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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原狼》

内容概要

《荒原狼》是一部具有表现主义色彩的小说，大量运用了梦幻形式，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中年知
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成为二十世纪西方小说的经典之作。
小说的主人公哈勒是个正直的作家，他鄙视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常常闭门不出，令人窒息的空气使
他陷于精神分裂的境地。一天，他偶然读到一本《论荒原狼》的小书，顿觉大梦初醒，认为自己就是
一个“人性”和“狼性”并存的荒原狼。之后他应邀参加聚会，发现与会者都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
，而他的反战言论遭到斥责，更觉自己孤独；回家时他遇到酒巴女郎赫尔敏，经她介绍又结识了乐手
帕布罗和玛丽亚，他在音乐和感官享受中忘却了一切烦恼和忧虑。但当他看到赫尔敏和帕布罗亲近时
，便“狼性”大发，出于嫉妒将赫尔敏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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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原狼》

精彩短评

1、一本小说而已，你别太当真！说你呢，你别太当真。黑塞自己都说了是五十自述，但看的年轻人
太多了，好吧，留到五十岁再看一遍
2、黑塞总是放不开，为人和文中一样呆板。但呆板的圣徒不失为人格一种。其诗歌不如小说。
3、就小说篇幅而言，《荒原狼》不算长，然而从内容层面来讲，它绝对堪称史诗级别，心理学、社
会学、宗教、音乐、诗歌，期望与救赎⋯⋯黑塞在任何方面都是绝对出众的。
4、忍着不上厕所快三小时，在鼻涕纸的环绕中和楼上孩子不规律的跑动声里，先是感到疲倦，随后
又是精妙，最后是嬉笑愤怒嘲讽握手言和，在最危险的自杀之旅的终点站之前，黑塞居然用手闸强行
刹住了车，我都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或许他希望我笑，该死的我竟然真笑出声来了。最后竟然和导
师加缪强行相会了。
5、黑塞很立体、尖锐地呈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以及特别是他五十岁的自我）的精神危机，现代文
艺/哲学青年生活在黑塞所谓市民阶层中，确实也会常产生荒原狼这样的“局外”式共鸣。然而作为一
本小说，荒原狼让我不时有些尴尬。前面还挺有趣，但从魔法剧院开始，评论者所谓意识流也好，象
征也好，荒诞也好，都压不住我对这本小说自说自话、自怨自艾以及结构失调的怀疑。而用小说解答
人生问题的尝试，内容上，作者往往只能在小说的结局给个悬而未决的不了了之，形式上，作者往往
