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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同时置身 地理空间与文学空间的奇妙感受
2、论文写作学习榜样⋯⋯
3、文学真是个好东西，让人对这个世界和自己的人生怀有温情和梦想。
4、花了我好久才看完第一册。。。前面内容基本都忘了，有必要再看一遍
5、斯塔尔夫人
6、大手笔
7、最烦的事情是找不到作品来对照。我的资料来源太狭窄了，新浪爱问很多都找不到；放假也不方
便去图书馆。求救~
8、匆匆一翻。作者借文学史谈思想史。本来想看英文版的，无奈时间紧张，只能读读中译。本来担
心意识形态过重，会曲解文章意思，但是并没有，虽然用词上反映着时代。还是以前的翻译好读呀。
9、第一分册是流亡文学，大概是对夏多布里昂和斯塔尔夫人都不算熟悉，读来无感。薄薄的小册子
，坐趟地铁就能读完
10、“我统称为流亡文学的这一组书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一个类别，它特别预示了伟大的法国浪漫派
的到来。但它也和德国精神及其浪漫派有联系，常常不自觉地发生共鸣，有时直接受到它的影响。”
11、流亡文学 出场人物夏多布里昂，卢梭，贡斯当，斯塔尔夫人，巴朗特。作者真偏心啊，在斯塔尔
夫人身上真是不吝笔墨，不过斯塔尔夫人真是交际广泛，由她牵出来一堆大牛
12、流水账
13、读书时代节衣缩食买齐的一套书，80版的。张道真先生的翻译真好。采取脚注形式便于查看相关
知识点。诗情洋溢的文字适合年轻人阅读。读了会爱上十九世纪文学。
14、读着像读散文体小说 勃兰兑斯可谓侃神 翻译很到位
15、试图从法国文学挖掘浪漫主义的发生，有跨国别视野。基本方法仍是知人论世，比如斯塔尔夫人
的混乱生活——天真啊你的名字叫女人。而浪漫主义的起源正在于一种“忧郁”，是主体的放大，斯
宾诺莎对此起到了可疑的功能。
16、#2016-5-4于图书馆#豆瓣评分：9.1 流亡文学是十九世纪伟大文艺戏剧的序幕，作为一个无意识的
集团，在好斗哲学指引下充满着激情与忧郁，摇摆与不安。在勃兰兑斯看来，流亡文学是历史本身所
展示的一个自然起点，它为后来法国文学中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反动铺平了道路，也为法国浪漫派铺平
了道路，流亡文学作家有三批：从具有启发意味的卢梭的人权与进步的探索到为感情、灵魂、激情和
诗歌辩护却急躁不安的夏多布里安、史南谷、诺底叶、贡斯当，再到斯塔尔夫人、巴朗特回到过去又
奔向未来的不调和倾向，把既不完全反动又不革命而是进行改革的努力推向高潮。总而言之，流亡文
学反对枯燥的理性主义、感情与幻想的种种禁忌、错误的理解历史与宗教概念、对合法民族特色的忽
视（特别是德国）以及对大自然索然寡味的看法（传承卢梭的自然主义）。

