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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固定的圣节》

内容概要

《不固定的圣节》是海明威晚年断断续续地写成的回忆录，写他和第一任妻子哈德莉·里查森婚后以
加拿大《多伦多星报》记者身份赴巴黎定居，开始艰苦的写作生涯，时间为1921年至1926年。其间海
明威通过美国女作家葛特鲁德·斯泰因的文学沙龙，结识乔伊斯、舍伍德·安德森等作家，对多愁善
感的菲兹杰拉德有大段生动的描写。巴黎塞纳河滨的旧书摊、林荫大道上的露天咖啡馆、拉丁区文人
雅士的交谈，构成一幅二十年代的巴黎风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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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第一次那本已经不见了，2004年8月21日 广州购书中心第二次。
2、海明威好和蔼哦。他讲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写得那么坏，坏得令人无法置信，怎么又能这样深深
地打动你呢？   还有可怜的菲茨杰拉德，唉，看这里边的文章才知道他们的生活就和小说一样
3、手握钱币，拥有春天，感觉真好。
4、巴黎永远没个完

5、通篇都在与饥饿作战。。。
6、翻译太差了，五星完全属于海明威个人。大牛手笔，能把所有的无聊事都写得让人心向往之。
7、真是段好岁月,每个人都该有这么一段,类似的也好!
8、时光倒流后依稀可见二十年代的风情巴黎
9、“我见到了你，美人儿。不管你在等谁，也不管我今后再不会见到你，你现在是属于我的，我想
。你是属于我的，整个巴黎也是属于我的，而我属于这本笔记簿和这只铅笔。”
10、看看海明威自己怎么写自己的生活，已经怎么评价同时代的文学人物们，比如菲茨杰拉德。挺过
瘾的但是还不够啊。
11、       老爹当时年轻、英俊、才华和感情无比丰沛并且轻易就能获得回报，他，和庞德、乔伊斯、艾
略特、菲茨杰拉德们相交于巴黎。他还没有形成风格，前方是一段未知，宠辱须臾，不可终日。五十
多岁时写了这本书，文字已炉火纯青，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克制的笔调让叙述蒙上了一层不确定的
梦幻感。三分郁勃、七分冷清，曲未终人已去。
       巴黎，文人的天堂。朝朝寒食，夜夜元宵。惊喜、扶持、取暖、嬉闹、摩擦、猜忌、嫉妒、疏离
，如叶公好龙，一层隔膜，几分默契。
       巴黎还是那个巴黎吗？

12、海明威的回忆录，记录他早年在巴黎的岁月，写完第二年他就开枪自杀。其中很大篇幅是回忆菲
茨杰拉德，写这本书菲茨都去世快二十年了。
13、这本书还有个名字叫做《流动的盛宴》，是一直想读的，读过《不固定的圣节》才知道是一本书
。
14、“也许离开了巴黎我就能写巴黎，正如在巴黎我能写密歇根一样。”
15、这本书放了半年，读了卡佛之后，突然更加喜欢海明威了，这本巴黎故事，很有趣的评论⋯司各
特，马尔克斯⋯⋯
16、我是一直不大喜欢海明威的，但这本书确实很美
17、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一个黄金时代！
18、真实是一切
19、海明威终于开始怀念了，这个热爱拳击和斗牛，喝酒很厉害，脾气很暴躁，又花心的男人终于疲
倦了，开始怀念远去的爱人，沉浸在巴黎寒冷、饥饿、却拥有爱情和友情的记忆里。“我像个傻瓜，
没有用手去敲敲木头”，那么心酸。
很多地方写的很淡，可是有些地方又很明显，这个有点矛盾的男人。
另外翻译一般，想读读原文
20、自杀前一年写作的最后一本书，却奇异地有着最初的温暖美好的气息。
21、很喜欢看自传或者回忆录，这本两者皆然。
22、我喜欢他在里面对食物的描述
23、翻译的。。。
24、“凛冽而且美好”
25、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
26、巴黎，或许五年之后我会在你身边吧。
27、从此喜欢海明威，可以配合《午夜巴黎》阅读，相得益彰，如果你恰巧喜欢怀旧，如果你恰巧喜
欢西方文学
