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法利夫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包法利夫人》

13位ISBN编号：9787020071234

10位ISBN编号：7020071236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福楼拜

页数：302

译者：李健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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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法利夫人》

前言

一八五六至一八五七年间，法国《巴黎杂志》上连载的一部小说轰动了文坛，同时也在社会上引起了
轩然大波。怒不可遏的司法当局对作者提起公诉，指控小说“伤风败俗、亵渎宗教”，并传唤作者到
法庭受审。这位作者就是居斯塔夫·福楼拜，这部小说就是他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审判的闹剧
最后以“宣判无罪”告结束，而隐居乡野、藉藉无名的作者却从此奠定了自己的文学声誉和在文学史
上的地位。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父亲是法国鲁昂
地区远近闻名的外科专家，鲁昂市立医院的外科主任。居斯塔夫的哥哥阿希尔继承父业，后来也成为
一代名医。与兄长相比，福楼拜和父亲的期望相去甚远。他幼时发育迟缓，好不容易才学会阅读，九
岁入学时不过刚刚认识字母。但奇怪的是，这个在家人眼中智力如此低下的居斯塔夫，却很早就显露
了文学天赋。他还没有学会阅读便在头脑里构思故事，还没有学会写作就开始自编自演戏剧，他十三
岁时编了一份手抄的小报，十四五岁已醉心于创作，可是直到三十六岁才开始发表作品。福楼拜的生
活经历非常简单：一八四。年从中学毕业后，他按父亲的意愿在巴黎大学法学院注册入学，但他大部
分时间仍住在鲁昂，很少去上课；一八四三年他在法科考试中失败，次年又突发神经官能症（类似癫
痫），从此中断学业，常年住在父母的克鲁瓦塞庄园。除外出旅行和偶尔去巴黎小住，福楼拜的有生
之年全部是在家乡度过的。一八四六年父亲去世后，他一直与母亲相伴，终身未娶，读书和写作是他
的全部生活内容，也几乎是他全部感情之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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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法利夫人》

内容概要

《包法利夫人》是法国文学大师福楼拜（1821-1880）的代表作，初次发表于1856年。爱玛是农庄主的
女儿，在修道院受过教育，也偷偷看过不少浪漫小说。她怀着对爱情的美妙憧憬结婚，成为包法利夫
人。嫁给乡镇医生夏尔·包法利以后，爱玛的幻想很快成为泡影，因为丈夫才不出众，思想平庸。爱
玛偶尔参加了一个贵族舞会，便对上流社会的奢华羡慕不已，强烈的反差使她觉得现实生活十分无聊
。夏尔为了满足爱玛，迁居永镇行医，与药剂师奥梅为邻。爱玛在永镇遇到青年书记员莱昂，两人一
见如故，情投意合。莱昂为了摆脱精神苦闷，决定去巴黎深造。百无聊赖的爱玛又认识了附近的农庄
主鲁道夫。在情场老手鲁道夫的勾引下，爱玛成了他的情妇，她向鲁道夫提出私奔国外，但鲁道夫由
热而冷，最终弃她而去。爱玛为此大病一场。夏尔为让爱玛散心，陪她进城看戏，偶遇爱玛一度心动
的莱昂。两人旧情复燃，爱玛每星期都要借故进城同莱昂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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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法利夫人》