容易忘了自己写的是小说，而非论文随笔。浪漫派喜欢堆砌虚词、大词，容易沉溺自我、流于滥情（
于是again，忘了自己在写小说），这些一贯都是让我尴尬的点。我的不怎么高明的文学审美也许已经
定型了吧，光是“深邃”我确实难以买账，于是本书对我而言，文化价值高于文学价值。
6、神魔之作！神魔之作！
7、深处痛苦境遇的荒原狼，怯懦残暴自视甚高的孤独隐士，每个想成为创造者革命家的理想朝拜者
，最后被古老的标准打落成了残废。最后的标注，最后镜子中的莫扎特发出的嘲弄，直视着我深渊里
稀薄的不能呼吸的空气，也绞痛了荒原狼沉重的生存外衣。这般自述感动了所有荒原狼特质的神经。
认识自己吧。善于变换吧。把生存的整体不停打碎，屡见不鲜的拼凑成新的幻觉，用幻觉的温暖让生
命继续在灰暗的影像之外。只是记住，幻觉，不要再为幻觉疯癫。无用的峰巅。
8、喃喃自语的自我剖析⋯孤独 痛苦 向死 格格不入，人应该为时刻存在的痛苦和焦虑而骄傲⋯ps 讨厌
小说中夹着论文一样的叙述⋯
9、太适合当下叛逆于俗的自己参考了，不过语言嫌虚浮、思想好像也不够伟大。对比了张登荣、倪
诚恩的译本，差别很大，个人读来觉得本版新译更在语言上忠实与恰当。
10、会读下一遍的
11、这个翻译风格也许不适合我，还是决定换个译者版本再看。
12、自我救赎
13、2015.5.23/2016.10.1  不敢说全然明白，但确实获益匪浅。
14、个性是监狱 生活是解药 超时代的自我封闭者咬断了连接
15、特别好，自杀类症候群，深深地认同感，喜欢黑塞。
16、黑塞的荒原狼集中了人性与狼性，可以说每个人拥有使人精神分裂的多重人格，然而黑塞并非是
无病呻吟地描述让人绝望的现代社会，而是试图超越对荒原狼本身进行分析，世界本身不是给予人以
希望的，而对世界的失望来源于哈里的病态，而赫尔敏的出现则代表救赎与治愈，黑塞追求的是超越
于一切之外的一。
17、我对切开自己的喉管有着一种沉压心头的至深恐惧，我对死亡的惧怕带了如此一种狂野、粗暴、
抗拒而勃发的力量，就仿佛我是最健康不过的人，我的生活是天堂。我对我这状态有着无比冷峻的清
醒认识，也认识到，正是由于这无以衍生与无可就死之间难以忍受的张力，那不相识的人儿，黑鹰酒
吧里跳舞的美丽女孩与我才如此重要。她是我幽暗地穴中那扇小窗，那极小却光亮的洞。她是救赎，
是通往豁然开朗的天地之路。她必将教会我生，或者教会我死。
18、意识流的写法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读下去了。忍受冗长的内心铺垫后，终于迎来女主的出场，
获得片刻的欢愉，然而作者想表达是什么鬼，根本不是现在这个年龄、境界所能体会的到。
19、敏感而热忱的心灵无法承受这本书带来的打击。
我给自己数出了比较明显的三种以上不同性格，真的能统一在一个有秩序的身体内？
20、进行到四分之三，放弃了。是好书，可惜我已经不吃这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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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原狼》

