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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师》

内容概要

斯特凡·茨威格在二十年代相继完成了以《世界建筑师》为总标题的三部传记：《三大师》、《三诗
人的生平》和《与魔的博斗》。其中描写三位十九世纪“独特的伟大小说家”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
思妥耶夫斯基的《三大师》最具代表性。在这部作品里，他以“凝炼、浓缩和准确”为原则，怀着炽
烈的热情，运用犀利的笔法和浓烈的色彩，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巴尔扎克人物，一个狄斯形象，一个
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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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师》

书籍目录

序言
巴尔扎克
狄更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Page 3



《三大师》

精彩短评

1、我好像没读出那么好来⋯⋯一大堆的比喻比兴比来比去，华丽丽看不懂⋯⋯
2、不错。茨威格的人物传记实在是好~！
3、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于巴尔扎克加狄更斯，茨威格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真爱
4、茨威格重要作品《三大师》，此中文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所推出，多年来反复印刷，最为流行。
近日重读一过，才发现译文实在太差！半通不通不通的句子比比皆是。令人遗憾！ 
5、为了论文看的是狄更斯部分
6、大师书写大师。狄更斯是不能只用思想的强度去衡量的，他的事业是为维多利亚工业文明的凡尘
谱写不朽的田园诗。
7、终于读完了。最喜欢的部分却不是他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狄更斯。24.04.2016
8、没有常规的传记写作方法，充满了象征手法的写每个人物，激情澎湃，看上去茨威格长的那么瘦
小，可作品却犹如奔流的大河，气势逼人啊
9、最想了解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没看进去
10、非常好看！达到了茨威格为传记创作立下的准则：即精练、浓缩和准确。
11、茨威格的概括力相当佩服，简单的笔触就能触及一位作家的核心诉求。好像读狄更斯，看下平淡
生活中的美好。

12、　　同样厚薄的一本书，别人的我看完大约只需两三天，而茨威格的，我就得花五六天。不过，
别人的书我看完后大约会有三五天的回味，而他的书我看完之后却一般都不愿再想。盖因他的东西都
是微雕，将人物的思想情感剖析得细致入微，读者阅读期间心力已全然耗尽，事后不再有余力。也因
此，许多人说他的传记最好，我却还是认为他的小说最好。因为这种结结实实的写法，我私以为对于
小说来说是好事，对于传记来说却未必。因为小说与传记，一虚一实，阅读小说本来就是一次神游，
这种微雕手法有使在虚幻中领略真切时催风助雨的功效；而阅读传记却是实地旅游，再用这种手法，
就好比指着一块你本来可以任意想象的石头却偏要告诉你那是只乌龟一样，不免给人一种言之凿凿的
感觉，反倒没趣儿了。
　　
　　不过，如果把他的传记当做评论来读，那倒是非常好的，他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觉得最到位
。
　　
13、茨威格真是很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啊，对他的描述如暴风骤雨一般，看完了好累。
14、“拿破仑用剑没做到的，我将用笔做到”
15、刺猬哥的传记，太华丽太华丽，以至于我过目就忘⋯⋯
16、　　茨威格的系列人物传记向我们展示一个进步主义者，一个人文主义的世界公民所能接受到的
最好精神教养。这些传记，实际上都是这个传承的借他们而发展的故事。但是茨威格的自杀，也向我
们表明这个伟大传承的脆弱。
　　
　　但是这并不意味者我们要离弃这个传承，只是如同他本人所说，为了支撑这个美妙的空间，我们
需要一点率真的质朴。
17、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18、跪倒在巴尔扎克的脚下。他不仅汇合一切表象去创造，他创造了一个世界里的所有价值。
19、茨威格老师字字珠玑华丽得让人战栗，可脊梁骨哪儿去了？
20、太感慨太仰视了了，没有八卦啊⋯⋯
21、大写加粗花式感叹号们（挥手 激动又平静
22、　　
　　
　　茨威格的这本书实在了不起，我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才看这本书，之前已经看过陀思妥耶夫
斯基的上帝，对老陀的伟大，常让人不满意很多评论都说不到点子上，而茨威格的评论，也许可以说
，世界上所有有关老陀的评论都不及茨威格的一半天才。这正如老陀的小说是不可比附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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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师》