作者简介

福楼拜（1821-1880），法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有《包法利夫人》《情感教
育》《圣·安东尼的诱惑》《一颗简单的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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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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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法利夫人》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部一我们正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书桌
的校工。正在睡觉的学生惊醒了，个个起立，像是用功被打断了的样子。校长做手势叫我们坐下，然
后转向班主任，对他低声道：“罗杰先生，我交给你一个学生，进五年级。学习和操行要是好的话，
就按照年龄，把他升到高年级好了。”新生站在门后墙角，大家几乎看不见他。他是一个乡下孩子，
十五岁光景，个子比我们哪一个人都高。他的神情又老实又拘谨。头发剪成平头，像教堂唱诗班的孩
子那样。肩膀不算宽，可是他的黑钮扣绿呢小外衣，台肩一定嫌紧，硬袖的袖口露出裸惯的红腕子。
背带抽高了浅黄裤子，穿蓝袜的小腿露在外头。他穿一双鞋油没有怎么擦好的结实皮鞋，鞋底打钉子
。大家开始背书。他聚精会神，像听布道一样用心，连腿也不敢跷起来，胳膊肘也不敢支起来，两点
钟的时候，下课钟响了，班主任要他和我们一道排队，不得不提醒他一声。我们平时有一个习惯，一
进教室，就拿制帽扔在地上，腾空了手好做功课；必须一到门槛，就拿制帽往凳子底下扔，还要恰好
碰着墙，扬起一片尘土；这是规矩。可不知道他是没有注意这种做法，还是不敢照着做，祷告完了，
新生还拿他的鸭舌帽放在他的两个膝盖上。这是一种混合式帽子，兼有熊皮帽、骑兵盔、圆筒帽、水
獭鸭舌帽和睡帽的成分，总而言之，是一种不三不四的寒伧东西，它那不声不响的丑样子，活像一张
表情莫名其妙的傻子的脸。帽子外貌像鸡蛋，里面用鲸鱼骨支开了，帽口有三道粗圆滚边；往上是交
错的菱形丝绒和兔子皮，一条红带子在中间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和硬纸板剪成的多角形
的帽顶；帽顶蒙着一幅图案复杂的彩绣，上面垂下一条过分细的长绳，末端系着一个金线结成十字形
花纹的坠子。崭新的帽子，帽檐闪闪发光。教员道：“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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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法利夫人》

编辑推荐

《包法利夫人》：名著名译插图本:精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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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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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法利夫人》

