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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外省当诗神有啥不好？
2、今天在单位值班看完了。比前面几本感觉平庸。只有最后一部《古物陈列室》显出力度。 
而且到底是翻译的原因还是原文如此。巴尔扎克的小说里第一次看到“他妈的”这样的粗口。感觉很
是触目。而且卡缪索夫人竟然会说出“老娘我⋯⋯”这样的话，也觉得突兀。。。 
3、从她那曾经美貌的脸上，仅剩下闪烁着超凡光芒的眼睛
4、赶稿还债的小短篇虽然不能和杰作相比，但也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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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这是一部短小的作品，但非常有意思。戈迪萨尔是干什么的？他
是一个伟大的推销员。巴尔扎克在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刚发展之时，便创立了一个这个的角色。真令人
叹服。　　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卖，不管卖什么都要卖得更多。这就
需要专门的销售人员，这点与手工业生产不同，手工业时代则是卖得好价钱，所谓三年不开张，开张
吃三年。资本主义经济可不行，要保证资本的高速周转以便产生最大的利润是其本原（可以参见《妇
女乐园》）。而在信息不发达，百货业没成型之前，推销员们便成为商品销售的重要渠道，特别销售
到广大的农村地区。其实现在也是如此，现代的生产企业，产品研发和销售部门是企业是重要的部门
，甚至可以说没有好创新产品的企业会慢慢死亡，但没有好的销售部门会立刻死亡。可以说戈迪萨尔
算是先驱者了。这部作品虽然是戈迪萨尔的一次失败，但总体来说戈迪萨尔是成功了，他只是颜面受
损，但还是卖出了产品。也难怪他将在以后的《人间喜剧》中飞黄腾达。　　《外省的诗神》：此作
品结构明显分为两段，篇幅的三分之二可以算是铺垫，仅有三分之一可算是主干。故事可以简单地概
括为又一个妇女不幸的故事。不过我倒是觉得可以理解为“天才”们的成长挫折故事。卢斯托和拉博
德赖男爵夫人迪娜都可算是颇有才华的。可是不幸的是他们都浪费了他们的才华。卢斯托是出于没有
毅力，在巴黎纸醉金迷的生活中迷失了自我，忘记了才华是需要不断的磨练而成的。当然他在此书中
只是配角，而主角是拉博德赖男爵夫人迪娜。　　迪娜是一个有着杰出文学才华的女人，可惜的是她
一则身为女人，二则出生在外地。事实上她的丈夫已经够不错了。没有过多地干涉她的精神生活，其
丈夫只关心财产，从农业投资角度可以与葛朗台先生媲美。但正因此迪娜可以说更可怜了。如果一朵
玫瑰生在荒漠中，完全没人能够欣赏她，能够以其产生精神上的共鸣，如果其是一个粗鲁的人反倒生
活得更容易些。这也就是其最后出轨的原因。但当她到了巴黎后又怎么样，原来所谓的天才以及巴黎
也不过如此，真正享有盛名的也不过是卢斯托之类徒具才华之辈，他们仅仅凭借着少许才华和知识过
着追名逐利的生活，无非是最后娶一门好亲借此飞黄腾达。相比毕安训医生这类认真工作之人可真算
是“小人”了。问题是社会流行的也正是卢斯托等人。也就难怪迪娜最后只好回到丈夫身边。比起卢
斯托，其丈夫还算是踏踏实实干事之人。　　另外此作品完全没有前几卷中的贵族形象，这可能是资
产阶级已经彻底成为统治者了（七月王朝为背景）。书中对卢斯托以及拉博德赖男爵的描写出色的反
映出七月王朝中的社会行事方式原则，相当有意思。　　《老姑娘》：都是“三凤求凰”的好剧，与
书又与《莫黛斯特·米尼翁》有相当的不同。是否是求婚人的身份目的不同，还是求婚对象的不同倒
是读者自己判断吧。　　当作者在开篇时分别翔实地介绍了德·瓦卢瓦骑士（瓦卢瓦家族是在波旁家
族统治法国的前任王室家族）、杜·布斯基耶先生、青年阿塔纳兹·格朗松的情况以及他们对科尔蒙
