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亮和六便士》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月亮和六便士》

13位ISBN编号：9787532739547

10位ISBN编号：7532739546

出版时间：2006-8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英] 毛姆

页数：275

译者：傅惟慈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月亮和六便士》

前言

　  威廉&middot;萨默赛特&middot;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英国著名小说家和
戏剧家。他出生于巴黎，父母早丧，回英国叔父家寄居，并在英国受教育。在大学他虽然攻读医学，
但对文学兴趣颇浓。第一部长篇小说《兰贝斯的丽莎》（1897）就是根据他做见习医生期间在伦敦贫
民区所见所闻写成的。他从此走上文学道路，并赴世界各地旅行、搜集素材。毛姆最初以戏剧家闻名
，自二十世纪初约三十年间，共创作了近三十部剧作。早在一九。八年，他的四部戏剧在伦敦四座剧
院同时上演，毛姆之名即已红极一时，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却在小说创作上。带有自传性质的《人性
的枷锁》（1915）、追述英国一位文坛巨匠往事的《寻欢作乐》（1930）以及这部以一位英国画家为
题材的《月亮与六便士》（1919），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毛姆的几部重要著作及近百篇短篇小说大
都发表于二三十年代，但直到他已达七十高龄，仍写出轰动一时的畅销小说《刀锋》（1944）。毛姆
是英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创作力旺盛的多产作家。　  毛姆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善于剖析人的内心世
界。他的笔锋像一把解剖刀，能够挖掘出隐藏在人们心底深处的思想活动。他对待自己笔下人物常采
取一种医师、&ldquo;临床&rdquo;的冷静态度，既不多作说教，也很少指出伦理是非，一切留给读者
自己判断。他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一个&ldquo;世界公民&rdquo;（Weltburger）；他的小说多以异国
为背景，富于异乡情调。他是一个说故事的大师，叙述故事引人人胜。他写了不少貌似离奇的故事，
这与他对人性不可捉摸的看法是一致的。事物的发展似在情理外、又在情理中；结尾有时一反常情，
给人以惊奇而又回味无穷的感觉。他的作品结构严谨，剪裁得体，就是人物繁多，枝节蔓延的长篇也
层次分明、井然有序。　  以上对毛姆小说特点的简单分析，亦完全适用于这部写于一九一九年的杰
作《月亮与六便士》。这部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写的是一个英国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本已有牢靠的
职业和地位、美满的家庭，但却迷恋上绘画，像&ldquo;被魔鬼附了体&rdquo;，突然弃家出走，到巴
黎去追求绘画的理想。他的行径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在异国不仅肉体受着贫穷和饥饿煎熬，而且为了
寻找表现手法，精神亦在忍受痛苦折磨。经过一番离奇的遭遇后，主人公最后离开文明世界，远遁到
与世隔绝的塔希提岛上。他终于找到灵魂的宁静和适合自己艺术气质的氛围。他同一个土著女子同居
，创作出一幅又一幅使后世震惊的杰作。在他染上麻风病双目失明之前，曾在自己住房四壁画了一幅
表现伊甸园的伟大作品。但在逝世之前，他却命令土著女子在他死后把这幅画作付之一炬。通过这样
一个一心追求艺术、不通人性世故的怪才，毛姆探索了艺术的产生与本质、个性与天才的关系、艺术
家与社会的矛盾等等引人深思的问题。小说的主人公性格怪异，有时表现得非常自私（例如他同挽救
了其性命的荷兰画家妻子私通，导致他的恩人家破人亡），但正如作者说的那样：这是&ldquo;一个惹
人嫌的人，但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rdquo;。读者也很可能不喜欢这个画家，但却不能不佩服
他的毅力与才能，不能不为他的执着的追求精神所折服。毛姆在这部小说中发挥了他叙述故事的特长
，有时直叙，有时追述，有时旁白，插入一点议论，有时又借助第三者的口讲一段轶事作为补充，只
要读者将这本书打开，就不由自主他被吸引住，想看个究竟。　  《月亮与六便士》中的英国画家是
以法国后期印象派大师保罗&middot;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为原型塑造的人物，这一点是无
可争议的，高更在立志从事绘画前也做过经纪人；高更一生也非常坎坷、贫困；高更最后也到了塔希
提并埋骨于一个荒凉的小岛上。但我们必须看清，除了生活的大致轮廓外，毛姆创造的完全是另外一
个人物。他把他写得更加怪异，更加疯狂，但也使读者感到更加有血有肉。一句话，毛姆写的是一部
虚构的小说，而不是一部文学传记。如果说《月亮与六便士》发表后将近一百年，至今仍然具有极大
的魅力，那不是由于毛姆采用的原型&mdash;&mdash;高更如何伟大，而是由于毛姆的生花妙笔创作出
一个不朽的画家。　  最后想说一下小说的名字，&ldquo;月亮&rdquo;与&ldquo;六便士&rdquo;究竟有
什么含义？一般人的解释（我过去也一直这样认为）是：六便士是英国价值最低的银币，代表现实与
卑微；而月亮则象征了崇高。两者都是圆形的，都闪闪发光，但本质却完全不同，或许它们就象征着
理想与现实吧！但笔者的一位海外好友&mdash;&mdash;也是一位毛姆的研究者&mdash;&mdash;有一次
写信来却提出一个鲜为人知的解释。他在信中说：&ldquo;据毛姆说，这本小说的书名带有开玩笑的意
味。有一个评论家曾说《人性的枷锁》的主人公（菲力普&middot;嘉里）像很多青年人一样，终日仰
慕月亮，却没有看到脚下的六便士银币。毛姆喜欢这个说法，就用《月亮与六便士》，作为下一本小
说的书名。&rdquo;可惜我这位朋友没有告诉我这段文字的出处，我想大概是记载在国外无数毛姆评价
中的某一本书吧。我相信这个解释，而且这与一般人的理解也并不冲突。让我们都去追求一个崇高的
理想，而鄙弃六便士银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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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和六便士》

