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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的迷魂汤》

内容概要

诗人海涅曾高度评价过这部杰作，认为“在《迷魂汤》中，包含着人的
才智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可怕和最叫人胆战心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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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的迷魂汤》

作者简介

霍夫曼（1776-1822）是德国浪漫派成就最高的作家。大学时代开始文学创作，曲折的生活经历加深了
他对黑暗现实的认识。短篇集《卡罗特式的幻想篇》（1815）、《谢拉皮翁兄弟》（1821）和长篇小
说《魔鬼的迷魂汤》（1816）、《公猫穆尔的生活观》（1820）批判了当时社会对艺术的敌视，揭露
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统治下人的贪欲的恶性膨胀。代表作《公猫穆尔的生活观》既写了公猫穆尔的成长
，又写了音乐家克莱斯勒在一个小公国的悲剧遭遇，揭露了封建宫廷的腐朽堕落和弥漫整个社会的市
侩习气。霍夫曼的小说具有怪诞色彩，善于利用离奇荒诞的情节来表现幽灵般的神秘力量，风格轻快
、诙谐，成为别具一格的讽刺文学。他的创作对巴尔扎克、狄更斯、爱伦·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
家产生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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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的迷魂汤》

精彩短评

1、霍夫曼牛逼
2、这人物关系可也真够“迷魂”的！
3、　　当时是满街到处逛书店找猎奇小说的时候，在一家旧店里找到这个。起初觉得“霍夫曼嘛，
又不是没读过”，随手翻了几页，结果一下子就获得了全新的体验——难以言表的刺激！
　　
　　霍夫曼写作，中短篇居多，长篇少，经营得如此细密的长篇更是仅此一家（老实交代...不才学浅
，只读过这一家），鲁迅评安德烈耶夫的话“神秘幽深，自成一家”，放到这边照样合适。霍夫曼写
故事如同圣桑作曲一般，“轻松写意如同摘苹果”，所以此处的苦心经营所营造出的效果就更加深入
人心。这一点上能与之比肩的作品，大概要数到近三百年后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了。
　　
　　霍夫曼的一大能力在于，他能带着读者在支离破碎，有时几乎文不成句的章节中跃马疾驰，纵横
无尽。大故事永远在他的脑中，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他的巧妙指引下一点点获得美人的全貌。这样也
许（大概是一定吧）会忤逆相当多的独立意识极强的聪明读者，应该说在这样的阅读方法面前霍夫曼
的作品可能就不那么有魅力。不过，如同享受美食，除去食材和烹调技艺之外，享用的技巧也是给食
客的身心带来极大享受的一项要旨吧！
　　
　　德语界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一些鬼才，比如毕希纳，比如本雅明，而霍夫曼自然是居列其中。他的
引人注目之处，不仅仅在于是一个天生的故事家（我洋洋自得地生造了这么个词），更在于他那人鬼
莫测的思想——他不仅仅是一个熟练的复述者！霍夫曼自有他的爱恨，有他的不满，而这是如何影响
他的作品的，无疑又是一个有趣的疑问了。
4、承前启后的作品
5、如果你喜欢优美的文笔！作者赋予一些角色的智力高度撑脱了的这一题材
6、这本书还是很神奇的，心理描写实在太到位，啊呀走开⋯有时候觉得自己也要被魔鬼控制了。
7、是个好故事 写得不是特别的好 和修道士故事有类似，修道士更加质实
8、他的长篇还有本《雄猫穆尔的生活观》，可惜没写完。
9、一本奇书！
10、“我是表面上的那个人，而表面显现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自己，这对于我是个不解之谜，我和我自
己两厢分离。”
11、补记
12、在德国浪漫派文学晚期代表作家霍夫曼（E.T.A. Hoffmann）的第一部长篇小说Die Elixiere des
Teufels（《魔鬼的炼金药》）这本书面前，，黑塞的《纳齐尔斯与歌尔蒙德》就显得逊色许多了。后
者明显受到前者的影响，比如霍夫曼《魔鬼的炼金药》中的主人公梅达尔杜斯及其双影人，在黑塞那
里变成了纳齐尔斯与歌尔蒙德两个人，然后由黑塞炮制出一套二人殊途同归的精神历程，这在深刻性
上就大打折扣了。所以鲁多夫·洛克尔在其《六人》中选择了霍夫曼笔下的梅达尔杜斯作为六人其中
之一（另外五个人是哈姆雷特、唐璜、阿夫特尔丁根、浮士德和堂吉诃德），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其
内在的典型性，作为可能设想的人的塑形的巅峰形象之一。
13、神秘的气息，分裂的形象，富有魅力。修士的形象有点让人想到巴黎圣母院中的主教。

