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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灯塔去》

内容概要

《到灯塔去》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窗”描写的是拉姆齐教授一家和几个朋友在海滨度假生活
中一个下午和晚上，中心是晚餐。第二部分“岁月流逝”用淡淡的几个镜头和回忆，展现了这所别墅
因主人在战时无瑕来度假而逐渐破败下来，而在此期间，拉姆齐家中夫人及长女先后死去，长子也在
战争中阵亡。第三部分“灯塔”讲的是十年以后拉姆齐先生和小儿子詹姆斯、女儿卡姆乘小船去到了
灯塔，实现了十年前詹姆斯的愿望；画家莉莉·布里斯科终于完成了十年前开始而因找不到感觉停顿
下来的那幅拉姆齐夫人和小詹姆斯的画。
表面看来，这部小说就像有钱有闲的中产阶级的懒散的消夏生活，充满了没有起点也没有结尾的社交
闲谈，人们对生活中一些人和事的反映，以及由此而生的联想。没有惊人的事件，没有太多的活动，
平平谈谈。所反映的生活现实，用小说中不止一次出现的譬喻来形容，很像坐在一列疾驶的火车中的
人向窗外看去时的感觉，他看见人群、景物在窗外闪过，目光刹那间停留在某处，似乎感到看见了什
么，但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伍尔夫心目中的现实和生活，即一个笼罩着我们的半透明的外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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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灯塔去》

作者简介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1882年生于伦敦的一个书香名门之家。 22岁时开始在《泰
晤士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代表作有小说《雅各布之屋》《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海浪》;文
学评论集《普通读者》和女权问题论著《一间自己的房间》等。1941年;伍尔夫在乡间的住所写完了她
的最后一部小说《幕间》;又一次陷入了精神病的痛苦。于是;她将自己勤奋写作的一生结束在一条河
流之中。伍尔夫是引导现代主义潮流的先锋。她和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一起把意识流小说推向世界;极
大地影响了世界范围内传统的写作手法。她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王家湘:北京外国语
大学英语系教授。曾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主要译著有《小世界》《雅各布之屋
》《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沙堡》《我的人生故事》《青春》《他们眼望上苍》《汤姆叔叔的
小屋》《瓦尔登湖》等。2014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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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灯塔去》

