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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的侄子》

内容概要

“现在我知道了，我们许多年从一个人身旁走过，却不知道这人是谁。
现在我知道了，数十年我曾从一个人身旁走过，而不知道他是谁。”
作为伯恩哈德作品系列的第一卷，本书包含了三个关于死亡的故事。
《波斯女人》：关于爱情、报复和死亡的故事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 一场友谊》：关于友谊、理解与死亡的故事
《制帽匠》：关于亲情、尊重与死亡的故事
伯恩哈德说：“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他以极富音乐性的文字，犀利的夸张、重复和幽默，将
人类境遇中种种愚钝与疾病，痛苦与冷漠，习惯与禁忌推向极端，展现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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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的侄子》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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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的侄子》

书籍目录

特立独行的伯恩哈德（代译序）
波斯女人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 一场友谊
制帽匠
伯恩哈德生平及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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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的侄子》

章节摘录

　　现在我知道了，我们许多年从一个人身旁走过，却不知道这人是谁，现在我知道了，数十年我曾
从一个人身旁走过，而不知道他是谁。数十年之久，早早晚晚，总在同样的时间从这个人身旁走过。
的确，我曾几千次，甚至几万次、几十万次看见过这个男人，而不知道他是谁，自然，我从未跟他打
过招呼，也从来没有想跟他打招呼。我也从未想到，这个人跟我住在同一条街上，就隔着两座房子，
而且一直住在那里。今天这个人跟我打了招呼，他说：“我是制帽匠！”他说，他得知我是律师，便
来找我，他的确向我介绍了自己，说自己是制帽匠，我们约会了见面日期，这个人严守时间，准时出
现在我的事务所。您的办公室真大呀，他说，真的没有想到。我说，是啊，我的办公室很大，我自己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有这么大的办公室，我说，如今这个时代，以及种种客观情况都需要我拥有一
间大的办公室，可能就像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具偶然性一样，我说，三十年前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搬进了这间大办公室。这个人说，他也是三十年前搬进他现在住的房子，他说，我的房子跟这里中
间只隔两座楼房。我们，他说，我们很长时间以来就常常见面。我说，肯定有二十年了，我重复说道
，肯定有二十年了，他说，这么多年，我们总擦肩而过，相互都不知道对方是谁，他说，我真的不知
道，您在这里办公。我说，自然我也是每天看到您从我身旁经过，可是您就住在附近，与我只相隔两
幢房子，我却不知道，我说，您说奇怪不，我是律师，竟不知道只与我隔着两幢楼房住着的人是谁。
的确，我说，我总从您的衣着上辨别出您，不是从您的面孔，因为每逢您经过我身旁，我从未看过您
的面孔，我总是瞧着从我身旁走过的人穿的衣服，他们衣服的质地，以及他们脚上穿的鞋子和鞋的品
质。我的确还从来没有看过您的面孔。这个男子说，但是我很熟悉您的脸，我和您不一样，所有经过
我身旁的人，我总是瞧他们的脸，而不在意他们身上穿着什么，什么套装、什么鞋子。他说，但现在
，我看到，您的穿着很讲究，律师的穿着都很讲究。我还没见过搞法律的人不讲究穿着的。他说，我
穿的衣服马马虎虎，质量也不行。这个人说，您一准净去最好的服装店买衣服，去找手艺好的裁缝做
衣服，而我只去街头巷尾的便宜店买现成的服装，他说，不过，最近以来这样做变得困难了，我的身
体一天天发胖，找到合适的尺码不容易了。他说，过不了多久我就不能再买现成的衣服穿了。他说，
虽然我也觉得穿着讲究的人养眼，我也喜欢看那些衣着有品位、有档次的人，但我本人却是一个完全
不注重外表的人。这个人说，一个人的服装好还是不好，穿衣戴帽是不是可以邋遢一点，这要看他干
得是哪一行。他说，您的职业在那儿了，当然您总得讲究穿戴。我并不知道您是律师，但我第一次见
到您的时候心里就想，您肯定是位律师。这绝不仅仅因为您的衣着。说了半天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他说，接着便言归正传。他说，他要说的事情很特别，不知道从哪儿谈起。我问他，您要讲哪方面
的事情？并请他喝点东西，他表示不喝，然后说：怎么说呢，我的事情说它复杂是特别复杂，说它简
单也简单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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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的侄子》

