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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目光下》

内容概要

《在西方目光下》在英美学术界被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姊妹篇。主人公拉祖莫夫是圣彼
得堡大学高材生，厌恶革命。他的同学霍尔丁暗杀政府官员之后来到他的住处藏身，可是他害怕受到
牵连而告发了霍尔丁，导致后者被政府处死。但是拉祖莫夫并没有因为告密而重新过上期冀的书斋生
活，反而受到政府情报机构的胁迫，被派往瑞士日内外刺探俄国流亡革命者的情报。在日内瓦，拉祖
莫夫巧遇霍尔丁的母亲和妹妹。在霍尔丁妹妹向其吐露爱意时，拉祖莫夫因不堪良心的折磨而全盘说
出真相，最终遭到革命者的报复，遭殴打致聋，最终在俄国偏远地区的乡村和一个女仆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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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目光下》

作者简介

约瑟夫·康拉德,全名约瑟夫·特奥多·康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生于波兰的英国小说家，是少数
以非母语写作而能成名的作家，被誉为现代主义的先驱。年青时当海员，中年才改行写作，作品包括
《黑暗之心》（1899年）、《吉姆老爷》（1900年）、《密探》（1907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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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目光下》

书籍目录

作者札记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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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目光下》

精彩短评

1、读之前期望较高，读完后感觉太一般。
2、荒谬残酷一场魔鬼的聚会
3、看过全文再回头来看导读和作者札记，才会明白康拉德之所以是康拉德。
4、谵妄般的乱语几乎让人不耐。最后的悲惨令人唏嘘。
5、看到五分之四的时候觉得果然是“西方目光”，把俄罗斯专制和革命者以及保守知识分子不分彼
此棒打一番，可是结尾忽然翻转，康拉德毕竟是康拉德，最后又写出了“西方目光”的局限！
6、“毫无防备”
7、本以为自己会没什么兴趣读完一本讲述沙皇俄国时期专制社会与革命党之间的故事，一个年轻人
，获得了同伴的信任却转身出卖了同伴，之后便游走在两个党派之间，最后幡然醒悟，洗刷了自己的
灵魂。也不知道为什么很耐心的读完了，觉得很不错，内心的变化独白很精彩。
8、太沉重了。
9、有这样的一类书，已知道结局与情节，但你仍会细致地读下去，一本政治小说撇开抒情仅是理性
地叙述竟也如此丰富（当然，所有的情感也都蕴含于冷静的叙述之下），让你很愿去分析各个人物的
心路历程及思想的自我斗争而带来的理所当然的命运。《在西方的目光下》就是这样的一本书。过去
看过的《一九八四》也是。
10、在暗流涌动的年代，独裁与革命都不失其捍卫者，但是对于那些只想本本分分生活的人，沉默或
奋起反抗并不是首要需要二选一的问题。可是生活就是这样的荒诞与残酷，有些人被迫听从威胁做出
事与愿违的事情，置身事外的性命无忧的人们评论着唾弃着那些因贪生而害人的人。可怜之人必有可
恨之处，反之难道不亦情有可原？当命运把我们推到风口浪尖，我们如何才能做到不无辜的犯罪。
11、在那里，人性最高贵的愿景，对自由的向往，强烈的爱国激情，对正义的热爱，怜悯感，甚至纯
朴心灵的忠诚，都被贱卖，被仇恨和恐惧的欲望勾引。仇恨和恐惧，正是动荡专制社会不可分割的伴
随物。
12、在西方带有点浅浅的不解与不屑的主观情感下，将俄国革命时期的小人物拉祖莫夫遇到的诡事对
其造成的心理影响叙述的淋漓尽致，让人不时为其担忧。从其内心世界的转变中，亦将俄国当时的诟
病展露无遗。
13、命定是流亡，迎来安定与爱时，也迎来了毁灭。
14、开始只是觉得难读 看了近半还理不清具体思路 看到拉祖莫夫被打致聋感觉很心酸。
15、真诚的写作，常有不谐和走调。但也许像书名提示的那样，生疏感也是全书内容的一部分。译本
可读性很好。有些段落好像能和白银时代的作品放一起读。
16、人不过是一个有消化管子的生物。一场梦，一种忧郁。
17、对于拉祖莫夫先生来说，孤独虽然苦涩，倒不完全是一种病态症候⋯ 好喜欢银质奖章的梗
18、图书馆借的，不想还了⋯⋯- -
19、第一本康拉德，今年读过的最好的书。下一部黑暗之心。
20、东欧背景的康拉德以英国教师的“西方”视角“转述”俄罗斯式革命和流亡的命运。读的时候倒
是想起卡瓦菲斯的《墙》——“没有考虑，没有怜悯，没有羞耻⋯⋯这个命运啃着我的心”。
21、所以人活在世上 有时候自己的一念之差有时候其他事情的一点改变 都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巨变 
似乎在命运面前 人类就是这样无力 而每个人各式各样的嘴脸真是每个时代都一样的
22、4.5
23、故事的一切在于拉祖莫夫的一个选择，然后世界改变了。人人该恨霍尔丁。
24、前半部分没啥意思，后半部分才开始
25、相当痛心！拉祖莫夫是体制的悲剧的产物。他所有的梦想只是能安稳度过一生，像他这样没有父
母的孩子，从来都不曾体会什么是爱，直至娜塔莉亚的出现，既是噩梦又是拯救。
26、出版社终于干点正事了
27、在豆瓣标的处女书。整本书充满着一种二元悖论，表现在最为可怕的党派之争，“革命党已经盯
上我了”，两头不到岸的拉祖莫夫，还有那位女官，一个坚定的革命党人不能离开那位表面尊敬实质
卑鄙的首领，就因会令她不被其他革命分子信任【并不喜欢贯穿的关于“我”的片段，还有那时不时
出现的所谓的西方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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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目光下》

