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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世界》

内容概要

一部让人真实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一部让人在平静中感受震撼的书。
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自传体回忆录，回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秩序井然、从容淡定的
生活，他的中学、大学岁月，在世界各地的游学经历和艺术创作生涯， 与欧洲文化名人的真挚情谊，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真正原因和一战中人们失去理智的极端行为以及战后的道德与价值观的倒退与
混乱、法西斯的崛起和一个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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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世界》

作者简介

[奥]斯蒂芬·茨威格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小说家、传记作家，擅长写小说、人物传记，也写诗歌戏剧
、散文特写和翻译作品。以描摹人性化的内心冲动，比如骄傲、虚荣、妒忌、仇恨等朴素情感著称，
煽情功力十足。他的小说多写人的下意识活动和人在激情驱使下的命运遭际。他的作品以人物的性格
塑造及心理刻画见长，他比较喜欢某种戏剧性的情节。但他不是企图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去吸引读者
，而是在生活的平淡中烘托出使人流连忘返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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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世界》

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章 有安全感的世界
第二章 上个世纪的学校
第三章 春情萌动的岁月
第四章 人生大学
第五章  巴黎，永远年轻的城市
第六章艰难玉成
第七章 欧洲外面的世界
第八章 欧洲的光明和黑暗
第九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
第十章 为思想上的团结而奋斗
第十一章 在欧洲的心脏
第十二章 重回祖国奥地利
第十三章 又回到世界上
第十四章 夕阳西下
第十五章 希特勒的崛起
第十六章 和平危在旦夕
附：茨威格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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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世界》

精彩短评

1、通过茨威格的自传了解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二战开始间的欧洲历史。
2、恐惧地读完。
3、我去，茨威格克演员，是真的么，还是他自己加工了⋯⋯有趣。很棒的作品，史学价值也很高，
比如战前氛围。
4、去年看的，似乎还有其他翻译版本。总之茨威格是没话说的！
5、2015.12.28.文风太优雅了。喜欢茨威格这样人格独立，高贵，在狂热的时代中也一直保持清醒的人
。读书过程中数度震惊于茨威格的社交圈：罗曼罗兰，高尔基，弗洛伊德⋯
6、总觉得精华是最后一页
7、听说舒先生的版本不错，要再看一次
8、《乌合之众》小说版，茨威格写起传记真没小说写得好⋯⋯
9、茨威格真是内心优雅又高贵的欧洲绅士，文字安静又哀伤，非常好看。
10、归属感
11、依然对曾经的安稳留有一丝幻想，可惜早已绝望。对世界大战的时代深刻的描写，深深感动
12、时代巨眼。讲故事的高手，先卖关子，后述细节⋯
13、时代造就他，时代带走他，时代铭记他
14、有一种平静的出奇的力量
15、茨威格自传，缅怀那个自由美好的时代。
16、生不逢时却活得恰如其分
17、阅读的是英文转译本。维也纳令人神往。
18、蜜汁盆友圈
19、已经跪下了。
20、正在读的第二本茨威格，也许看到里面那两篇描写二战前夕的奥地利时大家会发现些什么
21、那个时代的记忆，略微简单了些，本来期待很大的。书只有薄薄二百多页。
22、很优雅的人写出的优雅的自传
23、须二刷无删减版的 摊手
24、今日与昨日何其的相像，出身是一处，学习是一处，工作是一处，生活在另一处；除了母语至少
要学习一种外语，对国际文化的了解多过对民族文化的了解，那么哪里才是故乡呢。也正是在大战前
才是大师倍出才华横溢的时代，只是我们还在期盼我们时代的大师，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也是我们
的昨日的世界。
25、看完前小半段就能理解他最后为何选择了自杀。战争前的平静和未知看的让人胆颤～
26、世上最长的遗书陪我度过了元旦，是个冬日暖阳，许是我的战争情节出来捣乱，弄得我泪眼婆娑
的。正如Zweig引用的莎翁：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处在一个百年不遇的特别时
代，命中注定。这个版本没有作者的自序，不开森。
27、半个多世纪的个人史，写尽半个多世纪的欧洲变迁，也几乎写遍当时欧洲最顶级的文化界人士的
风采。这样一本书，无愧于“影响过一代人的书”的美誉
28、“而我的力量在无家可归的漫长流浪岁月中业已消耗殆尽”
29、翻译太差了 删减太多 用词单调不准确
30、世纪末的维也纳，无可挽回般的神伤。而整个早上，自己梦中的故事，都在与这种神伤，做着迟
疑无劳的辨析，永恒的坍塌。
31、从最初的轻快基调到之后愈发浓重的悲伤绝望，作者用平实而富有感情的文字将那段逝去的历史
娓娓道来。只可惜故事说到二战开始便戛然而止，让人不禁扼腕叹息，作者终究还是没有熬到曙光的
到来。
32、最强朋友圈
33、昨日的世界过于甜美，此刻过于狼狈。在这两种绝对的过度中穿梭又是过度的心力交瘁，最后的
力气只够写这本遗书。
34、论一个高手是如何进行场景还原的...
35、自传，能够感受到作者对个人命运和时代进程的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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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世界》

