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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逝去的时光》读本》

内容概要

普鲁斯特的文体，自有一种独特的美。那些看似‘臃肿冗长’的长句，在他笔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
是异常精彩的。因为他确实有那么些纷至沓来、极为丰赡的思想要表达，确实有那么些错综复杂、相
当微妙的关系和因由要交待，而这一切，他又是写得那么从容，那么美妙⋯⋯犹如一棵树分出好些枝
桠，枝桠上长出许多枝条，枝条上又结出繁茂的叶片和花朵。
——周克希
普鲁斯特的小说，是他对他喜爱的许多文学艺术作品的重写和再创作，因此它同时容纳和超越那些作
品：路易十四时代的作者圣西门的《回忆录》，古代阿拉伯故事《一千零一夜》，以及深受日本浮士
绘影响的埃尔斯蒂尔们的“印象派”绘画、吸纳了某些东方因素的德彪西的音乐，他所了解的和他在
荷兰画家弗美尔作品中看到的精致完美的中国艺术品。
——涂卫群
本雅明曾说，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特例，而普鲁斯特的《追寻逝去的时光》在这些特例中，属于
最深不可测的。这部七卷本的巨著自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综合，它把神秘主义者的凝聚力、散文大师的
技巧、讽刺家的锋芒、学者的博闻强记和偏执狂的自我意识在一部自传性作品中熔于一炉，并且写得
令人兴味盎然。仿佛从未有一部作品，具有如此丰繁的复杂美，却同时又如此地明晰而优雅。
为了尽可能地让读者领略到普鲁斯特独特文体的魅力，《〈追寻逝去的时光〉读本》采用“大跨度”
的节选方式，即先在整部小说的每一卷中，分别选取我们认为特别精彩的大段，每个大段的文字一字
不易，完全保留原书中的面貌，然后用尽可能简洁的文字连缀这些段落，并作一些必要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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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逝去的时光》读本》

作者简介

法国20世纪伟大的小说家，意识流小说大师。普鲁斯特出生在巴黎一个艺术气氛浓郁的家庭，但从小
就因哮喘病而被“逐出了童年时代的伊甸园”。他的气质内向而敏感，对母亲的依恋，对文学的倾心
，为以后的创作埋下了种子。他青年时代经常出入上流社会沙龙，在熟悉日后作品中人物的同时，看
穿了这个社会的虚幻。父母相继去世后， 他痛感“幸福的岁月是逝去的岁月”，开始写作《追寻逝去
的时光》。在生命的最后十五年中写成的这部巨著，犹如枝叶常青的参天大树，屹立于文学之林的最
高处。他借助于不由自主的回忆（无意识联想），将逝去岁月的点点滴滴重现在读者眼前，使时间在
艺术中得以永存。
周克希
浙江松阳人，法语译者。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在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任教期间赴法国巴黎高师进
修黎曼几何。回国后一边从事数学教学，一边从事法语文学翻译。1992年调至上海译文出版社，任编
审。译有《包法利夫人》、《基督山伯爵》、《三剑客》、《费 代》、《不朽者》、《小王子》、《
王家大道》、《幽灵的生活》、《古老的法兰西》、《成熟的年龄》、《格勒尼埃中短篇小说集》以
及《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第五卷《女囚》等，出
版有随笔集《译边草》和手稿集《译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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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逝去的时光》读本》

精彩短评

1、这么多年了，还是对女佣弗朗索瓦丝印象殊深。这精读本最美妙的一节是剧院开演前。马塞尔跟
女友的恋爱没有说服力。普鲁斯特这么写是创新，别人再学就啰嗦无比。周克希先生译得极好，极个
