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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世界》

内容概要

作者以饱满真挚的感情、平实顺畅的文宇叙述了他所认识的特定时期的各种人物，他亲身经历的社会
政治事件，他对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感受，记录了当时欧洲从一战前夜到二战欧洲危局的社会现实
，批露了世界文化名人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同时穿插了作者各种细腻的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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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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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世界》

书籍目录

推荐序
序言
1 太平世界
2 上个世纪的学校
3 情窦初开
4 人生大学
5 巴黎，永远焕发青春的城市
6 我的曲折道路
7 走出欧洲
8 欧洲的光辉和阴霾
9 1914年战争爆发的最初时刻
10 为思想上的团结而奋斗
11 在欧洲的心脏
12 重返奥地利
13 又回到世界上
14 日落西山
15 希特勒的崛起
16 和平的垂死挣扎
第一版 译者后记
第二版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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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世界》

章节摘录

书摘     太平世界     我们在一片安谧中长大成人，    忽然被投进这大千世界，    无数波涛从四面向我们
袭来，    我们对一切都感兴趣，    有些我们喜欢，有些我们厌烦，    而且时时刻刻起伏着微微的不安
，    我们感受着，而我们感受到的，    又被各种尘世的扰攘冲散。              ——歌德    倘若要我今天为第
一次世界大战前我长大成人的那个时代作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那么我希望我这样说：那是一个太平
的黄金时代——是最为精辟不过的。在我们那个几乎已有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好像一切都会
地久天长地持续下去，而国家本身就是这种连续性的最高保证。国家赋予自己公民的权利，是由自由
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的机构——国为用书面文件确认的，同时，每项义务也都有详细的规定。我们的
货币——奥地利克朗，是以闪光发亮的硬金币的形式流通的，因而也就保证了货币的不变性。每个人
都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或多少收入，能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一切都有规范、标准和分寸。拥有财产的
人能够确切算出每年盈利多少；公职人员和军官能够有把握地在日历中找到哪一年他将擢升和退休。
每户人家都有自己固定的预算，知道一家人食住要开销多少，夏季旅行和社交应酬要花费多少，此外
还必须留出一小笔钱，以敷生病和意外的急需。自己有住房的人都把一幢房子看作是为子孙后代留下
了万无一失的家园。庭院和商号都是代代相传；当一个乳婴还躺在摇篮里时，就已经为他以后的生活
在储蓄罐或储蓄所里存下第一笔钱，这是为未来准备的一笔小小的“储备金”。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帝
国里，一切都牢牢依靠着国家和至高无上的年迈皇帝。谁都知道（或者这样认为），一旦他去世，就
会有另一位皇帝接替，原先安排好的一切丝毫不会改变。谁也不相信会有战争、革命和天翻地覆的变
化。一切激烈的暴力行动在一个理性的时代看来已不可能。

Page 5



《昨日的世界》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茨威格在诗、小说、戏剧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均有过人的造诣，而本书显著之处有对适逢人类动荡
不安的奇特命运下个人遭遇和文化名人心灵的细致描摹，对人类历史和故乡旧友的深情缅怀与追忆逝
水年华的隽永文学相得益彰，对各种匪夷所思的人生遭际和被常识掩盖下的历史细微深处的大胆揭露
，对和平、理性、人道的急切渴望和面对人类疯狂战争的刺痛心扉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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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世界》