21、前半部分没看懂，但觉得写的深刻，因为他写出了孤独，信仰，人性与野性。后半部分就开始佩
服作者的想象力。论荒原狼，谁不是荒原狼呢。
22、市民的境况，想成为革命者，却在古老的标准砝码下变成了残废
23、这被尊为黑塞的代表作，我个人感觉有点牵强，主要是因为我太喜欢他另一部作品《悉达多》了
。《荒原狼》篇幅简短而又充满血性与梦幻，当时看这书的时候，同时也在看三岛由纪夫的作品，所
以现在回忆起来，那段时光简直是鎏金的。
24、最后的剧场很难懂，也不懂莫扎特在这里的意义
25、要写什么却什么都忘记了 想起前些时候的状态心无所寄一切失去意义的样子 却觉得自己知识思考
不够 在美国日本的影响 想起前两天看的村上龙想吐的感觉 还是没能够明白是如何去拯救和积极 有时
候需要一些愚蠢的信念 要重看
26、这是个时代的错误。“他很想成为革命者，而在古老的标准砝码下变成了残废。”
27、表现主义小说，梦幻形式表现内向自我。其实荒原狼很像细嗅蔷薇的猛虎，这种形象不能简单的
用二元对立来阐释，由于人心的神秘怪癖，相应的形式就需要“紊乱”的现代性技巧来作粉碎性解剖
——所以这部小说中的文体杂糅，象征独白才那么契合，那么精彩！
28、五星，是我今年到现在为止读过的最好的一本书
29、简直太不知道克制了！
30、想得太深太远，我不敢说我读明白了
31、书至末尾竟然从始终压抑的情绪变为激昂，难怪黑塞说这本书是引向救赎的。黑塞还说，这本书
写的是50岁，却总落到年轻人手中。可能我到50岁，又会有另一番感悟。
32、每读完黑塞的一本书都让我觉得自己在追求和谐的道路上更进了一步，同时又让我觉得自己越来
越不完整。
33、你要学会笑，要领会生活的幽默，这个生活的绞刑架幽默。我不会自杀，我要活下去。有朝一日
，我会将这宛如棋局的游戏玩得更好。有朝一日，我将学会笑。
34、如此一比，卡夫卡是多么的含蓄。第一次读浪漫主义的讽刺真是让人全程尴尬⋯⋯还有此版本的
观后文的敷衍程度也是让人大开眼界。
35、我大概就是那条在黑塞笔下，似乎能与人互帮互助和平共处的狐狸。
36、后面的梦幻不是很懂，但是激起了心中的一些共鸣，荒谬而孤独
37、第一次读黑塞
38、书本身也是“荒原狼”，它既治愈又治愈；折服并死于生活本身远比死于自己之手更伟大，这句
话就是最好的例证；他告诉你要“活”，不要把自己封锁在荒原里，然而又把聪明的入世的赫尔敏“
杀死”了⋯⋯
39、棒！！！！
40、感觉翻译的还好，排版也挺舒服。似乎黑塞写出了我，厌恶生活又害怕死亡，对世俗人的无端嗤
笑。
41、书很棒，赫尔曼也是多年来很推崇的作家。坦诚地说，没有共鸣。可能因为我正处在享受红尘
的period，对于描述自己如何孤独如何愤懑的文字实在没兴趣。只能说如果我遇见了哈维一定会躲开
，太不可爱了。
42、看书的时候脑袋里总是闪过蓝丝绒或者穆赫兰道里的小剧院  那个女歌手唱完后晕倒在地上 音乐
却不止 虽然有洁癖 书里有太多的话我忍不住用铅笔画下来 怕遗忘找不到 哈里剖析到极致的痛苦我们
都能感受 可哈里救赎和痊愈对我来说 那么的可望而不可及
43、2016-055
44、一部“病人”的作品，一段“病人”的谵语。原来自己也是一个精神或灵魂生病的人。而得救之
道又在哪里？
45、这个版本是最好的，至今记得那首诗“步步急，向羊群。”
46、七年前我坐在地下咖啡馆，动物般地用眼球吞咽下此书。今日重读，却几乎是用灵魂亲吻书里的
每一行文字，纵使我仍无法完全理解“生活的绞刑架幽默”，不确信“救赎和痊愈”。 不知未来我能
否走到五十岁黑塞的位置，或许中途我会丧失耐心，走不完他走的路，谁知道呢
47、杰作
48、“我又有一个小时可以呼吸，可以生活，得以存在，不需要再承受煎熬，不需要再害怕，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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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原狼》

