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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与情感》

前言

英国小说家简·奥斯丁在她诞生地汉普郡的斯蒂文顿繁荣而稳定的乡间长大，十二三岁就开始写作。
她早期的习作都是中短篇，光是十五六岁时写的，后人就编成了两部集子。一七九七年，简二十二岁
，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一面印象》，接着开始写《埃莉诺与玛丽安》。这两本都是书信体小说，
十多年后，分别改写成用第三人称叙述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后者于一八一
一年出版，等到前者于两年后问世时，后者于同年再版。所以，尽管《傲慢与偏见》的原始本子写作
在前，她第一部出版的作品却是本书。和《傲慢与偏见》一样，《理智与情感》也是以英国当时的乡
间体面人家的婚姻大事为题材的。事实上，奥斯丁所有的六部长篇小说，以及她的早期习作，都没有
跳出这个范围。她最关心的是女主人公一往往是体面人家的没有丰裕陪嫁的淑女一的婚事。不错，这
是个相当狭小的天地，但是，因为这正是奥斯丁终身逗留其间的天地，她对之了解得最为透彻，因而
有条件创作出公认的第一批英国现代小说。奥斯丁对当时的妇女问题进行了高度现实主义的探讨。她
把笔下的那些女主人公放在当时的父权制社会中来考察。在那个社会中，人的价值建立在财产所有权
上。由于一代代的财产都为男继承人所得，她们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只能从属于男人。因此，
奥斯丁笔下一再出现下列这些类型的人物：“独断独行的父亲；念念不忘社会身分、千方百计想把闺
女嫁出去的母亲；条件齐备的青年男子，他们玩世不恭，正反映出他们的优越的社会地位；以及待嫁
的女儿，从优雅的没头脑的姑娘到好事多磨的富有理智或情感的青年女子。”处身在这样一个严峻、
要求苛刻而往往带有敌意的世界上，女主人公该怎样通过婚姻来获得个人幸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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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与情感》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处女作，和《傲慢与偏见》堪称姐妹篇。
埃莉诺和玛丽安两姐妹生在一个体面的英国乡绅家庭，姐姐善于用理智来控制情感，妹妹却往往在情
感上毫无节制，因此在恋爱中碰到挫折时，她们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姐姐忍辱负重，始终与人为善；
妹妹心高气傲，几近崩溃⋯⋯与主人公命运情牵相关的闲得发慌的乡绅太太，势利无情的兄嫂一家，
市侩虚伪的远房姐妹，以及少女心中那三位或道德败坏或正直优柔的恋人悉数登场，以喜剧开头，悲
剧发展，终以喜剧收场，一则以细腻笔触和生动对白见长、讲述没有富裕嫁妆的少女婚恋的经典故事
。
40幅原版插图生动再现经典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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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与情感》

作者简介

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年12月生于英国汉普郡的史蒂文顿，兄弟姐妹八人。父亲在该地担任
了四十多年的教区长。他是个学问渊博的牧师，妻子出身于比较富有的家庭，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
。因此，奥斯丁虽然没有进过正规学校，但是家庭的优良条件和读书环境，给了她自学的条件，培养
了她写作的兴趣。她在十三四岁就开始写东西，显示了她在语言表达方面的才能。1800年父亲退休，
全家迁居巴思，住了四年左右，他在该地去世，于是奥斯丁和母亲、姐姐又搬到南安普敦，1809年再
搬到乔登。1816年初她得了重病，身体日益衰弱，1817年5月被送到温彻斯特接受治疗，可是治疗，可
是医治无效，不幸于同年7月18日死在她姐姐的怀抱里。她终生未婚，安葬在温彻斯特大教堂。
奥斯丁21岁时写成她的第一部小说，题名《最初的印象》，她与出版商联系出版，没有结果。就在这
一年，她又开始写《埃莉诺与玛丽安》，以后她又写《诺桑觉寺》，于1799年写完。十几年后，《最
初的印象》经过改写，换名为《傲慢与偏见》，《埃莉诺与玛丽安》经过改写，换名为《理智与情感
》，分别得到出版。至于《诺桑觉寺》，作者生前没有出书。以上这三部是奥斯丁前期作品，写于她
的故乡史蒂文顿。
她的后期作品同样也是三部：《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和《劝导》，都是作者迁居乔顿以后所
作。前两部先后出版，只有1816年完成的《劝导》，因为作者对原来的结局不满意，要重写，没有出
版过。她病逝以后，哥哥亨利·奥斯丁负责出版了《诺桑觉寺》和《劝导》，并且第一次用了简·奥
斯丁这个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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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与情感》

