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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和六便士》

内容概要

一个生活安定的英国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突然迷恋上绘画，他听从内心的呼唤不顾一切舍弃所有，
到巴黎去追求理想。在异国他忍受着贫穷和饥饿的煎熬，为了能够将内心所看到的美表现出来，精神
亦在忍受痛苦折磨。经过一番离奇的遭遇后，主人公最后离开文明世界，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与土
著人一起生活，并与土著姑娘结婚，有了孩子。人生的最后阶段，在这与世隔绝的生活中，他创作出
许多艺术杰作。他因罹患麻风病而失明，但就在失明到死亡的这个过程中，他在墙上完成了一幅作品
，唯一见过这幅画的医生说这是一幅饱含生命热情的画作，是一幅不朽的杰作。逝世后，妻子埋葬了
他，并按照他的遗愿，把他的遗作予以销毁。
《月亮和六便士》这本书也引发了人们对摆脱世俗束缚逃离世俗社会寻找心灵家园这一话题的思考，
有人认为这篇小说的原型是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而关于南太平洋小岛的自然民风的描写也引人向往
。本书以情节入胜、文字深刻在文坛轰动一时，通过这样一个一心追求艺术、不通人性世故的怪才，
毛姆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借“我”之口，叙述整个故事，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关注。
———来自亚马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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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和六便士》

作者简介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于1874年1月25日出生在巴黎。父亲是律师，当时
在英国驻法使馆供职。小毛姆不满十岁，父母就先后去世，他被送回英国由伯父抚养。毛姆进坎特伯
雷皇家公学之后，由于身材矮小，且严重口吃，经常受到大孩子的欺凌和折磨，有时还遭到冬烘学究
的无端羞辱。孤寂凄清的童年生活，在他稚嫩的心灵上投下了痛苦的阴影，养成他孤僻、敏感、内向
的性格。幼年的经历对他的世界观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92年初，他去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了一年。在那儿，他接触到德国哲学史家昆诺·费希尔的哲学思
想和以易卜生为代表的新戏剧潮流。同年返回英国，在伦敦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当了六个星期的练习生
，随后即进伦敦圣托马斯医学院学医。为期五年的习医生涯，不仅使他有机会了解到底层人民的生活
状况，而且使他学会用解剖刀一样冷峻、犀利的目光来剖视人生和社会。他的第一部小说《兰贝斯的
丽莎》，正是根据他从医实习期间的所见所闻写成的。
从1897年起，毛姆弃医专事文学创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写了若干部小说，但是，用毛姆自己的
话来说，其中没有一部能够“使泰晤士河起火“。他转向戏剧创作，获得成功，成了红极一时的剧作
家，伦敦舞台竟同时上演他的四个剧本。他的第十个剧本《弗雷德里克夫人》连续上演达一年之久。
这种空前的盛况，据说只有著名剧作家肖伯纳才能与之比肩。但是辛酸的往事，梦魇似地郁积在他心
头，不让他有片刻的安宁，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他去表现，去创作。他决定暂时中断戏剧创作，用两年
时间潜心写作酝酿已久的小说《人生的枷锁》。
第一次大战期间，毛姆先在比利时火线救护伤员，后入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到过瑞士、俄国和远东等
地。这段经历为他后来写作间谍小说《埃申登》提供了素材。战后他重游远东和南太平洋诸岛；1920
年到过中国，写了一卷《中国见闻录》。1928年毛姆定居在地中海之滨的里维埃拉，直至1940年纳粹
入侵时，才仓促离去。
两次大战的间隙期间，是毛姆创作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初期，他写了一系列揭露
上流社会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道德堕落、讽刺，如《周而复始》、《比我们高贵的人们》和《坚贞
的妻子》等。这三个剧本被公认为毛姆剧作中的佳品。1933年完稿的《谢佩》是他的最后一个剧本。
毛姆的戏剧作品，情节紧凑而曲折，冲突激烈而合乎情理；所写人物，着墨不多而形象鲜明突出；对
话生动自然，幽默俏皮，使人感到清新有力。但总的来说，内容和人物刻画的深度，及不上他的长、
短篇小说，虽然他的小说作品也算不上深刻。这一时期的重要小说有：反映现代西方文明束缚、扼杀
艺术家个性及创作的《月亮和六便士》；刻画当时文坛上可笑可鄙的现象的《寻欢作乐》；以及以大
英帝国东方殖民地为背景、充满异国情调的短篇集《叶之震颤》等。短篇小说在毛姆的创作活动中占
有重要位置。他的短篇小说风格接近莫泊桑，结构严谨，起承转落自然，语言简洁，叙述娓娓动听。
作家竭力避免在作品中发表议论，而是通过巧妙的艺术处理，让人物在情节展开过程中显示其内在的
性格。
第二次大战期间，毛姆到了美国，在南卡罗莱纳、纽约和文亚德岛等地呆了六年。1944年发表长篇小
说《刀锋》。在这部作品里，作家试图通过一个青年人探求人生哲理的故事，揭示精神与实利主义之
间的矛盾冲突。小说出版后，反响强烈，特别受到当时置身于战火的英、美现役军人的欢迎。
1946年，毛姆回到法国里维埃拉。1948年写最后一部小说《卡塔丽娜》。此后，仅限于写作回忆录和
文艺评论，同时对自己的旧作进行整理。毛姆晚年享有很高的声誉，英国牛津大学和法国图鲁兹大学
分别授予他颇为显赫的“荣誉团骑士“称号。同年1月25日，英国著名的嘉里克文学俱乐部特地设宴庆
贺他的八十寿辰；在英国文学史上受到这种礼遇的，只有狄更斯、萨克雷、特罗洛普三位作家。1961
年，他的母校，德国海德堡大学，授予他名誉校董称号。
1965年12月15日，毛姆在法国里维埃拉去世，享年91岁。骨灰安葬在坎特伯雷皇家公学内。死后，美
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建立了档案馆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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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和六便士》