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伯恩哈德活着，最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他，而不是我。　　——耶利内克（2004年诺贝
尔文学奖得主）　　我欣然沉浸在伯恩哈德的书页里，拥抱他那不可遏止的愤怒，分享那愤怒。　　
——帕慕克（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德语又写出了最美的作品，艺术和精神，准确、深刻和
真实。　　多年以来人们在询问新文学是什么样子，今天在伯恩哈德这里我们看到了它。　　——巴
赫曼（奥地利著名女作家）　　最能代表当代奥地利文学的只有伯恩哈德，他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
德语文学的核心人物之一。　　——赖希－拉尼茨基（德国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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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的侄子》

编辑推荐

　　最值得期待的德国纯文学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是“二战”后德语文坛最富争议的文学斗士，曾
获得过奥地利国家文学奖，毕希纳文学奖等重量级文学大奖。被耶利内克认为是比自己更应该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大师，深受帕穆克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推崇。　　？最特立独行的文坛斗士：他
曾被两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主动声称即使获奖也会拒领。他的作品刺痛了奥地利许多权势
者，经常遭到禁止出版或禁止上演。他也在去世前立下遗嘱：他所有的已经发表的或尚未发表的作品
，在他去世后在著作权规定的年限里，禁止在奥地利以任何形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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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的侄子》

精彩短评

1、这是今年读到的最好的书之一了。伯恩哈德的作品模糊了散文和小说的界限，在形式上看似简单
随意，但却无比深刻。阅读伯恩哈德，绝对是一种独特的、尖锐的体验。
2、偶遇佳作，屏气读完
3、阴暗与潮湿照亮给你看。
4、感情非常真挚的一本书，为人非常真实的一位作者。
5、对《波斯女人》中那一段描写我由于孤独而无法进行科学研究的文字感同身受。而且叙述中的反
复重叠的曲式结构，《维特根斯坦侄子》中的两大主题肺痨和精神病让我直接联系到《魔山》。
6、第一遍读，文章中的很多片段都让我惊悚，城市的选择，以及自我的逃避的批判，我要把那些话
记下来。
7、别离
8、不甚了解伯恩哈德的伟大之处。或许第二，第三遍时才能体会，第一遍总要被他莫名奇妙的愤怒
搞得莫名奇妙。
9、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
10、《波斯女人》差点读不下去，或许这便是它的成功之处：以第一人称叙述，啰嗦重复吐槽混乱让
人生厌，但考虑到“我”的性格则顺理。在与被抛弃了的波斯女人的交流中反观自己的可厌之处，两
人逐渐互相厌弃；我幸运有个不离不弃的友人而她在异国他乡独饮失败寂寞直至寻死。后劲比较大，
女性，理想，报复⋯
11、人们不讲述的才是故事
12、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才读完伯恩哈德的这个集子,虽然总共只有3篇文章 
　　 
　　&lt;波丝女人&gt;(我还是更喜欢本来的名字&lt;是的&gt;),&lt;维特根斯坦的侄子&gt;以及&lt;制帽
匠&gt; 
　　 
　　我在去的火车上读,在回来的火车上读,在不知名的咖啡馆读,在Q家的阳台上读 
　　 
　　伯恩哈德说&quot;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quot; 
　　 
　　当时我在床上躺着,看着窗外的冬天遗留下来的枯树枝 
　　 
　　想,那么我此时此刻做的事情,一定非常的可笑 
　　 
　　 
　　 
　　这本集子据说应该算得上伯恩哈德作品中较为温情的作品了 
　　 
　　的确温情,藏在他的愤怒,讽刺和幽默后面 
　　 
　　他对一段友谊的细腻描写,对社会的不满和失望,对虚伪和企图破坏异己,甘愿堕落并企图让更多人
一起堕落的观察和批判,都笼罩着一股灰暗的厚重却让人心疼的味道 
　　 
　　如果你太敏感,你太热情,你太想热爱,却又太失望,如果你被赋予了理解和把握这一切情绪和矛盾的
天赋 
　　 
　　你也许就成为了1/100的伯恩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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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的侄子》