36、字里行间全是优雅 #要是德语好到可以读原版就好了...
37、很喜欢茨威格的文字。很温柔地向你讲述一个故事，却依然会带给你巨大的冲击。
38、        上世纪的欧洲学校教育体制和当今的“中式教育”很像，所以读到他的学生时代我竟然和他
有同样的感受，甚至处境比他更糟。。曾今对世界史的认知仅仅停留在教科书式的“刻板印象”里，
这确实是一件很恐怖的事。但“细节更能反映真实的时代⋯⋯”茨威格在快接近书的末尾如是说，他
让我感觉很像中国的鲁迅，经历战争和社会的变革，用一流的文笔拯救着那个民族的思想（也还好）
。
        他的书读起来很轻松，像是在与你交谈一样亲切，所以他的书很值得放慢速度去阅读，在他细腻
的文笔中游走时，他会偶然抛出一到金句让你觉得如获至宝。
        很受益，G‘night :)
39、茨威格是一位世界主义者，顺便⋯⋯给他的朋友圈跪了
40、好像亲历了那些战争一样，眼泪不停地流。“影子毕竟是光明的产物”，但他已经不愿意等待光
明了。美好毕竟是昨日的。
41、在看这本之前是不喜欢茨威格的，看完之后对他的看法大大的改观。他不止是很懂很懂小女人心
理啊
42、茨威格的作品读的并不多，好像只是在大学时代读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后来看了布达佩斯大
饭店找来这本翻看，仿佛跟随他的记忆回到灿烂耀眼充满文艺气息的精致欧洲，那时的人们热情友好
秩序井然生活惬意文学音乐氛围浓厚，用他的话说，是有安全感的精彩世界。当然还有饱受战争凌辱
破败凋零不复存在甚至让他不得不选择自杀的悲伤一面。他不是世界公民，但因为战争他不得不远走
他乡远离故土，他经历了一战二战，深知这地狱般的战争所带来的无尽磨难与黑暗。心中圣地被摧毁
，和平危在旦夕，他选择和妻子相依离开这个又爱又恨的世界，永远告别了他的欧洲。我想，他一定
是一位和古斯塔夫一样讲究的绅士，他应该聪明幽默才华横溢讨人喜欢，所以最后我似乎都能感觉到
他深深的痛苦和绝望。再见茨威格先生，谢谢茨威格先生。
43、茨威格的自传感情真挚，时时感觉像孩子一样，毫无保留地抒发情感。
44、我们在等待着未来比过去更加糟糕。
45、二十世界初德奥的社会状况描写
46、去年做读书节活动的时候 @黄成  推荐的，拖了一年终于看了，虽然我猜我推给他的献给阿尔及农
的花束他也没看。
一本流水账，目睹两次世界大战的可怜人。看得出他努力地想知道战争这么可怕的东西是怎么发生的
，可惜这题太难了。昨日的世界不再有因而自杀，但昨日真的更好吗？我也觉得有一些可疑。
主要惊讶两个地方：1.学生会原来是弹劾老师和校方的学生组织，并不是今天我们所知的决定晚会气
球什么颜色的一群人。2.主战派当权并且已经宣战出兵的情况下，反战言论还能全篇不受审查地发表
在主流报纸上。
47、填坑结束！我才意识到《布达佩斯大饭店》的选址原型应该就是茨威格在萨尔茨堡的别墅！
48、萨尔兹堡艺术节！【在这天下太平的时代，四处旅行是十分愉快的。但是，回归故里也十分惬意
。】p27不过，总的来说，我对我中学时代的狂热，从不后悔——那是用眼睛和脑子生活的时光。它
把一种我永远不愿失去的求知的热情注入我的血液之中，也成为我以后的学习的坚定的基石。（这是
十五六岁之前，而后的长大后的欲望也毫不避讳的显露和谈起）所以，应该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涵
现在是对的吗?读太多书的老成和深沉会不会难于和同龄人交流，或者只能与同样天资的人为友也是不
错！初中拼命读书，高中拼命交际】【p41书籍是最好的大学】48在柏林短短的一学期，我的第一个完
全自由的学期，我在心智与视野的进步胜过以往的十年。
49、前半段挺有意思，后期令人感到些许疲惫。
50、翻译读的有一些吃力，想找其他版本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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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世界》