Page 4



《魔鬼的迷魂汤》

精彩书评

1、还是不明白奥蕾丽为什么非得死。我喜欢那些傍晚的暮色中关于暮气的描写，还有那个修士⋯⋯
“彼得的光在呆傻的烟雾中熄灭了，生活对他的嘲弄已经在他的内心中形成了呆傻。”据说哥廷根的
一个大学生看完此书后直接疯掉了⋯⋯
2、这两天一直在想一个情景：有月光的晚上，一个人将剪刀伸出窗外，要去修剪月光长长的痕迹，
好让它再亮一点。然后我提着灯笼走进屋里，他说，你才亮起来啊，我剪了半天了。我想不起来这是
哪里的情景，我甚至以为是哪天晚上的一个梦。的确经常有这样的事发生，一副画面出现在我脑海中
，想来想去，却发现是近来做过的梦。然而在今天继续读这本《魔鬼的迷魂汤》时，我才想起来这是
书里面一个很不起眼的片段，只是被我稍加变形而已。无法理解它怎么会跳出来，留在我脑海里。而
那一段还是我在火车上浑浑噩噩地看过去的。大概是一年以前，老师推荐这本书。原价14块9，市面上
已经没有了，网上只找到一本，被我拿下了。这本书现在卖到50都不过，所以如果豆瓣上那两位转让
者手里还有书的话，赶快淘来最好。霍夫曼的另一部作品，《雄猫穆尔的生活观感》，网上已经炒
到300了。说的不是版本，是作品本身。不过，当初买来之后读了不到一半，就被什么东西给挡住了，
就像那本不幸的《羞耻》（至今后半部分还被挡着）。这次回家，正愁着火车上没有足够的读物，这
本书不知怎地就从衣柜深处跳出来了，被我逮了个正着。要不是火车上碰上一个同院学妹，还有两个
学美术的学弟，聊得挺高兴，在下车前就把它干掉了。不是说书薄，而是从我开始读，就没再出来，
到现在也是。不知道这本算不算所谓的哥特式。深邃的黑色和狂乱把故事串联起来，紧张而错落交互
。所有的恐惧都是你内心的幻想，而魔鬼只不过是你自身，正如上帝也是你自己一样。当人把自身的
善与恶截然分开而且人格化，那么自己便成了受动的战场，在《浮士德》中便是赌场，而人生就成了
战事或赌局。当然，这不是书中所写之事，只是我读后所想。然而故事就是在这样的战争中开始的，
上帝和魔鬼在修士心中引起的变化，宛若黄帝与蚩尤在涿鹿之野的战争一样。蚩尤会法术，万般变化
，而黄帝俨然是正义的化身，正义是什么？是上帝，不言自明，不用出手，静观魔鬼傻蛋的表演，最
后一句“收”，蚩尤布下的雾便散开，天女奥蕾丽离去，修士最终赢得了胜利，在虔诚中死去。不想
写了。一句话，看后心灵得到净化。
3、&quot;这是我,是我在给您的鲜花---您的血染色---鲜花和血是我为您预备的婚礼装饰
品.&quot;&quot;小-修-道-士,小-修-道-士...上-来-找-你...上来...开-开门...开门!&quot;&quot;你的蛇咬到
我受伤的胸膛里了...它们想喝我心口的血...可是那样我就死了...我就死了...死亡使我免遭你的报
复...&quot;&quot;我的蛇可以吃你心口的血滋补身体...但是这个你感觉不到,因为这不是你的痛苦---你的
痛苦在我心中,它不会杀死你的,因为你生活在你的痛苦之中.你的痛苦就是你对罪行的思想,这个思想是
