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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烧了吗？》

内容概要

1944年8月25日。地堡“狼穴”。
希特勒气急败坏地问总参谋长约德尔士将：“巴黎烧了吗？”
当天，正是巴黎解放日。
这本书讲述的，正是二战末期盟军解放巴黎的全过程，此中译本是老翻译家董乐山的最后译作。
《巴黎烧了吗？》生动而又详细地描绘了1944年8月解放巴黎的战斗全过程。两位作家拉莱·科林斯和
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分别是美国《新闻周刊》和法国《巴黎竞赛》的记者。他们在作品的史实方面力
求翔实，花了将近三年时间搜集材料，翻阅了美、法、德三方面的军事档案，采访了上至艾森豪威尔
、戴高乐高级助手、肖尔铁茨，下至法、美、德军普通士兵和巴黎市民共达800多人，采用了其中536
人的亲身经历，因此能使这部作品做到事事有数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另一方面他们又发挥
了新闻记者的特长，能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令人觉得仿佛在读一本扣人心弦的惊险小说
，放不下手来。作为报告文学，它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典范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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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烧了吗？》

精彩短评

1、就是里面的名字太长太多不容易记，很纪实，很好。
2、海量细节，现场感超强
3、难道只有我看不惯圣手的翻译⋯二人组的感觉也没有写甘地好
4、很好的作品，对于历史写的生动翔实，记录的非常棒！
5、谈不上非虚构，且称“小说体新闻”。
6、原想着读中文可以痛快地读书，可一个月下来只读了这么一本，好在它够硬！
7、欧洲大陆有了，太平洋有了，还没看过大西洋战场的⋯⋯
8、还可以，缺少文学色彩，富有传记味道，了解戴高乐的一本书。
9、确实经典大作
百态人生
10、"从此，戴高乐已把法国置于他的股掌之上。"
11、修行41st，不怪老六孜孜不倦的要做出这本书，无论质量还是历史地位--写法给后世的启迪--都是
一等一的，情节的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完全不像纪实文学，好读的历史，紧张的情节，董先生的译笔，
还有什么说的呢，强推此书
12、我发现我真是不喜欢精装书。书是为了读的，不是为了摆着的；精装书主要是为了摆着。
13、德国的意志已经崩溃，希特勒犹如困兽一般作垂死挣扎。
德国将为巴黎进行决战。

14、為“人人有下落 句句有出處”觀此書  很感動兩位懷有極度真誠的作者，真的做到了。
15、兼具史实与美感，当之无愧的新闻写作史上的经典。
16、可以详细了解一段历史，是一本不错的书籍，有时间可以看看。
17、现实往往比小说更加精彩，真实的力量才会让人热泪盈眶。
18、非虚构写作的标杆，多年来读过很多遍
19、不是很喜欢...
20、军人和纳粹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开始思考~
21、2015-05-20 
22、写得很精彩的一本书，既是二战结束时巴黎那段历史的真实描写，也可当作一本紧张的历史小说
来读。巴黎的德军司令冯&#183;肖尔铁茨将军的心理刻画得很好，有别于传统中对于德国军官的那种
脸谱化的描述。这是一个职业军人，有着军人的严谨与荣誉感；他也是一名贵族，家人世代从军，个
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也是一名丈夫与父亲，也时常流露出一些儿女情长。他在面对希特勒烧毁
巴黎的命令时，内心有着痛苦的挣扎：执行命令，意味着他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历史悠久的巴黎毁于
他之手，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而违抗命令，则又不符合他作为一名德国职业军人的责任，更何况自
己的妻儿还在德国。最终他还是将巴黎完整地交给了盟军，避免了民生涂炭及一个历史古城的消逝。
对于法国的戴高乐将军的着墨不是很多，但法国人的那种傲慢与自尊还是栩栩如生。戴高乐将法国的
荣誉看得高于一切，不将他人的利益甚至生命放在眼里，认为所有人的牺牲对于法国的荣誉来说都是
值得的，因为法国人是个优秀的民族，法国文化是相对其他文化具有优先性。站在法国人的立场，戴
高乐所做的一切是符合逻辑的，他的排场极大的入城仪式，挽回了法国在二战中失败的面子，同时让
法国重新回复骄傲起到了极大的剌激作用。
23、细致入微，有如亲历。 BS. 外国人名字真心难记啊，人一多都混了啊~~~
24、我想知道读库新版为什么比这个版本好评多这么多。
25、熬夜读完。笔法实在精湛，宕开收束都轻巧不着痕迹，小高潮此起彼伏，无数命运之线交错缠绕
成巨幅绘卷。不过到最后人物太多读得头晕眼花，况且已经两点了⋯“巴黎人倚在窗口，在黑暗中倾
听钟声，泪流不止。”祝永远不受战争打扰地生活下去吧
26、没什么感觉。
27、2013-07-25
熬夜读完。笔法实在精湛，宕开收束都轻巧不着痕迹，小高潮此起彼伏，无数命运之线交错缠绕成巨
幅绘卷。不过到最后人物太多读得头晕眼花，况且已经两点了⋯「巴黎人倚在窗口，在黑暗中倾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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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烧了吗？》