精彩书评

1、我并不热爱自己的家乡，因为从小就听到一个比家乡更迷人词汇——城市。 我小时候生活在一座
小镇上，那里的人们每时每刻都想逃离此处，仿佛去城市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追求，镇上优秀的年轻人
纷纷出走。从我记事起，父母就怂恿我不要留恋这个落后的地方，否则一辈子没出息。因此，许多年
后，我也加入了逃离家乡的大军中。从家乡到故乡，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故乡是虚幻的存在，家已
不在，仅留记忆，故为旧，在翻天覆地的时代大潮中，旧，就是落后。我在文学作品中接触到另一个
富有诗意的词汇——乡愁。愁什么？或许只是文人式的哀伤。我们依然生活在激进主义的余温中，一
切价值都存在于没有尽头的未来。关于记忆，可以忽略不计，所谓乡愁也就化为乌有。鲁迅先生
在1921年创作的小说《故乡》已经注定了20世纪的故乡充满了萧瑟与凋零。中国的故乡败落，源于历
史的巨大变革。《故乡》结尾那句：“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成为一个国
家的希望。鲁迅到底是在诉说个人私语，还是有意在为民族寻找出路，我们已无法考证，但乡愁从那
一刻起注定成为被几代人遗忘的情怀。而与鲁迅同时代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却为自己的乡愁结束了
生命。斯蒂芬·茨威格生于1881年，犹太人，家境富裕，少年成名。一生著作多样，擅长写小说、人
物传记，诗歌戏剧、散文特写和翻译作品。1942年，他完成了最后一部作品，自传《昨日的世界》。
同年2月22日同夫人伊丽莎白在里约热内卢近郊的佩特罗波利斯小镇的寓所内双双服毒自杀。我在读《
昨日的世界》之前，读过茨威格的传记《人类群星闪耀时》、《异端的权利》，小说《一封陌生女人
的来信》、《象棋的故事》等。这些都是我喜欢的作品，但最震撼我的是茨威格自杀前留下的那封遗
书：“⋯⋯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洲已自我毁灭，从此以后我
更愿意在此地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重新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
却因常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
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
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在这封温文尔雅
的遗书中，茨威格告诉了我们他离开人间的原因——“我的精神故乡欧洲已自我毁灭”。这显露了茨
威格的高贵与脆弱。1934年，由于他在萨尔茨堡的家被纳粹分子搜查，于是决定离开自己的家乡。他
在《昨日的世界》中写到：“我把最重要的文件打成包，决定从此离开家乡，这意味着我要放弃我的
房子和国家，那所住宅对我的家人而言是温暖的家，我们热爱那片土地。”我在小学毕业后离开了度
过童年的小镇。我清楚的记得那天下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在一个农家院子里玩，父亲在门外喊了一句
：“走，进城了。”我丢下一切，一头扎进汽车里，没有告别，也没有留恋。那几个童年的玩伴，也
逐渐在记忆里消失。消失就消失吧，因为父母曾告诉我说，和我玩的都是乡下的野孩子，他们带我进
城，是为了让我接受更良好的教育。鲁迅先生为年少时的闰土写下一段优美的文字：“我在朦胧中，
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而我年少时的玩伴，只
剩下野孩子的形象。1942年，茨威格远走巴西，那是一个相对安静的国度，在那里他度过了余生。在
巴西他回忆欧洲，记忆中的家乡是“一切都井然有序，一切都不会改变。”在他乡的追忆，也成为茨
威格最后的精神寄托。花甲之年是一个容易让人放弃一切的年龄，甚至于放弃活着的理由。身体的衰
老只能让人享受纯粹的精神快乐。乡愁只属于缓慢、温和、有序的年月。20世纪上半叶，人类社会的
混乱，让古老的乡愁，成为遥远的绝唱，茨威格与鲁迅都用自己的文字写下关于故乡的挽歌。这曲挽
歌还在继续，2010年，诗人北岛出版了散文集《城门开》，在序言中他写到：“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
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茨威格因为战争，回不到欧洲；余光中因为
主义，回不到大陆；北岛因为政治，回不到北京。战争、主义、政治是通向未来的手段，人们只需要
未来，没有心思回忆过去。每个时代都有人为了寻找未来而背井离乡，于是魂归故里成为乡愁最后的
注脚，但这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也是一种奢望。我爷爷在去世后也未能回到南方的老家。我记得我小时
候，爷爷经常提起回老家养老的事情，但子女们纷纷劝阻，因为此地已落地生根多年，回老家有诸多
不便。他也是被战争裹挟的一员，随着洪流东奔西走，最后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停了下来，但始终没有
放弃过回到故乡的念头，因为他时常给我讲起他小时候念私塾的情景。2006年，爷爷在病床上咽下最
后一口气，奶奶说，那一刻爷爷的眼睛仿佛看见了什么。我记得曾有种说法，一个人在弥留之际，总
能看到自己童年的片段和故乡的场景。茨威格在自杀前写下《昨日的世界》，可能在此书还未动笔之
前，他便去意已决，不过他用自己的才华把弥留之际的时间无限延长。时至今日，乡愁已故，但乡愁
的魂魄似乎还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萦绕，因为有两个问题至今没有解答：我到哪里去？以及我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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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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