　　茨威格也是自杀而死的，很多独异的天才们，当内心的崇高律条被践踏，外在世界让他们绝望时
，他们往往要选择自杀。三大师，茨威格写了三年，他的评论是真正企图接近大师的过程，也如他自
已开宗明义的，不是入门，而是升华、沉淀和提练。茨威格的小说不是第一流的，但其文学评论称得
上是“朗艳独绝，世无其二”。
　　也许是感性与理感的高度统一，让二百页不到的评论被密集的意象和心理的秘密所覆盖，所有的
文字都是对原小说和小说人物的一次复杂透视。难怪有些人说他写的不是传记，过于美化这些人。不
是传记我同意，但有没有美化这点上，我想，其实象巴尔扎克，老陀这样的文学圣徒，美化或不美化
都不算什么，只要不是神化就行。
　　由于没读过狄更斯的小说，狄更斯的一节我没看，我对巴尔扎克的兴趣也不是很大。茨威格写陀
思妥耶夫斯基是带着问题去写的，比如为什么老陀小说里的人物让人感到不是我们生活周围的人呢？
老陀跨越了什么样的界限，又找到了什么？老陀的天才是什么样的天才，他的痛苦又是什么样的痛苦
？老陀与其它作家的区别等？他都有精彩的论述。
　　我也是怀着文学梦的青年，这个梦破碎过无数次，也总会被我又一次有意无意的拾起。但我知道
，象老陀这样的写作方式，我一辈子也不会奢望去尝试一下。如果可以，在我心里会以一种茨威格的
方式，向这些人类文明的璀璨群星，致以我一个尽其可能的敬意。证明我也象他那样爱过你们。
　　
23、喜欢这本树的人不多。呵呵。
    另外，茨威格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我觉得也不错
24、卡拉马佐夫泪流满面
25、通过它，知道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不爱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就如同雨果的《悲惨世界》一
样，在心里没留下过什么。
26、“淫欲产生纯洁，罪行产生伟大，喜悦产生痛苦，而痛苦又产生喜悦。矛盾永远是互相牵连的。
他的世界横跨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在上帝和魔鬼之间。”是陀。
27、从小对于被盖上“名著”印章的书就有种抵触感，这导致我如今对于大师们也不大熟悉，包括这
本书中的三位。不过我是很喜欢茨威格的，在萨尔斯堡的几天多次问当地人以寻找他的痕迹，可惜最
后没能如愿探访。通过篇幅的设置能看出茨威格很赞赏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觉得我身边还真有心性像
他和他的人物的人，性格里头像是藏着岩浆，追求狂热，让激情主宰自我，渴望跨越界限让欲望挣脱
束缚无节制膨胀。我最羡慕和喜欢这种人，但是自己这辈子是做不成了。我的价值观还是倾向于柏拉
图的学说，个体要让理性统驭激情压制欲望，行中道对我来说还是合适些（扯远了⋯⋯）。总之啊，
茨威格的传记像是能钻进人物的身体里、灵魂里用小镜子窥探一样，当然，换个说法也许就是yy得很
开心。即使真的是后者，把传记写得像小说，写得开心同时让人读得开心，也是很棒了。
28、茨威格是陀的真爱，敢于把自身暴露在陀面前的真男人。相比之下，我去年读的三本陀都白读了
⋯⋯寒假要好好读《罪与罚》
29、我也喜欢这句：“爱生活甚于爱生活的意义”
30、zweig is one of the best autobiographers!
31、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来是这么传奇深刻的
32、zhi84/188 读了坨不想看了 “如果他的生活里闪现了一道幸福之光，那么命运就会推过来一块新的
乌云” “如果读到这位坚强人物那些谄媚奉承、狗一般屈从的书信，人们的心都会抽搐战栗的”
33、太好看了。翻译得也好。茨威格跟我阅读癖好还真近...
34、茨威格对老陀是真爱啊。老陀月可以再搞一次
35、我還是滾回去乖乖讀陀老的書吧⋯⋯