28、流动的盛宴，不固定的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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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适合安静时读，但总是很难从译文中看到灵感
30、每天睡觉前看这本书，看它的节制与干净。记得每个饥饿然而有爱的春天。
31、跟其短篇小说完全不同的风格，完全不加以克制的温柔。
32、一个老年艺术家对他还是青年艺术家时的画像。我的疑惑是，这是30年后他回忆当初时真实的感
受呢，还是努力在还原当时的真实感受？不过也许这不重要。但似乎也重要。自我施压者，努力掘井
的人，非常自律。“《我们赴的还是海明威的‘盛宴’吗？》”
33、写得比较直率，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作家。
34、真正动人的从来不是巴黎，而是他在巴黎度过的青春，清贫却甘之如饴，几本蓝色书籍的笔记本
，两支铅笔和一把卷笔刀，大理石桌面的桌子，清晨的气息，加上地板打扫擦洗干净，再就是运气，
便是需要的一切。读书、写作、赛马、滑雪、旅行、沙龙聚会⋯和他此生最纯净无私的爱情，几乎是
流着泪读完最后一段：“等火车终于在一堆堆原木旁驶进车站时我又见到我的妻子，她站在铁轨边，
我想我情愿死去也不愿除了她去爱别的人。她正在微笑，阳光照在她那被白雪和阳光晒黑的脸上，她
体态美丽，她的头发在阳光下显得红中透着金黄色，那是整个冬天长成的，长得不成体统，却很美观
，而邦比先生跟她站在一起，金发碧眼，矮墩墩的，两颊饱经冬季风霜，看起来像个福拉尔贝格州的
好孩子。”他笃定地说：“我爱她，我并不爱任何别的女人。”
35、简洁清晰的、傲慢自大的、狭隘而清醒的巴黎的海明威。
36、《流动的圣节》多好听
37、补记
38、每次读海明威都会异常平静这种稳稳的安心感，只是没想到他是那样的菲茨杰拉德⋯⋯
39、我就爱看作家写作家
40、至今为止，读过的海明威最好的一本书。
41、just  love it
42、真好，一个男人平淡如水的叙述，却引人入胜。他对妻子的爱，和《巴登夏日》里陀氏对待妻子
的态度相比，实在是反差鲜明⋯⋯有时候真的是，经历过林林总总，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值得你爱的
，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爱你的。
43、一个文艺青年的美好回忆
44、一个干净利落的巴黎。
45、是不是跟流动的盛宴一个内容？早就忘了。
46、"等火车终于驶入原木堆旁的月台时，我又见到了我的妻子。我真恨不得在我爱上她之外的任何人
之前就已死去"
47、透过文字，能感受到一种力量。第一次看海明威的作品，这是个开始。没想到看的是他最后的作
品，回忆录。
48、回首更动人
49、在我的印象中，海明威的形象是老态的，而菲茨杰拉德却年轻而内秀。这本书所展示的内容却与
我的印象相反。除了古怪的斯泰因，永不孤独的巴黎街道，香味十足的巴黎咖啡馆，令人期盼迟迟不
肯来的春日之外⋯⋯有的是，疯狂的末日中菲茨杰拉德，和朝气蓬勃的青涩的海明威。
50、《午夜巴黎》的补充读物，兔子推荐。——咖啡馆，写作，文艺青年，文艺中年，旅行，酒，男
人女人，谈论，咖啡馆，这是海明威笔下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哦，还有，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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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926年，海明威见到了来接站的老婆哈德莉，&quot;她站在铁轨边，我想我情愿死去也不愿除了她
去爱任何别的人。她正在微笑，阳光照在她那被白雪和阳光晒黑的脸上⋯⋯&quot;他们拥抱了，一瞬
间在巴黎的所有时光又闪现在年轻的海明威眼前“我爱她，我并不爱别的女人，我们单独在一起度过
的是美好的令人着迷的时光。”可是转年，事情就又变了，他们终于离了婚。海明威娶了《时尚》杂