精彩短评

1、20160514。沪。读完。
2、看了导读才知道这是在说什么。
3、我们总是被现实生活中：微不足道的艰涩所牵绊，绝望，甚至迷失自我；只有让自己的心绪与情
感得到完整的宣泄&释放，方能远离风暴的中心。。
4、进入大学读的第一本书，很慢
5、第二章写得好美
6、完全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吃意识流这一套，几乎获得了和四年前第一次上哲学课时候类似的感觉⋯
7、非常适合朗读
8、大量的意识流和心理描写却不失牵引，伍尔夫的文字下有一种极致的体察，敏感的，细腻的，深
入的潜进神经中枢，总让人想在时间的流沙里抓住一些存在，却发现所有的象征不过是为了给虚无一
席长衫。王家湘的译本极好。
9、意识流
10、叙述人能够在人物的内外视角来回穿梭，反讽力量十足，想象力和文采又令人惊叹，因此虽然意
识流但毫不沉闷乏味，非常流畅。她的语言比张爱玲甚至更好，而其思维又更为灵动疏朗。
11、读这本书感觉就是在做梦
最后骤然苏醒
12、很流畅、灵动
13、拉姆齐夫人既是崇拜者也是支撑者，到灯塔去不仅是对拉姆齐夫人的怀恋，也是拉姆齐先生与自
己内心多年斗争达成的和解，选择在可怜的小小世界面对真实的生活。伍尔夫的意识流就像支探索的
镜头时而聚焦时而模糊，飘渺中推至高潮。
14、#100天10本书# 1st
15、意识流...
16、诗意不过如此 空洞不过如此 / 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看不懂意识流 哈哈哈
17、从中看到了成长的记忆，关系的变化，冲突。内心溢出的是一种理解，对于父母印象的投射。
18、4.5 so smooth
19、好枯燥好无聊，我大概喜欢故事类的，对这种抽象的心理自述式着实无感，看着看着就想走神，
你们都是怎么读下来的啊⋯⋯终于熬完了，如果人的思想都像伍尔夫这样发散，大概会精分⋯⋯不得
不说伍尔夫在意识流上的造诣的确高超，对于意识流趣向的人的确是好东西，可我目前还不是，也不
希望是⋯⋯
20、说是小说，其实那么多的蒙太奇，更像是看一出电影。新出的王家湘这个版本，虽然是精装，但
翻译⋯⋯回头再看看马爱农和瞿世镜的版本好了。
21、2016.04.08
22、太美了。不断地追索意义又不可得，只有岁月流逝最真切。另：王家湘的这套译本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装帧和纸张都很完美。
23、感觉读不懂啊，太细腻太细腻了，太清醒以至于觉得好幸苦。
24、文字实在是太美了，女性的温柔和美丽也许是最打动人的地方。多少物是人非的变迁，多少足以
让人撕心裂肺的痛苦和悲伤都被这永恒的温柔和美丽化解
25、这真的是一部很难读的书，一遍很难看懂，或许本身也不需要被读懂。可能以后的每一年我都会
读一遍。
26、意识流开山之作，不同于尤利西斯的现实主义意识流作品。
27、读社科偏多了就容易细嚼慢咽，后来才掌握了读伍尔夫的方式，就是不做过多思考，顺着水流一
路而下，如此，灯塔自然就在眼前了。
28、值得收藏的一读再读的译本。伍尔夫行文像缥缈、悬浮的海雾，然而雾中穿透着灯塔的长光。
29、意识的海世界，静水流深。伍尔芙纵身跃进，像美人鱼般翻腾起大海的浪花⋯⋯
30、意识流一个好，鲁棒性强，随机跳过几句对理解不成问题。
31、第一部分的时候还无感，第二部分突然感觉出来了，第三部分哦哦哦好棒~！！o(≧v≦)o~~
32、我竟然没有标注这本！太喜欢了，看哭了都。伍尔芙太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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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灯塔去》

33、太美了！一定要找来英文原版读一读！
34、没看完⋯
35、没看完，看不下去，文字功底还是很棒很诙谐的，太刻画人物了⋯故事性就差了很多，逻辑也很
奇怪。看不下去意识流，还是更喜欢肮脏现实主义文学。
36、太好了。好久没有读到这么精美的文字，在床上感动的想哭。
37、透过一扇窗，短短的一天，通过对人物之间的心理描写，意识流动，把各个人物的形象表现得十
分鲜明。
时光流逝，世事变迁，到最后物是人非，各自飘零。
那个灯塔，那个房子，迎来了最后的归者。到灯塔去，这个过程，他们，各自忏悔，各自释怀，最后
在生活的风暴中，到达自我的宁静。
38、她的小说需要静心阅读。第一次拿起来看了大概40页搁那儿了再没拿起来，这次又拿起来一气呵
成看完了。那种细致入微的写法只有女性纤细的文笔方能写成。在一个个片段中无限延伸的是人的思
绪，反而真正的事件被一笔带过。本文中的拉姆齐先生和夫人俨然是理性与感性，自私索取与宽容给
予的两端。但又不止描述了这些。灯塔到底意味着什么？莉莉的回忆又是什么？各花入各眼的理解吧
⋯⋯
39、第一次看意识流的书 有点难懂 但真的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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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灯塔去》

精彩书评

1、在你读它的时候，完全意识不到这么多事情居然是在几个小时里发生的，或许是心理描写细致精
彩的原因吧。这本书人物众多，却只有三个角色：女人、男人、小孩。而且都有其命定的禀赋与特征
。不知是讽刺抑或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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