永恒的!&quot;血淋淋的赫尔莫根浮现,但是奥伊菲靡躲避他,他呼呼地掠过去,指着那个有十字形状的脖
子上的伤口.&quot;嘻嘻嘻...嘻嘻嘻...小-修-道-士...小-修-道-士...梅-达-杜-斯...我在这里...在这里...开-开-
门...开...我们到森-森林里去...去森林!&quot;我清晰地听见我只是在内心思虑着的祷告,听见它怎样控制
住那位可怕的与我面貌酷似者的敲击声,吃吃笑声和叫人感到无名恐惧的唠叨,在最后渐渐减弱成为一
种奇异的嗡嗡声,好像南风吹醒了一群群敌方的昆虫,这些昆虫将有毒的吸喙贴在正开着花的种子
上....&quot;哎呀...哎...呀...小修道士...哎呀...这儿来...快,快,如果你想和我搏斗...猫枭举行婚礼;我们爬到
屋顶上角斗吧,谁把对方摔下去,谁就是王,就可以喝血....哎呀...呀...&quot;&quot;受迷惑的,愚蠢的思想,没
有光与火之间的战争..光是这红色战斗的洗礼,你力求毒化这红色...&quot;他苦苦哀求道:&quot;在这整个
辽阔的大地上难道仅仅只有我一个人应该依旧遭受这永入地狱的苦痛吗?&quot;这时,灌木丛轻轻一摇
动---一朵着上上天红霞殷红色彩的玫瑰向上伸出它的脑袋并露出天使般温和的微笑望着梅达杜斯;甜蜜
的芬芳在他四周弥漫,这芬芳是最纯洁的春日苍穹之奇异闪光....&quot;小-修士!小-修-士...梅-达-杜-斯来
啦,上来啦...拿着,拿着!...逃...逃...进树-林...到树林里去!&quot;&quot;你玩纸牌游戏吗?...这是一种很好玩
的游戏...人们仿佛从自身走出来...人们站在这个位置上,可以看到被我们称之为偶然事件的神秘力量用
看不见的线编织起来的特殊缠绕和连接...得与失是两个转轴,这台神秘的机器在这两个转轴上运动,我们
已经使这台机器转动起来了,如今寓于其中的才智正在继续驱动它...&quot;舍恩费尔德睁大眼睛盯住教
士的脸,然后他踮起脚尖站起身,用意大利语惊叫道:&quot;幽灵之声!....命运之声,你对我说出了这位尊敬
的先生想说的话啦!&quot;&quot;嘻...嘻...嘻...小修道士...小修士,我总是,总是和你一起...不抛弃...不抛弃
你...我不能...不能像你...像你那样奔走...你必须..必须背着我...我从绞...绞刑架上来...他们想用刑...用刑
车...把我处死...嘻嘻...嘻...嘻...&quot;一颗颗脑袋带着长在耳朵边上的蝗虫腿四处爬行,不怀好意地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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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的迷魂汤》