再羞愧了。”【这版译得好。【看完德米安看这本感觉有点跳跃(?)到底还是应该按顺序⋯
49、前半段有点乏味，女性角色出现之后一切都变得有意思了。（曾经向往的一种自由像海岸线
可以随时曲折改变
曾经爱过的一个人
像燃烧最强也最快的火焰

50、这本书不仅仅讲的是中年危机 而且每个年龄段心有大志向行动却不足以让自己达到目标地人的一
面反省镜 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 我会说 这是一本改变我一生的书(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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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原狼》

精彩书评

1、《荒原狼》2015年再一次被出版发行，只是我看的是图片这一版本，吸引我去看这本书的原因是作
者黑塞于194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作品也被很多人追捧。说一下我看完这本书的感受吧，总的
一句话是我没有读出神作的味道，也许是我太年轻无法完全爱上这种写作方式，什么方式后面我会细
讲，虽然描写细腻，我却更爱无情节地温暖叙述或情节环环相扣地诉说。这部作品我认为最有特点的
是对“我”感觉的自我心理描写和“我”眼中事物的细致描述，非常细微地描写，如作者告诉我们“
我”什么样子，如何走到某处，而某处各方面是什么样，看到这样子后“我”又是如何想，如此细，
当然可能是大多数人喜欢这部作品的其中一个原因，反过来却是我不大喜欢它的原因。虽然过细是我
不大喜欢它的原因，但是也因为细让我感到很多句子描写得美和幽默，如P24里“我卧床未眠，突然
说出几句诗来，那诗句太美，太神奇，以至于我不曾斗胆将它们写下。而次日早晨我再也记不起它们
来。”好吧，我败了，作者偶尔是来搞笑的。又如后面主人公认识女性，期间对话颇为像话剧台词啊
（露骨的此处忽略），如“我的上帝，你是从哪儿来的？你看起来就像是从巴黎一路走过来的”。（
省略号代表我看这些对话的心情）
2、“艺术，唯有艺术，我们有了艺术就可不因真理而死亡。”——尼采《荒原狼》是黑塞最为重要
的作品之一，相比他笔下同样处于困惑与挣扎的悉达多和辛克莱，书中主角哈里——即荒原狼，呈现
出更为压抑的生存境况与更为彻底的绝望心境。哈里的困境在于他生活在一个处处中庸的时代。大多
数人们虚伪地客套着，不识艺术真谛，受着满口胡言的报纸文章蛊惑，过着一种安详琐碎的市民生活
，一种仅仅活在表面的生活。哈里对于战争的理性态度反害自己成为异类，为主流社会所放逐。他只
能带着一身病痛孤独地缩在城市的一角，无所作为地度过余生。因此，他虽活在拥挤的城市中，却像
一头游离于荒原的狼，被整个世界孤立和遗弃。哈里所生活的时代无疑是糟糕的，然而也许谈不上是
最糟糕的时代，许多时代都遍布如此平庸的市民生活，充斥愚昧无知的人们。莫扎特生活的时代细究
起来，或者并不比哈里的时代更高明些。哈里的困境在这一点上是具有普遍性的，然而他尽管能够意
识到这一点，却无法超脱出来。他的内心一方面向往以歌德、莫扎特等为代表的不朽的艺术及理性，
一方面却过着再普通不过的市民生活并受之束缚，同时又为原始本能所驱使。极端分裂的内心生活才
是他生不如死的原因。世事均幻灭，无意义的痛苦人生根本不值得活，哈里一直存有自杀的念头。他
却迟迟下不定决心用一把剃须刀了断此生，因为他像个普通人一样的怕死，尽管生活只剩下痛苦，却
仍本能地想活。在极端的厌世和极端的怕死间挣扎时，他邂逅了美丽的酒吧女郎赫尔敏，又经由她认
识了乐手帕布罗和玛利亚，开始了一场沉溺声色之中的梦幻际遇。小说的前半部分中哈里沉郁压抑的
苦痛，与后半部分中狂欢奇遇的高潮，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对照，淋漓地刻画出哈里内心几近暴虐、汹
涌翻腾的精神分裂状况。在小说的最后，即使受到帕布罗和赫尔敏的指引，经历了魔法剧院中的种种
奇遇，荒原狼依然受困于自我，未能如愿去往他所向往的不朽，而情愿继续这无意义的痛苦人生。那
么哈里的痛苦是否能够了结，这一场奇遇又所指为何？魔法剧院里的莫扎特冲着荒原狼吼道：“但是
矫情和谋杀现在该结束了。您总该理智起来！您应该活下去，您应该学会笑。您应该学会听生活那该
死的收音机音乐，应该尊重那音乐背后的精神，应该学会嘲笑那音乐里的杂乱的破烂。”这一段话字
字珠玑，直指问题本身，50岁的哈里其实仍是个矫情的孩子，不能够直面生活，他应该做的正是活下
去笑着面对，正视生活仅存的意义，也大声的嘲笑生活中的愚蠢。莫扎特说，“行了，多的就不要求
您做了”，这是因为做到这些就已经足够。正如黑塞所说，“荒原狼的故事描写的虽然是病痛和危机
，但它并不导致沉沦而是引向救赎和痊愈。”最后的哈里决定勇敢地继续这无意义的痛苦人生，暗示
他已经找到了属于他的救赎之道。其实黑塞笔下哈里的这场奇遇，是哈里在激烈挣扎中自己和自己的
对话，赫尔敏是他，帕布罗是他，莫扎特也是他，他的理想，他的欲望，他的感情，他一切的生活与
一切的思想。他自我放逐又自我讽刺，自我抬高也自我贬低。然而无论如何，荒原狼终归是一个认真
对待生活的珍贵个体，他的“痊愈”一直都在生活的前方等待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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