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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译堂吉诃德》

内容概要

《堂吉诃德》是塞万提斯最杰出的作品，被评论家称为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现代小说，同时也是世界文
学的瑰宝之一。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说：“在欧洲所有一切文学作品中，把严肃和滑稽，悲剧性和喜
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和庸俗与伟大和美丽如此水乳交融⋯⋯这样的范例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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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译堂吉诃德》

精彩短评

1、学会怎么吵架，哈哈！
2、一本以讽刺骑士小说为名的骑士史诗，所以读的时候眼前挥之不去的Archer的身影，“怀抱着太过
炽热的梦想，到头来一定会将自己燃烧殆尽吧。”堂吉诃德从骑士的幻梦中清醒时，我却仿佛是看到
了一个时代的陷落。所谓骑士之道，真是令人心驰神往又为之悲怆啊。
3、瞌睡都要出来了
4、正在读，感觉不错，各种反讽。这个文笔，也是绝。
5、真的是越读越有味！
6、所谓疯子只是执着于自己世界的梦想家。开篇就觉得堂某德骑士真是疯的离谱，怎能把风车当巨
人。但是越读下去越会觉得，这个人是可爱得不要不要的。他看世界，不再是普通的山川河流，凡夫
俗子，琐碎小事；而是壮丽的史诗篇章，骑士大展身手铲除邪恶匡扶正义的舞台。是的，有时候他满
脑子的幻想是让平凡人多了苦恼。但更多时候，也真的发现了不一样的世界。没有他的坚持，那位光
着身子满山林跑的绅士，恐怕现在还在山林中吧。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保有一份别人看起来傻气的坚持
。年轻的时候，谁没有幻想过仗剑走天下，人间不平事？
7、读完了上册 下册还没读 很不错
8、大师的版本确实不一样。再说书籍内容本身，我对骑士道是一无所知的，乍一听就感觉像是个爱
管闲事自命正义的人吧。捉弄疯狂人的人，也是神经病。
9、翻译入味，看着行云流水。
10、名著。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在和全世界战斗，其实你的对手甚至不如一座风车。纪念杨绛。
11、邈兮斯人，勇毅绝伦，不畏强暴，不恤丧身，谁谓痴愚，震世立勋，慷慨豪侠，超凡绝尘，一生
惑幻，临殁见真。
12、看了两次。每次都没有持续阅读的兴趣。
13、杨老先生的译本很具文学性。
14、只看开头险些错过了经典，越读越有味。
15、只看了上，了解了个大概，也就无耐心细读。浪漫的堂吉诃德骑士。与现实相悖的浪漫。
16、挚爱的一部小说。
17、跟着他漫游，看他行侠仗义，看世人嗤笑戏耍，看不存在的骑士对抗虚实莫辩的世界，却不忍看
他从痴和疯回归理性却无趣的日常，告别再好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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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译堂吉诃德》

