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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灯塔去》

前言

　　如果说伍尔夫在《达洛卫夫人》中描写了她自己和她丈夫的一部分性格，那么她在一九二七年发
表的长篇小说《到灯塔去》中描绘的是她父母的性格。她在日记中写道：“这部作品将是相当短的；
将写出父亲的全部性格；还有母亲的性格；还有圣-艾夫斯群岛；还有童年；以及我通常写入书中的一
切东西——生与死，等等。但是，中心是父亲的性格，⋯⋯。”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拉姆齐夫妇的
原型，就是弗吉尼亚的父母。　　《到灯塔去》的情节极其简单：拉姆齐先生全家和朋友们到海滨别
墅去度暑假。拉姆齐夫人答应六岁的小儿子詹姆斯，如果翌日天晴，可乘船去游览矗立在海中岩礁上
的灯塔。由于气候不佳，詹姆斯到灯塔去的愿望在那年夏天始终没有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拉姆齐先生和子女、宾客重游故地，詹姆斯终于如愿以偿，和父亲、姊妹驾了一叶轻舟到灯塔去。但
是岁月流逝、物是人非，拉姆齐夫人早已溘然长逝。　　这部小说在结构上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
部“窗”，占全书篇幅三分之一以上。时间是九月的某一个下午和黄昏；地点是拉姆齐的海滨别墅；
人物包括拉姆齐夫妇，他们的八个子女、几位宾客。客厅的窗口是沟通窗内和窗外两部分的—个框架
；在窗内给詹姆斯讲故事的拉姆齐夫人，时刻意识到在窗外平台上踯躅的丈夫和在草坪上作画的莉丽
。在这个平凡的下午，没有发生任何不寻常的事情。莉丽把窗口的母子图作为她油画的背景，但她觉
得眼花缭乱，把握不住眼前的景象。拉姆齐先生在夫人讲故事时走过来干扰，并且坚持说第二天不会
晴朗，不能到灯塔去，使小詹姆斯十分『卤火。拉姆齐夫人给丈夫以安慰和鼓励，使充满自卑感的塔
斯莱先生恢复自信，促成了保罗和敏泰的姻缘，并且希望莉丽和班克斯结合。最后，可爱的黄昏在她
主持的晚餐宴会上融洽无间的谈笑声中结束。　　第二部“岁月流逝”，开始时书中人物准备就寝，
在这部分结束时，一些同样的人物又重复同样的动作，但是在时间上已相隔了整整十年。这十年时间
，作者用一段简短而抒情的散文来加以描述，它所占的篇幅不到十分之一。似乎经过一夜的睡眠，十
年时间就朦胧恍惚地消逝了。在这段时间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姆齐夫人逝世了，普鲁难产
而死，安德鲁在战争中牺牲了，诗人卡迈克尔赢得了拉姆齐先生所没有的声誉。大战结束后，拉姆齐
一家重返别墅，其中有些人准备来完成他们在第一部中没有完成的业绩，以了心中的宿愿。　　第三
部“灯塔”，比第一部略短。拉姆齐先生决心到灯塔去，并且命令詹姆斯和凯姆同去。这一部分记述
了航行过程中父子三人的内心活动。和这次航行并行交错的另一条叙事线索，是莉丽试图完成以母子
图为背景的那幅油画。拉姆齐先生跃上灯塔时，在画架旁边目送他们的莉丽，隐隐约约地看到他们登
上彼岸，她得到了创作的灵感，挥笔完成了她的画。航行和绘画圆满结束，小说也就此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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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灯塔去》

内容概要

《到灯塔去》描写一次大战后拉姆齐教授一家和几个亲密朋友在苏格兰某岛屿上度假的一段生活。作
者企图在这部情节非常简单的小说中探讨人生的意义和自我的本质，指出自我有可能逃脱流逝不息的
时间的魔掌并不顾死亡的威胁而长存不朽。灯塔塔尖的闪光即象征拉姆齐之人的灵魂之光。
本书的意识流写作手法十分值得注意，如视角转换，两种时间，象征手法，音乐结构，借鉴绘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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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灯塔去》