别地方使用流行语（“吸引眼球”、“晒”作炫耀解）窃以为不妥。
2、「小說家的創舉，就在於想到用一個等量的非物質的，亦即我們心靈若能領會的部分，來替換心
靈無法洞察的部分。當我們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一頁一頁往下看的時候，既然我們對這些小說中新
創造的一切人物都是感同身受，覺得這一切都是附麗於我們而存在的，既然這些情緒已攫取了我們急
促的呼吸和熱切的目光，那麼這些人物的行為和情感是否真實，又有什麼關係呢？一旦我們受小說家
的引導而處於這種狀態，就如所有純粹內心狀態的情形一樣，一切感情都會變得十倍強烈，於是他的
小說就會像一個夢那樣使我們心潮起伏，但這個夢比我們睡覺時所做的夢印象更清晰，記憶更持久，
它一小時在我們心中所能激起的幸福與痛苦，我們在生活中也許要花好幾年才能領略到其中一部分，
而其中最強烈的情緒，我們也許永遠領略不到，因為它們引起的過程非常緩慢，慢到我們無法察覺」
3、0.0?||前文都太熟悉了。||在半层书店看到过另一个版本的七卷本（2016.4.9——时光）。第一个感想
是2016年1月从虫虫的电脑上看到标记的。（关于“时光”的讨论，人也会变得柔软。）||时光，这是
一个多么奇妙的东西啊。
4、所谓『相交十载，终有一别』，周克希先生对《追寻》之翻译庶乎臻于至善。此选本极力还原普
鲁斯特清新灵动又极其渊博浩瀚的风格，使原作细腻透辟的心理分析、颠扑不破的哲理、印象派式而
富有东方情调的艺术美一一呈现。另，该书腰封“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简直侮辱读者智商，出版
社在搞什么鬼。
5、4
6、人生太短，普鲁斯特太长。。。
7、周克希先生的翻译那么通透，好像亮起了一盏灯，对普氏所写的九曲回肠的情感与思虑，一下能
看得清清楚楚了。
8、什么时候才能爱上普鲁斯特。。
9、周的语句用词读不惯，但作为概览也足够了。
10、真正开始读是真的看进去无比享受的时候，几年前觉得百无聊赖现在却惊愕错过或者需要现在才
能体会。自己成为了他或者他成为了自己，书页密密麻麻都是折痕，周克希老先生译文真是精彩，果
断去收全集。
11、这本是节选本，200多万字原著中每章节选取了一段，然后用简练的文字做串联，不过瘾。最喜欢
第七卷P394起关于写作与逝去时光的表述。
“倘若我还能凭着这点精力，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我的作品，我首先要写的就是一个个的人，他们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位置，那是一个比他们在物质空间中逼仄的占地大得多，而且无限延伸的位置。因为他
们就像沉潜于岁月之中的巨人，同时触摸到了他们生活中的那些不同的时期，而在不同时期的中间，
安置他们的，正是时光。”
12、追寻，止于周克希译本
13、看后再评。
14、打三星是因为觉得普鲁斯特不该被做成读本。
15、我不止看到过那时的你
16、难读难懂的意识流，梦呓一般的痴语。无与伦比的杰作。
17、普鲁斯特真的长....
18、2017 03 05 008去年生日收到朋友赠送，二刷红楼梦后方觉突然有种奇妙感觉：整部红楼实在是在
讲前尘往事，像是曹公回忆家族尚未落魄时那钟鸣鼎食的贵族生活。因此想去看此书，这大概就是翻
看普鲁斯特的机缘吧
19、感觉他的译本非常通透，优雅澄澈。
20、“人生太短，普鲁斯特太长”。
21、唤醒了两年前读普鲁斯特时候的记忆；把七卷本压缩成了30多万字，好处在于加快了节奏，使得
接受起来不至于太过困难。然而，读全本时候的、淋漓尽致的快感也不复存在。
22、周克希老先生的译文，有些地方略有不适。初识普鲁斯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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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推荐这个版本
24、这个选本倒是补全了我没有读过的四、六、七卷的内容。第七卷其实才是整部作品的核心，与第
一卷开头呼应，并探讨了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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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评《追寻逝去的时光》文/蓦烟如雪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是没有耐心的，甚至在朋友圈还发了
