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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匠与杰作》

精彩短评

1、跟《隐疾》的性质差不多，都是爆名人的料，哈，有点八卦的感觉！
2、跳读了几篇。我怎么没看出来作者非说艾米丽勃朗特是les...老师您解读过度了2333333...
3、小说写得那么好，文论写得那么差啊？
4、八卦毁童年，这个版本不仅排序和新的不同，还删掉好多。。。还是换新的看吧
5、看了认识的那几个人的
6、真是个吐槽怪啊......
7、毛姆没有成为金牌狗仔，真是生不逢时。
8、毛姆大叔写八卦
9、我是看完了呢还是没看完呢,这是个问题
10、巨匠与八卦。想来毛姆应该也是很喜爱奥斯汀的罢。
11、艾玛我和他的文学品味除了对于战争与和平的⋯⋯其他基本无缝结合⋯⋯怪不得我总是拿出他写
的一些句子津津乐道⋯⋯_(:з」∠)_
12、毛姆这么八卦和挑剔，倘若有人也来这么写他，该怎么写呢？
13、小说家看小说家，毛姆很看重作家个性的影响，个性作为审视世界与文学虚构的视野。由此造成
的缺陷亦是特色。也就作家会如此关注情节、人物的可信度了。翻译有若干错误
14、毛姆八卦了十位大家无节操的个性和私生活，讽喻起来就像对待自己笔下人物一样不客气。他意
在挖掘作家个性与作品间的关系，遵从自己的阅读感受不盲从公论，批评态度可说是自信又真诚。
15、从这本书里，我更加认识了托尔斯泰、菲尔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司汤达、简奥斯丁、麦尔维尔
、巴尔扎克、狄更斯、福楼拜和艾米莉·勃朗特，知道为了金钱写作是没有什么值得可耻的，知道作
家的才能和人品不一定俱佳（这个早已知晓），知道如《包法利夫人》《白鲸》等杰作在出版前，被
作者的朋友全面否定或为此担忧，知道许多伟大的巨匠在年轻的时候都像一个傻逼。这些给了我许多
信心。
16、困惑于内心的孤独，这是一种敏感的人终身都将会背负的感觉。——福楼拜与《包法利夫人》
17、毛姆还是一如既往地八卦。明明是在评论作品的写作技巧与优点，结果，他说着说着就拐去说人
家的私生活了。。说得眉飞色舞的当口，突然想起来重点是⋯⋯于是仓促点评一段，文章就收尾了。
。。。
18、毛姆笔下的作家八卦~
19、华东师范大学的这本确如书尾的译后记所说是个“粗糙的译本”，最糟的就是艾米莉·勃朗特那
章，象出自一个专业与文学无关的学生之手，最基本的三姐妹与勃兰威尔之间的兄弟姐妹关系都没搞
清楚。虽然翻译粗陋，但是毛姆关于作家个性、观察力、创造力与技巧对作品影响的孰轻孰重，以及
小说的目的是娱乐而非教益的观点相当具有可读性。
20、花了一周在地铁上看完了。差不多该去看《月亮与六便士》了
21、你够八卦~你的小恶毒，让我忍不住喜欢~
22、只把关于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的部分看了，其他作家不熟啊
23、毛姆不是狗仔队，他深入作家的私生活，显然是深信作品和人的生活经验是并存的。他犀利的眼
光与文字过滤出作家的经历和作品可能产生的亲缘关系。同时作为职业作家，他颇为内行的指出他们
的技巧高明之所在及其纰漏和让人困惑的处理，这些也都是天才与众不同之处。那些小说家敏感、纤
弱和表里不一的矛盾的特征，在被他剖析体无完肤背后，是作品中的和作者的人性高度的统一，从中
我们也深入的认识到人与作品之间必然的联系。毛姆的评述有时看似无情又似怜悯，实则嘴薄而心慈
。
24、读起来实在是太流畅了
25、小时候喜欢看八卦 现在就觉得无趣了些
26、奇才都是奇葩 矮矮的 胖胖的 丑丑的 色色的
27、“他几乎一直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眼光去打量那些天才作家的，就像对待自己笔下的世界一样，
他常常也是摆出那样一付隐含调侃的客观神态，用那样一种从容不迫的语调，述说着他那些简直带有
挑剔意味的看法。”——依旧那个录下《书与你》（1940）的毛姆，此番似是为流连酒桌牌局者写作
，而“普鲁弗洛克情歌”中谈论米开朗琪罗的那一位决不出乎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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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俺当年狠狠读的书。
29、八卦+批判性思维
30、每个作家的作品都是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独特世界，我们可以欣赏也可以不欣赏，不欣赏也并不代
表这个作品没有价值。
31、陀氏对艾米丽谈起自己诱奸幼女的经历⋯⋯这是黑他泡妹子奇差？
32、孔海立《端木蕻良传》 