精彩短评

1、“可是我明白她之所以愿意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她慈悲。有人说，悲惨遭遇会让人性高贵，这句
话其实是错的。让人性高贵的其实是满满的幸福，遭遇不幸在很多情况下只能让人变得自私、狭隘，
更具有报复心。”
2、理想挂在月亮上，手里只有六便士。
得少看些这类书，一不留神把心里的思特里克兰德或者阿拉伯罕唤醒就糟了。
这个出版社不给力，错字多，翻译一般。

3、或许顶尖的艺术家都有一面和常人相反
4、这个版本的翻译我觉得挺差的，才看了六章就发现不少语句错误
5、好书
6、挺羡慕这样有才华又有勇气的人！
7、世界上可以最终企及自己的梦想的人真的很少
8、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好吧，你是天才你说的算；不过生活中的确遇到过一些小
有才气之人，大多对他人也不顾忌，虽然有时候显得不懂人情世故，但你也没办法不觉得这种直爽的
性格有点意思
9、为了月亮放弃了六便士。向往这样的义无反顾，但我做不到。生活逼迫着我要仅仅攥着手中的六
便士，这样才有机会远远的看着月亮。
10、毛姆对人性的讽刺真的毫不留情，这可能是最不需要勇气去读的他的作品之一，他毒舌但从不善
输出什么理念，所以这书为什么突然就出现在书店畅销处了呢？
11、【36】人到中年憋了个大招 才华扑满！一开始读的时候为特里克兰德的那种不入流 那种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 甚至关己也不管不问。其他人作为人的怜悯心是可悲的 又是可敬的 。施特略夫 算是。 文
章中的我也是 还有好多人也是。读着读着 心灵开始理解并接纳特里克兰德的那种追求美的不顾一切
。心里都有一个纯粹追进美好事物的本能！碍于生活 很多人都妥协了 唯有他 做到了！不论生活的环
境的好坏、世人的不理解。走在自己的理想中！天才多孤独！没人懂！也只有到书的后段结尾 我才对
特里克兰德起了敬意与理解！我羡慕。
12、一星减给这个版本，像盗版！真正让人厌恶的不是你的坏，你的为所欲为，而恰恰是你的好，你
的自我牺牲。
13、只有诗人和圣徒才会笃定，在沥青路面上努力浇灌肯定会培育出百合花来
14、我们一直都在过着受思特克里兰德所鄙视的俗世生活。其实，很多人所谓的不甘于平庸，只是不
愿受困于平淡的生活罢了
15、很喜欢这种叙事方式，淡淡的，淡之如水，让人要慢慢地读，却能引人深思。不像某些描写人性
复杂的小说那样需要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它通过再平常不过的小事，从而反映出人的复杂性。
想看思特里克兰德的话，可是小说不会让我们看到，思特里克兰德也不会让我们看。
小说的最后几段很有意思。
16、过誉了
17、上帝的磨盘转得很慢，但碾得很细。
18、感觉我被撕裂了
19、天才都是偏执狂，都是对自己所追求的理想、梦想、目标不会轻易放弃的人。“世界上可以最终
企及自己的梦想的人真的很少”。对于没有梦想或者虽然有梦想但没有坚定追逐的热情的平凡的我们
，就乖乖的享受故事吧。
20、出乎预料的有力量。最开始看的时候还有点乏味，但随着斯特里克兰德的离开一切就变得像漩涡
一样，把我深深地吸引。就像看《杜尚传》和《基督山伯爵》一样，止不住地崇拜与喜欢。
21、利用出差时间和一个周末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书，这是一本讲述理想和现实的书，月亮代表了理想
，六便士是现实。书里面有一段话：“做自己最乐意的事，生活在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安静舒适，
不追名逐利，这难道就是作践自己吗？”但是这样的生活态度，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已经很
少存在了。更多是为了生活，为了家庭责任，很难去抛弃正常的生活，追逐自己的理想。你能做到的
就是让工作生活不断得接近理想，妥协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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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和六便士》