一个心情，说自己并不适合品读意识流小说，可是在看到一个朋友说的话后，我反而改观了对这本书
的挑剔，她说“其实欧洲文学大多如此，有点性冷淡，推进也很慢，有时觉得这才叫严肃文学，是艺
术品，非商业品，可是这种写法在中国没什么市场，因为国人比较喜欢看热闹，不喜欢字里行间需要
静下心慢慢揣摩的文字”。突感，自己确实是快餐文化的速食者，不能适应慢调，而真正的文学需要
的是沉淀。这本书是意识流小说的巅峰，这里的细腻是无法描摹的，此书洋洋洒洒几十万字，是原本
三千多页的一部分，而我却没有耐心，想想也是很悲哀的一件事。虽然这些文字有累赘之感，但是取
其一章来读都不会觉得言语有失色的地方，也许这就是一种发散性思维的光环，我们只捕捉了一瞬。
这本书在91年译林出版社，曾选了十五名翻译者翻译了这书，不过由于每个作者的风格不同，让这本
书的内容呈现失色了不少，这本书曾被选为买了读不下去的前三甲，说来是有其道理的，如果不能深
度解读，可能会感觉到零散和拖沓，尤其作者在写一块玛德莱娜蛋糕都能写上四页，卖一杯牛奶都能
写上十几页，更不要说作者在床上，他都能写上四十多页，这种慢调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在提及《追
寻逝去的时光》时，翻译者周克希说，普鲁斯特的文字令他有“高山仰止”之感，但在翻译时必须努
力和他“平起平坐”。这是很难得的心态，毕竟这本书有着难以企及的文学特色，不过很可惜这本书
虽然他曾说要用十年时间用独立翻译出来，可现在也只能取其精华的一部分。不过这已经非常难得了
。对此书非常推崇的毛姆也说“普鲁斯特其实经常重复，他的自我剖析也许繁琐，对妒忌心理的分析
冗长而乏味，即使最有耐心的读者最后也不免生厌。”普鲁斯特作为古典时期的最后一位大作家，这
七卷长篇巨著，是二十世纪最伟大小说之一，因为它继承了雨果、巴尔扎克们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观。
因此他的书里囊括了美术、音乐、军事、词源学、心理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和见解。它以第一人称来写
，将自己的所见所闻都融入其中，他对人情世态，以及内心剖析，都有了细致的刻画，这是一本内心
戏很重的书，这本书没有中心人物，看似很琐碎，却能有连贯性，比如从叙述者赛马尔开始谈起，他
的失眠症，他的敏感，以及他在贡布雷的生活，渴望母亲的吻，以及泡在茶水里的玛德莱娜的小蛋糕
，让他想起奥妮姑妈家的记忆。这里写了心理也有意识，写了斯万对奥黛特的苦恋，也写了圣卢对拉
谢尔的迷恋。写了许多领悟，也写了许多痛苦。这确实是一本可以拿起又放下书，虽然我一直有点艰
难。（抱歉我确实没办法写好这篇）。
2、阅读名著总是让人惴惴不安，毕竟它们自带或高冷、或艰涩、或冗长的光环，再加上无数人不断
累加其上的阅读理解作业，使读者们或望而却步，或恨不得将一本名著的所有相关文字悉数通读。阅
读的乐趣于是失色不少。阅读马塞尔·普鲁斯特亦然。但我在马塞尔·普鲁斯特书中找到了阅读他的
法门：“不把一本新书看多许多书中间的一本，而是看做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仅仅由于自身的理由而
存在。”如此，每一本书都是独立的，阅读的过程变得简单，不为名声所累、不为外物所动；阅读的
感受也变得新鲜丰富、层次分明。每一点所得都是自己的，而非前人灌输于我的。翻开《追寻逝去的
时光》扉页，看到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个人简介：出身良好、从小身患哮喘、气质内向而敏感、出入
上流社会，脑子里就闪出“男版林黛玉”的念头，进而生出将《红楼梦》与《追寻逝去的时光》进行
文学比较的想法。网上一搜，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设定被撞梗了，遂生出“恨不相逢未嫁时”的遗憾
之感。但好在，“男版林黛玉”的设定大概还没有人写过，从这个角度看马塞尔，倒也新鲜：不是一
代意识流小说大师，而是一个絮絮叨叨回忆过往的文艺中年。与一般以时间或事件为线索的回忆不同
，马塞尔的书写完全是“身未动心已远”的典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意识流，文字和节奏跳跃、蹁跹