编辑推荐

茨威格在诗、小说、戏剧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均有过人的造诣，而《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显
著之处有对适逢人类动荡不安的奇特命运下个人遭遇和文化名人心灵的细致描摹，对人类历史和故乡
旧友的深情缅怀与追忆逝水年华的隽永文学相得益彰，对各种匪夷所思的人生遭际和被常识掩盖下的
历史细微深处的大胆揭露，对和平、理性、人道的急切渴望和面对人类疯狂战争的刺痛心扉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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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大师的作品读起来就是过瘾,带给人阅读的无穷魅力,这是头一次看茨威格的书,理性冷静内涵丰厚,
即以极具平常的心态描述上学的经历,颇似现在的学校教育模式,禁锢了小孩子的许多自由和梦想,成长
时期在对当代艺术家的狂热追逐中,他的思想日益丰盛,大学时期的叛逆更充分显示了学生对真正感兴
趣的东西投入的精力远大于呆板的课堂教育。另外,他肩负的特殊身份使其对所生活的时代有超于常人
的洞察力,和平时期生活的宁静和谐与战争时期的忧虑不安形成鲜明对比,作为一名犹太人作者陷入被
驱逐,作品一度被封杀的境地,深深的悲哀漫延,痛心这个世界在战争的畸形压榨下丧失伦理道理的荒谬,
最终在异国他乡无奈的别离了这个世界。
2、这本书看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其中细腻的文风很值得细细品味。有助于我们对上世纪处欧
洲文化的了解，并引起人们对人文精神关注的思考。
3、我跪下了
4、黄金时代的最后挽歌，末日前夜的杜鹃啼血。
5、美好的时代永远在过去，茨威格带我们领略了那个曾经如此自由而后又笼罩在战争阴影里的美丽
欧洲。非政治人物在历史大潮中是如此无力。现在，三战前的暴风雨？
6、通篇都在抒情，该陈述的时候也不简明扼要。遇见的人都那么不凡，记录的反倒都是琐碎小事，
那也罢了，可是你绕来绕去，太罗嗦了。
7、很优秀的一本书，记录了作者一战二战的一些事情，那个年代的疯狂与特殊。
8、详细记录了一战二战的历史 原来在一战以前人类曾经可以如此美好的生活
9、但愿昨日之昨日不是明日之今日。
10、一部遗书，宝玉暮年话红楼，茨威格所有的矜持，优雅，沉郁，坦白融于那个时代，是回不去的
故乡和心碎的理想。
11、不读这本茨威格的自传，仅仅读他那几篇小说，是不会对他有深入的了解的。谦谦君子，风度翩
翩，照片影像中的他，散发着从容与坦然的气息。而通过这些自传体的文字，你能够触摸到他的内心
，绝对的精神贵族，浪漫主义者。一生追求和平与团结的梦想，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支离破碎。书末，
那无限绝望的笔调——抱歉 我只愿活在过去，因为我看不到未来。 我生活在当下，感受不到战争带
来的心灵与身体的摧残，但通过这些文字 描写通货膨胀的疯狂，盖世太保对文学 、艺术家作品的破
坏，那是一个没有理性的时代。联想之前看过的影视作品《小岛惊魂》，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让人
唏嘘。也是该书，在我这样一个不读历史的人来看，是20世纪欧洲文化的常识普及。
12、是茨威格一生的经历
更像是一本时长五十多年的欧洲回忆录
用知乎体来说：一生中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是种怎样的体验