志的编辑波琳。后来是第三个以及第四个老婆，以及若干情人⋯⋯当然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那些难
忘的日子啊。他们曾在街头散步回忆往事，在草地上铺雨衣共进午餐，他们在河边看过所有商店和画
廊的橱窗⋯⋯在艰苦的日子里，哈德莉兴致勃勃地说：“而且我们决不会爱任何其他人，只是彼此相
爱”，海明威应和道“对，决不。”他们曾经是彼此的支柱，却在1926年短暂的重逢后化为虚无。海
明威自此写了更好的书，脾气更坏。但1926年仍然属于哈德莉，海明威把《太阳照常升起》当作夏天
里最后一朵玫瑰献给了她。
2、由于一份舍不得放弃但又不能让我快乐的工作、以及因此逐渐变得更颓废的生活、和长久以来逼
迫自己正经积极未遂，我终于养成了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天空蒙蒙亮的时候，很适合发呆。如果不想
走神，那就打开电视听早间新闻。天终于完全亮了，我便坐在窗台给朋友寄去一两张postcard。V说：
你最近在看海明威吧，从你的语气里读出来的。是她的直觉太敏锐还是我表达的痕迹太重？V指出我
从小就容易对一些不可理喻或不值一提的事情产生荒唐的崇拜，而我的模仿秀大多都以惨烈的失败告
终。比如初中的时候班里有个小姑娘，娇俏可人，对世界的认知总保持在天真无知的状态。所以她常
常会被惊讶到，那时她就张大了嘴边，睁圆了眼睛，无比娇嗔地说：“啊，真的吗？”那模样儿真的
可爱极了！我把那表情搬到了自己脸上，并用以更广泛的方面，除了表达惊讶，还表达高兴、悲愤、
哀愁、疑惑⋯⋯我总能准确地把嘴巴的幅度控制为一个圆润的形状。X姐在忍受了一个礼拜之后，在
某次我习惯性张嘴惊呼时她塞了我一团草稿纸，还恶狠狠地警告我：再敢这么一惊一乍我塞你鸡蛋！
⋯⋯嗯哼~这次我受怪癖引领，模仿的是海明威的心情。就好像我也遇到了一个老态龙钟却又青春有
力的城市，像巴黎那样，忍受着灵魂的饥饿却不自知，反而跟胃较起真来。也有一群缤纷的朋友，他
们跟我一样品味着生活，然而都只看到不同的侧面，却自信那是全部。我们会在一起喝酒或抽烟的时
候，交换彼此的观点和态度，并深深地觉得受益匪浅。我喜欢他们，希望他们也能喜欢我。⋯⋯尽管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读这本书，但是海明威平淡却包含力量的语言还是能让我情绪波动起来，于是我的
眼神儿随着我的情绪一起飘忽不定，以致于无法逐字阅读，又错过了很多精彩的段落。这样说不定也
蛮好的——当我第三次读这本书的时候，依然不时能有像第一次遇见那样的新鲜感。有的书就是这样
，不管怎样熟悉，仍会一读再读，但是心里知道，这并不是一种重复。
3、昨天看完《不固定的圣节》。去年这本书出过精装版，更名《移动的盛宴》，是热销书；我看的
是译文一个蓝白封皮的版本，比较朴实。译者汤永宽；海明威死前才完整这本小书，且断断续续花了
好几年，汤也是也是万年竭力所译，译本令人十分喜爱。海明威在巴黎的那些年是他尚年轻未成名时
一段艰苦辛贫的岁月，然而他却不觉得苦。与第一任妻子的生活勤俭而富有浪漫色彩，年轻不羁；艰
苦的咖啡馆写作，日常的巴黎，阴天的岁月，塞纳河的路边，朋友的客厅，赛马场，狭窄的阁楼，小
餐厅，这些都令他的生活异常丰富、美好。好些朋友，贫贱之交；浪漫巴黎，无奇不有。一切都令人
着迷，这也正是海明威晚年着意去回忆起那段光阴的原因。1927年，他出版了杰作《太阳照常升起》
，并爱上了美国出版社的一位女士，离婚的同时，他也永远地离开了那个巴黎。书中以较长的篇幅描
写了他与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的交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为当时已成名的作
家，菲茨杰拉德在海明威的笔下令人觉得他苍白、紧张、焦虑，生活没有什么计划；而他也确在不久
后去世，且未能完成另一部杰作。让人唏嘘文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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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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