作者简介

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1882.1.25-1941.3.28） 是一位英国女作家和女权主义者。在两次世
界大战期间，伍尔夫是伦敦文学界的一个象征。出生于伦敦的伍尔夫是在家中接受教育的，在结婚以
前，她的名字是艾德琳·弗吉尼亚·斯蒂芬（Adeline Virginia Stephen）。在1895年，她的母亲去世之
后，她也遭遇了第一次的精神崩溃。后来她在自传《片刻的存在》(Momens of Being)中道出她和姐姐
瓦内萨·贝尔（Vanessa Bell）曾遭受其后母儿子（无血缘关系）乔治和杰瑞德·杜克沃斯（Gerald
Duckworth）的性侵犯。在1904年她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Sir Leslie Stephen，编辑和文学批评家）
去世之后，她和瓦内萨迁居到了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
她在1905年开始以写作作为职业。刚开始是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写作。在1912年她和雷纳德·伍
尔夫结婚，她丈夫是一位公务员、政治理论家。她的第一部小说《The Voyage Out》在1915年出版。
普遍认为伍尔夫是引导现代主义潮流的先锋；她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和同时也是现
代主义者。她大大地革新了英语语言。她在小说中尝试意识流的写作方法，试图去描绘在人们心底里
的潜意识。有人在一篇评论里讲到她将英语“朝着光明的方向推进了一小步”。她在文学上的成就和
创造性至今仍然产生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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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灯塔去》

书籍目录

译本序
第一部　窗
第二部　岁月流逝
第三部　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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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灯塔去》

章节摘录

　　当她握笔在手，那片景色就整个儿变了样。就在她要把那心目中的画面移植到画布上去的顷刻之
间，那些魔鬼缠上了她，往往几乎叫她掉下眼泪，并且使这个把概念变成作品的过程和一个小孩穿过
一条黑暗的弄堂一样可怕。这就是她经常的感觉——她得和概念与现实之间的可怕差距抗争，来保持
她的勇气，并且说，“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景象；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景象，”借此抓住她的视觉印象的
一些可怜的残余，把它揣在胸前，而有成百上千种力量，要竭力把这一点儿残余印象也从她那儿夺走
。就在此刻，在凉飕飕的秋风里，她正要开始挥笔作画，其他的杂念纷至沓来：她自己的能力不足，
她多么渺小可怜，她要在布罗姆顿路为她的父亲操持家务，她还得尽力控制住自己强烈的冲动，别去
拜倒在拉姆齐夫人脚下（谢谢老天爷，迄今为止，她一直克制住了），并且对她说一但是，又能对她