28、什么是人生？
29、高下立判，只有最后一段告解得老陀真传，想必已经是杜鹃啼血了
30、开头不错后面情节拖沓
31、《Under Western Eyes》（1911）3.19-26。康拉德版《罪与罚》+《群魔》，基本素材、环境渲染和
舞台剧式对白虽悉数照搬却只在最后50页习得陀氏真髓；全篇充满了对西方以外世情的不解与隔阂。
在札记中虽解释了老教师视角的作用但除去使西方读者增加所谓的代入感以外于阅读感并无任何裨益
。仿作终究不及正统，草草至此，就此搁笔。
32、“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因为天下之大，我却无人可投。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无人可投。你
能想象内心孤独无依的滋味吗？无——人——可——投？”
33、和罪与罚还真的是姐妹篇啊，还是很服气这种有勇气自首的学生的。
34、大概就是我看康拉德的最后一本书了吧⋯康拉德太分裂、深奥了==原谅我年轻且浮躁，无法领略
他的幽深（熬过康拉德再看我们的英国文学史课程，也是怪有趣的）。
35、译笔很好，震撼人心⋯⋯
36、一个告密者的故事。
37、2015年第1本
38、还行
39、爱上杀死哥哥的仇人，剧情有点俗套了
40、本书耗费了作者大量心神，拉祖莫夫感觉就像是康拉德在实验室里浓缩了几十年心血浇灌出来的
翻版怪兽。人物心理活动、肢体语言及神态刻画可谓精雕细琢，然而不时总有游离于夸张舞台剧剧本
的违和感。就人类这个族群的特性而言，圣经里早就有了定论。东西方的区别不过体现在时间或事件
顺序上的差异罢了。一颗真正纯洁的灵魂，在这个丑恶的星球上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41、康拉德擅写一个灵魂稍高出一般人的青年因为人性的弱点受到命运捉弄之后苦苦挣扎的故事。灵
魂被剖开，痛苦被放大，所有的矛盾不安纤毫毕现地置于读者面前。那个影响一生的时刻到来时总显
得虚幻荒诞，无足轻重，而所有的忏悔、救赎、苦难、挣扎却是用余生写就的悲剧落幕。
42、转向虚无的过程中难免对汲汲营营的蔑视，政治首当其冲。故读这部（政治
）小说时多少有些难耐。作者对“边界”格外敏感，如吉姆爷中欧美与非洲种族/文化的互相介入等，
这大概直接脱胎且得益于他的航海及移民经历。#頁码索引#
43、看多了发现自己的情绪也会越来越多 心理的 只要滋生厌恶的情绪 可以让我保持沉默就好@豆瓣
44、写这种书，是一种消耗。读它，认真地读，也不轻松:作者将一种问题意识，缓缓植入你的心中，
用他血液深处的脉动，激发你深处的律动，和他共振。不知不觉中，你改变了。这不能说是滋养，更
像是蜕变。是熔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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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目光下》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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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目光下》