内容概要

一个英国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本已有牢靠的职业和地位、美满的家庭，但却迷恋上绘画，像“被魔
鬼附了体”，突然弃家出走，到巴黎去追求绘画的理想。他的行径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在异国不仅肉
体受着贫穷和饥饿煎熬，而且为了寻找表现手法，精神亦在忍受痛苦折磨。经过一番离奇的遭遇后，
主人公最后离开文明世界，远遁到与世隔绝的塔希提岛上。他终于找到灵魂的宁静和适合自己艺术气
质的氛围。他同一个土著女子同居，创作出一幅又一幅使后世震惊的杰作。在他染上麻风病双目失明
之前，曾在自己住房四壁画了一幅表现伊甸园的伟大作品。但在逝世之前，他却命令土著女子在他死
后把这幅画作付之一炬。通过这样一个一心追求艺术、不通人性世故的怪才，毛姆探索了艺术的产生
与本质、个性与天才的关系、艺术家与社会的矛盾等等引人深思的问题。同时这本书也引发了人们对
摆脱世俗束缚逃离世俗社会寻找心灵家园这一话题的思考，而关于南太平洋小岛的自然民风的描写也
引人向往。
《月亮和六便士》说问世后，以情节入胜、文字深刻在文坛轰动一时，人们争相传看。在小说中，毛
姆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借“我”之口，叙述整个故事，有人认为这篇小说的原型是法国印象派画
家高更，这更增加了它的传奇色彩，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关注。