说些什么呢？“我爱上你了？”不，这不真实。“我爱上了这一切，”说时她把手向那篱笆、屋子和
孩子们一挥。这多荒谬，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不可能把自己的真实思想表达出来。因此，现在她把
她的画笔整整齐齐一支靠一支放进盒子里，并且对威廉·班克斯说：“天气突然转凉了，太阳发出的
热量好像也减弱了。”她一边说一边环顾四周。因为还有足够的光线，草地仍保持着柔和的深绿色，
那幢房子在点缀着怒放的紫花的一片葱翠之中显得十分醒目，白嘴鸦在蔚蓝的苍穹下悲鸣。然而，有
什么东西在流动，在空气中展开银翼一闪而过。毕竟已经是九月了，是九月中旬，而且是六点钟以后
的黄昏时分。于是他们按照习惯的路线漫步走过花园，穿过网球场，越过蒲苇丛，走到厚实的树篱的
缺口处，那儿用火红的铁栅防护着，它就像燃着煤块的火盆一般通红。在篱笆的缺口之间，可以见到
海湾的一角，那蓝色的海水，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湛蓝。　　出于某种需要，他们每天傍晚总
要到那儿去走一遭。好像在陆地上已经变得僵化的思想，会随着海水的漂流扬帆而去，并且给他们的
躯体也带来某种松弛之感。起初，那有节奏的蓝色的浪潮涌进了海湾，使它染上了一片蓝色，令人心
旷神怡，仿佛连躯体也在随波逐流地游泳，只是在下一个瞬间，它就被咆哮的波涛上刺眼的黑色涟漪
掩盖，令人兴味索然。然后，在那块巨大的岩礁背后，几乎在每天傍晚，都会喷出一股白色的泉水，
它喷射的时间是不规则的，因此，你就不得不睁着眼睛等待它，而当它终于出现之时，就感到一阵欣
晚；在你等待的时候，你会看到，在苍白的、半圆形的海滩上，一阵阵涌来的浪潮，一次又一次平静
地蜕下了一层层珠母的薄膜。　　他们俩站在那儿微笑。他们先是被奔腾的波涛，后来又被一艘破浪
疾驶的帆船激起了一种共同的欢乐感觉。那条帆船在海湾里划开一道弯曲的波痕，停了下来，船身颤
抖着，让它的风帆降落；然后，出于一种要使这幅画面完整的自然本能，在注视了帆船的迅速活动之
后，他们俩遥望远处的沙丘，他们刚才所感到的欢乐荡然无存，一种忧伤的情绪油然而起——因为那
画面还有不足之处，因为远处的景色似乎要比观景者多活一百万年（莉丽想道），早在那时，这片景
色就已经在和俯瞰着沉睡的大地的天空娓娓交谈了。　　望着远处的沙丘，威廉·班克斯想起了拉姆
齐：想起了在威斯特摩兰的一条小径，想起了拉姆齐，带着那种似乎是他的本色的寂寞孤僻，独自一
人沿着那条道路踯躅。他的散步突然被打断了，威廉·班克斯回想起来（这肯定是由于某种确实发生
过的意外事件），被一只伸出翅膀来保护一窝鸡雏的老母鸡打断了。拉姆齐停下脚步，用手杖指着老
母鸡说“漂亮——漂亮”，一束奇异的光照进了他的心窝。班克斯想道，那表明他性情质朴，同情弱
者，但是，他好像觉得，也就是在那条岔道上，就在那儿，他们的友谊中断了。在那以后，拉姆齐结
了婚。后来出于某种原因，他们的友谊的核心消失了。他说不出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只是，过了一阵
，重叙友情代替了另结新欢。正是为了叙旧，他们又重逢了。然而，在他和沙丘之间这一番默默无声
的对话中，他坚持认为，他对拉姆齐的友情丝毫也没有减退；他的友谊，就在那儿，好像一个年轻人
的躯体，在泥土里躺了一个世纪，他的嘴唇依旧鲜红，这就是他的友谊，敏锐而现实地，横陈在海湾
对岸的沙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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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灯塔去》

