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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也妮?葛朗台》

前言

译本序这部长篇小说成于1833年12月，是法国19世纪伟大作家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外省生活场景》
中的第二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小说出版以后，引起很大反响，读者认为它成功地把19世纪初
一个很有特点的外省男人的偏执，和一个外省妇女的命运，以及这两个男人女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小城
场景错综复杂而又十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给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小说的主要人物
之一葛朗台先生是个描写得十分成功的吝啬鬼，与莫里哀笔下的阿巴贡一起，被称为法国文学中的两
大“抠”鬼。他本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角色，但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抓住机会，先是发了财，后又从了
政，当了市长，在小城势力之大，炙手可热。但是在帝国时期，他因有“红帽子”之嫌被免职。官位
虽然丢了，财产却没有损失。甚至可以反过来说，“堤内损失堤外补”，天主照顾他，让他接二连三
地得了几笔遗产，一时间成了小城的“新贵”，第一纳税大户。全城人都说他富得流油，认为他有一
个堆满金币的暗室，说他每天半夜起来，都要到暗室瞧一瞧，看到满库的黄金，快乐得不可形容，连
眼睛都是黄澄澄的，染上了金子的光彩。至于他到底有多少财产只有公证人清楚。葛朗台虽然富甲一
方，但是开销十分节省，从不购买肉食水果，都是向佃户索要。家里的用度非常节约，每顿吃的食物
，每天点的蜡烛，他都亲自定量核发。每年11月初屋里才生火，到3月底就得熄火，不管春寒如何料峭
，秋凉如何似水，他给妻子的零用钱每次不超过六法郎。多年来给女儿陪嫁的压箱钱总共只有几百法
郎。至于女仆娜侬，一年的工薪只有60法郎，帮佣了20年，才从主人葛朗台那里得了一只旧表。那是
她到手的唯一礼物。可怜的娜侬老是赤着脚，穿着破衣衫，睡在过道底下的一个昏暗的小房间里。葛
朗台这个“抠”鬼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阿巴贡那个吝啬鬼是封建时代的吝啬鬼，只知守财。而葛朗
台则是法国转型时期的吝啬鬼，善于利用时代提供的一切条件，发财、积财，使财产增值。首先他会
赚，趁革命政府处理教会资产时，通过贿赂，用很小的代价取得了很大的资产。其次他会投资，看中
的项目为他带来较大的收益。再者他更会投机，比如他看准机会抛售树木和葡萄酒，就是成功的例子
。可以说他是乱中发财，是趁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掘金的典型。乱中充满机会，也充满风险。乱中
发财是本事，但乱中守财更要本事。葛朗台先生的“抠”是出于本性，但更是时势所迫。因为在那个
大分化的年代，社会变故、人生起落让他明白了什么叫“倏忽乘风搏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财富
的流动则让他知道了什么叫“富来针挑土，穷去浪推沙”。革命时期大户人家被抄没，被革命的景象
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生意场上破产者的凄惨命运亦让他时时心惊胆战。所以他的全部生活激情，
人生动力，甚至整个人生的信条，就是“看见金币，拥有金币”。看见金币是要把它赚来，拥有金币
是要把它守住。他其实还算个负责的父亲，非常喜欢独生女儿，因为她是他的“继承人”，但是他对
金钱的爱好却远远超出了对女儿的喜爱。钱就是命。他只看重利益，根本没有考虑过家人与女儿的幸
福。不过，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个吝啬鬼有一点还是应该肯定的，也就是讲究商誉。他不欠债，把
破产看成是人生的最大耻辱。在这一点上他比我们这个经济环境里的许多人要强得多。他弟弟在巴黎
破产了，把侄子托他照顾。他对这位侄子虽不感兴趣，却要公证人通过商务裁判所来阻止破产清算，
因为这会败坏他们这个姓氏的名誉，尤其是他本人的商誉。而他女儿继承遗产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拿
出400万偿付叔叔的债权人。本书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是葛朗台的女儿欧也妮。这个可怜的外省姑娘是在
撙节、阴暗、忧郁和压抑中成长起来的，一生都被父亲的阴影罩住了。葛朗台先生长期把她关在深宅
大屋里，除了上教堂，很少让她与母亲出门。平时也不让她消费，即使给很少一点女儿家的压箱钱，