。而一旦通读全文，就会发现它是一张缜密的蛛网，每一件事物、每一个人物、每一处细节，都会在
其中找到恰当的安放之处，并最终一起完成这张蛛网。这就是马塞尔的厉害之处：他坐在桌子前面，
眼前是如星河般浩瀚的回忆投射，他像撒了癔症一样，把记忆当做灵药，吃进去，再吐出来织网，从
一个点写到下一个点。但读者也绝不是落网的小虫子，进入庞大的蛛网就无能为力。相反，马塞尔的
回忆转变成文字之后，对于非掌握全局的固执派读者，是随时随地可以进入和看见的场域。这得益于
马塞尔的写作理念。散见于故事各处的关于如何处理回忆的理念部分，即马塞尔的回忆宫殿之所以能
够存在并付诸于文字的框架性结构，才是令人着迷和敬佩的地方。从我的个体经验来说，个体与个体
记忆之间的关系，向来是难以处理的部分，特别是当你要书写它们的时候。记忆是创作的一大源泉，
也是急于逃离的深渊；记忆是我的一部分，是我之所以成为我的证据，但我同样忌惮于记忆，就像我
有时会讨厌自己，有时会喜欢自己，情绪化使得我宁愿和记忆保持不相往来的冷淡关系，成为一个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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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故事的人。或者是，很多作者在处理记忆的时候，进行了艺术的加工，使自己的记忆成为一个成分
复杂的混沌体：这个主干是自己的，左边的细枝是道听途说的，右边的末节是添油加醋的。这样处理
的最好结果是文学艺术的成果，最坏的结果是记忆的篡改和人格的紊乱。而我比较害怕后者，比不愿
意直面记忆还害怕。但马塞尔创造了一些新的技术，一些如何娴熟的处理记忆又不伤害自己的技术。
这使他絮絮叨叨的回忆书写得到升华。比如，近似于巫术“降神”的回忆通感技术。“往事也是如此
。有意去回想，只能是徒劳，智力的一切都是没用的。往事隐匿在⋯⋯某个我们根本意想不到的物质
对象之中。⋯⋯纯粹出于偶然。”（p12）之后，马塞尔就经由一块玛德莱娜蛋糕的味道，发生奇妙
的身体、心理反应，通感到小时候莱奥尼姑妈及其他。这些即使原物已经毁灭的物质，只要留有一个
气息和味道的线索，有如灵魂一样，“支撑起记忆的巨厦”。由此，就不难理解马塞尔意识流的写作
特点了，每一次的回忆，都是偶然的通感或者通灵。与其说是马塞尔在主动回忆，不如说是回忆借他
上身：回忆的复生。马塞尔作为回忆与现实世界的通灵媒介，约等于一个跳大神的人。虽然是缺少时
间等维度的逻辑，但由于有创造的余地，使得故事更加生动。他自己也说“心灵是个探索者，⋯⋯只
有探索吗？不仅如此：还得创造”（p13）。“过去的重现”，在马塞尔的文本中，一般表现为通过
写出一个人物的所有可打捞的细节来综合重现他/她的形象，“回忆的创造”，即是“回忆的浓缩和整
合”。这里，浓缩和整合是必要的，因为马塞尔要回忆的东西太多、太庞杂了，他不像一些作者那样
，需要把自己有限的人生经历掰开了、揉碎了，再加点水稀释、加点土成型，才能支撑起堪堪出版一
本小说的字数。他的问题从来不是素材不够多。当然，我们没必要区分纪实、自传、艺术再创作等的
不同，他们共同创造了马塞尔独特的文本魅力。更何况，在文学领域，根本没有纯粹意义上的自传及
纪实可言。大师与凑字数者之间的区别之一，大概是后者发现把前者当做下一次列提纲、凑字数的素
材，里面的元素一辈子也用不完。
3、翻译家周克希在陆续翻译出《追忆似水年华》第1、2、5卷之后，2014年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决定
停止翻译《追忆似水年华》剩余4卷。不少普洛斯特迷和周版翻译迷们怕是要失望的，因为在10年前，
周老师曾经许下承诺，要用10年的时间以一己之力独立翻译出这本恢弘巨著。然此一时彼一时，那个
时候，周老师才过60岁，已经退休。他认为自己有闲有心，定能留下一部完整周版译作以飨读者，但
是十年之后，他只能引用法国作家法郎士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的心态——“人生太短，普鲁斯特太长
。”对此，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最为遗憾的人，那也只能是周先生本人了。我年少时，曾经在图书馆
借过这本盛名中外的巨著，留给我最深的印象不是斯万不是阿尔贝蒂娜（其实连这个名字都完全没有