我笑...奇特的家禽---人脸乌鸦嗖地从空中掠过...我认出了班市乐队指挥和他的妹妹,她旋转身体跳着狂
烈的华尔兹舞...兄长奏起乐曲伴舞,但是他抚摩着自己的胸脯,那胸脯已经变成小提琴....贝尔凯姆波长着
一张丑陋的蜥蜴脸坐在一条叫人恶心的长翅膀的蠕虫上向我扑过来..他想用一把灼热的梳子梳我的胡
子..但是他没有成功....&quot;小修士...小修士...如今我又在你身边啦....伤口在流血...伤口在流血...红色...
红色...随我来吧..小修士....&quot;我向着那闪亮的山顶盘旋而上---我想穿过金灿灿的曙光门进入家乡的
城堡,但是闪电像熊熊燃烧的蛇那样在苍穹乱舞.我坠落下来,周围是潮湿无色的雾气.&quot;我们要到屋
顶上风信旗的下面去,那风信旗吹响一首快乐的新娘歌,因为雕鸮正在等待婚礼.我们到那儿去摔跤,谁把
对方摔下来,谁就是大王,就可以喝血.&quot;...&quot;哈哈哈现在你完全是我的啦!&quot;撒旦大笑道...霍
夫曼的神经质总是让我无比的开心
4、我把今天一天都献给了霍夫曼精心调制的迷魂汤，简直像自己着了魔一样，那一行行文字争先恐
后地跳入眼帘，兴奋的神经也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事情是这样的。今天中午，在寝室四人围锅吃完
自煮面后（像煮魔汤那样把形形色色的佐料都倒进去），饱腹不思学，遂重拾之前看了一半搁置的霍
夫曼。外面阳光大好，屋内窗帘布后昏暗闲逸，给读书的氛围添了一种神秘的梦味道。故事情节最吸
引我的是它的离奇曲折，里面怪人不少，怪事不断，实乃精神一大丰富刺激。霍夫曼同学很享受让梅
达杜斯精神分裂絮絮叨叨的样式，也很享受折磨读者的脑力愣是把完整的事件发展来龙去脉分割得支
离破碎，不仅要通过不同人物之口将一个侧面的真实或是一个侧面的谎言展现，让读者自辨真伪，而
且还充分施展对他浪漫主义特点的神秘力量宿命论的渲染。这其中的语言和表现手法无疑是小说的独
特艺术。因为是文人爱唠叨的修道院故事，不禁让我将它与艾柯的《玫瑰的名字》相比较，后者相较
之下相形见绌，无论在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上还是对情节线条的慎密编制交错上，霍夫曼这个鬼怪大师
更胜一筹。他的小说看上去总是赏心悦目，自然舒卷，富有张力，引人入胜。而艾柯总有模仿和做作
炫耀的痕迹（仅作为个人观点）。这故事只要搞清了梅达杜斯的家族世系表和事情发展顺序就比较简
单了（本书的表画得不太清楚也不完整），不会被霍夫曼人为的割裂耍得团团转（当然被耍得团团转
也是看小说的一种享受，呵呵～）。其实在我看来，所谓的梅达杜斯被诅咒的家族，圣安东尼乌斯的
魔酒，奥蕾丽和圣罗莎莉的相似，同貌人凡此种种，都是霍夫曼的神秘主义作祟（当然如果小说缺失
了这些也就不那么好看了）。可以看出霍夫曼深受基督教影响，不过好在在本书中没有太教条的东西
，在一些讨论中包括和疯子理发师的讨论有时还是比较客观引人深思的。结局也算是一波三折，不过
奥蕾丽的死我觉得不必要，有点弱化了梅达杜斯悔罪的真实性（当然对死人就没法犯罪了嘛！），众
人对梅达杜斯的宽容也让我感到很意外，一句是魔鬼驱使的就完了？还有同貌人让我有些困惑，他到
底算是幽灵还是人，是时而分裂时而合体的梅达杜斯？弗朗兹有三个孩子，为何独独让梅达杜斯这个
和乡村姑娘的结合成为主角？总之，看完故事唯一最深重的体会就是：霍夫曼！做梦伤身体！
5、当时是满街到处逛书店找猎奇小说的时候，在一家旧店里找到这个。起初觉得“霍夫曼嘛，又不
是没读过”，随手翻了几页，结果一下子就获得了全新的体验——难以言表的刺激！霍夫曼写作，中
短篇居多，长篇少，经营得如此细密的长篇更是仅此一家（老实交代...不才学浅，只读过这一家），
鲁迅评安德烈耶夫的话“神秘幽深，自成一家”，放到这边照样合适。霍夫曼写故事如同圣桑作曲一
般，“轻松写意如同摘苹果”，所以此处的苦心经营所营造出的效果就更加深入人心。这一点上能与
之比肩的作品，大概要数到近三百年后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了。霍夫曼的一大能力在于，他能带着
读者在支离破碎，有时几乎文不成句的章节中跃马疾驰，纵横无尽。大故事永远在他的脑中，而我们
要做的就是在他的巧妙指引下一点点获得美人的全貌。这样也许（大概是一定吧）会忤逆相当多的独
立意识极强的聪明读者，应该说在这样的阅读方法面前霍夫曼的作品可能就不那么有魅力。不过，如
同享受美食，除去食材和烹调技艺之外，享用的技巧也是给食客的身心带来极大享受的一项要旨吧！
德语界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一些鬼才，比如毕希纳，比如本雅明，而霍夫曼自然是居列其中。他的引人
注目之处，不仅仅在于是一个天生的故事家（我洋洋自得地生造了这么个词），更在于他那人鬼莫测
的思想——他不仅仅是一个熟练的复述者！霍夫曼自有他的爱恨，有他的不满，而这是如何影响他的
作品的，无疑又是一个有趣的疑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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