33、毛姆大叔讲各种八卦
34、对我这种名著盲来说，看起来很吃力啊～给个平均分吧
35、毛姆对于人性的洞见，那种冷静的叙述，一针见血的犀利，他对于作家性格生活与其作品的联系
的描述可见杰出小说家写出作品的缘由。大卫科波菲尔和白鲸两篇没看，待看过书后有机会再看吧
36、在了解作家生平的同时，也为普通读者品鉴小说提供了很多个切入点，而且译者对毛姆的文学评
论态度很是赞赏，我没怎么读过文学评论的书籍，但是也觉得毛姆的笔锋确实犀利。
37、孔夫子上30元买了本9成新的，华师大译本比南大李锋的好一点感觉
38、没有想象中那么八卦，只是看到这些大师们无比混乱艰苦不道德的一生后，越发清晰地感受到对
于创作的热情热爱往往才是产生杰作的关键，跟作者本人的品性没有必然联系。
39、没有全看完
40、毛姆对大师们的评价真够辛辣的。以前看教科书评论名著的经典句式，都会不想看那本书。不过
看了毛姆的评论之后，我也会有不想看那些书的想法，因为毛姆从专业写作的角度对那些书挑出好对
毛病，但是同时也毫不吝惜的赞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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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书名取得恭恭敬敬，作势要向巨匠们致意；但除此之外，全然是鞭尸的架势。全书重点在于作者(
而非作品)，尤其是他们羞于见人的龌龊事，毛姆大人写得津津有味；他们尴尬、笨拙的情史，更是重
中之重，文字之外，也大可感受毛姆大人还意犹未尽呢。至于作品分析，虽在其次，但对于作品缺陷
，倒不吝笔墨；对于优点，多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比如司汤达一心要做伟大的情人，可惜上帝赐
予的先天装备差劲得要命——难看、笨拙、结结巴巴，《红与黑》中于连在爱情上大胆的进攻实则取
材于司汤达在现实中一次拙劣的失败。福楼拜比司汤达还惨，少年时候无可救药地爱上一位迷人少妇
，弱冠时表白又遭拒绝，临死还念念不忘的美人儿，却在文章结尾处从某个疯人院缓缓走出。。。。
。。这是怎样一幅画面？！其余诸匠，也不比他俩好到哪。总之就是些智力上稀疏平常、道德上极为
可疑、心理上病入膏肓、行为上鬼鬼祟祟的家伙，不明就里地涂鸦了一番，虽说这些小说毛病远多于
优点，但莫名其妙地就大红大紫，举世闻名了。您若是预备着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以便远离这些杰
作，或是真心实意地想要培养对这些巨匠的厌恶情绪，您不妨找来一本，从头至尾细细拜读一番，多
半不会令您失望。
2、笔锋尖锐，却也八卦十足 读完意犹未尽 巨匠也有不为人知的B面 但是杰作不会因此而蒙尘 
3、前几天浏览了毛姆的评论集《巨匠与杰作》（说是评论集，倒不如说是作家轶事集来的贴切），
重点看了他写司汤达与《红与黑》的部分。真没想到毛姆能把司汤达的性格与经历说得如此不堪。因
为毛姆对司汤达的了解并不来自直接阅读司汤达的日记、书信等，而是来自我恰好阅读过的美国记者
约瑟夫森的《司汤达传》，我的惊讶就愈发强烈了——毛姆和我在同一本传记里获取的印象竟有着如
此惊人的差别。按照毛姆的说法，司汤达的性格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所以才会把自己青少年时期遭遇
的完全称不上不幸的小小挫折放大并牢记一生，还终生保持对权威的夸张反感。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毛
姆的批评似乎有点过于严厉了。司汤达的性格无疑是敏感，甚至过于敏感的，但是由此断言他没有受
到过什么真正的挫折——对于司汤达这样重于内心感受的人来说感情上的伤害恰恰可能属于最严重的
挫折——则有些武断。由于司汤达始终没有同大众的习惯和观点达成一致、不能对既定的一切习以为
常而说他终生怀有“偏见”则是一个更可疑的论点。我当然承认社会化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必要组成
部分，但这是否意味着个人对群体的全然妥协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它关系到如何看待司汤达
这样终身保持着较为强烈的个性的人。你可以像毛姆一样将他视为自恋自负的怪胎，也可以像我一样
将他视为一个性格上很有特点的常人。我不禁想到，有多少在成年后仅仅膜拜金钱的人将怀有非功利
理想的少男少女视为傻子，将自己早年对理想的追求看成是不成熟时踏上的一条“弯路”。不幸的是
，司汤达正是一个到死也没有“纠正”此类“偏见”，从没踏上过“正路”，在心理年龄上始终处于