精彩书评

1、这是一部法国大作家福楼拜（Flaubert）在1856-1857年间发表在法国《巴黎杂志》上的小说。真是
让人诧异，时隔这么多年这部小说却依旧不过时，书中的包法利夫人，她的浪漫的心，她的充满奢欲
的心，在当今社会里，处处都是。如今何止女人们都是活生生的包法利夫人，就连男人们也都是一些
包法利夫人似的男人。包法利夫人一生追逐浪漫，吟咏过太多美丽的诗词，向往过太多爱情小说中浪
漫的情景，感受过并艳羡着富贵奢华的欢娱生活。对于他的丈夫包法利先生，她永远都是不满、厌弃
、鄙夷。她讨厌这种毫无生气，不懂浪漫，不修边幅，没有上进心，只图有安定生活的男人。她所希
冀的是那种有着如意大利雕像中美男子一般容貌的情人，那种风月之下可以与她一同吟咏诗词，一同
脉脉含情地相望，一同激情缠满与林间，一同享受人间情欲之迷幻的诱惑男子。她的心，她的面容，
都被这种欲念纠缠着，她依帘低叹，多少个寂寥的夜晚她不知所措。身边的包法利对于她而言没有一
丝一毫的吸引力，她甚至连躺在他身边睡觉的欲望都没有。日子过得比水还平淡，饭菜得比蜡还没有
滋味。因为，她的心不在这些活生生的现实里，她是沉浸在自己的梦里的，不知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
梦。她望着空旷的四野，乡野的穷苦与低俗让她只觉得反感，她觉得自己的灵魂是应该在高处的，恨
不得是在宫廷里。于是，她想逃，她的身体因为这种急切的渴望，因为心灵得不到满足而日渐憔悴。
无奈的包法利只得随了妻子的心愿，舍弃自己好不容易赚取的信誉与地位，带着他们的微薄家当奔到
了另一个地区。果然，当人换一个环境的时候，命运就会遇到一些新鲜的，甚至看似天随人愿的事情
。终于，在这里，包法利夫人迷惑住了一位年轻的文书。包法利夫人虽然已为人妻，但是，其身上散
发出来的高贵的、冷艳的、魅惑的、妖娆的气质，却比未婚的女人更胜一筹。毕竟那个年代与如今不
同。那个年代的一般女人当结婚之后，便是生孩子，照顾男人，料理家务，随着岁月的累积，手指变
粗，腰围便肥，乳房也开始下垂，皮肤松弛更是不用多说。然而，包法利夫人不同，她有着玲珑苗条
的曲线，有着白皙剔透的皮肤，有着细腻光滑的小手，她的衣裙在她的一摇一摆间来回摩挲，这一切
对于周围的男人们来说，就好似有一只无形的小手，总是那样细细痒痒地挠着他们的心窝子。她与文
书在初次见面时，便情投意合地谈论戏剧、歌曲、诗词、小说，聊得二人心潮澎湃，都惊讶于这种心
心相印，他们的笑是会心的笑，是将隐含的意蕴潜藏得极深的笑，是一种强烈抑制自己激动的情绪之
后嘴角挤出来的一抹只可意会的笑。尽管如此，包法利夫人还是忍住了，虽然这种艳遇，这种墙外之
恋是她梦寐以求的，但是，心底的道德与自尊让她把自己的高傲更抬高了一筹，她的头昂得更有气势
了。她，拒绝了文书殷勤的眼神，她告诉他一切都不可能。事实上，她是为自己这样抻着对方的耐心
，眼看着对方火急火燎，热情无可抑制地想要爆发而感到有趣，感到激动。她的心底其实已不知笑了
多少回，她的浪漫的梦里或许夜夜都有那个对她如痴如醉的男人的身影。但是，一切并不像她想象的
那样，文书烈火一样的爱情无处燃烧，于是，他选择了离开，去巴黎深造。包法利夫人的计策失败了
，不仅一切梦幻并没有朝着她希望的方向前来，反而好容易就要到手的英俊情人就这样只身离她而去
，去了巴黎。巴黎是她多么向往的地方啊！那里的摩登，那里的激情，那里的暧昧，那里的欢娱，她
想都可以想到。她多么想离开这个穷地方，离开这些低俗的人们，她多么向往那些高贵的事物与场所
，她认为自己应是属于那里的。文书的离开让包法利夫人好生失望，她开始浑浑噩噩，每天六神无主
，她买来法文书，却不知看了几页，又记住些什么。她买来巴黎的地图，用手指在上面的每一条街巷
散步，想象自己身处其中的样子。她向往一切奢华的东西，她买来镀金的烛台，昂贵的绸布，绣美丽
的花朵，叮叮当当的串珠，她爱这些东西甚于爱自己的生命。日子继续百无聊赖地过着，直到有一天
，有一位风月高手之属的男人闯入了她的生活。之所以称之为风月高手，是因为，他是一个彻彻底底
的纨绔子弟，追女孩子、养情人、花天酒地、夜夜笙歌，然后玩腻了，便撒手扔掉。他讨厌烦冗的东
西，更习惯于女人的千娇百媚。他有时觉得女人很贱很恶心，可是离开女人，他又觉得自己的生活了
无生趣。他自信自己的魅力，于是他打定主意之后，便向包法利夫人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爱意。可以说
，这时的他是一个绝好的情人，温柔的眼神、双手、嘴唇，宽阔的胸膛、肩膀，他有浪漫至极的语言
，比小说里的还要动人，他的呼吸，对于包法利夫人来说都是迷人的，都在勾引着她非要走入他的怀
里不可。然而，她还是拒绝了，虽然这拒绝也是半推半就的，但是她还是坚定地说出了“不”。只可
惜，这个“不”并没有坚持多久，她终于与他在树林里，小溪边，银月下，享受了一段蜜一般又甜又
稠的爱意。此后，她便一发不可收拾，她被着欲念折磨得疯狂，她没有他就不行，她常常一经想起，
就浑身火一般的滚烫。在这种贪婪的淫欲之下，她越来越疯狂，常常趁着丈夫早出为病人看病的时候
，骑着马去找寻她的情人，在天未亮的时候摸着黑也要投入那人的怀里，甚至在丈夫熟睡之后还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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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法利夫人》