印象啊），十年前，在学校图书馆又重新借了这本书（2001译林出版社版），时间跨度大约有二十年
，这本书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完全一致的：他怎么能写出这么多，这么多！据说法文原著要多达3000
多页，以我们阅读的小说平均页数为300计算，大概要阅读10本左右的小说，可是我们大多数人一年也
阅读不了10本小说。无怪乎《追忆似水年华》长期占据“买了读不下去的书”榜单前三甲。本人就曾
经在图书馆借阅多次，在加上后来买了一套（译林出版社2008版），如此反复多次，竟然没有一次读
完整，原因不外乎篇幅太长，人名记不住，对于内心世界描写太繁琐等等，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译作
前后不一致，感觉有点像看曹雪芹版《红楼梦》和高鹗版的后四十回。不谈译者水平，单纯是译者的
风格不一样，导致前后会出现断裂感。周老先生最初想要独立译完《追忆似水年华》，大概也是想为
这本巨著留下一个前后风格一致的译本吧。然而，“再好的朋友，也终有一别。”（周克希），如今
，我们能看到的风格一致的周译本，只有三卷。可能是在心有遗憾，周老师译出了全本的部分精华，
于是也有了这本《追寻逝去的时光》读本。其实，对于读者们来说，一直也在呼唤着读本的出版。因
为，全本实在太长了，连对本书推崇至极的毛姆都曾经说过：“普鲁斯特其实经常重复，他的自我剖
析也许繁琐，对妒忌心理的分析冗长而乏味，即使最有耐心的读者最后也不免生厌。”就连巨匠大师
们都会有这种感触，对于广大读者而言，读不完也在情理之中。不少普洛斯特迷们都建议读者，其实
未必要像读传统小说一样一气呵成，《追忆似水年华》是一本随时可以拿起随时可以放下，可能会读
很多年的书。如果“墙上的斑点”所引发的思考都能引起你的共鸣，不用怀疑，普鲁斯特绝对是你的
菜。人的一生随时随地都会有各种“意识”，其实写出来还真的是好多好多，只不过大多数人都做不
到普洛斯特那么耐心那么有心，但是他对自我和剖析和人生的思考，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过。
如果觉得人生太短，普洛斯特太长，就读一读周译本《追寻逝去的时光》读本吧，精华具在。阅读读
本，也算是对古稀之年的周克希老师人生遗憾的一种弥补吧。
4、《追寻逝去的时光》是世界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作品，你可能没有读过它，但是你几乎不可能没
有听说过它，当然你可能听说过的是它的另一个中文译名《追忆如水年华》。这部超长篇小说是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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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普鲁斯特的扛鼎之作。整部小说的法文原版多达3000多页。不要说是翻译，就是光通读一篇
，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件很费时的艰巨之事。对于文学爱好者来说，不涉猎这部书是一种遗憾。对
于翻译界来说，不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是一种耻辱。二十多年前的1991年，译林出版社推出了全本的
《追忆似水年华》中译文，这部皇皇巨著是由十五位译者合作完成。这在当时也是一件翻译界的盛事
。遗憾的是，参与的翻译者实在太多，难免出现很多翻译风格不一，用词以及叙述手法各异的情况。
不过后来有华东师大的数学教授周克希先生出来，计划计划用9年时间独立完成对这部巨作的翻译工
作。周先生的确是下了苦功来做这个情况。在我看来，这可以算是一个事业了！为了跟原法文书名更
吻合，周先生把原来的更富有诗意的书名《追忆似水年华》改成了现在的《追寻逝去的时光》，而且
陆续完成了这部7卷本巨作中的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第五卷《女囚
》。2014年的时候，周先生出面表示，由于年龄和精力的缘故，他决定不再翻译余下的四卷。当时的
翻译界和读书界是一片惋惜声，毕竟这是一件已经持续进行了十多年的翻译工程了。要一个人来独立
完成对《追寻逝去的时光》的翻译，看来难度的确不小。不过停译此事对于周先生，对于读书界都是