36、《陀思妥耶夫斯基》
37、翻译得让我很悲伤。
38、每个人都需要有那么一件让自己痴狂的事情，让自己沉浸于其中无法自拔，把它做到极致
39、陀思妥耶夫斯基周边
40、把三个大作家放在一起写传记，却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这样的设计不能算
成功。但是我又不得不说，在我至今读过的所有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述文字中（包括巴赫金由陀
氏小说所生发的复调理论），茨威格是最出色的，所以即便篇幅略长，读来却津津有味，因茨威格对
陀氏的精神深度的开掘以平顺通达的语言进行，可说是深入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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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真·粉絲文學
42、补充：我没看过陀的，但是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看过⋯⋯
43、就是因为这本书去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44、在刚看完的《天才地理学》中看到提及茨威格，手边正好借了这本《三大师》，是对巴尔扎克，
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三位作家的看法，着重讲的最后一位。很早以前看过狄更斯的小说，其他两
位的大部头还没有读过，可以带着茨威格的观点去看看他们的小说。
45、以后会再读
46、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
47、第三篇大爱
48、其实也不能算完整读过，草草翻了一下巴尔扎克的部分，这个其实不是人物传记，更像是文学评
论，所以如果对作品本身不够熟悉的话其实读了没什么感觉，所以也就先放下吧
49、依旧是茨威格澎湃昂扬的文字,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着墨最多,理解也相当的到位.如果说巴尔扎克代
表一种征服的欲望,狄更斯代表平凡生活的琐碎诗意,陀氏则是痛苦的拥抱生活的人.
50、六星！ 为什么有人就可以让文字这样熊熊燃烧
51、如潮如海。
52、第一，我对Zweig的文字和叙述一直无比欣赏信任；第二，Balzac和陀翁都是我心中的神，狄更斯
也是神只是相比偏柔气，少了呼风唤雨的感觉；第三，文字到巅峰的时候，是可以寄寓对象身上燃烧
的；最后，这三个人的并列无比合适，Zweig甘做光辉的衬托者，于是杰作诞生了。文学不需要万神殿
，但需要建立万神殿的柱梁。
53、茨威格的作品，都不需要太认真对待。
54、看看写狄更斯那部分吧，文笔优美得让人惊讶！我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迷，也是为看他才看这本
书的。觉得写狄更斯的部分同样出色！（我也没看过狄更斯的小说，只是了解）
55、从俄罗斯精神的母体脱胎而出。
56、书中巴尔扎克与拿破仑“笔与剑”的描写很新奇，让人读后难忘。。。。
57、茨威格的传记不是记述人物，而是对他疯狂而热切的赞美。
58、“在他的作品的每道墙壁后边，在他的每个人物的面孔后边，都横亘着永恒的黑夜，都放射出永
恒的光明。” | 翻译有些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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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师》