17、1. 译本文字极好；2. 内容深入浅出；3.实证主义；4.从“七”到“十三”全是斯塔尔夫人；5.每个
章节之间的衔接无缝啊！
18、非常有趣的书，基本上这一册是以斯达尔夫人为主的。
19、“他对天上地下什么都不尊重，却严守诗歌的韵律。” “然而他并不忧郁，他性格中没有病态的
东西，他额上没有该隐的印记。” “他不愿意以服从为代价换取发号施令的权力。” “他习惯于把
女人看作一种比较高级的家畜，很长时间他想不通，社会怎么能宽恕她怀有才情这个罪过。”
20、以Chateaubriand的彪悍René开头，以斯塔尔夫人结束，这卷的核心是浪漫派的先声，没有系统的
东打打西敲敲。
21、之前读“外国文艺理论”这套书，亦未尝有过这样的阅读快感。勃兰兑斯，这是一个用心多于用
头脑写作的人，一个真正不世出的大批评家。
22、流亡文学分册。浪漫派作家生活简直像戏
23、这是我读到的最好的文学理论书。还是十年前读的。
24、实证论者  激进主义者   可惜我对流亡文学了解不够 因此读来多有疑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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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内容通过文学史讲述思想史   因此不觉枯燥    见解深刻 语言清新流畅 。
继续第二册。
25、粗读。不久之前开始很警惕犹太人文史哲作家，一个个都厉害到变态。这套书感觉只是个文学史
批评，读了第一本却感觉很震撼。流亡文学、世纪病、浪漫主义⋯作者也是个世纪交的人物，对19世
纪的总结可能集大成了。夏多布里昂、卢梭、维特、勒奈、奥勃曼、诺蒂叶、贡斯当⋯最推崇斯塔尔
夫人。
26、把人物与人物，作品与作品串起来讲，讲述的方式很特别，比较吸引人(其实“流亡文学”听起来
，心里就痒痒的，好奇极了)，但从斯塔尔夫人那部分我就开始有些不明白了，直到读到结束语才清楚
勃兰兑斯在试图阐释什么，也有可能因为没读过提到的几本文论，就稀里糊涂的看了一遍。先这样吧
，要看第二本了！
27、用“健康”来形容文学，哈，比如斯塔尔夫人的“对一切都理解的人会变得富有同情心，有深厚
感情的人会变得很善良。“||”在“流亡文学”的名称下，我集中了一些比较健康的文艺作品来提请
人们注意，在这些作品中反动还没有成为对权威的服从，而只是为感情、灵魂、激情和诗歌辩护，反
对索然寡味的思考、精确的运算和受到条条框框的传统窒息的文艺。“
28、喜欢作者插进去的议论，大多精辟。对国家和作家之间的比较颇有见地
29、刚刚读完第一卷。张柠别杀我。。。翻译很好，原文一般。
30、卢梭。夏多布里安。贡斯当。斯塔夫夫人。巴朗特。
31、很棒。
32、研一上学期读的，做了不少笔记，当时很多不太明白，现在慢慢明白着。
33、red给我们安利了三遍。勃兰兑斯把作品中主人公看成是作家化身，想到刚看的文学理论里面传记
与文学作品关系。不同视角。
34、勃以流亡文学作为浪漫主义的前奏和先驱（对比见202）。大革命后个人解放，思想解放，青年人
不再终身为农奴或佃农，整个世界展现在他面前，“他不再满足于给与他的地位，不再甘心跟着犁头
翻耕父亲的土地。现在一切都变得可能了。”但实际上，个人权力并未跟上可能性，能力跟不上勇气
的增长，道路出现在千万人面前，但只有个别人能达到希望的目标，其他的不是被排除在外便是国外
流亡，过分欲望带来过分忧伤。一切可能，一切仿佛都被允许，以往个人放弃、自愿交给上帝或国王
的权力，现在一概收回，启蒙和理性的信念被破坏，十八世纪的路到此不再能走通，对于一切问题或
现实他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为什么？”（想起北岛“我不相信”）。时代变换的时刻有长久的阵痛
，激情、不安与绝望是新时代的序曲，流亡的人们站在新世纪的晨曦中，更多的声音即将响起。
35、第一本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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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的笔记-第74页

        1 这一时期自杀主题的盛行，关于生命的价值和谁有权力拥有它

2 真的是文学史呢，要写历史，必须有“史观”，大格局的史观才能写好历史

3 旧的房子已经焚毁，新的房子还没开始盖。人们不是大胆的去盖新房子，事态使得他们在旧的废墟
中寻找藏身之地，他们用烧了一半的材料尽量去搭一个住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不断想做点试验，
而这些试验并没有从头计划好。他们加了一些新材料来使房子稳固，发现没用之后，他们沮丧的向摇
摇晃晃的新垒的强踢上一脚，结果墙又垮掉。⋯⋯在没有这段比描述此时期流亡作家心理更好的比喻
了

4 从十六岁少女到三十岁女性，谁懂爱情，谁是爱情，毕竟要100年后再回去看历史，才能看出差距，
当然，仍旧是只有天才才看得出其中奥秘

5 对人心理的剖白解构了爱情的纯洁性和天然性，总之是都要问为什么的历史时期

2、《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的笔记-第203页

        本书的后四分之三基本都是以斯塔尔夫人为中心展开论述的。在浪漫主义之背景和卢梭精神的引
导下，法国的史古南和斯塔尔夫人扮演了十分吃重的角色，对后者的流亡经历和各种著作尤其做了精
彩而详细的论述。由于勃兰兑斯是作为来者的史学家发论，故其视野宽广、评论客观、阐述周密也就
不足为奇了。全书贯彻人物、作品、思想三者合一的理念，近乎把作家本人与作品主人公等同起来，
与今日观念严重对立，但也不妨碍其论述的客观、全面、睿智和讲故事般的精彩文风。不过比起后面
几册，本书的色彩偏于阴暗和冷淡，故事性稍弱，译者的文笔也逊色。最后的这篇结束语提纲挈领，
穿针引线，为整体论述做了系统的结构发微，简练而精彩，足以证明勃兰兑斯最高明的地方就是见识
敏锐——作为一个做历史的人，才、学、识三者兼备难而又难，勃氏可以说是做到了。综合评价是：
勃兰兑斯的这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对了解欧洲十九世纪文学和浪漫主义运动几乎是最好的书目了
。（此外，本书是13年初的寒假，三分之一在家看，六分之一在返程动车上看，二分之一回校看的。
）