编辑推荐

　　这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意识流小说的名篇。小说采用了音乐中奏鸣曲式的结构，其中由三个章节
组成的文本，又是夜晚的灯塔照耀大海的节奏。这部小说的结构十分精巧和完美。情节极其简单，而
人物内心的独白、意识的流动，使作者的视角始终处于一种多元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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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灯塔去》

精彩短评

1、这是我毕业论文要研究的一本小说
对于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来说《到灯塔去》是较为成熟和巅峰的作品
《灯塔》里为我们展现了鲜明而有特色的时空观念 即为 意识时间终于物质时间
瞬间的意识时间即可以被放大到无限 但是无限的物质时间 却可以被缩小的被忽略的地步 
衡量这一切的尺度 就是  这段时间 是否对人的意识世界造成质的影响和根本性的提高
这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我们 更是一种警戒 不要让意识活在虚无之中 不要被无尽的物质时间吞没掉灵魂
2、很棒的伍尔夫文集，非常特别的装帧设计，超级喜欢
3、一本结构神奇的书，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最火的是这一本。以及岁月流逝那一段写得真是美极了，
不过感觉也只有伍尔夫才写得出来。
4、伍尔夫的随心所欲的描写实在惊人，就一堆人共进一餐也可以写长长的一大部分，第二部分的景
致写的很细腻很细腻，细腻的连风都有了生命，第三部分的心理刻画得很深刻，但是不得不说，实在
是欣赏不来意识流的作品，我真的觉得太话唠了
5、丰富精妙的思想矿藏，伍尔夫的意识流又不同于乔伊斯和福克纳。第二部分写得极美。
6、诗化的文字，翻开每一段都是一篇精致的散文。伍尔夫女神好强大的驾驭文字能力。特别是第二
章岁月流逝，文字画面感太美，和人物唏嘘的命运相得益彰。看完这本书，就已经中毒了，恐怕以后
看的小说人物都成了木偶
7、很喜欢伍尔夫，这本书包装特别美，布纹理封面，拿在手里感觉特别好！
8、意识流的写法，我不喜欢，所以我也不喜欢看散文，我喜欢看故事
9、隐约觉得中文译本无法真实展现原文里荡气回肠的长句子。很多词翻译过来添了几分女孩子气，
就不那么伍尔芙了。
10、流光溢彩，一片眩晕，伍尔夫的文字是霾里隐约撞见霓虹灯，感官高于一切。
11、文笔细腻，结构很赞
12、我们将在上帝的掌握之中
13、老年重读与少年初读像是在看两本不同的书，很多细节有了更深的体会，于第二章的岁月流逝也
最有感触。伍尔夫最后也没能到达灯塔，她只是像莉丽一样“画出了在她心头萦回多年的幻景”。
14、看了电影《时时刻刻》，喜欢妮可扮演的伍尔夫，于是对这个传奇的女人有了无比的兴趣，于是
去借了这本著名的《到灯塔去》。阅读这本小说的感觉，类似看姜文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情节
简单，画面感很强，充满象征手法，作者的表达欲盛大。你并不需要臆测作者的想法，你只需要跟着
她的思绪游走即可。 
　　 对于小说本身并无太多评价，倒是对伍尔夫有了更多感触。于我所感受到的而言，她并不如妮可
演的那般自我矛盾。她不是一个站在人类尖峰上思考to be or not to be的哲学家，她只是太聪慧，太细
腻，太敏感，所以注定孤独。她在写作中所流露出的无尽思考，也许根本及不上她平日大脑里游离的
思绪的千分之一。所以世俗生活对她而言，只能是禁锢的牢笼。 
　　 
　　笔记： 
　　 主题：作者企图在这部书中讨论人生的意义和自我的本质。小说讨论了三个主要问题：第一，是
否有可能在不牺牲自我的个性特征这个前提之下，来获得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谅解和同情（答案肯定）
。第二，自我是否有可能在一片混沌之中认识和把握真实，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里建立起某种秩序（答
案：个人能力有限，但只要在个人能力范围内真诚地探索，依然能够找到人生的意义）。第三，自我
是否有可能逃脱流逝不息的时间的魔掌，不顾死亡的威胁而长存不朽（答案肯定）。 
　　 意识流写作手法：视角转换，两种时间，象征手法，音乐结构，借鉴绘画。基本写作方法是每一
段以一句对话开始，然后主人公大段独白。这种独白极具特点。作者采取叙事的主观性，从人物主观
的角度来叙述，作者本人毫不介入，采取隐退到幕后的超脱态度，让人物把他在某一特殊情景中的思
想情绪、主观感受用自言自语的方式直接叙述出来，而且这往往是一种无声的叙述，实际上是一种沉
思冥想，是一种内心的意识流动。 
　　 两种时间：柏格森把人们常识所公认的时间观念称为“空间时间”，把它看做各个时刻依次延伸
的、表现宽度的数量概念。他认为“心理时间”才是“纯粹的时间”、“真正的时间”，它是各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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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灯塔去》