　　可以理解&lt;是的&gt;里面的不断重复,甚至让人感觉罗嗦 
　　 
　　难道在一个故事或者一个情绪占据了你的心和头脑的时候,你没有不由自主地不断反复和回味吗? 
　　 
　　一个完美的观察者,既需要客观,又要满怀激情 
　　 
　　 
　　 
　　生活中有很多无法逃避的, 
　　 
　　死亡,无常,恐惧,喜悦,孤独,相遇再离开,激情和激情的退却...以及种种束缚 
　　 
　　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和机会搞清楚自己到底怎么样才会幸福的时候 
　　 
　　就被框在了各种文化/社会/道德的束缚里 
　　 
　　你小的时候要乖巧可爱, 
　　 
　　少年时要懂事而天真 
　　 
　　你要适时遇到MR/MS.PERFECT与之结合,甜蜜地在众人的祝福下微笑 
　　 
　　你要有一处美丽的居所,有一个体面的职业 
　　 
　　你要忠于你的选择(也许是你被选择的,被迫选择的) 
　　 
　　你要以被人们认可的标准方式幸福下去 
　　 
　　... 
　　 
　　即使你没有一刻不在感到被无尽地无形地束缚着 
　　 
　　直到你忘了反抗
13、吐槽大王的绝望和牢骚~
14、太愤怒的大爷不是好大爷，还是声音模仿者最好，好像在讲寓言故事，实则在描摹生活。
15、催眠读物，下午完整复习一遍，依然不知所云。
16、伯恩哈德的作品很不错。 期待国内出版他的其他作品。
17、对于那些阅读时会在心里默念语句并配上相应语气，并以句式和段落结构来划分阅读节奏（一口
气念到下一个句号！）的读者来说，这本书足以让他们读得窒息。
18、怒其不争的不行。由于太啰嗦总是车轱辘轮番骂竟让人产生了微妙的时空错位感= =
19、Marvellous
20、译文滞涩，勉强能一窥原文之佳处
21、不分段真的会搞死人。
22、伯恩哈德的代表作之一，充满批判的优秀作家。还是更喜欢那本《历代大师》，当然这本也不错
，这书似乎不好买到了。
23、帮院里买的 老师们很满意
24、好书。听着波斯女人不知羞耻地自我暴露，想到就像波斯女人在我面前一样，我在莫里茨面前把
自己揭露得体无完肤，方觉得真是羞愧难当
25、赫拉巴尔前奏曲