精彩书评

1、茨威格的系列人物传记向我们展示一个进步主义者，一个人文主义的世界公民所能接受到的最好
精神教养。这些传记，实际上都是这个传承的借他们而发展的故事。但是茨威格的自杀，也向我们表
明这个伟大传承的脆弱。但是这并不意味者我们要离弃这个传承，只是如同他本人所说，为了支撑这
个美妙的空间，我们需要一点率真的质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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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三大师》的笔记-苦难(泪目TAT)

        

2、《三大师》的笔记-狄更斯受欢迎的程度

        

3、《三大师》的笔记-巴尔扎克的征服

        

4、《三大师》的笔记-明显的茨威格不喜欢狄更斯而更爱尼采式的人物呐

        人们想到狄更斯的人物时如同想到绘画,而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和巴尔扎克的人物,如同想到音乐.
这两位是凭直觉进行创作,而狄更斯则是复制式的进行创作.
这两位是用精神的眼睛进行创作,而狄更斯则是用肉体的眼睛进行创作.

狄更斯缺乏残忍,缺乏走向真正悲剧的勇气.他没有英雄气概,而只是多愁善感.悲剧是进行抗拒的意志,多
愁善感是对眼泪的渴望.

要成为狄更斯笔下的主人公,就必须是道德的典范,清教徒的样板.

在这里他克制住了英国气,即世俗气.

巴尔扎尔通过他的厌恶使资产阶级强大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的救世主之爱使得资产阶强大起
来,而狄更斯这位艺术家则是通过他的幽默把他的人物从沉重的现实苦难中解救出来.
他一向保持正直和冷静,像所有英国人一样,狄更斯只用嘴微笑,不是用全身微笑.
他只让人愉快,从不让人痛苦.

5、《三大师》的笔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面貌

        恐惧-畏缩--激情-陶醉,惊叹

6、《三大师》的笔记-"侮辱"

        

7、《三大师》的笔记-第999页

        1 巴尔扎克

pp3 巴尔扎克所在的拿破仑时代对他创作的影响在这个时期里，道德、货币、土地、法律、等级制度
等方面都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几百年来严格禁止的一切，现在都渗透进来，甚至泛滥起来了。巴尔扎
克置身于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里，必定很早就意识到了一切价值的相对性。...是拿破仑的范
例在巴尔扎克身上形成了一种永远想要整体而决不要零碎的欲望，贪婪地追求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欲

Page 8



《三大师》

望，这是一种急切而狂热的抱负。现在巴尔扎克开始写作了。不过他与别人不同。他写作不是为了聚
敛钱财，不是为了消遣，不是为了把书架装满，也不是为了去林荫大道漫步谈心。他在文学中所渴求
的不是元帅的权杖，而是皇帝的皇冠。...巴尔扎克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去精简可感知的现象。她的筛子
筛选，筛掉一切非本质的东西，只选取纯洁而珍贵的表现形态。然后他把这些表现形态，这些分散在
个别现象放到他的手炉中进行锻造，是这些纷繁复杂的表现形态变成为生动、直观而且一目了然的体
系。...这就是他的雄心壮志。他把世界简单化，为的是去统治它。...在生活出现成千上万个变种的地
方，他却只要一种生活。他的世界比真实显得贫乏，但是更为紧凑。这是因为他的任务都是精选出来
的人物，他的激情是纯洁的元素，他的悲剧是冷凝而成的。...