13、第一个镜头是萨尔斯堡秀美典雅的山景：老实巴交的白发邮差倒霉透顶，费力地拖着和他一样高
的来自世界各地名人的贺信贺电，在陡峭的山崖缓缓拾阶而上。
1931年11月一天的早晨，茨威格坐在别墅书桌前寻思着五十岁生日对自己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视线
不曾在自己不同语言版本的作品上停留，耗费半生得来的名人手稿收藏也只是一扫而过，目光穿过阳
台投向对面的贝希特斯加登山。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和看得见的风景，只道往日寻常。在历史的蛛丝马迹中可以一眼看出决定性一刻的
人，其实和那个时代的凡夫俗子一样看不清自己的命运。在山的背后是恶魔，还是自由的欧洲？
如果没有读过这本书就无法理解今天的世界。借助茨威格的回忆，看见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然后向
曾经视为骄傲和热爱过的一切告别。
当年那漫不经心匆匆一瞥，竟是对昨日世界的最后绝望。
14、http://hutianyi.net/?p=931如果您做过2005年上海高考卷的话，那您一定不会对斯蒂芬&amp;#8226;茨
威格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因为那一年的语文卷阅读第二篇就是对这位作者一部作品的书评。这部作品
，就是他临终前不久写成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茨威格可以说是历史上最
著名的中篇小说家，传记家之一了。他的很多作品，《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包括我现在提的这本书，都是非常著名的佳作。他的很多作品，是欧美国家学生的必读书，在中
国的中学生，大学生中也被认为是很好的阅读书目。很惭愧，我这个伪读书人，最近才看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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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看得晚也有看得晚的好处，就是有些内容如果在我早几年看的时候，我是不一定能理解的，但放
在现在看的话，就容易明白了。这本回忆录是对茨威格一生的回忆，所以前半部分记录了他一战之前
的生活。其中呢，我觉得有些内容很有意思。比如他说他的学习生活。他在中学阶段，学习任务非常
繁重，不仅要学各种科学知识，还要学习五种语言，所以每天的功课非常多。这点是不是很像我们的
中学生？但是，一旦考进了大学，那么他们就彻底解放了，自由了。自由到什么程度？自由到他上大
学只去了两次课，第一次是入学登记，第二次是毕业登记——是不是很恐怖？平时，他就拼命地看他
原来没机会看的书，充分满足他的求知欲。相比之下，我们的大学是不是显得更像“高四”？值得一
提的是，茨威格说道，当时的大学，始终保持着一种传统：禁止军警进入校园抓人。这个规定是为保
护大学神圣的独立性，给各种思想，各种主张的人一个互相交流，碰撞的空间，而不受政治压力的限
制。正因为有这种规定，才会出现拿破仑尽管兵败被俘，仍然拒绝巴黎理工大学学生自愿为他参军的
要求；才会出现反法同盟进入法国烧杀抢掠，却没有破坏大学一丝一毫的情景。其实这种传统至今仍
在欧美，包括日本等民主国家延续，而且普遍以法律形式予以确立。所以以后如果看到国际新闻中，
学生白天上街抗议政府，晚上回到校园养精蓄锐，大票军警站在校门外无可奈何的报道，也不用觉得
奇怪的了。在这方面，身处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们是否会有些羡慕呢？作者一战前的生活充满了自由，
平等和理性，而进入新世纪后的大战就打破了这种平静。茨威格在后半部分记叙的两次世界大战里，
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爱国主义。他在战争爆发后发现，弥漫在整个欧洲的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民
族主义情绪，很容易成为可怕的导火索，人类之间原本美好的平等，宽容，霎时间就无影无踪。这也
是为什么书名的副标题叫“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而不是“一个奥地利人的回忆”或者“一个犹太人
的回忆”。也正是自从他清醒地意识到爱国主义的恐怖，而成为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国际主义者后
，现实的残酷无情也随之而来，最终他选择了在巴西，于1942年和夫人双双自杀。我相信很多人无法
理解这一点：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感怎么会成为一种“恐怖”的情感呢？只要做到避免“狭隘”的爱国
主义不就行了？其实从逻辑上讲，爱国本身就是“狭隘”的。为什么要爱国而不是爱自己的家乡？为
什么是爱国而不是爱全世界？为什么爱的这个范围偏偏是限定在“国”呢？这一点也是我最近里一两
年才想明白的：与其宣扬“爱国主义”，不如宣扬“爱人主义”，所有的人都是人，是平等的。在一
战爆发前夕，茨威格从比利时回国，他知道比利时人是不愿意战争的，而身为奥地利人的他也非常清
楚奥地利人也厌恶战争。但是一战爆发，全国就弥漫着一片爱国热情中，许久未经历战争的国民们坚
信他们领袖的每一句话，他们觉得他们是正义的，一个个原来的无名小卒登上驶往战场的火车时受到
了热烈的欢送，全国都在亢奋中。但连年的战争让他们意识到爱国主义的谎言，他们发现原来战争是
那么残酷，政客们的宣传充满了欺骗。一战结束后，人们相信和平终于到来了。可是短短二十多年后
，二战又爆发了。非常奇怪的是，战争依旧是披着爱国的外衣。纳粹青年党徒们，把犹太人的书籍，
包括作者的书，钉在了耻辱柱上焚烧，口中念诵着“爱国口号”。为什么又是爱国？难道二十多年前
的悲惨，在这个以理性著称的民族心中消失了吗？茨威格回望二十多年的悲惨岁月，眼看着自由，宽
容的欧洲精神陨落，他悲观绝望。那么我们呢？我们如果回望二十多年的岁月，是不是也会有些什么
感慨呢？
15、爱不释手就是第一感觉，作者叙述的口吻看似平淡，但内容却发人深醒。作为一个经历两次世界
大战的人，依旧抱着乐观的心态面对世界，文末写到“可是不管怎么是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
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战争与和平、兴盛于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他就是
世界公民茨威格
16、感性如他，娓娓道出。其实有些庆幸自己没有带着写读书报告的心态去阅读，感觉视角和体验都
是不同的。
17、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