一件挺遗憾的事情。不过这次推出的这个《追寻逝去的时光》读本，也算是对这个遗憾的一个小小的
补偿吧。这个读本是周先生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的写过《普鲁斯特评传》的涂
卫群女士合作的成果。这个读本一共34万字，采用“大跨度”的节选方式，使得读者有机会管窥这部
巨著的全貌。通过这个读本，读者能有机会领略到普鲁斯特的文本魅力。据说能完整读完这部超长篇
小说的人不是很多，不过读了这部精选的读本，我倒觉得并没有想象中的难读。于是我倒是萌生了希
望有机会完整阅读一下七卷本的《追寻逝去的时光》的念头。
5、法郎士说，“人生太短，普鲁斯特太长”。在“翻译家周克希放弃翻译《追忆似水年华》”的资
讯中，我读到这句话。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实话。一本小说写的太长，或者一首诗写的太长，都让我
觉得奇怪。这些年来，读书悄然有了个底线，如果一个小说超过多少页、诗歌超过多少行，我很可能
就不会去读了。　　“春宜读诗，冬宜读史”，就文学来说，我觉得春秋读诗，夏翻散文，冬储小说
。可惜这些年全球变暖，冬天也不那么冷了。需要多么冷的冬天，一个人才会读这本书呢？普鲁斯特
的弟弟罗贝尔说，“要想读《追忆逝水年华》，先得大病一场，或是把腿摔折，要不哪来那么多时间
？”。2004年。我通读过一遍，当时读的是译林出版社十五位译者的团队产品，又读过桂裕芳的《在
少女身旁》选本。工作后，虽然读书不少，但再也没有精力去重读，更谈不上比较各翻译版本。　　
关于停止翻译《追忆似水年华》剩余4卷，周克希说，“我对普鲁斯特是有感情的，但再好的朋友，
也终有一别。”比起遗憾而言，我更觉得是雪夜访友，未至而返。《追寻逝去的时光》读本，一共34
万字，采用“大跨度”的节选方式。抛开选取是否得当，至少读者可以在难度较小的情况下通读全文
。相比全本，选本这种形式也没什么不好，有时未必事事求全求大，只要避免鸡汤式改编。上学时读
《西方哲学名著选读》教材，我感觉就挺好，文本选的好，读起来也有意思。周克希介绍过本书的来
历：　　“过去一段时间，我和普鲁斯特专家涂卫群在做一个《追忆似水年华》精选集，由涂卫群在
每一卷里选一些段落，由我来翻译，今天刚刚全部翻译完成。涂卫群还要做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给每
个段落取小标题，还要写一些文字把那些段落串联起来。”在这个精选集里，有些卷选的字数多一点
，有些卷里选的字数少一点。“做精选集的时候，我个人感觉，自己要有平常心，否则又要很累。也
就是，我按能力去翻译。”　　完整读完这部一部长篇小说，比起兴趣，有时更像是一种证明。年龄
渐长，我不再对查漏止损感兴趣，只希望偶有所得，近年，更是慢慢无耻到不为虎头蛇尾而汗颜，甚
至常为自己无知去辩护。我怕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通读普鲁斯特的全篇了，也可能不会再读《尤利西
斯》或者《荒原》。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就会发现，若不是巧合，这辈子很多书你可能都不会重读了。
普鲁斯特的文本，往往让人联想到文本内部时间与人生物理时间的对比，“人生太短，普鲁斯特太长
”，还好现在有了这个不错的选本。博客：http://blog.sina.com.cn/wentao326公众号：玟涛
6、
7、《追寻逝去的时光》是一部久负盛名的经典著作。尽管如此，这本书也是出了名的卷帙浩繁，冗
长枯燥。使得许多仰慕者们望而却步，或是浅尝辄止，没有勇气去认真阅读这部名著。那么，什么人
应该鼓起勇气来阅读这本书呢？或者，如果我们下定决心，愿意像学习一门新课程那样来学习这部巨
著，又可以有什么收获呢？所谓的文学，大概可以简单地划分为‘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可是
，李白的将进酒、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算是通俗文学吗？凡是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怎样的
知识背景，怎样的脾气性格，都会被李白苏轼的诗歌深深震撼，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很容易地被他们的