Page 4



《月亮和六便士》

作者简介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于1874年1月25日出生在巴黎。父亲是律师，当时
在英国驻法使馆供职。小毛姆不满十岁，父母就先后去世，他被送回英国由伯父抚养。毛姆进坎特伯
雷皇家公学之后，由于身材矮小，且严重口吃，经常受到大孩子的欺凌和折磨，有时还遭到冬烘学究
的无端羞辱。孤寂凄清的童年生活，在他稚嫩的心灵上投下了痛苦的阴影，养成他孤僻、敏感、内向
的性格。幼年的经历对他的世界观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92年初，他去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了一年。在那儿，他接触到德国哲学史家昆诺·费希尔的哲学思
想和以易卜生为代表的新戏剧潮流。同年返回英国，在伦敦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当了六个星期的练习生
，随后即进伦敦圣托马斯医学院学医。为期五年的习医生涯，不仅使他有机会了解到底层人民的生活
状况，而且使他学会用解剖刀一样冷峻、犀利的目光来剖视人生和社会。他的第一部小说《兰贝斯的
丽莎》，正是根据他从医实习期间的所见所闻写成的。
从1897年起，毛姆弃医专事文学创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写了若干部小说，但是，用毛姆自己的
话来说，其中没有一部能够“使泰晤士河起火“。他转向戏剧创作，获得成功，成了红极一时的剧作
家，伦敦舞台竟同时上演他的四个剧本。他的第十个剧本《弗雷德里克夫人》连续上演达一年之久。
这种空前的盛况，据说只有著名剧作家肖伯纳才能与之比肩。但是辛酸的往事，梦魇似地郁积在他心
头，不让他有片刻的安宁，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他去表现，去创作。他决定暂时中断戏剧创作，用两年
时间潜心写作酝酿已久的小说《人生的枷锁》。
第一次大战期间，毛姆先在比利时火线救护伤员，后入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到过瑞士、俄国和远东等
地。这段经历为他后来写作间谍小说《埃申登》提供了素材。战后他重游远东和南太平洋诸岛；1920
年到过中国，写了一卷《中国见闻录》。1928年毛姆定居在地中海之滨的里维埃拉，直至1940年纳粹
入侵时，才仓促离去。
两次大战的间隙期间，是毛姆创作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初期，他写了一系列揭露
上流社会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道德堕落、讽刺，如《周而复始》、《比我们高贵的人们》和《坚贞
的妻子》等。这三个剧本被公认为毛姆剧作中的佳品。1933年完稿的《谢佩》是他的最后一个剧本。
毛姆的戏剧作品，情节紧凑而曲折，冲突激烈而合乎情理；所写人物，着墨不多而形象鲜明突出；对
话生动自然，幽默俏皮，使人感到清新有力。但总的来说，内容和人物刻画的深度，及不上他的长、
短篇小说，虽然他的小说作品也算不上深刻。这一时期的重要小说有：反映现代西方文明束缚、扼杀
艺术家个性及创作的《月亮和六便士》；刻画当时文坛上可笑可鄙的现象的《寻欢作乐》；以及以大
英帝国东方殖民地为背景、充满异国情调的短篇集《叶之震颤》等。短篇小说在毛姆的创作活动中占
有重要位置。他的短篇小说风格接近莫泊桑，结构严谨，起承转落自然，语言简洁，叙述娓娓动听。
作家竭力避免在作品中发表议论，而是通过巧妙的艺术处理，让人物在情节展开过程中显示其内在的
性格。
第二次大战期间，毛姆到了美国，在南卡罗莱纳、纽约和文亚德岛等地呆了六年。1944年发表长篇小
说《刀锋》。在这部作品里，作家试图通过一个青年人探求人生哲理的故事，揭示精神与实利主义之
间的矛盾冲突。小说出版后，反响强烈，特别受到当时置身于战火的英、美现役军人的欢迎。
1946年，毛姆回到法国里维埃拉。1948年写最后一部小说《卡塔丽娜》。此后，仅限于写作回忆录和
文艺评论，同时对自己的旧作进行整理。毛姆晚年享有很高的声誉，英国牛津大学和法国图鲁兹大学
分别授予他颇为显赫的“荣誉团骑士“称号。同年1月25日，英国著名的嘉里克文学俱乐部特地设宴庆
贺他的八十寿辰；在英国文学史上受到这种礼遇的，只有狄更斯、萨克雷、特罗洛普三位作家。1961
年，他的母校，德国海德堡大学，授予他名誉校董称号。
1965年12月15日，毛姆在法国里维埃拉去世，享年91岁。骨灰安葬在坎特伯雷皇家公学内。死后，美
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建立了档案馆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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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和六便士》