小姐的求偶之意之后，不由让人们对这位小姐充满了仰慕之情，但当科尔蒙小姐真正出现在我们面前
时（书中有她的版画）真让无言以诉说。怎么会这样？原来科尔蒙小姐是阿朗松最富裕的小姐，瓦卢
瓦骑士希望进入贵族院，布斯基耶先生希望重振身家当上市长，而阿塔纳兹只是想改变贫困生活。于
是一场竞争开始了。如果说《婚约》中夫妻双方公证人进行了一场奥斯特里茨战役，那这三个人则进
行了一次英法百年战争。终于在最后，君士坦丁堡陷落了，科尔蒙小姐（其家族虽不是贵族，但不断
与贵族联姻，算是老牌布尔乔亚家族）被勇敢的资产者布斯基耶先生征服了。这倒充满了讽刺意义以
及现实意义，代表大革命的布斯基耶征服了贵族以及老布尔乔亚以及自由派。资产者胜利了，而且在
结婚后的七月王朝，布斯基耶用科尔蒙小姐的财产大发横财并且成为实干家，改革了古老的阿朗松，
从此飞黄腾达，一跃冲天。　　《古物陈列室》：这是一场马伦戈战役，这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
在贵族忠仆谢内尔动员了一切力量（包括宗教，司法，贵族甚至宫廷）后，才能勉强保住德·埃斯格
尼翁伯爵。而且杜·克鲁谢瓦虽然打输了官司但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等德·埃斯格尼翁伯爵父亲德
·埃斯格尼翁侯爵死后，他的侄女顺利嫁给德·埃斯格尼翁伯爵，达成他的一切目的。　　德·埃斯
格尼翁侯爵家族是古老的领地贵族（指拥有封地和半独立地位的诸侯，不同于宫庭贵族和穿袍贵族）
，从老侯爵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老贵族的作派与光荣，只可惜时光流逝，已经到了一八二几年了。
其实从其儿子德·埃斯格尼翁伯爵经历我们不仅看到了时光的变迁给贵族们带来的变化，其实也有着
古老贵族的恶习，虽然看完书后我们很同情老侯爵，但其对平民的态度还是令人厌恶。可以说老侯爵
身上集中了巴尔扎克对古老封建制度的赞美，但读在我心中却起了无比反感的情绪，也许这就是标题
《古物陈列室》的微妙之处吧。这批令人恶心又怜悯的古物们只能渐渐死去了，忠仆谢内尔的死就是
这绝唱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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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今天在单位值班看完了。比前面几本感觉平庸。只有最后一部《古物陈列室》显出力度。 而且到
底是翻译的原因还是原文如此。巴尔扎克的小说里第一次看到“他妈的”这样的粗口。感觉很是触目
。而且卡缪索夫人竟然会说出“老娘我⋯⋯”这样的话，也觉得突兀。。。 第八卷包括四部小说： 1
、《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刘恒永译，1833年11月 这篇是巴尔扎克为了出版时凑篇幅，用一夜的时
间写出来的小作品。开篇介绍戈迪萨尔这个推销员以及人寿保险推销行业的时候，惊叹于巴尔扎克怎
么会对保险业也如此了解。但是在深入故事的时候，描写戈迪萨尔被噱去向疯子马佳里蒂推销报纸，
疯子的言语却疯劲不足，让整个故事有点牵强。。。 2、《外省的诗神》，袁树仁译，1843年3-4月 此
篇据说是巴尔扎克感觉心力交瘁的时期所写。读后感觉是写得有点杂乱，比如中间穿插《妇女再研究
》中类似的聊天讲故事情节，使作品显得臃肿了。 3、《老姑娘》，袁树仁译，1836年9月 又是一个独
身者的故事，缺少新意。 4、《古物陈列室》，郑永慧译，1836年3月 这篇是《老姑娘》的姐妹篇，却
较之出彩许多。结构是这样的，前期80%是铺垫，最后20%的高潮将司法行政界的厉害关系统统挑明
，才让人领会斗争之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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