也不许她花用，只当是寄存在她这里，到时候总要想方设法收回去。女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之后，
对她看得更紧，总认为人家看上她，是打他的财产的主意。当然事实也是如此。小城里少有的几户体
面人家，看中的不是小葛朗台的品性容貌，而是老葛朗台的钱财。不过欧也妮的人性，如果仅仅是因
为父亲的吝啬而受到压制，那还一般化了一点。巴尔扎克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把这个家庭级的悲剧，
提升到了社会的高度。女儿一生的不幸，固然是父亲造成的，但社会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她贻
误终身，就是吃了风气的亏。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唯利是图，唯官是靠，巴结上一个大官，好比掘了
一座金矿。巴黎的堂弟夏尔来小城投靠伯父，在久枯的葛朗台小姐心里碰撞出爱情的火花。落难之人
处处受气，唯有在葛朗台小姐这里得到一丝温暖。他带着小姐悄悄塞的私房钱，跑到海外打拼天下。
也算天不灭曹，不懂世事的富家公子竟然发了。可是人一阔脸就变，此时的他早把小城的堂姐忘个一
干二净。为了利益，他入赘一个宫廷大员之家。可怜的葛朗台小姐蒙在鼓里，死抱着海誓山盟不放，
大好年华就这样过去了。当然，夏尔最后得知自己错过了一门1700万巨产的亲事，他当时如何捶胸顿
足，大呼悔恨，读者可以想见。其实葛朗台小姐这种悲剧，从古至今，社会上每天都在上演，不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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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小，有重有轻，有强有弱，有隐有显。巴尔扎克的不同凡响之处，就是准确地把握和刻画了典型
人物的性格，准确地描写了典型环境的场景。他善于通过选择场景，营造气氛，来表达他的思想。小
说发生的地点是在外省。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外省这个概念，往往带有传统、守旧、落后、阴暗、
偏僻、小气、抠门、算计等多重意思。在巴黎人热衷于理想、事业，全身心投入革命大潮的时候，外
省人则忙着盘算，一心想从革命浪潮中捞取钱财，并且死死地捂住。巴尔扎克曾在第一版的序言里提
到，每个省都有其葛朗台先生。外省与聚财守财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外省根本就是生长土财
主、守财奴的土壤。因此在外省小城出现葛朗台先生这样的人物，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把葛朗台先
生这个人物安排在外省，也再贴合不过。巴尔扎克通过自己的描写，揭示了外省产生认钱不认人、要
钱不要命的守财奴的必然性。根据巴尔扎克的描写，在外省没有什么隐私可言。一切行为都被人做了
精确的算计，街上走过的任何人，都被人做了精心的观察和琢磨。这个特点决定了你在外省，无论做
什么事情，都必须不事声张，不动声色，暗中行动。而小城那条阴暗弯曲的街道，葛朗台家那半明半
暗的房子，就浓缩了外省的特点，集中了外省的毛病。虽然巴尔扎克对这个典型环境的描写有点冗长
，可是它让你感受到了外省的压抑、外省的沉闷氛围，形象地显示了外省生活的麻木、迟钝、无聊乏
味。巴尔扎克是在以景喻人。既是换喻，又是隐喻。有那种阴暗的房屋，自然就有葛朗台先生藏金的
密室。有那种没有阳光、没有温暖，总是笼罩在阴影里的房屋，才有葛朗台小姐没有阳光、没有生气
的生活。在惨淡悲凉的气氛中，只有葛朗台小姐的爱情给环境抹上了一丝希望的亮色。可是，当夏尔
抛弃她时，她的希望就破灭了。“一切都完了。”尽管她带着一连串善行，在天国行走，但并不能掩
盖其人世生活的失败。她本是为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而生的，可到头来却没有丈夫和孩子，连家庭都
失去了。这要怪谁呢？怪父亲葛朗台先生，怪他的吝啬？然而人是环境的产物。因为葛朗台小姐生活
的环境，是一个失去了人性的世界，是没有生气没有爱的世界。人像动物一样生活在其中，被物化、
被动物化了。现在看来，欧也妮生活的世界远比巴黎那个强盗横行的世界更让人不安。因为在那个世
界，至少人还可以扮演角色，还可以发挥作用，人还处于主宰地位，而在外省这个世界，金钱是主宰
，人退隐于、消失于、让位于金钱利益或者诸如此类的利益。这就是巴尔扎克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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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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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巴尔扎克  译者：管筱明巴尔扎克，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