刻互相渗透的，表现强度的质量概念。他认为，我们越是进入意识的深处，“空间时间”的概念就越
不适用。柏格森的“心理时间”理论，对意识流小说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在写书时可以像一
把扇子似的把时间打开或者折拢”，或者把几分钟时间扩展到好几页篇幅，或者把一段较长的时间加
以压缩，或者把眼前所看到，所回忆，所想象的现在、过去、将来的各种情景交织、穿插、汇集起来
，彼此交错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取得一种特殊的戏剧化效果。 
　　 
　　摘录： 
　　 现在她不必再顾及任何人了。她能够恢复她的自我，不为他人所左右了。正是在现在这样的时刻
，她经常感到需要——思索；嗯，甚至还不是思索，是寂静，是孤独。所有那些向外扩展，闪闪发光
，音响杂然的存在和活动，都已烟消云散；现在，带着一种严肃的感觉，她退缩返回她的自我——一
个楔形的黑暗的内核，某种他人所看不到的东西。虽然她正襟危坐，继续编织，正是在这种状态中，
她感到了她的自我；而这个摆脱了羁绊的自我，是自由自在的，可以经历最奇特的冒险。当生命沉淀
到心灵深处的瞬间，经验的领域似乎是广袤无垠的。她猜想，对每个人来说，总是存在着这种无限丰
富的内心感觉；人人都是如此，她自己，莉丽，奥古斯都，卡迈克尔，都必定会感觉到：我们的幻影
，这个你们借以认识我们的外表，简直是幼稚可笑的。在这外表之下，是一片黑暗，它蔓延伸展，深
不可测；但是，我们经常升浮到表面，正是通过那外表，你们看到了我们。她内心的领域似乎是广阔
无边的。有许多她从未见识过的地方；其中有印度的平原；她觉得她正在掀开罗马一所教堂厚厚的皮
革门帘。这个黑暗的内核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她非常高兴地想，因为它无影无踪，没人看得见它，谁
也阻挡不了它。在个人独处之时，就有自由，有和平，还有那最受人欢迎的把自我的各部分聚集在一
起，在一个稳固的圣坛上休息的感觉。一个人并不是经常找到休息的机会，只有作为人的自我，作为
一个楔形的内核，才能获得休息。抛弃了外表的个性，你就抛弃了那些烦恼、匆忙、骚动；当一切都
集中到这种和平、安宁、永恒的境界之中，于是某种战胜了生活的凯旋的欢呼，就升腾到她的唇边；
她的思路在那儿停住了，她的目光向窗外望去，遇见了灯塔的光柱，那长长的、稳定的光柱，那三次
闪光中的最后一次，那就是她的闪光。 
　　
15、戾气太重读不了意识流 
16、这本书我是看过的，也看完了。还是买来看的，封面好看（除了把字写到了鼻子上），当时应该
是没看懂，因为写了什么我现在忘得差不多了。
17、英国意识流文学的代表。在意义中寻找本质。上海译文的书面设计和书的排版及质量非常好。
18、灯塔之光连接了两个人的感知，去往灯塔的旅程跨越了遥远的时间，始于一个人不经意的凝望、
沉思、踌躇，终于另一个人的回首、追忆、怀念。然而中间的进行曲部分恐怕才是时间正常的轨迹，
首尾两段仿佛是从时间缝隙中生长出来的仅仅有关于当下的思维藤蔓，无论拉姆齐夫人还是丽莉的意
识都不过是时间之河的小小波浪，犹如大海中的那座灯塔。
19、首先，先对书籍本身做个点评吧，封面设计我比较喜欢的，用的是伍尔夫的人物头像做封面，封
面的那张纸摸起来有点亚麻的那种触感，纸质也是不错的，如果喜欢意识流喜欢伍尔夫的建议收藏。
其次，相信读过《墙上的斑点》的都知道伍尔夫的写作特点，《到灯塔去》这本意识流小说是作者准
自传的一本小说，小说以灯塔为主干线，写了拉齐姆一家人和几位客人在一战前后的生活片段，喜欢
小说中对人物丰富内心世界的细致描写及那种零散、无逻辑、非理性的写作手法。
20、最后一段，布利斯科画了最后一笔的那一刻，真的太美了
21、意识流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一位心思细腻的女权主义者。她的笔触、描写、叙述，摄人心魂。
22、超级无敌意识流，部分很有好感
23、不是特别喜欢这版的翻译。最后莉丽和卡迈克尔先生的共情和无声的交谈令人忍不住感到欢愉。
24、相比较达洛维夫人，这本对于心理的描述简直fantastic.拉姆齐夫人，拉姆齐先生，莉丽每个人的心
理活动真的描绘的太细致了。夫人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先生关于人的平等，莉丽在到灯塔路上的思考
这几段记得很清楚。最后到灯塔是前拉姆齐对詹姆斯的夸奖是为了弥补童年的伤害么？
25、喜欢伍尔夫的同学必备！
26、伍尔夫其人很有意思，意识流很有意思，号称最长情书的奥兰多总没货，先看这本吧
27、加泰罗尼亚有着一条蜿蜒的海岸线，自古以来就有许许多多玄妙的传说发生在这片海域。相比于
英格兰的现代与喧嚣，巴塞罗那则显得与世隔绝、宁静致远。而深入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巴塞罗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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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与深邃的大海早已融为一体。大海，水源，是生命的伊始，成就了斗牛士的精神，也掩埋了许多
无人提及的往事。
28、觉得不应该先看前面的序，应该先看正文，总之伍尔夫真的是极细腻
29、我觉得豆瓣网上一位仁兄表达了我的心声：