出去与情人相会，厮滚在一起。她快要疯狂了，她的爱来得猛烈，好像狂风暴雨一般，容不得别人躲
闪，更容不得自己的理智去控制，对于一个失控的女人来说，天大的事情都没有这份爱重要。她每天
都与他写信，写那些比诗歌里的还要肉麻的字词，她常常感叹，叹自己此时的幸福，叹自己应该离开
无用的包法利。她被爱滋润得美丽异常，妖媚的气质分外地从她扭动的腰身中涤荡了出来，她浑然不
觉，她只知道自己要爱，要狠狠地爱，爱得疯狂，爱到天南海北。包法利夫人提出要与情人一同私奔
到巴黎，去过他们的幸福生活，去过他们这种充满淫欲的性感的生活。她是被爱情，或者说是被她自
己想象的小说中的爱情而冲昏了头脑，她根本就不知道，事实上，她的情人只是一个浪荡公子哥，她
与他的关系只是短暂的情人，为一时的欢娱而聚在一起的情人而已。他们永远都不可能有永远。他看
得很清楚，他讨厌女人此时的腻烦，他从包法利夫人口中的那些浓情蜜语中，听不出其与那些妓女们
说的情话有什么不同，他对此时的这种爱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了。当好奇心全无的时候，便是他
要抛弃这个女人的时候。虽然他口头上答应要与包法利夫人一起远走高飞，浪迹巴黎，但是，他还是
独自逃走了，只留下一封道别致歉的无情的信。他全然不顾包法利夫人对此行是给予了多么大的期望
，她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整个心都交了出去，她梦想着自己的命运马上就会改变了，她心中的巴
黎，她心中的浪漫，她心中的情人、奢侈品、灯红酒绿，她的灵魂早都先她一步飞了过去。然而，当
准备出行的当天，一大早上，她便收到了情人的绝情信，她的精神接受不来，崩溃了，整个人像着了
魔似的，又像失了魂魄一般，晕厥不醒了。这一病便是数月，她心力交瘁，常常觉得自己呼吸不再、
心跳不再，即使很用力地去望向某物，也似乎什么也看不到一般。身子更加瘦弱，脸色更加苍白，整
个人都像瘪了气似的，无精打采，连举着脑袋的力气都快要没有了。不知道是因为镇子太小，还是老
天有意要捉弄这些梦想过多的人儿，那位文书又回来了，他们在剧院相遇，那份曾经的温存就在双目
相视之间慢慢恢复温度。但是，此时的包法利夫人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力气了，她的心上结了厚痂，
又落了岁月的尘土，她连碰触它的情绪都没有。面对文书，她冷得象座冰山，她的唇是一扇无法开启
的钢铁铸成的门，对于文书，她连语言都极其吝啬。她回到家里，日子依旧平淡无奇。包法利先生依
旧每日忙碌，为了他们的生活，为了他们的孩子，更是为了满足包法利夫人的各种奢侈欲望。他为能
够给她买漂亮的衣裙、化妆品、各种饰物而自豪。他太爱妻子了，对于妻子的要求，他都要去竭尽全
力的满足，这还埋怨自己爱妻子爱得不够，害她生病，害她常常不高兴。只要妻子能够给他一个笑脸
，要他去死他都毫不含糊。可是，这些好，在包法利夫人的眼里实在微薄的可怜，她要的是浪漫，是
激情，是奢华，是享受。所以，面对平庸的日子，她终于忍受不住，借着一个看似完满的借口，她去
了文书那里，他们成了彼此的情人。为了自己的淫欲、奢欲，她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现钱，但是，这并
没有阻挠她去奢侈，没有钱，她就卖东西、赊账，于是，落入了商人的圈套，欠债越积越多，根本无
力去还，但是她毫不在乎，当真像个贵妇人一样，挥金如土，对钱财毫不在意似的，送礼物给她的情
人，与她的情人一同享受美食与爱情，她把自己当成了王后，她更换掉家里所有稍有陈旧的东西，她
的皮鞋即使堆了一柜子，也还是要买，只弄脏了一点点便大方地送给了下人。家里已经弹尽粮绝，连
略微值钱的可以去卖的东西都没有了，她还是要去赊账，买、送、欢娱。对于情人，她的控制欲望越
来越强烈，她要知道他所有的行踪，她去他的事务所找他，她要他给他写韵律优美的诗歌，她要一切
⋯⋯于是，文书也越来越厌恶她，厌恶这种被控制的压抑感，厌恶她跑到事务所影响他的工作，厌恶
她越来越不加掩饰的放荡与淫乱，他开始鄙弃她，她像一个妓女一样，只爱淫欲。终于，一张法院的
传单被送递到包法利夫人的手中，她要为她所有欠下的债款负责。可是，这要她如何负责，要她哪里
去弄这么多钱呢？倘若传单上的数字兑换成现钱，想必也是一座小金山了。但是。她没有，她连一块
硬币都没有。哦，最后那一枚刚刚丢给了一个叫花子，因为她看着那副肮脏的嘴脸感到恶心，于是用
那唯一的一枚硬币将其打发了。现在的她，比那个叫花子还要穷困了。她想到了借钱。她去找她的情
人，甚至是那位风月高手，她是把自己最后的尊严也用尽了的。可是，没有，一分一毛都没有借到。
在关键的时候，她的情人，她那些曾经让她爱得死去活来的情人一个也不来救她。不仅不救，反而冷
面对她，目光里有一种浓浓的嫌弃，鄙视，厌恶。她的最后的那一点点尊严也没了，所有的精气也消
耗殆尽，她踉踉跄跄地走着，内心的悲凉只有她自己知道。她的丈夫久久地等不来她，跑出去找她。
而她，悄悄钻进药剂师的屋子里，抓了把老鼠药咽了下去，然后流着即将干涸的眼泪，回到自己的家
中，写下了一封没有什么遗言的遗嘱，然后躺在床上等待死亡。药性发作得很慢，这慢慢的死亡过程
对她来说是无比折磨的，一次又一次呕吐，却又还是不死，一次又一次窒息，依旧没有死。好像上苍
故意要狠狠地折磨她似的，让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她的腹部、她的胸口、她的四肢，疼痛、抽搐，