Page 9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

26、一本音乐风格突出的小说
27、难过
28、根据他的履历，作品不是作品，是真的在骂人啊
29、虽然书稍显老旧，不过质量不错。是一本不错的好书，里面有三个故事，波斯女人应该更好看。
30、谁能告诉我为什么他不分段，而且着重字体旨在强调什么？
31、死亡、叔本华、友情和音乐
32、没劲。
33、标题作更丰富，但波斯女人后程发力猛烈。他只是把话说得很绝还不换气，并且勇于暴露自己的
渣。有点懂他。我们都本该做到这么绝只是没种并且留恋太多。由于行文过于庄重绵密用词重反而有
种莫名喜感，你们想想grumpy cat。奥地利虽说出了不少精神宝藏在他看来绝对是个土包子国度。
34、怪异但极其精彩的书
35、收到了，多谢！
36、虽然这个“侄子”很令我着迷，但是这本书没有那么令我着迷。
37、一篇文章一段，不喜欢。没觉得有多出色
38、其实有点啰嗦，但是我懂。
39、你得承认，叔本华及舒曼再不能给你什麽，你已经是堕落，荒谬之人。你不能拯救我。任何科学
都是荒谬。你听见你自己吗？也许在资本主义,理性霸权全球化的今天,追求思想精神的孤独也变得全
球化.维也纳音乐之都也是.感到孤独但仍能生存的人要不对世界存有希望,走遍世界,寻找知己;要不幸运
地遇到知己,把自己从絶望中拯救出来.
40、每一篇看完都令人发怵，像历经一场重度抑郁重度肺病重度精神病然后精疲力竭成一滩烂泥，最
后合上书终于可以如释重负了！《波斯女人》这篇抑郁到数次崩溃，像万吨毒药一般吞噬的你喘不过
气起来。《维特根斯坦的侄子》有如疾在你身，震撼于伯恩和保尔之间的友谊，伯恩的自我剖析和毒
舌吐槽的语言精准了得。短篇《制冒匠》自杀是绝望孤独者的宿命。“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伯
恩如是说。
41、书好好，朋友推荐的，有突破
42、夸张和重复，让人眼前一亮，也能让人不适乃至对叙述者厌恶。
43、喜欢作者的风格，一贯支持
44、最喜欢第一篇；小说里的幸福与不幸就是在印证主人公最爱的叔本华的理论
45、期待伯恩哈德的全集
46、整本书的内心独白
47、阅读伯恩哈德，再次验证了文学作为一项健康事业的必要。
48、第一次认识伯恩哈德和他的作品，初给我的印象就是不断的重复，絮叨，不知道作者经历怎样的
生活，描写死亡如此直面，我想我还太浅⋯⋯
49、@看不下去
50、节奏感和音乐性带动着整本书的叙述，文本风格鲜明，充斥着近乎啰嗦的繁复，但不难读出浓烈
的情绪渗透其间，令人欲罢不能。
51、翻了扉页，错略的读了一下，这种硬度要好好的读！
52、距上次看这本书，可能已时隔两年之久，一张硬纸书签插在波斯女人里。如果说一年前的作为死
亡作家的短篇集的伯恩哈德共振了我的神的视角的想象，那么这一夜后的他的读者感受到了爱情。我
不得不窘迫的拾人牙慧般承认作为语言大师的伯恩哈德的这部与其说是散文不若当作故事的作品的音
乐特征，大段互动的文字带来的窒息的眩晕感令译本外的读者亦不知所措。我最初的爱情发生在他笔
尖疯癫的领奖里，我想这一点，总归是我自己的了。
53、他不分段，他吐槽，可仍然读得欲罢不能。这就是魔力。
54、他的 伐木 有意思。
55、风格不同，也很牛。但没那么打动我。
56、文字里弥散着重度抑郁的庆大霉素药水味
57、几乎没有情节的情节，几乎可以用精神病人，冷漠之人概括的人物，以自杀作为回答，不懂，也
许魅力在于他对语言的运用吧，既然他是耶利内克欣赏的人，一定在音乐与哲学的国度里有共同之处
，说不好就是作为音乐的文字的不可译性，毕竟听在线音乐和听现场演出还是有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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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的侄子》

58、小众的图书，还是很不错的，质量不错，内容吗，个人体会吧
59、受人推荐买了此书。有所动。
60、喋喋不休。。。你到底想说啥？
61、不分段是为了让读者一口气看完么⋯⋯不过他罗罗嗦嗦还挺好看的
62、没有分段，好醉。可以说德奥风格很严重咩TAT一下子让我感受到跟布鲁克纳第八和《浮士德博
士》相似的某种感觉，好重好重的东西，狂风骤雨一样冷着脸砸在我心上。
63、伯恩哈德的散文式小说分外迷人，虽然这其中的愤怒、批评和嘲讽让我们切身体会，但是其中对
于生活荒诞的无奈何冷漠依旧让人难过。伯恩哈德看似冰冷，实则满身的热火！“想到死亡，一切都
是可笑的”。或许事实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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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的侄子》