看《到灯塔去》的时候，我是完全地沉醉于作者意识深处那种近乎魔幻的魅力的。那不只是回忆，那
是关于时光的一些片段的整合，像电影一样，她会带领你走向许多地方，首先是海边的房子，其实你
会看见一扇窗，以及坐在窗前美丽的妇人，接着是窗外那个沉默的自言自语的男人，他喜欢和诗待在
一起，他和人群总像存在着冲突，在这所海边的房子里，他的朋友们五颜六色，他们的举动，他们的
那些微小的细节，都在描述里，令人遐想和追忆，仿佛他们是许多的树，栽种在多年以前，那栽种的
过程，扑满了海风的盐味，阳光透过树的缝隙落下来，让我们看见，看见诗歌当中，很多的音符，缺
少任何一个，他们的生活都不会像书中描写的那样，连成记忆中的那个下午。 
　　 
　　伍尔夫牵着我的手，走向了红色的栅栏，她还带我去看海边的岩石，也就是在那块岩石上，我看
见了拉姆齐夫人，用纸片写着信，而风，又刮走了那些纸片。在回忆里，伍尔夫像海风一样穿过当年
的房子，她不放过眼里任何的腐蚀和破碎，也不放过任何的锈迹和花朵，她的双眸闪闪发光，她眼里
过去的影子，全落座在原来的地方，她的父亲，拉姆齐先生，依然在想那个想不明白的问题。 
　　 
　　伍尔夫回忆的双手，伸向了大利花，也伸向了莉丽的画板。莉丽是个终身都未婚的女人，对于拉
姆齐夫人，莉丽始终保持着她自己心中的距离，在她眼里，所有的景象都是模糊的，她甚至画不好自
己心中的那幅画，她眼中的拉姆齐夫人，并不表示一种绝对的完美，她不知道是否该将眼前的那棵树
移向画板中央，只是拉姆齐夫人却了解她，她看见“莉丽那双斜嵌在苍白而有皱纹的小脸蛋上的中国
式眼睛挺秀气，不过要一个聪明的男人才会发现”，由此，我肯定了拉姆齐夫人的智慧，以及她心底
的那份柔软。 
　　 
　　在伍尔夫的描述里，我不懂画，但是会爱上画，爱上的同时，会产生自己的理解。“这幅画不是
画他们两个，⋯⋯还存在其他的意义，其中也可以包括她对那母子俩的敬意。譬如说，通过这儿的一
道阴影和那片的一片亮色来表达”，在这样的语言环境里，人很容易产生联想，就像突然之间，你推
开一扇窗，眼前是大片大片的蔚蓝色海景，你见到的，你拼命呼吸的，有海风，有海鸟，有蓝天，有
白云，你一定也注视到了很远很远处的那艘小船。 
　　 
　　“她想，他们还会继续生活下去，不论他们活多久，他们会回到这个夜晚，这轮明月，这阵清风
，这幢房屋中来，也将回到她的身边。” 
　　 
　　“她像一棵树一般静止了，那棵树刚才还在风中颤动、摇曳，现在风小了，树叶一片一片静止下
来。” 
　　 
　　看一本书，我很少能看出风花雪月来。但是《到灯塔去》给了我太多温暖奇妙的感觉，原来一个
人的心，可以延伸得那么远，那么远。落雪的日子，我在窗外；不落雪的日子，我在窗内，阅读的时
光，完全改变了一个人的心境，而且，想像，会无休无止。你会突然，想拥抱点什么，告诉她或者他
，此刻，你心中是多么的喜悦，你看见了天使的光亮，你看见了天空很不一般的霞光，直到黑夜降临
，你又突然，多了一层孤独，你在书中的结局里，陷入了一片迷雾。尽管书中，其象征性的写法，并
不想让你生出对命运对人生更多的迷茫，但是那一刻，一本书读完了，你突然就有了一种冲动，你突
然就想打开窗推开门，到那一片海景中去，你要去找那艘小船，你要抓住那种使得你的心充满了温暖
的东西，你甚至想像拉姆齐先生一样，站在窗前，站在海边的草坪上，一个人，大声地朗读心中的诗
歌。 
　　 
　　太温暖了，伍尔夫给了我们太多的东西了，以致于，离开一本书，我需要拼命地去抓住另外一种
东西。我能感觉大利花还没有播下的种子，在我的心底萌动，也能感觉远处的海角，有一些小船仍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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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簸在风中。在那一刻，我的回忆也充满了我内心的缝隙，我突然很想念树，那个和我一起行走在黄
河边上的女子。她叫树，秋天的树。 
30、看达洛维夫人能看进去。但灯塔我却还是囤着，久久未掀
31、该怎么说呢，在看《到灯塔去》前对意识流的文体没有多大的认识。现在正在读，不愧是伍尔夫
，文笔的修饰真的很好，大家有机会也要看看，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本噢！
32、2017.1.5-1.18。
33、可能是我认识的女性太少，提到女性就想到伍尔夫。