章节摘录

　  一　  老实说，我刚刚认识查理斯&middot;思特里克兰德的时候，从来没注意到这个人有什么与众
不同的地方，但是今天却很少有人不承认他的伟大了。我所谓的伟大不是走红运的政治家或是立战功
的军人的伟大，这种人显赫一时，与其说是他们本身的特质倒不如说沾了他们地位的光，一旦事过境
迁，他们的伟大也就黯然失色了。人们常常发现一位离了职的首相当年只不过是个大言不惭的演说家
，一个解甲归田的将军无非是个平淡乏味的市井英雄。但是查理斯&middot;思特里克兰德的伟大却是
真正的伟大。你可能不喜欢他的艺术，但无论如何你不能不对它感到兴趣。他的作品使你不能平静，
扣紧你的心弦。思特里克兰德受人揶揄讥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他辩护或甚至对他赞誉也不再被看
作是某些人的奇行怪癖了。他的瑕疵在世人的眼中已经成为他的优点的必不可少的派生物。他在艺术
史上的地位尽可以继续争论。崇拜者对他的赞颂同贬抑者对他的诋毁固然都可能出于偏颇和任性，但
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他具有天才。在我看来，艺术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艺术家的个性，
如果艺术家赋有独特的性格，尽管他有一千个缺点，我也可以原谅。我料想，委拉斯凯兹是个比埃
尔&middot;格列柯更高超的画家，可是由于所见过多，却使我们感到他的绘画有些乏味。而那位克里
特岛画家的作品却有一种肉欲和悲剧性的美，仿佛作为永恒的牺牲似地把自己灵魂的秘密呈献出来。
一个艺术家&mdash;&mdash;画家也好，诗人也好，音乐家也好，用他的崇高的或者美丽的作品把世界
装点起来，满足了人们的审美意识，但这也同人类的性本能不无相似的地方，都有其粗野狂暴的一面
。在把作品奉献给世人的同时，艺术家也把他个人的伟大才能呈现到你眼前。探索一个艺术家的秘密
颇有些阅读侦探小说的迷人劲儿。这个奥秘同大自然极相似，其妙处就在于无法找到答案。思特里克
兰德的最不足道的作品也使你模糊看到他的奇特、复杂、受着折磨的性格，那些不喜欢他的绘画的人
之所以不能对他漠不关心，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正是这一点，使得那么多人对他的生活和性格充
满了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　  直到思特里克兰德去世四年以后，莫利斯&middot;胥瑞才写了那篇发表
在《法兰西信使》上的文章，使这位不为人所知的画家不致湮没无闻。他的这篇文章打响了第一炮，
很多怯于标新的作家这才踏着他的足迹走了下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艺术评论界更没有哪个人享
有比胥瑞更无可争辩的权威。胥瑞提出的论点不可能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看起来他对思特里克兰德
的称许似乎有些过分，但后来舆论的裁决却证实了他评价的公正，而查理斯&middot;思特里克兰德的
声名便也在他所定的调子上不可动摇地建立起来了。思特里克兰德声名噪起，这在艺术史上实在是最
富于浪漫主义味道的一个事例。但是我在这里并不想对查理斯&middot;思特里克兰德的艺术作品有所
评论，除非在这些作品涉及到画家性格的时候。我对某些画家的意见不敢苟同，他们傲慢地认为外行
根本不懂得绘画，门外汉要表示对艺术的鉴赏，最好的方法就是免开尊口，大大方方地掏出支票簿。
老实讲，把艺术看作只有名工巧匠才能完全理解的艺术技巧，其实是一种荒谬的误解。艺术是什么？
艺术是感情的表露，艺术使用的是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语言。但是我也承认，艺术评论家如果对技巧
没有实际知识，是很少能作出真正有价值的评论的；而我自己对绘画恰好是非常无知的。幸而在这方
面我无庸冒任何风险，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middot;雷加特先生既是一位写文章的高手，又是一位深
有造诣的画家，他在一本小书里对查理斯&middot;思特里克兰德的作品已经作了详尽的探索；这本书
的优美文风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很可惜，这种文风今天在英国远不如在法国那么时兴了。　  