3、《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的笔记-第30页

        ⋯真正的恋人失去了心上的人，这位少女嫁给了一位沃尔马先生（相当于《维特》中的阿尔贝特
和克尔凯郭尔著《引诱者的日记》中的爱德华），他是个无可非议、但索然寡味的人。卢梭在书中作
为美德来维护和赞颂的道德信念和夏多布里昂的道德信念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宗教反动的影响下，它
采取的形式是有束缚力的宗教誓言。

《维特》是不本什么作品呢？下任何定义都不能确切说出这本富有想象力的杰作无限丰富的内容；但
是我们可以简要地说，这篇描写炽热而不幸的爱情的故事，其重要意义在于，它表现的不仅是一个人
孤立的感情和痛苦，而是整个时代的感情、憧憬和痛苦。主人公是出身市民阶级的青年人；他在艺术
上有天赋，为消遣儿而画画，职业是公使馆的秘书。歌德不由自主地使这个青年具有他年轻时期的看
法、感情和想法，赋予他以他自己的全部丰富卓越的才智。这就把维特变成了一个伟大的象征性人物
；他不仅代表了新时代的精神，而且代表了新时代的才智。他的宏富伟大的程度几乎和他的命运不相
称。⋯⋯

这本书描写了一颗丰满的心（不管对还是不对）和日常生活习俗的矛盾，这颗心渴望广阔无垠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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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自由，这就使现实生活显得是一座监牢，社会上把人隔离开来的一堵堵墙，仿佛是牢房的墙。
维特说：“社会只不过是在这些墙上画了画，使每个人感到面前有通往广阔天地的美好愿景。墙本身
却从来没有拆除。”因此头和墙相撞，长时间发出抽泣，陷入深沉的绝望之中，只有一颗子弹穿过胸
膛才能把它消除。

4、《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的笔记-第20页

        
卢梭笔下的恋人在社会地位上是不平等的，这在那个革命时期是有典型意义的，这在《阿达拉》中也
有反映，那就是宗教上的差异，这在新的世纪里，随着对伏尔泰的反动，是具有新的意义的。这种宗
教上的反动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夏多布里安的故事里，一个天主教永不结婚的誓言可以和卢梭书中的
道德观念起同样的作用。这本书在色彩上、在性格的发展上、在对未开会的人的精神和民族特点的了
解上都前进了一步，但也意识地后退了一步，用传统的天主教的虔诚及违反自然的自我克制代替道德
。感情在天主教的圣坛前可以说变得更猛烈了，这种违反自然的压制造成了一种不自然的狂热，它使
阿达拉这个可爱的印第安姑娘，尽管长时间不让她那不信教的爱人的欲望得到满足，临死时却说出愿
上帝和世界一起毁灭，只要这能使她永远留在她爱人的怀抱中。

5、《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的笔记-第29页

        
正是在这个由一个世纪进入另一个世纪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看到这种奇怪的矛盾现象：有这么一个人
，在精神世界里他简直是一个上帝，一个统治者，他的感情力量是那样大，他可以用它把宇宙的整个
生命吸引到自己的生命中来，他内心希望有无上的威力（因为只有有了这种威力，他才能按照自己的
心意改造这个冷酷僵硬的世界），而有着这一切的人是什么人物呢？或许就象维特这样是一个公使馆
的秘书，一年才挣几百泰勒，他是那样缺钱，当世袭公爵赠送给他二十五块金币时他很高兴；他半天
的时间关在办公室里，除了中产阶级社会他哪儿也不能去，他想占有一个少女，由此来实现他一切幸
福的欲望，这个少女却由一个平凡 而庸俗的人从他跟前夺走了。他想发展一项才能，道路上却障碍重
重；他想满足一个愿望，总有清规戒律来束缚他；他渴望按照他的强烈的冲动行事，想止住他精神上
的极度饥渴，他热情地伸出双手，但社会总是专横地说：不行！在个人与事物着的状况之间，在心与
理智之间，在感情的规律和社会的规律之间似乎有极大的可怕的不协调之处。这样的印象深深留在那
一代人的心中。他们似乎感到生活这部大机器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不久就会垮掉。确实不久他们听
到了崩塌的响声，这样的时刻来临了：一切障碍物都被拆除，一切形式都被废弃，原来的秩序被推翻
，阶级差别突然消失，空中弥漫着硝烟，也响起《马赛曲》的曲调，王国之间古老的边界改变了又改
变，国王被赶下宝座砍掉脑袋，信奉了一千年的宗教被废除，一个科西嘉的炮兵中尉宣布自己是革命
的继承者，宣布一切职位向有才能的人开放，一个法国小旅店老板的儿子登上了那不勒斯的王位，一
个过去的掷弹兵掌握了瑞典和挪威君主的节杖。