22、果然是一个让人不能真正讨厌的角色。虽然他做了很多让人不能原谅的事。魔鬼要使坏总可以引
用圣经。
23、很震撼。刚开始以为是一个为了梦想舍弃掉光鲜职业的故事，到后来发现他找到了支撑自己生命
的全部力量，以至于不需要除掉内心以外的其他东西了。能活的这么有勇气而又自我的人，基本都是
是怪癖多难相处却又让普通人膜拜称之为「天才」的神物。
24、冲突的人性在书中体现的淋沥尽致，穷其一生也只不过是为了到达心中的理想国，太震撼，以至
于用文字表达都过于浅显。
25、个人觉得排不上毛爷爷前三，这就是个天才的故事，我们因为他瞠目，鼓掌，叹息，但对于普罗
大众，这也就只是个故事~~
26、一个下午读完。并不喜欢思特里克兰德，但是故事不错，虽然有几章强行输出价值观，读起来也
没那么别扭。值得一读。
27、看不懂
28、一口气读完的，最喜欢达利，看到这个以高更为原型，自己在思想里癫狂了一下，人本意应当追
随自己的疯狂和纯粹的执念，而主人公做到了，我们还在现实里挣扎着浮华和事故。这才是那么多人
喜欢这本书的原因吧
29、故事是好的 但是翻译太垃圾了 要看的都一定要买其他版本 错别字病句成堆⋯ 看完超生气⋯
30、一个人因为向往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只用了半个小时时间 就决定放弃一生的事业
从不讨好这世界
思特里克兰德是个很酷的人

“满地都是六便士 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31、这个评价并不是给翻译的，这个译文的版本不是很好，校对也做得很差。讲真，这本书是
在amazon9.9买的，没想到那么好看。 我真的很喜欢这本书啊，毛姆的文字真的是有独特的魅力吸引
着你，58章也不会看得很累。他对于人性的分析、人心理变化的分析都说在心坎上，看得很透彻。语
言也很幽默风趣，非常容易接受。
32、这个版本太烂了
33、说实在的，这个版本里面如果有译注或者人名的解释，会比较好理解一点。虽然不能掩盖故事的
精彩，但也不失为一种缺憾。
34、做自己太难了！
35、一个不妥协的人，即便是去画画，也并不是为了扬名立万，而只是单纯的为了画画。毫无人类社
会的丝毫束缚，可又最像一个人，只有最单纯的心灵的追求。
36、没注意出版社就买了，翻译的不是特别好
37、到底追求什么？
38、因为那句“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一抬头看见了月亮”而买了书慢慢看。读书中五次几欲下泪，
看到施特略夫夫妇的遭遇，看到主角思特里克兰德最后归宿，心情复杂难以平复。有些碎想。我并没
有什么天分，可我也希望至少能成为施特略夫那样的人。
39、多少人可以放弃地上的六便士而追求月光，你或许捡到糊口的济粮但是却失去了奔向月光的飞翔
。最接近上帝的人竟然是被上帝磨盘审判的人，我猜他一定不会在意，因为他自己就是上帝。
40、英国文学界的张爱玲
41、思特里克兰德这种人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令人无限向往。然而，落到现实里，我们都
只能是荷兰画家，那个想要追求自我的性格，渐渐被埋没了。
42、这个译本有好多好多错误
43、见面不如闻名
44、脱离俗世，寻求灵魂的自由
45、看到译者简介时，我笑了～

摘句：卑鄙与伟大、恶毒与善良、仇恨与热爱是可以互不排斥地并存在同一颗心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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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和六便士》

为什么我的这本缺了几十页啊？！这书出的太粗糙了！
46、我觉得这个译者的水平并不是很高。爱情，艺术与人生。
47、单说书的问题，一点注释都没，印刷得像是盗版书，错别字多，她他不分。
整本书最喜欢和同情的就数施特略夫夫妇了。《昼颜》那个艺术家的桥段应该是出自这里，但是完全
不如施特略夫夫妇的遭遇震撼人心。
48、故事略拖沓，俏皮话不够毒舌，描写差一点精确，情节设置的意图被人一眼看透，警句有点虚张
声势的毛姆，充其量也只能算个低配版王尔德。唯一可以让人宽慰的是，故事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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