她的眼睛都要鼓出来了，可是，死亡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她还能听到丈夫的哭声，旁人的闲言闲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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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态炎凉，与她的心，她的身，都是冰的温度了。终于，包法利夫人吐出了最后一口气，死相极尽难
看。包法利先生悲痛欲绝，守在妻子的身边不愿离去，直到有人提醒他，应该为夫人料理后事之后，
他才缓缓写道：“我希望她入殓时，身穿她的新婚礼服，脚着白鞋，头戴花冠，头发披在两肩⋯⋯拿
一大幅绿丝绒盖在她身上。”当别人劝他绿丝绒未免多余，而且开销也太大时，他只坚定地说“关你
什么事？走开！您不爱她！出去！”是的，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够像包法利先生这样爱她，
包容她，宠溺她，给予她一切她所想要的。他爱她，连她的缺点也一并爱了。可是，心高气傲的包法
利夫人看不到这些，她的心，在那些晃晃悠悠，朦朦胧胧，金光闪闪，虚无缥缈的浪漫上，奢华之物
上，她看不到真实的东西了，她的眼睛没有在踏踏实实的日子在，而是在高高的云层之上的。她是被
她自己心，那不切实际的浪漫害死的。浪漫本没有错，就像罂粟花本没有错一样。错在人身上，是人
的贪念，让他们碰触了那些不属于他们的浪漫，食下了幸福的禁果。其实，每一个人都离幸福很近，
近在咫尺，近在手边，只要我们微微颔首一笑，它便会扑向我们的怀抱。可是，当我们把骄傲的头颅
抬得高高的，一双不安分的眼睛翻到云层之上，那么，幸福便会望而却步，离我们而去，又或者说，
是我们视幸福于不见，自己迈着大步从它的身上踏过去的。幸福，事实上并没有那么深奥，但是，我
们却觉得它很难求。那是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心太高，瞧不上身边小小的，稀松平常的关爱。其
实，一顿香喷喷的晚饭，一床温暖的被子，一杯热热的咖啡，都是幸福。幸福不是高不可攀的东西，
所以，事实上，它不再天上面，而是在坚实的地面上。懂得俯首自省的人，懂得捡拾生活的点滴的人
，才会将幸福一块一块揣在怀里，让它升温，越聚越多。真正的浪漫，不是花前月下，不是风月情事
，更不是颠鸾倒凤，而是一种心境。浪漫是在心里的，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一点对生活的玩味，一
点创意与新意，是那种能够让自己与爱人同时露出一抹幸福的微笑的情致。浪漫从来不会与幸福相悖
，所以，它也是在脚踏实地的地处方的，是生活里的细细碎碎。对于珍视它的人来说，那是比任何的
小说都要浪漫、幸福的片段，而对于漠视它的人来说，那无非是些毫无意义的腻味的生活琐事。真正
的浪漫不会害人，害人的都是虚空的奢欲。
2、看完《包法利夫人》心情非常的差，特别是我看到最后夏尔的结局后真心很难过。这部小说到处
都是在说爱玛，可是我倒是觉得这似乎有是在说夏尔：一个简简单单的人，没有太多的雄心抱负，十
分单纯的人，信任别人，一个容易满足的人，简单平凡的深深爱着他的妻子，爱着他的孩子，一心想
着家庭，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的妻子，可是她的妻子呢，确是外面纯洁，内心无比的风骚，她从来没有
真正的爱过夏尔，从来没有真正的为家庭考考虑过，她甚至都不爱自己的孩子，可能在某一瞬间对夏
尔和孩子产生过爱意，但是转瞬即逝。我觉的她太爱自己了太贪婪了，还有就是太理想了，她总是沉
浸在自我当中，想象着爱情，想象着那种太过脱离实际的东西，而忽视了身边最美好的东西和爱。怎
么说呢，这个古典外国文学真的看得人越来越少了，从一个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这里边有太多的景物
描写和心里描写了，特别是这些景物的描写很多人都看不懂，因为毕竟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与现代脱
节太多了，而心理描写又太多了，而这种描述和中文的差别有特别大，让人看着会非常的不舒服。从
文学角度来说这是一本好书，但是摆在现代人的书架中，它会盖满灰尘。夏尔的缺点是很多的 ，爱玛
的优点也不少，可是谁造成了这样的悲剧呢?我想了一下因素似乎是很多，夏尔的软弱和无能确实也促
进了爱玛滑向深渊。可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去看到事物的本质，看到主人翁的内心，夏尔的爱和爱玛的
贪婪。爱玛曾经给予了夏尔幸福，可是又毁了他。爱玛不是现实中的人，她只不过是虚拟出来的理想
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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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包法利夫人》的笔记-第85页