精彩书评

1、“精神沼泽”中的毒药 　　 　　殷实 　　 　　　　 　　　维特根斯坦家族一百多年来素以制造
武器和机器著称，直到最后终于生产出路德维希和保尔，前者是划时代的哲学家，后者是有名的疯癫
者，保尔是路德维希的侄子。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侄子》零星提供的一些线索。依据这些线索，在
此书中是找不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任何踪影的。没错，此书与《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的作
者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及其迷人的哲学毫无瓜葛，它只是疯癫者保尔的生平纪略，只不过这个保尔
碰巧和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是叔侄关系而已。不过，这个小说人物形象的原型，正来自现实世界里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保尔，作家与其交往甚深，以至于有人把这篇作品当作散文而不是小说来读。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是一部典型的伯恩哈德式的充满了嘲讽、贬损力量的作品。它让一个
冷酷刻薄的叙述者，也就是作品中的物主代词“我”，断断续续来讲述疯癫者保尔的故事，又通过对
“我”与保尔的深刻交往而大量地“出卖”自己，结果读者会看到两个堪称古怪的奥地利人的嘴脸：
愤怒、脆弱、神经质，挣扎于疯狂的边缘，但又能在疯言疯语中撕破面具、道出真相，尤其是某种似
乎是独属于奥地利人的精神灾变———伯恩哈德的大部分文学主题都与此有关。　　　　　事实上，
从已经译成中文的《历代大师》等作品来看，伯恩哈德的大部分“火力”并非是只针对奥地利人的。
他持续不断攻击的，是一般人类身上都有的常见精神痼疾，诸如虚荣、虚伪、世故、冷漠这些东西，
也包括对习惯势力的顺从之类“国民性”的愤怒，对没有头脑的人的耻笑，对意义的茫然之感等等。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也不例外，作品中的“我”因肺痨病住院，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保尔
则因为疯癫而住院，作为同病相怜的莫逆之交，他们痛苦心声的交替流露，在互补中讲述他们对周围
世界的强烈厌恶，借用作品中对疯癫者保尔的一段描述：“他作为富人看透了穷人，作为穷人看透了
穷人，同样他作为健康人看透了健康人，作为病人看透了病人，最终作为疯癫者看透了疯癫者，作为
精神错乱者看透了精神错乱者。”这种骇人的诊断，可以说遍布于作品的任何地方。　　　　　伯恩
哈德的意义是不局限于奥地利甚至欧洲的，他看上去是在孜孜不倦，为寄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
里魑魅魍魉们制作标本，其中包括他自己的一副。他没有直接抨击法西斯主义，却让读者觉察到法西
斯主义毒素的无所不在；他也从不正面讨伐政府或皇权，却总会让貌似秩序井然的权利结构暴露出愚
蠢滑稽的一面。对于普通人随波逐流建立起来的某些价值观，某些自以为是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
他更是常常给予毁灭性的嘲弄。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不被他讥刺挖苦的事物。他不是讨厌哪一个具
体的人，而是受不了存在于社交圈、上流社会甚或是庸众们心中的“精神沼泽”。　　　　　在中文
译者马文韬先生的序文中，曾提及伯恩哈德作品叙述上的“音乐旋律”和“音乐结构”特质，可能这
样的主要通过语言来体现的艺术感觉，在翻译转换过程中会有所损失，所以汉语译本读来并不明显。
不过，就《维特根斯坦的侄子》这部作品而言，还是可以看出某些端倪的。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保尔和
叙述者“我”，并未如“讲故事者”和“故事”一般关系简单，而是并列平行，各自共同的和不同的