莫利斯&middot;胥瑞在他那篇驰名的文章里简单地勾画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生平；作者有意这
样吊一下读者的胃口。他对艺术的热情毫不搀杂个人的好恶，他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唤起那些有头
脑的人对一个极为独特的天才画家的注意力。但是胥瑞是一个善于写文章的老手，他不会不知道，只
有引起读者&ldquo;兴味&rdquo;的文章才更容易达到目的。后来那些在思特里克兰德生前曾和他有过
接触的人_有些人是在伦敦就认识他的作家，有些是在蒙玛特尔咖啡座上和他会过面的画
家&mdash;&mdash;极其吃惊地发现，他们当初看作是个失败的画家，一个同无数落魄艺术家没有什么
不同的画家，原来是个真正的天才，他们却交臂失之。从这时起，在法国和美国的一些杂志上就连篇
累牍地出现了各式各类的文章：这个写对思特里克兰德的回忆，那个写对他作品的评述。结果是，这
些文章更增加了思特里克兰德的声誉，挑起了、但却无法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这个题目大受读者欢迎
，魏特布瑞希特一罗特霍尔兹下了不少工夫，在他写的一篇洋洋洒洒的专题论文里开列了一张篇目，
列举出富有权威性的一些文章。　  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果他们生活
中有什么令人感到诧异或者迷惑不解的事件，人们就会如饥似渴地抓住不放，编造出种种神话，而且
深信不疑，近乎狂热。这可以说是浪漫主义对平凡暗淡的生活的一种抗议。传奇中的一些小故事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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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通向不朽境界的最可靠的护照。瓦尔特&middot;饶利爵士之所以永远珍留在人们记忆里是因为他
把披风铺在地上，让伊丽莎白女皇踏着走过去，而不是因为他把英国名字带给了许多过去人们从来没
有发现的国土，一个玩世不恭的哲学家在想到这件事时肯定会哑然失笑的。讲到查理斯&middot;思特
里克兰德，生前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他树了不少敌人，但没有交下什么朋友。因此，那些给他写文章
的人必须借助于活跃的想象以弥补贫乏的事实，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非常清楚，尽管人们对思特里
克兰德生平的事迹知道得并不多，也尽够浪漫主义的文人从中找到大量铺陈敷衍的材料，他的生活中
有不少离奇可怕的行径，他的性格里有不少荒谬绝伦的怪僻，他的命运中又不乏悲壮凄怆的遭遇。经
过一段时间，从这一系列事情的演绎附会中便产生了一个神话，明智的历史学家对这种神话是不会贸
然反对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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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他版本请见：译文经典：月亮和六便士　　《译文名著文库：月亮和六便士》情节并不复杂，写的
是一个英国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本已有牢靠的职业和地位、美满的家庭，但却迷恋上绘画，
像&ldquo;被魔鬼附了体&rdquo;，突然弃家出走，到巴黎去追求绘画的理想。他的行径没有人能够理
解。他在异国不仅肉体受着贫穷和饥饿煎熬，而且为了寻找表现手法，精神亦在忍受痛苦折磨。经过
一番离奇的遭遇后，主人公最后离开文明世界，远遁到与世隔绝的塔希提岛上。他终于找到灵魂的宁
静和适合自己艺术气质的氛围。他同一个土著女子同居，创作出一幅又一幅使后世震惊的杰作。在他
染上麻风病双目失明之前，曾在自己住房四壁画了一幅表现伊甸园的伟大作品。但在逝世之前，他却
命令土著女子在他死后把这幅画作付之一炬。通过这样一个一心追求艺术、不通人性世故的怪才，毛
姆探索了艺术的产生与本质、个性与天才的关系、艺术家与社会的矛盾等等引人深思的问题。同时《
月亮与六便士》也引发了人们对摆脱世俗束缚逃离世俗社会寻找心灵家园这一话题的思考，关于南太
平洋小岛的自然民风的描写也引人向往。