声，泪流不止。」
28、战地文学却没有那么多血腥 流畅又有人性味 平实生动 拍成连续剧应该会很好看
29、政治博弈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是这么激烈，也难怪国共打内战打了十年！
30、胜者为王成王败寇。。戴高乐好挫
31、纪实文学的经典之作。
32、长篇累牍的长句子。很疑惑，董先生的译笔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完全不是印象中的文风。原文
如此？
33、董乐山翻译文笔确实不错。那时候的译者都很认真，只是限于信息渠道少，很多军事专业术语翻
译不来（别说文人了，就是军人都没几个懂的）。但是在他们自己的知识储备之内他们已经做到了最
好。
34、能为这样一场大戏提供如此壮阔而华丽的舞台，非巴黎莫属啊。
35、就差写成POV了。。
36、在巴黎被解放之前，与东亚所发生的一切相比，德军对巴黎的统治显得含情脉脉。希特勒批评巴
黎所发生的最激烈的战斗就是军官在食堂争座位。
37、报告文学的标杆。
38、报告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这个赞誉还是比较靠谱的。原来战争是可以这样写的，在二战中的法国
看到了近乎真实的战争，如果用这种方法来写中日战争不知道会收到怎样的效果。
39、有电视剧吗？
40、精装呵呵～比我想象中好
41、法国就是二战的耻辱
42、一幅关于二战巴黎解放的全景图, 视角宽广, 人物众多, 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将官显贵, 全都栩栩如
生
43、讲述法国二战反抗德国的一部很好的纪实小说
44、十年后价格翻了五倍啊，在慢慢看，几天看几页，停下再看其他书。
45、电子版pdf下载中
46、读了这本，准备买新的那版一页一页细读
47、新闻人写的纪实作品，既有史实，又有文采，扣人心弦！
48、步步惊心，引人入胜，与巴黎分享她的痛苦和狂喜，囚禁和自由。ps有些长句翻译得太别扭
49、历史充满偶然性
50、非常精彩、细致入微的文学作品
51、既是精彩的历史小剖面，也是新闻界绝佳的非虚构写作题材。话出有因有据，史料详实丰富，更
难得的是，作者将新闻的故事手法彰显得淋漓尽致，一个个特写场面舒缓阅读节奏，个体故事充盈其
中，历史、格局、人情、世故都有了，既有料又有趣。对历史书籍（尤其通史）无甚兴趣的人可从此
类书籍看起。董乐山师傅的翻译也不错，文中妙句频出，诸如“他的坦克仿佛是在一堆钢屑中开过的
一块磁铁“，真是妙得淘气。
52、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但军人是否首先得是个人？
53、宏大叙事中穿插着数不清的个体命运和细节。“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能做
到这样是有多扎实。应该经常翻出来模仿学习的非虚构。
54、这种历史小说的写法很特别，很新鲜，既有史料般的真实严谨，又有小说形式携带的趣味可读性
。如果不在乎“翻译腔”，这本书阅读起来会带给你一种很有趣的体验。
55、冯 肖尔铁茨  识时务者为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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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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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烧了吗？》

章节试读

1、《巴黎烧了吗？》的笔记-第55页

        我父亲是个聋哑人。

2、《巴黎烧了吗？》的笔记-第300页

        巴黎人民的黑色幽默

3、《巴黎烧了吗？》的笔记-第240页

        黑色的拜尔发动机公司的汽车拜尔=拜恩=巴伐利亚，因此这车的牌子就是大伙熟悉的别摸我BMW

4、《巴黎烧了吗？》的笔记-第41页

        新闻视角，小说手法，真实故事

5、《巴黎烧了吗？》的笔记-第10页

        肉的配给量实在太少，大家都说笑可以用地铁车票把它包起来，只要那张车票还没有用过。因为
据那笑话说，如果车票已经用过，那么肉就要从收票员在车票上戳的洞中漏掉了，大多数巴黎人的食
谱中的主食是他们原来用来喂牲口的一种胡萝卜。不过，据伊里奥特·保尔的回忆，巴黎还是保持了
它的“轻松愉快”的心境。巴黎的美女似乎比以前更加美丽了。四年的些微配给和每天骑车的锻炼，
使她们身躯矫捷，双腿修长。那年夏天，她们时兴把头发包在头巾里，或者塞在饰花的宽边草帽中，
仿佛直接从雷诺阿的油画中走出来的一样。