热情的青年时代的人。由此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司汤达笔下的人物都是不满30岁的年轻人，因为作者终
身都是这些人物的同龄人嘛。欧洲的文学研究者倾向于将《红与黑》称为一部“成长发展小说”
（Bildungsroman），黑格尔在《美学》中正是调侃了这类小说中主人公通常必须经历的走向庸俗的过
程：“今天的年轻人与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法律和职业作对，仿佛要打破这个秩序，改变或改良
这个世界。但过了不久他们磨去了自己的稚气和锋芒，开始与存在妥协，开始遵守各种理性规范。到
最后，人人都找到一位称心如意的姑娘和一份好工作，娶妻生子，成了庸俗的市民。”值得注意的是
，这样的过程最终没有在于连身上实现（也没有在司汤达第一部小说的主人公奥克塔夫和最后一部小
说的主人公拉米埃尔身上实现），于连最终另类地选择了保全自己的理想主义，同这个社会彻底决裂
。也许正是由于司汤达身上这种强烈的反叛者的气质，毛姆才会对他的性格做出这么低的评价。但是
我不厚道地想到：理想主义者似乎很少批评实用主义者庸俗，但是实用主义者却时常指责理想主义者
做作。
4、毛姆像一架如影随形滴水不漏的摄像机一样，从作家的出生开始，观察他们的家庭，观察他们的
生活，观察他们的想法，捕捉他们的经历。从哪里去到哪里，因为什么事情而产生什么想法， 遇到什
么人，讲些什么话，有什么样的感受，产生什么样的交际，干过什么工作，怎样谋生，一缕不差地被
扯了出来。不仅如此，毛姆还浸入了作家们的脑袋里，试图打探他们所有行为举止的动机和奥妙——
为什么要这么想？出于怎样的心态在掩盖着什么事？写作癖好的目的又是什么？而对于作品，他考虑
作家的创作背景，创作环境，创作动机，创作目的。作品的哪些部分是成功的，又有哪些是失败的，
角色如何塑造，意图如何实现，作者的感想如何投射进作品，作者自己的说法和旁人的看法，以及围
绕作品发生的事件。他分析对于某些段落作者的安排，某些段落引起读者兴致勃勃却体现出角色的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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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情绪，作者的文体如何，作者如何要写好文章和措辞，作者如何取材⋯⋯分析了方方面面，讲起来
头头是道。如果实在没话可说，就换一本再度讲起。他就像一把尖利的刀锋，在纸本搭起的手术台上
将描写对象的人生开膛破肚，如刨坟掘墓般地挖出了这些文学巨星的私生活并写成了内容详尽的电器
指导书，但愿死者能够原谅他。不知被讲述者的真实生活有多少成分被他所还原，又有多少成分属他
推测，他构建出了一张张崭新且不为人知的鲜活形象的相片，从这些相片中，我们得以窥见了使得传
记描写能言其尽的秘密。不过，这本不吝其言的传记书单其实正适合对这些作家或作品有一定了解的
人的口味。说实话，如果你对他们一无所知，指望通过看这本书来对某部著作产生兴趣，那毛姆这种
不厌其烦的絮叨可顶难教人兴致冲冲地去找原作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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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巨匠与杰作》的笔记-第133页

        居斯塔夫·福楼拜

2、《巨匠与杰作》的笔记-第224页

        

3、《巨匠与杰作》的笔记-第219页

        

4、《巨匠与杰作》的笔记-第29页

        托尔斯泰

5、《巨匠与杰作》的笔记-第17页

        对性交，切斯特菲尔德爵士说过这样的话：乐趣是暂时的、情境是可笑的、消耗是严重的。如果
他活到今天来阅读现代小说，他也许会加上一句，这种行为千篇一律，使对它的重复叙述显得极端索
然无味。

6、《巨匠与杰作》的笔记-第24页

        我想，托尔斯泰没有用悲苦的笔调来写这一切，是因为他知道这正是事情的必然结果，他只能讲
真话。

7、《巨匠与杰作》的笔记-第7页

        对一件事有歪曲的了解，还不如不了解为好。没有理由要求一位小说家除了是小说家之外，还得
成为别的什么价。如果他是位好小说家就足够了。他对许多事都应该懂得一些，可他并不需要在某个
特殊领域成为一个作家，这有时甚至是有害的。
我记得好像有谁（王蒙？）提出中国需要一批“学者型作家”。

8、《巨匠与杰作》的笔记-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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