章节试读

1、《在西方目光下》的笔记-积雪像柔软的地毯

        现在看来也象征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团结，虽然悲怆而严苛，但也是出于手足之情而不得不为之。
“不！如果我不得不受难，我至少要为自己的信仰受难，而不能为受我的理性——我那冷静崇高的理
性——排斥的罪行受难。” 
他停下来思考片刻。心中是彻底的沉静。但他也感到一丝疑惑不安，就像我们走入一个没有点灯的陌
生场所时可能会感到的那样。这是在黑暗中产生的非理性感觉，是对看不见事物荒唐可笑的畏惧。 
当然拉祖莫夫还远算不上是位老派的极端保守分子。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物。专制的行政体系⋯⋯
滥用权力⋯⋯腐败⋯⋯诸如此类。现在缺的是能干的人，开明的思想，具有奉献精神的心灵。但是应
该保留绝对权力给未来伟大的专制者‘_为人类准备的工具。拉祖莫夫信任专制者。历史的逻辑使得
专制者无法避免。这个国家的人民也需要专制者。他在心里热切地自问：‘碓道还有别的东西能让民
众朝同一方向一起行动吗？没有。只有专制意志才可以。” 
他已经说服自己牺牲个人希冀的自由主义——拒绝这一颇有吸引力的谬误以迎合俄罗斯的严酷现实。
“这是种爱国主义，”他在脑海中这样评论又加了一句，“在这条路上不能半途而废，”接着又自我
评价，‘我不是个懦夫。”
他朝前扑倒在地，立刻顺着斜坡跟着奔腾而下的雨水无助地翻滚。他最后停在坡底的街道中间，仰面
朝天，闪电的强光照在他的脸上。那沉默的亮光非常刺目。他爬起来，什么都看不到。他举手蒙住眼
睛想恢复视力。四周听不到任何声音。他开始摇摇晃晃地沿着一条空旷的长街走。闪电在他周围翻滚
追逐，投下沉默的火焰，大雨倾盆而下，流水在地上奔跑、跳跃、追逐，无声无息，如雾流。在这非
人间的寂静中，他的脚步无声地落在街头，一阵哑风不断地驱赶他，他像迷失在无声的雷雨肆虐的幽
灵世界。”
“我向你保证，我不会放弃期盼那一天，所有的不和谐将归于宁静。想一想那一天的黎明！打击和诅
咒的暴风雨已过去。一切归于宁静。新的太阳升起，疲累的人们终于团结，在他们的良心中盘点那已
结束的争斗，为他们的胜利感觉悲伤：为了那惟一的理想的胜利，太多的理想被毁灭；由于没有得到
支持，太多的信念不得不放弃。他们感觉到在世的孤单，所以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诚然，肯定有许多
痛苦的时刻！但心灵的痛苦终将在爱中熄灭。”她获得了不可战胜的信念，“相信爱的和谐终将来临
，像天国的鲜花，盛开在这片被鲜血浸泡、被斗争撕裂、被泪水浇灌的人间大地。” 
“积雪像柔软的地毯，覆盖着俄罗斯坚硬的大地，无生命、寒冷、呆滞，像一个忧伤的母亲，把脸埋
在裹尸布之下。这就是生养他的大地。他自己的大地，没有家，没有爱！
雪覆盖了无尽的森林、冰河、平原，抹除了地标，抹平了大地，将一切都平等地置于它的白色外衣之
下，像一张邪恶的白纸，等待书写一段不可思议的历史。它用无数人的生命，像扎米尼奇，像哈丁这
样卤莽行刺的一小撮激进分子，覆盖住这片呆滞的大地。
他的存在是一块巨大、寒冷的空白，有点像广袤的俄罗斯大地，在白雪覆盖下成为一个庞大的平原，
四周渐渐消隐入阴影和迷雾。
她缓缓抬起灰色的眼睛。在她的眼睛里，阴影似乎来来去去，似乎她灵魂的稳定火苗，在有毒气流的
交替攻击下最终动摇。这股有毒气流，来自那片腐朽的黑暗大地。那片黑暗大地宣称她是她的儿女。
在那片黑暗大地上，美德，受到专制和革命犬儒主义的影响，溃烂成了罪恶。
一种拒绝了所有合法性、建立在无序伦理基础之上的专制政权，其邪恶与愚昧，只会招致一场同样邪
恶与愚昧的乌托邦式革命。这种革命把毁灭当成最便捷的手段，奇怪地相信只有推翻了任何人为的制
度，人心才会根本改变。革命者们看不到，他们能够施加的影响，不过是换个名字而已。
在那里，人性最高贵的愿景，对自由的向往，强烈的爱国激情，对正义的热爱，怜悯感，甚至纯朴心
灵的忠诚，都被贱卖，被仇恨和恐惧的欲望勾引。仇恨和恐惧，正是动荡专制社会不可分割的伴随物
。

2、《在西方目光下》的笔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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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目光下》

        （译者好文笔，译文流畅紧凑富有节奏感。荒谬的故事，个体在历史的洪流中不过是風飄絮、雨
打萍。）

1、一个纯乌托邦式的革命主义采用同样暴烈愚蠢的方式⋯⋯把毁灭作为首选行动，并有个奇怪的信
念，即先要把某些既有的人类体制搞垮，才会有人心的本质转变。这些人不明白，他们这样做的结果
仅仅是更改一下名号。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全都是俄国人；世人将再次领悟本性难移这句老话的正确性
。