个人读书史上，最爱的女性作家，没有之一，可能是小众，评价少的可怜，可能只是像我一样，被美
到窒息，不知如何开始。
34、脑仁疼
35、看了喧嚣与骚动、头好痛、对意识流有恐惧感了
36、还得读英文原版啊
37、一直很喜欢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本书是她的经典著作，很好啊，书的质量也挺好的。
38、一只很喜欢意识流～同学推荐读伍尔夫
39、伍尓夫的意识流小说，这本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吧！
40、欠她一次表白。
41、伍尔夫的作品还是译文出版比较好
42、很喜欢伍尔夫 刚好论文要写奥兰多 多读点伍尔夫的书
43、包装很美，很符合伍尔夫的气质。小说更是独特，使用意识流手法转换时空人物视觉，一定要看
！
44、这是一部作者倾注心血的准自传体意识流小说，
45、一个关于耶稣的故事。。。最后的晚餐。
46、意识流形态的书本第二章开始语言十分优美
47、意识流的名著，，找到女性温存与力量
48、全文以拉姆齐夫妇的一次聚会展开，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度假，第二部分是人事变迁，第三
部分故地重游，对生死进行了哲学探讨，很抽象
49、“重要的是讲故事的方法”
第一次接触非自己的思维
50、看过最美的小说，没有之一，对于这样一部思维如此跳跃，隐喻暗藏深意的小说，即使翻上十遍
，依旧能有新的解读，挖掘出新的收获。
51、“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称不上吸引人一口气读完的小
说，期待再读吧⋯⋯
52、两年前的第一遍没看懂，今天偶然翻来觉得好好看！可能是之前看的太慢了
53、如果要了解什么是文学的哲性思考，就一定要阅读现代主义小说。要了解现代主义小说，不能不
读伍尔夫，而要了解伍尔夫，不能不读《到灯塔去》。只有读了《到灯塔去》，你才会了解什么是人
性，什么是女性精英，什么是真正的精英小说。这是一部需要反复阅读，至少要细读五遍的小说。《
到灯塔去》会让你体会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性。而读了《到灯塔去》才似乎能理解伍尔夫为什么会选择
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
54、到灯塔去（伍尔夫文集），6折促销。
55、她是我现在最喜欢的女作家 太厉害了 好喜欢
56、归妹趋无妄，无妄趋同人，同人趋大有。甲转丙，丙转庚，庚转癸。 天下武学，各成其流派。伍
尔芙可能就是追逐形式感的极致的剑宗了吧。对于我个人比较粗拙的审美，我还是选择以意带势，力
为形纲。摊手
57、即使成为专业学生 我依然拒绝流派和主义
58、精致。典范。完美。
第二部的节奏太美啦！
59、写得真是太美了.....
60、细腻。精细。游走在现实与意识之间。优美。诗意的文风。喜欢看故事的人建议慎买。这是个极
单调的故事。情节太过简单。注重的意识流。这里是关于内心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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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很有感觉，各种视角
62、有时候你既不能思考，也没有感觉。而如果你既不思考又无感觉，那么你在那干什么呢？ 仿佛夏
日海洋上的一层薄雾，透着灯塔朦胧的光。 感谢书前面的导读啊，对理解帮助很大。 瞬间即永恒，
消亡也勿相忘。
63、很喜欢伍尔夫，封面好好看啊。
64、只读过伍尔夫墙上的斑点 那时还是小孩子 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我本科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意识流 
很喜欢这本书
65、纸质很好，经典的意识流小说
66、认识伍尔夫，是缘于电影《时时刻刻》，三个不同年代的女人对于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基德曼刻
画的达洛维夫人入木三分，看完之后是无尽的沉痛与悲鸣，更加引发了强烈的反思。这本书是翻译过
后的标题“到灯塔去”吸引了我，一如内心的向往一样，引领我到达另一个方向。