人类群星闪耀时

世界建筑师

悲伤女王

玛丽安托瓦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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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世界》

昨日的世界

都可以看看
18、茨威格温柔忧愁的笔调太适合写历史云烟了
19、一个保守、虚伪、压抑，但又环绕着一种静谧和温情，充满着人情味的旧世界。而这一切伴随着
一战的逐渐散去，一战二战间的盲目乐观，粉饰太平。二战时欧洲处于一种不理智的狂热与压抑之中
。这个昨日的世界，却是茨威格永远的精神家园。
   过去的绅士风度，过去的硝烟，过去的荣耀，过去的苦难，如同浓雾一般笼罩着过去雾散后的今日
世界又将如何呢？
   这是个有别于其他的回忆录的一本书，没有过多的理性回忆，更多的是作者对那个旧日世界的朋友
们的回忆，与过去生活的回味。
20、最爱
21、当我看完第一部分，我就有了相当的震撼，尤其是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后者写他学生时代时）
，真的有想拍案叫绝的想法——都是大师的作品，对一个普通读者来说，没有资本来对杰作品头论足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不好？正是因为该作品在此读者心中产生了共鸣——越强烈的共鸣
会得到越高的评价。怎么说呢，想要把自己的阅读后的感想道明可真不容易，有些东西是不明言的。
总的来说，此书所描写的经历与由此产生的思考真的很真实，拿我们最普通的话说就是很“地道”。
每一句都不是做作，都不是冥想出来的东西——作者用他的亲身经历为我们展开了一幅生动却又沉痛
的画面。作者一生颠沛流离，被自己的祖国所抛弃，又见祖国深陷战火、家庭分崩离析、人民流离失
所，高举和平的旗帜，用自己的笔杆子来对抗造成这黑暗的统治者（纳粹）——“懦弱”的力量但却
有着坚毅不拔的信念。我个人有个习惯，在阅读的时候碰到共鸣处或认为有意思的地方都会用笔标注
出来——这本书是“道道儿”最多的一本——真的很精彩。
22、细腻致极
23、我和我怀念但回不去的童年，像回不去的奥地利，回不去的欧洲。我热爱这个世界，庆幸与同时
代诸位大师一起奉献才华。我无法选择生的时间，也无法改变战争对家乡的摧残。徐徐驻足回头，我
精彩过，便仿若昨日。
24、茨威格的笔触伤感但充满力量，柔情又细腻，他有着一种逍遥骑士般的男子汉样的视野，同时又
有着上流淑女那般温柔敏感的感受力，从而历史那种特有的恍如隔世的感觉在他的笔下以一种平静却
又动荡的状态让人铭记。
25、看了人类群星闪耀时，很喜欢茨威格的文笔，舒昌善的翻译也相当见功底，流畅自然。
26、刚刚看了第一篇，就被深深吸引，语言平实而有魅力，那个沉重的岁月作者却轻声娓娓道来。从
一个欧洲犹太人的角度看那个时代的欧洲世界，还是第一次接触，视角独特。
慕容雪村推荐的书，果然不叫人失望。
27、作为经历过战前繁荣，一战，二战的作家，写起自己一生的历史，欧洲的历史，读起来真有点悲
从中来，世事变幻的感觉。茨翁对文学的追求，对自由的渴望，感觉正是我自己的一些思考与想法。
我很喜欢他的为人与品格，很喜欢他那简洁的笔触，高超的述事，以及对时代大背景的渲染与思考。
28、跟随着大师的文笔，带我们回到他眼中那个时期的欧洲，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心灵的旅行
29、《昨日的世界》写于1939至1940年，是茨威格的回忆录。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书中主观
感情的抒发，远远超过了对客观事实的描述。《昨日的世界》前半部分是为游记，游历丰富，但不是
罗列名胜逸事的“到此一游”式。茨威格关心民族的内在精神，这缘于他对人的浓厚兴趣。人——包
括文艺各界的著名人士，也包括构成一个民族的普通人。茨威格作为作家的优秀品质之一，是对人的
洞察力。书的后半部分，是极好的历史记录。但是，不以翔实的记录见长，而以刻画历史人物的心态
和描绘时代的氛围取胜。对一战的描述极有感染力：面对庞大的非理性历史旋涡，作家作为个人，与
其他个人一样，是多么微小无力。虽然微小却为了理性奋力呐喊，这种精神又如此的强大。茨威格关
于政治、战争的描述，和他对民族精神的认识一样深刻。又一次展示了其对人性与内心的精妙洞察力
。1942年茨威格在巴西自杀。他是个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老人。他羞辱地成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
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伟大胜利的见证人”。他在战争的绝望中只好以回忆抗争，在回
忆中“表现我对时代、对人民、对灾难、对战争的全部看法”。而这一看法，也可以概括成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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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对战争表示憎恨，对胜利表示怀疑。茨威格在书的最后说道：“战争的影子将蔓延过我们那全
部的时代，不会再从我这里消失；战争的影子笼罩着我日日夜夜的每一个念头；它的暗影大概也蒙住
了这本书的某些章页。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
暗、和平和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为了不让“昨日”的悲剧重演，一定要与
忘记抗争，保持对“昨日的世界”的惨痛记忆。
30、看过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再看本书，感觉成名果非幸至；非常具有人文精神的一本好
书。
31、虽然是茨威格在生命的最后，回忆着一生的轨迹写下的回忆录，但是他的笔触确不是仅仅描述个
人经历和自我满足，他目光深远，又态度谦卑，随着他的人生轨迹，看到的确是一个欧洲逝去的背影
。繁华的文明、违背人性的秩序、绚烂的艺术、扭曲的人们⋯⋯有时能够看到一丝感伤主义，还有茨
威格一向感情色彩浓烈被激情牵引的个人风格，但更多的时候是以细腻精确的文风，如同把一张柔软
潮湿的桑皮纸轻轻覆盖上一张苍老的脸庞，讲那些沟壑纵横的皱纹呈现在今人的眼前，那岁月一点一
点雕刻下的横纹和由于巨大的惊恐或悲痛而一夜之间砍下的纵纹清晰的令人颤栗。