6、《巴黎烧了吗？》的笔记-第33页

        对这个身体矮壮的普鲁士军官来说，刚才经历的几分钟是他一生中震撼最大的经历之一。他横跨
半个大陆到这个地堡来找一位能重振他对德国军力的信心的领袖。但是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找到
的却是一个有病的人，他没有找到信心，却滋生了怀疑。在未来的日子里有许多事情将取决于这个八
月上午他所经历的幻想破灭。

7、《巴黎烧了吗？》的笔记-第9页

        有些出租车司机索性把汽车改装成马车，自己成了拉车的马......若需加急服务，还有四个司机在前
面蹬车拉的。最快的是由曾经参加过环法自行车赛的一批宿将蹬的车。

8、《巴黎烧了吗？》的笔记-第156页

        战争中的名人    但是在这忙碌的城市里，没有一个地方的抵抗运动的活动组
织得比王宫广场一所正方形灰色建筑物里更有声有色了。那里是
莫里哀之家，法国全国首屈一指的剧团法兰西喜剧院的男男女女
把这所古典剧场变成了医院和街垒据点。法兰西戏剧界的声音沙
哑的女工玛丽·贝尔，两位最漂亮的年轻女演员丽丝·德拉马尔
和莫妮·达尔美翻遍她们的戏装箱，找出了17世纪的睡袍来改做
临时性的护士制服。在志愿的担架员中有一位戴娥谓边眼镜的态
度安详的人。他主动担任值夜班，以为这样会安静一些。他想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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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烧了吗？》

这些天的印象记在纸上。他的名字是让保尔·萨特。
穿着裙子牺牲的姑娘，浪漫的死亡

    在24小时以前占领的巴黎市政厅那庞大的文艺复兴时代风
格的建筑里，巴罗迪的对手们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堡垒，与戴高乐
的要塞警察总署唱对台。这里也遭到了肖尔铁茨部下的进攻。安
德烈·托莱特，那个第一个迫使发动起义的人，还在里面教一批
16岁的孩子怎样开手枪，四辆德军坦克就在外面进行炮轰了。托
莱特潜身到窗口亲自去开火。他向窗外望去，只见一个年轻姑娘
爬过塞纳河的堤岸，奔向最近的一辆坦克，她的红色裙子像开花一
样从身上飘了开来。她迅速敏捷地爬上坦克的侧面。他看到她举
起胳膊，手中握着一只绿色香槟酒瓶在空中举了一举就掷进了坦
克的炮塔。塔口喷出了一股烈焰。那姑娘从坦克上跳了下来，奔
回堤岸边。没跑几步她就中弹倒下了，她的红裙子盖在人行道上，
“像一枝郁金香被一刀切断花茎一样”。余下的三辆坦克开走了。
提前播放的解放巴黎新闻引起的轰动，逼得艾克不得不去实现它了
盟军总部的战地检查官无法试放
这盘试验性的录音带，把它转送到伦敦。而伦敦的检查官以为它
已在战地经过检查放行，便把它发还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霍特
莱特一听到英国广播公司的紧急广播，兴奋之下就把它向全世界
播出了。查尔斯·科林伍德抢新闻成功。
    几分钟之内，他关于解放的生动描述传遍了全世界千百万的
家庭。纽约有两家报纸改排版面，用大字标题逐字逐句地刊登了
这个报道。在墨西哥城，《至上报》的大楼顶上用灯光打出了“巴
黎已解放”儿个字，该市所有报纸都出了号外。在1800英里以南
庇隆统治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自1939年以来，兴高采烈的群众
第一次胆敢高呼“要民主，不要轴心”。魁北克挂出了三色法国
旗，市长吕西安·波恩叫他的市民别去管战时灯火管制，夜里在家
开灯大放光明。从华盛顿，罗斯福称这个消息是“全面胜利的令
人激奋的过度”，约翰·J.潘兴将军在医院的病床上称它是“走
向胜利道路上跨出的伟大的一步”。
    在纽约，莉莉·庞斯身穿美军慰问队的制服在洛克菲勒广场
向两万名兴奋的美国人高唱《马赛曲》，这时有32名头戴猩红绒
球帽的法国水兵升起了三色旗。伦敦发了狂。人们在索霍，在匹
卡迪莱圆形广场，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的纳尔逊铜像四周互吻跳舞。
对日子极不好过的伦敦来说，这个消息是欧战胜利日的愉快前奏，
看来这个日子不可能很远了。安东尼·艾登在庆祝法英民事协定
的宴会上高兴地向他的法国同事勒内·马西利敬酒。国王本人也
向戴高乐发了热情的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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