67、伍尔夫的书要细细看 才有感觉 
书质量不错 很喜欢
68、很棒的意识流作品！打算读完所有的伍尔夫
69、太美了，女人，多么美好的罪
70、不错，喜欢伍尔夫。
71、伍尔夫是我大学时期从20世纪外国文学中知道的，当时老师也说过《到灯塔去》。意识流小说我
一直是喜欢的，但到底没有敢去看，呵呵，这次买了这本，希望能认真看完。书的帧装印刷很美。
72、细腻 感受
73、大神在写什么，我在写什么。
74、喜欢吴尔芙,喜欢意识流小说~~
75、书很好，是正品，就是读起来比较困难~意识流，读着读着就走神了
76、写时间流逝的部分就像一幅带有旋律的画，美。“我们灭亡了，各自孤独的灭亡了。但我曾卷入
更加汹涌的波涛，被更深的海底漩涡所吞没。”
77、意识流小说
78、时间的繁茂静默与荒芜
79、太屌了 太屌了 我等凡夫俗子只有顶礼膜拜
80、伍尔夫的确是意识流文学的巨匠
研究意识流读伍尔夫的书是必须的
当然针对图书整体感觉而言的话 还是很不错的 赠送了书签一枚 排版很不错 阅读起来很舒服~
81、不得不说这个包装和封面实在是很漂亮 封面还是磨砂的 简洁高雅..
当然印刷质量也挺好! 物超所值! 很喜欢*** 第一次拜读伍尔芙的意识流小说 感觉不错
82、用伍尔夫的话是最好的诠释：让我们守住自己这热气腾腾、变幻莫测的心灵漩涡，这令人着迷的
混沌状态，这乱作一团的感情纷扰，这永无休止的奇迹——因为灵魂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奇迹。
83、这是我读过的最喜欢的小说,封面很有质感,印刷翻译都完美.伍尔夫跳跃的灵动的思维,富有张力的
想像,极强的表达能力,具有节奏感的律动,用极深的隐喻探讨深刻的命题,意识流绝对的经典,世界小说代
表作
84、看了一会，楞是没看懂讲的什么
85、意识流作为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颇有可看之处。看完了乔伊斯的《一个青年画家的肖像》后
，就深深着迷，意识流的作品买了几本。《到灯塔去》，应该不会让我失望了
86、在跳动的思维下运笔，寻找未知的航线。
87、我们死去了，各自孤零零地死去！
88、我看小说不在意情节，只喜欢人物丰满的，《到灯塔去》简直做到极致了！关于意识流我想说的
是，艺术第一层是艺术要追求新的艺术形式。第二层是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抒发感情。第三层是感
情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活着的意义
89、相当棒的书 伍尔夫的经典作品
90、它会毁坏湮灭。然而，她扪心自问:这又有什么关系？
91、多年后首登希望中的灯塔、却已物是人非...
92、今年读的第二本意识流小说，译文序言写得很好，非常有助于阅读和理解本书。整本书各种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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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人物之间的转换相当流畅，读起来有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93、弗吉尼亚伍尔夫是早期的意识流代表性作家，这本书印刷质量很好，书有点难懂，知心者自可会
意！
94、之前因为看过她的一本《海浪》，她的意识流小说地位可以说是数一数二，读着她的散文化语言
，心里很舒畅，继续《到灯塔去》，向书友推荐！
95、这种也坚持看完了我真是⋯⋯
96、意识流的小说不错
97、伍尔夫的书，这本必须要看得
98、要重读了
99、水平未到，看起来很困难，所以不能体会其中妙处
100、放弃！我大概是个伪文艺爱好者，情节这么弱完全读不下去
101、封面很好看，标准伍尔夫的造型，值得购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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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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