翻译方面还是比较到位的，长句子还是会有翻译生硬的地方。

书印刷质量非常好，我很喜欢旧照片效果的小镇街头。纸质摸起来也很舒服
32、历史就是教训，没有历史如何前行
33、什么时候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世界公民时，和平就不远了。啊，我愿做一名世界公民。
34、“ 我年纪轻轻, 还没有感到有责任非要做出什么事情不可. ” 青年时期的茨威格简直活得太理想人
生 人生大学和巴黎的部分印象深刻 啊  一战前的欧洲太美好了 后半部分太多地方读得起鸡皮疙瘩 真实
又绝望
35、以前只听说过茨威格和他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但是确实没有拜读过这本大作，读了两天
，感觉非常不错，许多事情的见解深刻，描写的也很生动，让人情不自禁拍手叫好！书的质量也很好
，拿起来读手感不错，赞一个~~
36、如亲身体味历史之变迁，不禁觉己身之渺小，叹一代人之沧桑。
37、看完这本书有一段时间了，很值得去看。现在在看《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觉得自己算是选对了
顺序。《昨日的世界》帮我更好的去了解和理解了那段历史，以及大师的心路历程，让我在阅读之中
不断地去思考，而不仅仅是个走过场。总之，是本好书。
38、写了一战前的欧洲，写的特别的深入细致，对当时民众心态的刻画非常准确出神。让我了解到那
个时代的欧洲和欧洲人，让我知道一个文人爱好的和平是什么样的。 
有思想，有深度，有文笔！
39、与其说是昨日的世界，不如说是茨威格的世界。与其说是回顾，不如说是挣脱。
40、很优秀的一本书，看得到良知与人性
41、很好，一直很喜欢茨威格的书，这本是可以看做是他的回忆录和自传体。从中可以知道很多历史
和理性的思考
42、一开始看还有点看不进去，但看到后来就越觉得这本书好。作者讲述了自己做为文学青年的美好
时光，同时又让人们看到战争是如何把一切的美好都摧毁。在读这本书前一定要先看一些作者的小说
，这样对看这本自传更有意义。应该说这本自传是作者最好的一部作品。
43、通过茨威格的眼睛看到了历史书以外的世界,从这里我们知道了一战和二战不只是战场上纷飞的血
肉和轰鸣的枪声大炮,还有欧洲人民的迷茫与对和平的渴望.对一战后德国马克贬值的描写简直就是深
刻而生动,很难相信当时的人民在这环境下还能乐观的生活着.通过茨威格的交际,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
察各位文学界艺术界大师的风采,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感情有个性,而不只是书上的黑白
头像而已.第一次看茨威格的书,大师之作,不同凡响啊~~喜欢历史的人,绝对值得一看!
44、个人觉得很不错，视角宽广，不但是茨威格自传那么简单，还映射了欧洲二十世纪初人们的心理
。描写细腻。
45、"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战争、
兴盛和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
46、比较耐读的一本书，纪实的回忆比其他的德语著作的趣味性强些。可以了解到一般的欧洲民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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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欧洲的生活、心理状态，以及战争对他们的影响。希望当当可以引进更多原版的英文、德文和其