                至于爱玛，她并不希望知道她是否爱他。她以为爱情应当骤然来临，电光闪闪，雷声隆隆，仿
佛九霄云外的狂飙，吹过人世，颠覆生命，席卷意志，如同席卷落叶一般，把心整个带往深渊。她不
晓得，承溜堵塞，淫雨可以把房顶的平台变成湖泊。她这样住下去，自以为安全无事，不料事出意外
，忽然发现墙上有了一道裂缝。

2、《包法利夫人》的笔记-第164页

                在他看来，言词浮夸，感情贫乏，就该非议，倒像灵魂涨满，有时候就不免涌出最空洞的隐喻
来。因为人对自己的需要、自己的理解、自己的痛苦，永远缺乏准确的尺寸，何况人类语言就像一只
破锅，我们敲敲打打，希望音响铿锵，感动星宿，实际只有狗熊闻声起舞而已。

3、《包法利夫人》的笔记-第51页

                然而在她的灵魂深处，她一直期待着意外发生。她睁大一双绝望的眼睛，观看她的生活的寂寞
，好像沉了船的水手，在雾蒙蒙的天边，遥遥寻找白帆的踪影。她不知道什么地方有机会，哪一阵好
风把机会吹到跟前，把她带到什么岸边，是小船还是三层甲板大船，满载忧虑还是满载幸福。但是每
天早晨，她醒过来，希望当天就会实现，细听种种响声，一骨碌跳下床，纳闷怎么还不见来，无视夕
阳西下，永远愁上加愁，她又把希望寄托在明天。

4、《包法利夫人》的笔记-第47页

        偓华萨尔之行，在她的生活上，凿了一个洞眼，如同山上那些大裂缝，一阵狂风暴雨，只一夜功
夫，就成了这般模样。

5、《包法利夫人》的笔记-第49页

                由于欲望强烈，她混淆了物质享受与精神愉悦、举止高雅与感情细致。难道爱情不像印度植物
一样，需要适宜的土地、特殊的气候？所以月下的叹息、长时间的拥抱、流在伸出来的手上的眼泪、
肉体的种种不安和情意的种种缠绵，不但离不开终日悠闲的大庄园的阳台、铺着厚实地毯和有活动帘
的绣房、枝叶茂密的盆景、放在台上的宝榻，也离不开珠玉的晶莹和号衣的饰带。

6、《包法利夫人》的笔记-第34页

        查理的谈吐就像人行道一样平板，见解庸俗，如同往来行人一般，衣着寻常，激不起情绪，也激
不起笑或者梦想。

7、《包法利夫人》的笔记-第105页

        从这时候起，回忆赖昂成了她愁闷的中心；回忆的火星劈啪作响，比旅客在俄罗斯大草原雪地上
留下的火堆还闪烁不定。她扑过去，蹲在一旁，小心在意，拨弄这要灭的火，前后左右寻找，看有没
有东西能把火弄旺；于是最远的回忆和最近的会晤、她感觉到的和她想象到的、她对欢娱的落空的期
待、她的枯枝一般在风中哽咽的幸福、她的劳而无获的道德、她的幻灭的希望、家庭的牺牲，细大不
捐，她全拣过来，拾起来，聚在一起，烘暖她的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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