Page 9



《月亮和六便士》

精彩短评

1、理想主义者的胜利与孤独
2、不知不觉我们早已沦为道德良心的奴隶，为它骄傲受它摆布，查理斯的一生给我们呈现了另一种
可能。关于女人的爱情部分说的太过极端～
3、果然人生尚浅，无法正真理解这样对灵魂的追求，希望现在的我们有六便士也能抬头看看天上的
月亮
4、如果他到最后还是没成为天才，画的画还是没人看，没人买的话，还有人记得他吗？可能大家都
会把他当成怪人，而不是怪才吧。
想追求月亮，你就得抛开众人的眼光。
5、
我们大多数人一边追求着六便士，一边又心有戚戚然的望着遥不可及的月亮，揣着梦想一路匆忙，甚
至脚步凌乱，直到心生倦怠。深夜一盏孤灯照在书桌一角，客厅里的鱼缸水循环正喧闹着，我的思绪
纷乱。
6、能再后知后觉一点嘛。。。这么经典的书竟然闲置了这么多年。。。爱不释手啊
7、感觉读了之后内心触动很大，主人公为了理想敢于抛弃一切的勇气令人钦佩，最终他也在失明病
死前走到了理想的巅峰，无悔自己的一生。无论别人如何指点，评价，坚持做自己。
8、相比起“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出自施特略夫之口的：“我们必须自甘委屈
，我们必须看到冷清寂寥的美妙”更让我感动。这年头，对于过分偏激的面具化形象和见解已无太多
波澜，对于书中那位奔往月亮的画家，多属仰慕之意，而无妒忌之情。
9、       布兰奇的背叛，同情施特罗夫，我觉得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该保留自己的理智和尊严。       斯特里
克兰舍弃一切只为了创造，施特罗特对优秀的作家。       结尾有点烂尾⋯⋯
10、打低主要是价值观不同，我很看重责任，并更欣赏负得起责任的人
11、六便士和月亮
12、2017年第七本书：几乎是一气呵成 非常爽快地读完！留给我无尽的思考所谓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呢
？
13、不太能认同这个书的价值观
14、月亮代表理想主义，六便士代表现实主义。但这部作品不是单纯地讲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了解毛
姆的人都知道，人性的脆弱才是主题。
15、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自己喜爱的环境里，淡薄宁静、与世无争，这难道是糟蹋自己吗？与
此相反，做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年薪一万镑，娶一位美丽的妻子，就是成功吗？我想，这一切都取
决于一个人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取决于他认为对社会应尽什么义务，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16、生命就那么一次，何须他人编排？何必受他人左右？
17、从初中开始，语文题里得分最低的就是阅读理解，总也get不到作者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像看完了
这本书时一样。开头就被一大堆人名烦到不想看了，但是地铁上实在太过无聊就接着看了。看过大段
的人名后，后面看起来就轻松许多。但是看完后还是没有看明白作者到底想说什么，还是以后找机会
再看一遍吧。
18、既然天上有着耀眼的月亮，我为什么非得低头去看那枚硬币呢？
19、人的一生至多至少会有几个爱好，否则在平淡无奇的日常和枯燥的工作之后，还有什么可以燃起
生活的光。
20、世界上只有少数人能够最终达到自己的理想。我们的生活很单纯、很简朴。我们并不野心勃勃，
如果说我们也有骄傲的话，那是因为在想到通过双手获得的劳动成果时的骄傲。我们对别人既不嫉妒
，更不怀恨。
21、无福消受
22、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23、一辈子就这么长，想爱就用力爱，想做自己就勇敢做自己，如果刚好有那么一个人，和自己愿望
相同，一起啊。
24、即使你有了六便士，还是希望会想起抬头仰望月亮