他小语种的著作。像季羡林的《留德十年》就有中德对照的套书，会给外语学习者增添很大的乐趣。
47、茨威格，用他独特的视角回望历史，让我们了解过去，那一件件真实的历史事件，给我们许多思
考。
48、如果你不喜欢茨威格，拿着本书也不是很有用
这本书某种程度上说是茨威格的自传，用他的眼睛去诠释一站二战以前以后的世界
历史就是这样
49、藏于内心的自豪感是永远感到自由的动力。
50、没看完还是给四星，因为喜欢茨威格。
51、时间长，有点忘记了，当时读者很过瘾
52、喜欢他的真诚直白，听他讲年轻的时候，出于最天真的炫耀自己的愿望而读了那么多书，不由得
就会心一笑；喜欢他的谦恭，好的性格与那么多名人结交为朋友，才能见证历史，不然，也就是时间
的炮灰，留不下一点痕迹。
这个处于绝望书写自己一生历史的人，让人很钦慕啊，要去读他其他的书了。
53、写的虽然是昨日的世界,但你也可以从中看到今日的世界.通过茨威格的视野,我们也许可以对今日
的世界、人类的困境有更深的认识.
54、今日的世界，是不是一定会比昨日的世界好呢？不一定，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让你感受他
内心的细腻，值得一看。
55、文笔太有感染力了；联想到最近时事感觉到了一种危险而无奈的dejavu；看完后搜了一下茨威格
的结局，汪汪大哭
56、今天突然想起曾经读过的这本书。一战未开始前表面稳定繁荣实则充满暗涌的“黄金岁月”，我
总觉得和如今异常相似。
57、太阳底下无新事。今日的种种欢乐和痛苦几乎完全是以昨日为模板复制下来的。
58、将要去欧洲之前特地找来读 
59、世界和心哪一个更脆弱？记忆提供了现实废墟上的避难所~
60、茨威格以细腻的文笔，回忆了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作者通过亲身经历，给读者们讲述了作为一
名奥地利的犹太人所经受的一切，令人感动，很值得一读。
61、舒善昌翻译的《昨日的世界》最早由三联出版，流传甚广，易于阅读，发人深省。让读者了解上
个世纪奥地利和欧洲鲜为人知的文化历史事件。
62、茨维格 一生中记得住的日子要比平常的日子亮度更强。 《昨日的世界》，p164 把战争写到心眼
里去的茨威格。 理想主义者果然不是人人都能做的。 读到茨威格一脸“啊那个咖啡馆里那个人，就
我偶然看到的那个人，叫詹姆斯乔伊斯”的时候我终于给茨威格跪下了。
63、非常非常喜欢茨威格的作品,那种细腻的心理描述,就像在剖析自己的灵魂.
64、极力推荐！原作好，翻译也很好！耐心看下去！茨威格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巨匠，他的文字驾
驭能力令人手不能释卷；他娓娓道来的世界主义理想令人神往又不禁引人伤感；他用平实的文字讲出
生活中最平实的道理，却令人恍然大悟！ 他在六十岁时主动结束了自己的人生。难以想象，在对世界
绝望、对人性绝望、对自己理想的绝望中，他是怎样平静而悲怆的和他的妻子，讨论并实施了自杀的
行为。。。。。。
65、作者细致深刻的心理描写和对事实尽量忠诚的态度，像是有一种魔力，时刻要把你拽入其中，令
你不间断地思考，如果你当时在他的处境，会有什么反应。他是站在人类这个族群的高度上来看待战
争的。书里处处闪耀着的人性的光辉让我深受感动。
66、书质很好，字大小合适，翻译很细心。