精彩书评

1、在小说的前言，作者借朋友之口说明了小说的宗旨，“消除骑士小说在社会上、在群众之间的声
望和影响”。所以在小说中，作者极尽夸张滑稽之能事，堂吉诃德让深受骑士文学荼毒，以此为榜样
外出冒险，遭遇了种种和小说情节类似的奇遇（虽然不少是他的妄想），却使得堂吉诃德受尽打击和
羞辱。小说以此将他嘲弄一番，以示世人骑士小说本身的虚假和轻信骑士小说带来的遭难。在小说中
，堂吉诃德的行为是可笑的。但是我们所嘲笑的究竟是什么？是他的德行值得被嘲笑吗？堂吉诃德是
这样解释他的出行的：他做好种种准备，急不可待，就要去实现自己的计划。因为他想到自己该去扫
除的暴行、申雪的冤屈、补救的措施、改革的弊端以及履行的义务，觉得迟迟不行对不起世人。（上
，第二章，第14页。）这是堂吉诃德的自许，他给自己负上了匡扶正义、重整乾坤的重担。如果把这
一段话抽离出文本，我们很难对他的这种理想产生任何嘲笑的念头，甚至还会产生钦佩之情，他的理
想和中国武侠小说中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不谋而合。而且我们也不能说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在书中即使认为他疯了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他在骑士道以外的事物上有着清醒的头脑，承认堂吉诃
德对世道的看法，到处蔓延的个人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乃是我们这个黑铁时代灾难的渊薮。在理想的
黄金时代，人们不知道“你的”和“我的”这两个字眼。在那些淳朴的岁月里，一切都是共有的。但
是时代不可避免的堕落了，正是因为世道变了，人心越来越坏，所以才建立骑士制度来保护贞女、援
助寡妇、救济孤儿和一切无告之人。按照纳博科夫的说法，小说中有40个片段场景涉及了堂吉诃德的
骑士行为。而在这些场景中，他为了行骑士之道引发了53场的冲突（有些冲突的场景片段是重合的）
，这些冲突构成了故事文本的主要内容。这些冲突可以归并成几个大的类型：保护弱小引发了21场冲
突；与具有超自然魔力的人类敌人作战引发了20场冲突；个人欲望投射引发了12场冲突。其中保护弱
小和与具有超自然魔力的人类敌人作战构成了绝大部分的冲突，如果不看具体的故事情节，我们很可
能会想到一些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为堂吉诃德的侠义心肠和无畏勇气洒下几滴热泪。但作者偏偏不
让我们落泪，而让我们大笑。为什么？首先让我们发笑的，是堂吉诃德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会把生活
中的平常之事当作不义之举，虽然内心是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但行为本身的无意义消解了他内在的
义行。另外，他的身手实在算不上敏捷，装备也显得很粗陋，常常落得遭人痛揍的狼狈下场。所以我
们不会对他产生丝毫的同情，会觉得他是自作自受、咎由自取，滑稽而可笑。然而关键的还是前一个
原因，否则我们至少还会对他产生怜悯、同情乃至义愤填膺。堂吉诃德的遭遇和他的论断产生了巨大
的落差，在他的冒险中，几乎从未遇到真正的暴行或是冤案，就算如农民鞭打他的小牧羊人被堂吉诃
德救下，最终也被证明事与愿违，其他的遭遇还多是像才子佳人始乱终弃的故事。堂吉诃德的行为好
像失去了一切价值，空有一腔热血却是真正的一事无成。堂吉诃德的所处世界里，世事的善恶价值悄
然隐去了。其实在前言中作者就已经借朋友之口说道，“不必借用哲学家的格言、《圣经》的教训、
诗人捏造的故事、修辞学的演说、圣人的奇迹等等”。如果没有了这些东西，骑士小说里的惩恶扬善
、英雄壮举都成了虚诞，作者最初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但是消解一切价值的世界是否是一个好的世界
？这在作者最初的写作中并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他所做的就是打消掉那种没有根基的、不切实际的
价值观念。但在消解之后，另一个问题浮现了出来。这或许可以解释作者上卷后半部分以及下卷的内
容中，悄无声息地将人物的形象做了某种偏移。堂吉诃德的行为不再是那么不可理喻，时常发表一些
颇有道理的言论，而其他人对他的嘲笑也带有了某种可笑的意味。对作者而言，既是因为小说的惯性
他不得不让堂吉诃德继续奉行他的骑士道，也因为在他的时代很难设想另外一种可供替代的践行价值
的实践，但作者已经否定了骑士道在当今世界的存在，所以在后面的叙述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前后
矛盾的人物形象。堂吉诃德的德行依旧被嘲笑，但却有了更深的价值意涵。他的德行在何种意义上是
可被接受的？哪些德行是一个好的世界所必不可少的？这是作者在嘲笑声背后萦绕不散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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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译堂吉诃德》

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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