2、他活在世上就像一个人在深海里游泳一样孤独。

3、谬误只会深深扎根于生活的窘迫中，深深扎根于埋藏心底的恐惧和羽翼未丰的野心中，我们内心
深处对自我的半信半疑中，对希望的热爱和对未卜岁月的担忧中。
 
在俄国这块充满幽灵般思想和游魂般抱负的土地上，许多勇敢的心灵最终都放弃了无穷无尽、徒劳无
功的斗争，转而头像它那贯穿古今的巨大现实。他们为了安抚自己的爱国良知转而认同专制，就如同
一个疲惫的不信教者，承蒙神的眷顾，回归祖先的信仰以求心安。拉祖莫夫⋯⋯感受到这种专制对他
的眷顾。

4、拉祖莫夫内心os：与其把一个民族变成一群散沙式的群氓，像风中的尘埃那样无助，还不如让成千
上万的人遭受折磨。蒙昧的黑暗要好于熊熊燃烧的火炬之光。种子会在黑夜里萌芽。黑色的土壤会长
出完美无缺的植物。但如果来一场火山爆发，只会造成贫瘠，将沃土变为废墟。
（他两手空空走在世上，渴望能独自立足，这是活着的动力也是奋斗的希望。他为之努力了多年的未
来却因为霍尔丁的偶然之举不复存在。不愤怒是不可能的。只是如果那个夜晚，霍尔丁在他语无伦次
的时候起身拥抱这个孤独的人，命运会不会转向？）

5、生命的賡续就来自于身体感官上的这些点滴印象。日常平凡生活的各种琐碎小事就是保护心灵的
盔甲。⋯⋯即使某一天与以往不同，它也无法凌驾于这些物质接触之上，正是它们使得每天看上去都
差不多。明天只不过是又一个昨天而已。

6、俄国人和我们西方人之所以有如此深刻的不同，从心理上来说奥妙就在于他们憎恶生活，憎恶无
可救药的尘世生活，而西方人却珍视生活。两者也许对生活价值都带有同样程度的滥情夸大。

（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对于站在不确定同情立场上的西方人来说却有点难以言明。《文化与帝国主义
》里似乎没有提到康拉德的这部小说。教师此时是因为还处在俯视俄国的视角或是看历史剧的角度所
以有清晰的疏离感？或者和平世界的他无法理解俄国冲突的残酷？）

7、你属于一个可以和命运讨价还价的民族，所以不必动辄使用暴力。但我们不行。我们没法和命运
做交易，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自由如此昂贵，竟要付出这么多实实在在的美好事物去换取。

8、在一场真正的革命中--不仅是一场单纯的统治者的改朝换代或制度的革故鼎新---在真正的革命中，
那些最优秀的人物是不回成为革命主导者的。一开始暴力革命会被偏执的狂热份子和专制的伪君子把
持，然后轮到那些自以为是、失意潦倒的读书人成为所谓的首领和领袖。你会注意到，我题都没提流
氓无赖。那些严谨公正、高尚仁爱、五四睿智的正人君子也许会开一时意气之先--但终将渐行渐远。
他们无法成为革命的领袖，只会沦为牺牲品，满腹怨气，幡然醒悟---通常悔恨不已。希望被扭曲出卖
，理想被丑化嘲讽----这就是所谓的革命成功。

9、（“女官”的话语，这就是百分百DG宣传喉舌的写照。“难道他不是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吗？难道
他不是受灵感驱使吗？难道不是一件舍弃小我的义举吗？”把牺牲品供上神坛，吃着人血馒头，用理
想主义大旗掩饰对人性的漠视，以大义之名抹杀他人的“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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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现在世道艰难，充满了人面兽身的怪物、邪恶虚幻的梦想和荒唐愚蠢的罪行。

11、效忠教会和皇室本身并不是罪过，逆众人之志以顺一人之志，也并不能证明某人心肠歹毒或白痴
低能。

12、他，这个人剥夺了我的勤奋努力、目标明确的生活，可是我也有指导自己人生的思想；请记住，
在我们当中，勤劳克己的人总比胸怀信念走上街头进行杀戮的人要活得更艰难。

13、你和你亡兄毁灭我的方式都一模一样：都在我身上强加信任。差别只在于，当初我对他恨之入骨
，如今却对你顶礼膜拜。

14、我的人身安全、寒窗苦读、憧憬希翼，全都被偷走了。

15、霍尔丁偷走了我生活的真义，除此之外我在世间一无所有。他自诩可以通过你在世间继续活着，
而我从此却再也无处安放我的头颅。

（今日下午读最后百页，可以说是以阅读在对抗未测的惶惶不安。一个小时内两件事，自己的人生也
够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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