巴尔扎克不无道理地在一张拿破仑肖像的下边这样写道：“我将用笔实现他用剑未能完成的事业。”
pp7 巴尔扎克写作技法巴尔扎克认为，内心世界与周围世界之间这种无一例外的普遍依存关系是一条
公理。于是他觉得，艺术家最崇高的使命就是重现有机物在无机物中的痕迹，有生命的在概念中的痕
迹、社会生活中瞬间出现的精神财产的聚集、整个时代产物的描绘。一切事物都是互相交融的。一切
力量都处于悬而未决之中，无一是自由的。引诱巴尔扎克的正是这种杀人和自杀的能量的战斗。他的
激情就是要把这种能量作为自觉生活意志的表现用在一个目标上。这种激情只要强烈起来，那么，他
是善是恶，是卓有成效，是白费力气，他觉得全都无关紧要。紧张、意志，这就是一切。因为这都是
属于人的，而成就与荣誉则丝毫不属于人，那都是偶然事件决定的。...巴尔扎克似乎认为，估量效果
、测定事实依然是编写历史的任务，而阐明原因，发掘精神的紧张程度则是作家的使命。只有没能达
到目的的力量是可悲的。...他一再自豪地重复这样一句话：“我的市民长篇小说比你们那些悲惨的悲
剧更具有悲剧性。”这是因为他的浪漫主义是向内心追求的。“为什么不应该写愚蠢的悲剧呢？”巴
尔扎克说，“写羞耻的悲剧呢？写恐惧的悲剧呢？写寂寞无聊的悲剧呢？”这些悲剧只要有足够强度
的丰富内容，也都是感动人和激励人的力量，也都是有意义的。即使面相最穷命的人，只要他不屈不
饶地继续追求，或者完全绕过了自己的命运，就也有充满生气和美的威力。
pp16 巴尔扎克在写作中晚上八点钟他疲惫不堪地去睡觉，睡上四个小时，让人在半夜把他叫醒。当然
周围这个喧闹的世界巴黎闭上热的发红的眼睛的时候，当黑暗降落在街道上脚步声飒飒响动的时候，
当这个现实是的世界消失的时候，他的世界就开始复活了。他除了用其他成分以外，主要是用世界自
身分解开的成分建造世界的。他一连几个小时生活在狂热的极度兴奋中，同时不间断地用浓咖啡刺激
疲劳的感官。他就是这样工作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有时甚至十八个小时，一直到有什么事情把他
从这个世界中拖了出来，拖回到自己的现实中为止。在刚醒来的那几秒钟里，他必定有罗丹在他的雕
像上赋予他的那种眼神。这是从九重天国里惊醒过来的状态，这是返回忘怀了的现实的跌落。这是极
其庄严，简直是在呼喊的眼神。这是一只发抖的肩膀上紧拉衣服的手。这是一副从沉睡中被震醒的表
情。这是听到厉声呼唤自己名字的梦游者的姿势。在其他作家笔下都没有巴尔扎克作品中这么强烈的
失去自我，都没有对自己的梦幻这么强烈的相信，都没有这么一种接近自我欺骗边缘的幻觉。...他的
动作已经不是勤劳，而是冲动、陶醉、梦想和极度兴奋了。他的工作是魔力止痛药，是让他忘记生活
饥荒的安眠药。他自己承认，这种狂热的工作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一种享受的药剂。一个如此无节制
渴求的人，就像他书中那些偏执狂人一样，只能放弃任何别的热情，因为他代替了它们。他在创作中
找到了七倍的代用品，因此他能够丢开生活感情的刺激、爱情，追求名誉、娱乐、财富、旅游、荣誉
和胜利。
pp22 巴尔扎克的爱情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说，除了创作即想象的激情以外，任何其他激情都是歧途。他
对泰奥菲尔.戈蒂埃说：“作家应避免接近女人，女人会使他丧失时间。作家应该局限于他们的写作。
这种表现形态就是风格特征。”他在内心深处所爱的并不是德.韩斯卡夫人，而是对她的爱情。他所爱
的不是他所遇到的处境，而是他为自己所创造的处境。
pp29 对巴尔扎克作品的评价巴尔扎克不愿意在个别作品上被人衡量，而想在总体上被人衡量。...把长
篇小说看做内心世界百科全书的思想是随着巴尔扎克开始的——几乎也可以说是随着巴尔扎克停止的
，如果不是来了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
巴尔扎克的作品是无法估量的。他那八十大卷的书里有一个时代，一个世界，一代人。