经历交替出现，“我”甚至是主要的旋律和线索，是掌控话语权的最强音。从文学叙述方法上来看，
那些不断地、随机性地飘忽进“我”脑海中的话题、画面，确有一种线性地演进的音乐特点，包括一
些饶舌式的回旋与重复之类，作家对情节、人物、故事的完整性之类，基本不多做考虑，一切都在叙
述终了时被遗弃了，读者得到的只是碎片般的记忆，仿佛连串音符、乐句在空气中的缓慢消散。　　
　　　伯恩哈德的犟驴脾气，注定会惹恼些许中国读者，特别是一些自以为是有修养有知识的人士。
他的那些在中国尚属稀缺的对精神污染的自觉，他专注于灵魂批判的小说立场，无疑是某种毒药，总
会伺机发作然后以毒攻毒，或许会对多年来追逐西方的各种主义、方法和潮流已经疲倦了的中国作家
有所助益？
2、你的那些愤怒，既在表面也隐藏得很深。不是一般的，而是带有伯恩哈德独特味道的愤怒。不是
那么容易可以理解，是一种哀伤的味道。哀伤的愤怒！真的，只有富人能看透富人，只有穷人能看透
穷人，诸如此类的。死亡，真的是一个命题？或者这只是一个新开始。谁知道呢？
3、把肉体变为灰烬，我留下的全都带走，什么都没有的带走，用你最大的可能。你去过很多地方，
在你到过最艰苦的地方死点，下午三点，太阳燃烧了一切，撒哈拉沙漠的中间偏右的位置，烧死。不
，太痛苦，在床上舒服的死去，吃些药，他们都说慢慢睡去，不，太简单，总之，要死去⋯⋯
4、可能是我的预期值太高了吧，读后其实有点小小的失望。其实一字一句读完的只有第一个故事《
波斯女人》，后面两个《维特根斯坦的侄子》和《制帽匠》这两篇只是走马观花的看了一下。不管是
仇视人类的的作家，还是灾难与死亡作家这样的称号，在我看来都应该是适用于伯恩哈德的。字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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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读来都是压抑和绝望。似乎生活在他那里是毫无意义的。所有奋斗的结局最后都是失败，成功是没
有可能性的，人与人的沟通是种妄想。然而，我们没有选择权，只能不断尝试，不断接受失败，最后
走向死亡。这是一种生存下去的必须。就像是我们必须在每天早上起床。我不得不说，我并不喜欢他
的语言本身。或许是翻译的关系，我完全读不出所谓的音乐性。相反，许多地方反反复复，故事几乎
没有情节可言。虽然在观点上有许多共鸣之处，但这种呈现方式让我觉得读来竟有胸闷的感觉。这也
是我读过的第一本没有分段的书。也就是说，从头至尾每个故事只有一个自然段。读来不是酣畅淋漓
的痛快，而是有些喘气的折磨。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我自身审美和理解能力所限。既为经典之作，
它也必有其独特的价值。虽然阅读的过程不是愉快轻松的，但是的确会让人对生活有不同层面的思考
。例如《波斯女人》中的瑞士夫妻，他们之间近乎毁灭性的关系让人不得不对单方面的奉献亦或者是
一厢情愿的期盼有所警惕，波斯女人的高等教育和修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禁锢她自己的囚牢，我向
地产商求助和试图交流的过程和经验相信很多人都有过。从这个角度看，本书还是有不少闪光点的。
5、维特根斯坦的侄子》，继《历代大师》之后，内地出版的第二本托马斯·伯恩哈德小说集。粗翻
时，脑边响起咆哮体：不分段，有木有？！伯恩哈德把小说写成了抱团散文，但细读后再次震惊：他
又把散文写成了乐谱，字句叠山，旋律淙淙。伯恩哈德说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读过就知
道这话的意思，一开始驱赶你读下去的不是情节——也没有情节，不是思想——至少读第一遍时不是
，不是主题——生存危机之类，不是咆哮——伯恩哈德太容易愤怒了，而就是口语化叙述的节奏感，
如握鸟在手，它耸动柔转，你手痒心软。但坦白说，像大多数拿生存危机啊自我啊做主题风格上追求
现代性的文学一样，读伯恩哈德需要点念力，甚至机缘，这或许也是其之所以在中国遭受冷遇的原因
之一，另一个原因，伯恩哈德实在太愤怒了，而且他的愤怒是欧洲知识分子需要的愤怒——需要不代
表真正接受，是富足得无聊文明到寂寥的社会需要的愤怒，那是人类所有愤怒中的最高贵品种。看看
我们四周：一部分贫穷无知；一部分人腐败、残酷、武断无理，一部分猥琐、媚世、非人，一部分人