一直很希望茨威格的传记，这是第一次阅读他的回忆录，依然是那样精练睿智的文字。

我是个有欧洲情节的人，看了茨威格的这本书以后，感触特别多，特别是他的“国际公民”的理念，
很打动我。有很多启示吧，无论是社会的，还是人生的。

其中有一段关于犹太人被放逐的描写，特别打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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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要逃亡？为什么你要逃亡？为什么我要和你一起逃亡？我既不认识你，又不懂你的语言，我
也不了解你的思想方法，我跟你毫无关系，为什么我要和你一起逃亡？为什么我们大家一起逃亡？

67、欧洲人视角看昨日的世界，历史不能忘。。
68、茨威格的这本书，以自己的角度去看一个大的欧洲，涤荡却没有太多历史的厚重
69、结尾的时候 你说小镇沐浴在中午的阳光下 和平时没什两样。 谢谢你带着好奇带着审慎甚至是带
着痛苦 如此真诚地热爱这个世界 从前是 后来是 最后的最后还是。
70、人类群星闪耀时，很早就看的，很喜欢茨威格
71、初识茨威格是源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当然这和徐静蕾的电影无关。
    我清楚的记得那一页一页A4的纸被我翻得起了毛边、卷了角。是的，我不只读了一遍。那细腻、深
刻的心理描写一直让我以为写这篇小说的是位女作家，在我心里只有女作家才会这样敏感，但是茨威
格却实实在在是个男作家。但是，对茨威格的了解也仅限于此，他就是一个男作家而已。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了《昨日的世界》的一个片段才买来这本书。
    我自认为已经过了迷恋一个人的年纪，但是看书的时候却开始迷恋茨威格以及他所营造的世界。曾
经感动到流泪，曾经矛盾到无法释怀，曾经陷于他的世界不能自拔。
    很久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好书了，强力推荐！
.
72、忘了什么时候看的了。头牌
73、生动、亲切地娓娓道来，得以一窥当时的社会风貌。
74、和作者一起穿越时空，通过作者的视角和笔触，那个昨日的世界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眼前。一本很
不错的历史传记类书籍~~~
75、十分客观 读起来很流畅 没有生硬难懂之处 却又很有内涵和独到的见解
茨威格善于分析人和事 心思细腻敏感 观察力十分敏锐 对自由无比向往
这本自传体的书我十分欣赏 
76、虽千万人，吾往矣。
77、其实很早就读过这本书了 茨威格是我最爱的作家 什么是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学者，如胡适、如斯
蒂芬·茨威格。
78、一个象牙塔里知识分子的一战？
79、从此粉上茨威格
80、茨威格先生似乎在後半一直在近乎漂泊的流浪著，感觸比較深的是重回奧地利那一章。帶著去北
極似得行李、以莫大的勇氣回到祖國，卻和國王出逃的列車交錯而過⋯⋯他知道回去的已經不是那個
奧地利了。作者的感情很細膩，許多描寫催人淚下⋯⋯字裡行間都能看出他對奧地利的愛。想到書結
尾的一句話“只有經歷過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戰爭、興盛和衰敗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過。”可能真
要和他有類似的經歷才能看到那樣的世界吧？一方面我很羨慕，這種事情可遇不可求⋯⋯當然真經歷
的人大概也難以說服自己這是一件好事。所以，我真的很珍惜現在的和平呢。
81、昨日的世界：一个中国人的回忆，有这本书就好了
82、喜欢看茨威格的小说，而这本书体现了一个作家的历史责任感！
83、《昨日的世界》是深刻的、经典的、睿智的，让人愿意一读再读。在阅读中，涤荡了被尘世凌乱
的灵魂，开放了思维，读后，心境变得澄澈、平静，在美妙的阅读体会中提升了自我！很经典！读茨
威格的作品并不多，大学时代一本《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让我在宿舍如痴如醉，文字的快感、精神
的自由最为吸引我。