25、脚踩六便士，忘记抬头仰望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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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实打实的三星级作品，作者才华横溢啊，论毒舌，我看过的书少还没见更胜一筹的呢。
27、有一种痴狂叫做follow your heart 
28、施特略夫：当然是选择原谅她啊
29、月亮还是六便士？经典的问题伴随着那个寡言少语却又冲动的行动派
30、和岸本一样的重度厌女症
31、“幸福偶尔会使人高尚，但至于痛苦，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会使人卑鄙和恶毒。”而世界上真的
有超脱于世俗桎梏，感知不到痛苦的，一心追逐心里理想的人吧。
32、2015
33、真正的勇士
34、普通人也可以从这本书里感受一下，无法抑制的才能喷发出来是什么样，使命般的忽略一切，人
的基本需求降到最低，伦理道德全部抛弃，只有创作，只能创作。高更的画能补充一些我贫乏的想象
。
35、2017年1月21
36、第一本毛姆小说。看到了一些现实生活中并不常常存在但也许总有出现的人物角色。大多人设都
无法完全理解。准备第二遍读读英文原版。
37、我告诉你我必须画画，由不得自己。
38、理想与现实
39、旁观者的角度来说明一个“原始人”朋友的故事。看完，我突然间拒绝了一个别人让我不舒服的
一个要求，我有了力量去拒绝
40、读完之后说不出的感觉。对于这种对理想着魔的态度我实在没办法感同身受。但是对于施特略夫
我却觉得是世上少有的珍贵的人。在思特里克兰德死后他远在伦敦的妻子和孩子的反应大概就是这六
便士吧？这本书的最后一句我怎么也读不懂。
41、  “一般人都不是他们所要做的那种人，而是他们不得不做的那种人。”     月亮与六便士 梦想与
现实 
42、写作技巧无可挑剔。男主追求生活的方式也相当勇敢，但他跟身边其他人都是一样的自私，他想
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但又忍不住与周围的人产生联系，给别人带来不幸。艺术固然伟大，但并不能
作为任何人的免死金牌
43、头顶的月亮，和口袋里的六便士。
44、世上大多数人甚至都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所追求的梦想，以致他们麻木了自己，变成了原先自己最
厌恶的人。
45、天上的月光，和地上的六便士。 
46、一本外人描述的半自传 靠主观理解的著作 身为一个女权主义者 出了主人公看待女人的思想不敢
苟同 还是很钦佩只用灵魂过日子的人
47、毛姆算是最能写出有趣思想内容又脍炙人口的易读的外国作家之一了。
48、好看
49、每次读毛姆的作品 都要感叹他对人性尤其是女人心思的了解有多深刻 毛姆对女性尊重但好像又有
一些些的鄙夷 大约跟他自己的人生经历相关 全书没有提到月亮与六便士的所指 看完才认真开始想起
来 月亮是什么 六便士又是什么？ 
50、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自己喜爱的环境里，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这难道糟蹋自己吗？与此
相反，做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年薪一万镑，娶一位美丽的妻子，就是成功吗？我想，这一切都取决
于一个人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取决于他认为对社会应尽什么义务，对自己有什么要求。想看遗世之
作，喜不同人遇见的他
51、他毫不讲情分，满不在乎，他时常使人难堪....而他又是最虔诚的朝圣者，简直像个苦行僧。他让
你觉得可恨，却也是让人肃然起敬的旷世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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