伪善无知。你读到这些评语时相信一定能一一对号入座，可当你翻开《俄国思想家》第170页时会发现
，这是以赛亚·柏林形容1830－1840年间的俄国生活所用的词。我无意将我们的现实指摘为百余年前
的西伯利亚境地，事实也没这么幸运，只是想说明伯恩哈德那种对生活中的伪善矫饰的清醒敌视和基
于对真正艺术的决绝坚守而生的怒火，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高级了，太文明了。但是，换句话，
如果想不用死便离开这龌龊现实世界，自修独善，伯恩哈德是个不错的去处，提前一个年代享受自我
拷问和对绝对的任性追求。
6、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才读完伯恩哈德的这个集子,虽然总共只有3篇文章&lt;波丝女人&gt;(我还是更
喜欢本来的名字&lt;是的&gt;),&lt;维特根斯坦的侄子&gt;以及&lt;制帽匠&gt;我在去的火车上读,在回来的
火车上读,在不知名的咖啡馆读,在Q家的阳台上读伯恩哈德说&quot;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quot;当
时我在床上躺着,看着窗外的冬天遗留下来的枯树枝想,那么我此时此刻做的事情,一定非常的可笑这本
集子据说应该算得上伯恩哈德作品中较为温情的作品了的确温情,藏在他的愤怒,讽刺和幽默后面他对
一段友谊的细腻描写,对社会的不满和失望,对虚伪和企图破坏异己,甘愿堕落并企图让更多人一起堕落
的观察和批判,都笼罩着一股灰暗的厚重却让人心疼的味道如果你太敏感,你太热情,你太想热爱,却又太
失望,如果你被赋予了理解和把握这一切情绪和矛盾的天赋你也许就成为了1/100的伯恩哈德可以理
解&lt;是的&gt;里面的不断重复,甚至让人感觉罗嗦难道在一个故事或者一个情绪占据了你的心和头脑的
时候,你没有不由自主地不断反复和回味吗?一个完美的观察者,既需要客观,又要满怀激情生活中有很多
无法逃避的,死亡,无常,恐惧,喜悦,孤独,相遇再离开,激情和激情的退却...以及种种束缚在我们还没有能力
和机会搞清楚自己到底怎么样才会幸福的时候就被框在了各种文化/社会/道德的束缚里你小的时候要
乖巧可爱,少年时要懂事而天真你要适时遇到MR/MS.PERFECT与之结合,甜蜜地在众人的祝福下微笑你
要有一处美丽的居所,有一个体面的职业你要忠于你的选择(也许是你被选择的,被迫选择的)你要以被人
们认可的标准方式幸福下去...即使你没有一刻不在感到被无尽地无形地束缚着直到你忘了反抗
7、相比较秋天而言，我更偏爱冬日的枯寂，清冷和高寒。相比较在冬日午后暖阳下喝茶看书，我更
偏爱在幽寂簌簌风雨的寒夜灯下阅读。可不管怎样，冬天是个适合阅读的好季节。临近新年的年底，
我常常赶着末班车似的读书。似乎一年的阅读计划尚未完成，此时需挑灯夜战，而事实上，懒散如我
这种人，从来不会在年前制定什么阅读计划。更何况，没有必要制定这样的计划。我既不写书，也不
做学问，至于读了什么书更不会如幼时会有先生拷问。可每到年底，我还是忐忑不安，手里若抓着一
本书，会让我比较安心的跨过12月31日，走向新年。那就说说，我最近在看和已经看完的几本书吧。
再不记录下自己的所得，有时候真的会忘记，这本书我真的看过吗？首先是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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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小说《维特根斯坦的侄子》。看完这本书我花了一周的样子。他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分段。大量
的重复，看似很啰嗦。特别是这本书中的第一篇波斯女人。我以为，我会没有耐心看完。但恰恰相反
，这本啰嗦的书，深得我爱。翻译者也非常棒。他的啰嗦，大量重复，有着一种音乐感，而且我觉得
很自然，没有违和。事实上，他的种种重复恰到好处。我喜欢他冷酷的语言，一针见血的议论。这本
书其实由三篇小说构成，波斯女人，维特根斯坦的侄子和制帽匠。随着阅读的深入，我的速度越来越
快，看完波斯女人需要4天，维特根斯坦的侄子需要两个晚上，制帽匠1个小时。越看越喜欢。“所有