84、“观众从皇家演员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榜样：一个人该怎样穿着打扮，怎样走进房间，怎样谈吐
，一个有高尚趣味的男人可以说哪些言辞而又必须避免哪些话。舞台不仅仅是使人娱乐的场所，而是
一本教人正确发音、学习优雅风度的有声有色的教科书。”这一段印象极为深刻。
85、历史不再是遥远的教科书的样子，它变得可以触摸和感知，因为他亲历历史，见证我们以为是故
纸堆里的故事和人物。茨威格让我知道，历史不仅仅是书上说的那些不着感情的字，它可能是某些人
被撕裂的过去，记忆的梦魇和真实的生活，一个曾经来过的世界而且可能再来的世界。
86、“命运总是知道为了达到自己神秘的目的怎样把它所需要的人找来，尽管这个人想躲掉命运。”
87、Mark #2017年的第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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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记忆的主观性是一种馈赠
89、茨威格的书再次让人震撼，静下心来体会过去的时光，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历史再现，斯人已故
，只有深深的怀念！
90、意犹未尽的感觉，在大师的回忆里徜徉
91、以前看茨威格的小说集已经深深爱上这位大文豪了,哇哇这本书更厉害~!!太喜欢!!超崇拜他呀!!通过
写自己的小事情居然可以折射出整个社会!!高手兮!!!
92、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
93、一本太好的书要么会一口气读完，要么会慢慢品味，而这本书就是属于后者。饱满真挚的感情、
平实顺畅的文字，一幅从一战绵延到二战的欧洲的画卷就在我们眼前展开了。
94、这本自传体式的书是茨威格的绝笔，更是二次大战所带来的文化浩劫的开始。茨威格用他沉重甚
至绝望的笔触描述了曾经一个文化繁荣的欧洲如何破碎在战争中。也许这种悲伤离我们太远了，但去
读一下，会让人觉得沉重下来。人有时是需要这种沉重的。so，我强烈推荐~
95、一本了解欧洲的传记。读起来就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火炉旁为我讲述他一生的故事，亲切
真实。感谢翻译，让我们有机会读到这么优秀的作品
96、茨威格的自传了相当于，此书让我们看到了所谓纳粹是如何一步步走入人类社会，一般人又如何
一步步走向被奴役的。
97、茨威格是我很喜欢的作家，他的文风细腻优雅，擅长描写，读他的作品要有足够的时间，也要有
足够的耐心，但是，我相信，所有读过他作品的人们，都会深深爱上这位优秀的作家的。
98、《布达佩斯大饭店》影片的最后打出了inspired by the wirtings of Stefan Zweig...于是最近细细读完了
茨威格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
作者与电影主人公古斯塔夫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最浅层的形象的相近，到深层的精神相通⋯
影片最后，古斯塔夫被纳粹射杀在茫茫雪地里；生活中，茨威格选择了在巴西自杀，向他的奥地利、
他的精神故乡欧罗巴告别。现实内外，两位犹太绅士用生命完成了对被战争这洪水猛兽摧毁的欧洲文
明的祭奠。
昨日的世界已经逝去，今日的和平应加倍珍惜！
99、茨威格的小说个人特点一直很鲜明，看了这本书也更能够理解他的创作。从一战前到二战，他用
自己的角度记下了欧洲世界的变迁，也记下了那个时代许多艺术界了不起的人物。一个人道主义者一
个不愿意接近政治的世界主义者，一个一直盼望着欧洲和平统一的人，他的思想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
东西，同时他笔下人们在战争和生活面前的态度到今天也一直存在着啊。
100、读不下去⋯感觉是高大上版的日记流水账⋯⋯
101、这本书似乎不需要我等再说什么，一本好书它是永恒的，不会因我所谓的评价而发生变化；
只是希望更多的人能静下心来好好读一读，感悟昨日的世界，认清今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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