2 狄更斯

pp35 狄更斯巨大影响力的原因一个作家的作品无论就广度讲还是就深度讲都产生了如此惊人的巨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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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只有通过两种常常互相抵触的成分罕见地会聚到一起才能实现，即通过一个人才的人与其时代传
统的一致性才能实现。...狄更斯是他那个世纪里内心意图与时代的精神需要完全相符合的、唯一的伟
大作家。他的长篇小说与当时英国的欣赏口味是彻底一致的。他的作品是英国传统的具体化：狄更斯
是幽默、是观察、是道德、是美学、是精神和艺术的内涵、是海峡彼岸六千万人所特有的，常常对我
们是陌生的，也常常是眷恋与同情的生活情感。他不是写出了一部作品，而是写出了英国的传统，写
出了最有力，最丰富，最奇特，因而也是最危险的现代文化。...狄更斯不是个革命者，在他身上艺术
家与英国人是协调一致的，而且逐渐完全溶解为英国人了。
pp36 英国作家与英国传统的抗争有几个贵族非常渴望成为自由的世界公民，曾经进行过冒险。拜伦、
雪莱、奥斯卡.王尔德都想要消灭自己身上的英国气质，因此他们都憎恶英国人身上的这种永恒的东西
，但是他们只是撕碎了自己的生命。英国的传统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传统，获胜最多的传统，但是对
于艺术来说也是最危险的传统。说它是最危险的传统是因为它是阴险的：它不是酷寒的不毛之地，不
是不吸引人的或者不好客的。它用暖烘烘的炉火和柔软舒适的设备引诱人，但又用道德的限度围上篱
笆，进行自我束缚，自我调整，因而与自由的艺术家欲望很合不来。
pp38 狄更斯与莎士比亚的对比莎士比亚是英雄的英国的化身，狄更斯则只是资产阶级的英国的象征
。...正如莎士比亚是贪得无厌的英国的勇敢那样，狄更斯是饱食终日的英国的谨慎。
pp39 当时英国人的文艺品味在当时被人喜爱的艺术必须是有助于消化的。这种艺术不能进行干扰，不
能以狂热的感情鼓动人，只能进行抚慰和用手指轻挠。这种艺术只可能是多愁善感的，而不会是悲剧
的。人们不愿意看到恐惧，恐惧能像闪电一样裂开胸膛，切断呼吸，让鲜血结冰。...当时人们只想看
到畏惧，舒服地打打呼噜，开开玩笑，把故事的彩色线团不停地滚来滚去。...从前的胜利者现在变得
畏首畏尾。他们所想的只是保持和防护，而不敢再有丝毫的冒险和改变了。他们对自己强烈的感情感
到害怕。...
当时在英国幸福是与安逸同一的，审美学是与安分守己同一的，爱情与婚姻是同一的。一切生活价值
都是贫血的，英国是满足的，不想有所改变。一个如此沾沾自喜的民族所能赞许的艺术，不管方式如
何，必定也是满足的，对现存事物是赞颂的，不想超越的。
pp44 狄更斯的平庸与伟大狄更斯是当时英国变化了的艺术需要的创造物。他恰逢其时地来到，创立了
他的声望。他被这种需要控制住了，这就是他的悲剧。他的艺术从伪善的道德中，从沾沾自喜的英国
的舒适中吸取了滋养。...只有从内心深处憎恶维多利亚时期文化虚伪与浅薄狭隘的人才能怀着无限的
钦敬估量这个人的天才。他迫使我们把这个令人厌恶的，沾沾自喜的富裕世界作为有趣的世界，甚至
是作为值得喜爱的世界来感受。他把平庸乏味的生活散文解救成了诗。赞扬把他从一部作品推向另一
部作品，并越来越推进当代人口味的方向。由赞扬、引人注目的成功和艺术家心愿的自豪意识乱纷纷
地织成的这千百张网把狄更斯紧紧地捆绑在英国的土地上，一直绑到他投降，并且从内心里发誓永远
不超越祖国的美学法则和道德法则为止。狄更斯始终停留在英国传统的威力之下，停留在资产阶级趣
味的威力之下。...他身上没有想要进行惩罚、提醒和振奋的激愤之爱，没有大艺术家那种为改变自己
的世界并根据自己的感受重新创造世界而与上帝争论权利的原始意志。他的伟大的、令人不能忘怀的
业绩，老实说，只能是去发现资产阶级的浪漫派，没有诗意的诗。...
这种卑微存在的简朴现实通过狄更斯变得多么丰富多彩呀！整个市民阶级连同他们的家具，千差万别
的职业，还有看不见的混合感情，都聚集起来，又一次变成了一个宇宙，一个拥有群星和众神的宇宙
。一种敏锐的眼力从这些普通百姓平面的，静止的，几乎是波浪式的镜子里看到了财宝，并用编织最
精细的网把财宝提到了光亮处。狄更斯的天才就正是在这种独特的镜头里，而不是在他有些过分市民
化的思想里。狄更斯缺乏残忍，缺乏走向真正悲剧的勇气。他没有英雄气概，而只是多愁善感。悲剧
是进行抗拒的意志，多愁善感是对眼泪的渴望。

3 陀思妥耶夫斯基

8、《三大师》的笔记-陀氏书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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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三大师》的笔记-第118页

        在托尔斯泰笔下，我们有所闻是因我们有所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我们有所见是因为我们
有所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只要还没有讲话，就是阴影和幽灵。言语才是促进人物思想的滋润露
水。

10、《三大师》的笔记-"一个新的果戈理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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