人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回避死亡”，“现在我知道了，我们许多年从一个人身旁走过，却不知道这人
是谁，现在我知道了，数十年我从一个人身旁走过，而不知道他是谁”。这是三个关于死亡的故事，
关注生活中的亲密关系。波斯女人中爱人的关系，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中的亲戚朋友的关系，制帽匠中
的父子关系。这些关系都给小说中的人物带来了死亡。看到书中对生存状态无情的揭示，对所谓文学
奖，哲学界的尖锐的抨击，我在腹内暗自喝彩，这是正是我所想，没想到他讲出来了，而且讲得那么
好。一个好的小说家的高明之处，不仅仅只有情节，甚至可以没有情节。可我从他的小说中看到了我
自己，我的朋友，以及身边所有的人甚至所处的社会，不论你在何处，何时，小说引起的感思毫无疑
问都是一样的。恩，实际上，最近看的书都和死亡有关。扪虱谈鬼录二（说魂儿），野夫身边的江湖
。我常常想，为什么我这么执着于死亡主题的书，也许是因为父亲，但更多的是我想直面惨淡的人生
吧。去年看过野夫的乡关何处，就被书中的江湖气，侠气吸引住了，所以今年这本书一出，便买了回
家看。他的书我向来看得很快，犹如说书先生讲故事。故事很精彩的原因是我们中大多数人不会经历
他的传奇人生。在看他的乡关何处时，我曾暗暗想，这样一个血性男子，土司的后人，是什么样的环
境和经历让他遭遇了跌宕起伏的人生，遇到了侠义风尘的朋友呢？这在身边的江湖一书中找到了答案
，原来他也并非碌碌之辈。曾就读于武汉大学，工作在北京，后又坐牢，总之能折腾的都折腾了，最
终落脚在大理古城。也许他讲完朋友的故事和自己的故事就不会再有其他了。但我仍然会记得，他书
中写过的人，江上的母亲，小毛，那个厨师...
8、才刚刚看完侄子一篇 挺钟意的求后来拍成的歌剧的视频~不懂德文但是很有听听演员朗读所展示的
语言魅力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
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
9、下面的文字摘录自拉尼茨基的自传《我的一生》：我也向托马斯·伯恩哈德的最初两本小说投降
。我怀着混合的感情在1963年读了他1963年写的长篇小说《严寒》：我既深深为之吸引，印象深刻，
又感到迷惑。难道出了一个伟大的天才了吗？我对此不是吃得太准。⋯⋯伯恩哈德的下一部书，中篇
《阿姆拉斯》同样使我进退维谷。每当我考虑，当时是什么妨碍我去评论他时，那么只有一个词在向
我压过来：害怕。我害怕对付不了他的作品，就像我犹豫不定了许多年对卡夫卡发表看法一样。我得
先避开托马斯·伯恩哈德的书。⋯⋯托马斯·伯恩哈德知道的和感觉到的比他用文字能表达的要多得
多。正因为如此，他才能表达在他书本里能找到的东西。但他的作品因其出其不意的和傲慢的不完美
性而变得出色。对那种提供完美作为任务的观念，他肯定会把它当做荒诞的苛求和当做极端来加以拒
绝。断片性——“狂热的夸张”才是他的事业。因此他叙述时看起来没有负担，并且情绪快乐，他的
作品却仍然是压抑的。我越是认为已更好地理解了他的作品，我就越是心情不宁。⋯⋯
10、就是想知道我看的版本都不分段，是原版就这样还是译文版的问题？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
，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
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
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
11、去过一到两次维也纳的人看《侄子》就另有一番滋味了，何况生长在那里的人。很喜欢“歌剧院
屁股”那句⋯⋯Sacher可不就是那地方。《波斯女人》（我更喜欢叫这篇Ja）对我来说比The Loser那本
还更有切身意义。一个人可以同时是Moritz与主人公与波斯女人，区别只在于不同时间面朝的对象不
同。我刚刚彻头彻尾认可了自我隔绝的不可行性之后，也就是我最初开读Ja的英译本的时候，正是时
候。《制帽匠》像是《声音模仿者》里随意一篇的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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