优美意境所陶醉，既使是最高雅、最挑剔的批评家也不能否认：最粗俗的崇拜者对于李白苏轼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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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们的名篇，以一种最直观的方式展示出文学的魅力。即使是普鲁斯特这样的
经过翻译的晦涩的作品，也是因为拥有这样的文学意味而赢得那些勇敢的读者们的深深喜爱。普鲁斯
特，因为身患重病，成年以后无法像一个普通人那样融入社会，虽然不必担心生计，但他心中仍然承
受着巨大而且永恒的痛苦。这个永恒的痛苦，被他转化成为写作的动力。他要把自己最美好的少年时
代记录下来，永远保存住那个最幸福的时光。从这一点来看，普鲁斯特很像曹雪芹。曹雪芹用一生的
时间写作《红楼梦》，他也只是想要挽留住那场大灾难发生之前的美好时光。所以，中国读者们乐意
反复阅读《红楼梦》的原因，完全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无数读者也乐意反复阅读《追寻逝去的时光》
。李白与苏轼很像，他们拥有出众的才华，写出能够感动所有人的诗篇。普鲁斯特与曹雪芹很像，他
们的文字是深沉的，是费解的，似乎是隐藏着无穷的秘密，那么，李白与普鲁斯特的差别是什么呢？
我认为，如果解答了这个问题，也就明白了普鲁斯特的魅力何在了。李白苏轼的人生也是充满了痛苦
的，他们的痛苦也并不亚于普鲁斯特和曹雪芹。不过，李白苏轼的性格决定了他在最痛苦的时刻不会
提笔写作。他在遭受挫折时，肯定也是调动了自已全部的才情与知识与痛苦抗争，只有在与痛苦进行
了激烈搏斗，获得了极大的精神胜利之后，李白苏轼才会欣然提笔，记录下自己的灵感与喜悦，成就
了千古流传的名篇。所以，他们展示给我们看的，不是思考的过程，而是最后选择的结果。普鲁斯特
与曹雪芹则是完全不同的类型，他们更倾向于记录下心灵经历苦难的整个过程，他们会仔细地回忆那
些难忘的事件，努力地记录下来所有的场景、人物，一切有形的事物，以及无形的情感。就好像是现
代人用摄影机记录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用文学技巧记录下当时的场景，那种美好的回忆就永远不会
消失。越是殚精竭虑地雕琢创作，就会表现出更加高超的文学技艺，那么，往昔场景的印象就会更加
鲜明，那种情感的冲击力就会更加强大。而这样的独特魅力，则是只有普鲁斯特这样的苦吟作家才能
够营造出来的。也只有最勇敢的读者才能够享受到如此清香馥郁的奇妙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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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追寻逝去的时光》读本》的笔记-第381页

                “大树啊，”我心想，“你们已经对我无话可说了，我这颗变冷的心再也不会听见你们的声音
了。此刻，我身处大自然的怀抱中，却以冷漠而充满倦意的目光，看着明亮的树顶和阴暗的树干的分
界线。如果说我曾经自以为是诗人的话，那么现在我知道我不是。无论人生有多枯燥，我面临的毕竟
是一个新的阶段，也许在这个阶段中，有人能给我以大自然不会再给我的启示。可是那些让我也许能
为它讴歌的岁月，却再也不会回来了。”

2、《《追寻逝去的时光》读本》的笔记-第390页

        [表述生活本质的那本大书，作家应该不是创造出来，而是翻译出来的，因为它原本就存在于我们
每个人的心中。作家的使命，就是译者的使命。][真正的生活，以及最终被发现并被阐明，因而是唯
一完全真实的生活——就是文学。]
P391：        日积月累保存在记忆中的，是所有这一系列并不准确的表述，其中唯独没有我们的真实感
受，对我们而言，这些表述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就是现实；正是从这些有违真实的表述中
，产生了一种所谓“真实”的艺术

3、《《追寻逝去的时光》读本》的笔记-第1页

        盛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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