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一生创作了96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总名为《人间喜剧》。
管筱明，1953年10月出生。原籍江苏常熟。现为湖南文艺出版社文学部长、图书编辑，资深翻译，湖
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平时喜好读书，尤喜欢文学作品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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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 外省某些城市里，有些房子看上去有些凄凉，和见到最荒凉的旷野，最凄
惨的废墟，最阴森的修道院时的感觉一样。修道院的静寂，旷野的枯燥，和废墟的颓败，也许这些房
子兼而有之。里面的生活起居是那么平静，要不是听到陌生的脚步，窗口会突然探出一个面孔近似僧
侣，一动不动的人，朝生人射来暗淡冷漠的目光，外地人会以为那些房子没有住人。 苏缪城里有一所
房子，外表就有这种凄凉的成分。一条高低不平的小街，这一头，是这所房子，那一头，直达城市高
处的古堡。这条街，夏天热，冬天冷，好些地方黑森森的，已经不大有人来往，可是小石子铺的路面
，走上去啪嗒直响，狭窄而弯曲的街面，总是那么清洁、干燥，街边的房子静幽幽的，坐落在城墙脚
下，属于老城的一部分。这些，都使这条街引人注目。 在老城，上了三百年的房子，虽是木头造的，
却还很坚固，那各个不同的外表，构成了苏缪城这一部分的独特之处，引起考古学家和艺术家的注意
。你从房前经过，很难不欣赏那些厚木板档头雕出的古怪图像。它们铺在大多数房子的底层上面，组
成一幅黑黑的浮雕。 这里，有些房间横梁上铺着石板，不牢的墙上绘着蓝色的图案，木头桁架的屋顶
，因为年深月久，而往下弯沉，椽子经不起日晒雨淋，已经腐烂翘曲。那里，窗棂破旧发黑，精致的
雕刻已经模糊不清，似乎承受不起某个穷女工放的种了康乃馨或玫瑰的棕瓦盆。再过去一点，有的门
上钉着粗大钉子，我们的祖先天赋聪明，刻上一些家族的古怪符号，其意义是永远捉摸不出的了：或
许是一个新教徒在表明自己的信仰，或许是一个旧教徒在诅咒亨利四世。有几个市民也刻上家徽，表
示他们出于官绅世家，祖上也曾任过地方助理行政长官的。这一切里面，就包含了法兰西的全部历史
。有的地方，一边是摇摇晃晃的房子，那粗糙的墙壁上，木匠曾经卖弄过使刨子的手艺；一边则耸立
着一座乡绅的公馆，半圆形石门拱上的家徽，受了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历次革命的毁损，还依稀看得出
痕迹。 在这条街上，底层的门面既不是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喜欢中世纪生活的人可以在这里发现
老辈们简陋的手工作坊。一间间低矮的房子，又大又深，黑森森的，没有橱窗，没有货架，没有玻璃
门窗，里里外外都没有装修。实心大门粗糙地包了铁皮，分作上下两截，上截朝里打开，下截安装了
弹簧门铃，不停地开开关关。这种潮湿的窑洞式的房子，就靠门的上部，或者地板屋顶和一堵齐腰高
的矮墙之间的空间采光通风。矮墙上安着厚实的窗板，白天取下，晚上装上，再加上铁闩，用螺栓拧
紧。货物就摆在矮墙上。那种哄骗顾客的花花玩意，在这里是见不到的。至于摆的是什么货，那要看
铺子经营什么品种，或是两三桶盐和鳕鱼，或是几捆帆布和缆绳，或是挂在楼椽上的黄铜丝，或是靠
墙放着的一溜桶箍，或是货架上放着的几段布。你要进去看看？那好，一个干干净净的漂亮姑娘，戴
着白头巾，臂膀红红的，立刻放下手中的织物，叫她父亲或母亲来接待你，做一笔或是两个铜板或是
两万法郎的生意。至于态度是冷淡是殷勤还是傲慢，那就全看老板的性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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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居然是硬皮本的呢。。比较超值的感觉。内页的纸质一般。。但是这个价格呵呵呵。内容还没看
，买的书有点多。。
2、封面不错，内容文字水平极低
3、还不错吧。
4、名著
5、铺设人物关系比较枯燥，等到主线开始就非常精彩了
6、书的内容很好！就不多说了！但是为什么书页黏在了一起，不过还好只是几页而已。不过封面、
纸质手感非常好！怎么看都不像3、4块的书！我很喜欢！只是有点薄。其他都不错，物流和质量就不
用说了。在亚马逊购书从未有过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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