维特的特点是憧憬未来和对未来隐约感到不安。在他和下一个伟大典型勒奈这个法国人之间隔着一场
革命。在勒奈身上预言的因素被幻灭的因素所代替。革命前的不满让位给对革命的不满。所有那些巨
大变化都没有能使人的实际情况和人思想上渴望的东西一致起来。个人要求人权的斗争似乎只造成新
的暴政。我们在文学中再次碰到一个时代的青年。他变化得多么厉害！面颊上失去了健康的颜色，头
脑也不再那么灵，额上有了皱纹，生活空虚起来，手攥成了拳头。由于无地容身，他诅咒这个社会，
被这个社会撵出来之后，他到新世界来，在野蛮部族居住的原始森林里游荡。维特身上没有的一个新
的因素在他心灵中出现了，这就是忧郁的因素。维特一再宣称，他最讨厌的是抑郁和沮丧；他很不幸
，但从不忧郁。而勒奈却陷入无用的忧伤而不能自拔。他心情沉重，悲观厌世。他是站在歌德的维特
和拜伦的乔尔和柯赛尔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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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的笔记-第14页

        
这本书描绘的炙热的感情和它抒情奔放的语言，只有通过阅读原书才能获得完整的印象；它对景物的
精彩的描绘，单凭介绍和引用一些句子是无法使人领会的。但要说明夏多布里多安在多大程度上及如
何本能地依靠把恐怖情景和性爱揉和在一起来达到他的艺术效果却并不难。在描写爱情的主要场面时
，不仅有响尾蛇的响声，狼的嗥叫以及熊和美洲虎的怒吼等大量声音作为伴奏，还有震撼森林的大雷
雨，一道道的闪电划破漆黑的天空，最后使森林起火。在这对相爱的人周围，燃烧着的松树就象是举
行婚礼时燃起的火炬。当阿达拉正要顺从时，一道闪电就打在她脚前的地上，仿佛是一个警告。只是
在这以后，她才服毒。她向夏克达斯最后说的那段话里的炙热感情和森林大火完全协调：

“我们远离整个人类，在这样寂静的环境之中，你就在我身边，却有不可逾越的障碍把我们隔开，这
是多大的痛苦啊！在世上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在你的脚前把我的一生度过，当你的奴隶侍候你，
给你做饭铺床，本来是我最大的幸福。这个幸福已经在我的手边，我却不能拿来享受。什么计划我不
曾想过，什么美梦我不曾做过！当我望着你时，有时我真想让自己投进疯狂而罪恶的感情中去。我有
时希望我们是世上仅有的两个人；当我意识到一个神在阻止我的猛烈的感情奔流，我有时真希望这个
神给消灭掉，在上帝和整个世界毁灭的时候，让你紧紧地搂着我，一道掉进无底的深渊中去。”

7、《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的笔记-第175页

        当古希腊人站在一道美丽的瀑布前面，比如说罗马附近的迪布尔瀑布前面时，他会把看到的景色
人格化。他的眼睛会在奔流而下的瀑布中，勾画出一些美丽裸体女人的轮廓，她们仿佛是这里的仙女
；环形的水花是她们波状的头发；在溪水奔腾和急流撞击着岩石时，他仿佛听到她们欢快的击水声和
说笑声。换言之，没有生命的自然在古人脑中却具有了人格。古代的诗人不理解自然；他们自己的人
格遮住了他的眼睛，他到处都看到了它的反映，哪儿都仿佛看到有人一个现代伟大诗人比如歌德或是
蒂克却与此相反，他的全部情感生活都带有泛神论的味道。他可以说想从自己的人格中摆脱出来，以
便能了解自然。如果是他站在瀑布前面，他会冲破自我这个狭窄的牢笼。他会感到自己随着溪流倾泄
而下，跟着漩涡奔流旋转。在他凝神眺望时，他的整个生命都从自我狭窄的天地中涌出来，随着溪流
流走。他活跃的意识扩展开来，他把无知觉的自然吸入自我之中，自己又消融在景物里，就象听交响
乐的人在乐曲声中忘掉了自己一样。
古代与现代诗人的差异，其中就包含着作者对浪漫主义逻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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