章节摘录

插图：达什伍德这族人家是苏塞克斯郡的老住户。他们家产大，府邸在诺兰庄园，四周都是自家产业
；他们好几代住在这里，过着很体面的日子，博得左邻右合的一致称道。当时的庄主是位单身汉，活
到很大年纪，许多年都由他姐姐陪伴，由她管家。但是姐姐比他早死十年，姐姐一死，家里就大大变
了样。他为了弥补姐姐的空缺，把他侄子亨利-达什伍德一家接过来，侄子是诺兰庄园家产的合法继承
人，他也打算把产业传给他。有了侄子、侄媳和他们的孩子们同住，老先生的日子过得很舒服。他对
他们的依恋日益加深了。亨利·达什伍德夫妇经常关心他，让他称心如意，这不仅是出于利害关系，
也是因为他们心地好，所以他享受到了这般年岁的人应有的一切生活安适；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更增
添了生活乐趣。亨利·达什伍德先生的前妻生有一子，现在的这位夫人生了三个女儿。儿子是位稳重
可敬的年轻人，他的生母产业大，使他从小生活优裕，而且一俟成年就可以继承他生母的一半遗产。
他成年后不久就结了婚，这门亲事也增加了他的财富。所以对他来说，继承诺兰庄园的家产，实际上
并不像对他妹妹们那么重要，因为妹妹们的财产，如果不靠父亲继承那份产业使之有所增益的话，是
少得可怜的。她们的母亲一无所有，父亲自己手里只有七千镑；因为他前妻遗产的另一半也是法定给
她儿子的，他只有终身享用权②。老庄主死了，他的遗嘱宣读了：几乎像一切遗嘱一样，他的遗嘱引
起的失望也跟欢乐一样多。倒不是他不公道，无隋义，不把产业传给侄子；他传是传了，可是附加的
种种条件使这份遗产损失了一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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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智与情感》：译文名著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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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与情感》

精彩短评

1、生活不外乎这些东西，当遇事情的时候，理智与情感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导致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结果。小说中两姐妹中，处理事情的态度刚好是两个典型例子。故事通过两个人对待爱情用各自认为
的态度处理，结果妹妹被自己心爱的人伤得遍体鳞伤，姐姐一直理智的处理与爱德华的感情，最后终
于有情人终成眷属。
所以小说来源于生活，当我们在生活中无论遇到怎样的事情，一定要告诉自己要理智的处理，人只有
大脑清醒的时候做出的答案才是不会另自己后悔的。
2、经典名著，不可错过
3、伤痕累累的爱情总会令女孩子成长的  从情感外露走向理智 还是勇敢坚强些好
4、真够啰嗦的。
5、对比之下，还是《傲慢与偏见》更好看。
6、谈不上很喜欢这本书。
7、封面一般，看起有点俗气。喜欢奥斯丁，看过电影，但书肯定给人的感觉不一样吧，送给朋友的
，她很想看
8、觉得还是做自己就好，只有经历才有成长。
9、哭了
10、以前是Marianne，努力变成Elinor
11、 18世纪英国中上流社会社交场上应对修罗场的方法并不适用于荒唐的后现代，但作为成年人就应
该和埃莉诺和布兰顿学习，书里待人处事以及判断一个人品质的方法放到今天也不会过时。对经济太
不敏感了，再看要捋捋遗产继承问题。#边看边打脸，觉得自己愚不可及
12、爱说教的奥斯丁如今远远看来倒是充满人情味。谈婚论嫁时，言必称产业多少、年收入五千或一
万磅，反观现世的择偶标准，这不跟是否有车有房一样的道理吗？这不就是世俗的众生相么？
13、当初是看了《傲慢与偏见》才知道《理智与情感》的，对这一篇的题目更感兴趣一点，但是这本
并没有前者出名，开始的人物关系看得我很复杂，动摇的爱吧，似乎有些苗头但又说不清道不明。因
为“理智”与“情感”都是围绕女主人公的，所以女性间会有更明显的对比。我们希望自己在遇到感
情的时候是理智的，但书中展现的两种极端我们都并不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可人在遇到感情的时候
，谁说得清呢。
14、《理智与情感》虽是简·奥斯汀的第一部小说，但写作技巧已经相当熟练。故事中的每一个情节
，经作者的巧妙构思，表面的因果关系与隐藏在幕后的本质缘故均自然合理。女主人公根据表面现象
产生合情合理的推测和判断，细心的读者虽然不时产生种种疑惑，但思绪会自然而然随着好的观察而
发展，等着最后结果出现时，与表面现象截然不同，造成了出乎意料的喜剧效果。如果反过来重读一
遍，会发现导致必然结果的因素早见于字里行间。小说的情节围绕着两位女主人公的择偶活动展开，
着力揭示出当时英国社会潮流中，以婚配作为女子寻求经济保障、提高社会地位的恶习，重门第而不
顾女子感情和做人权利的丑陋时尚。小说中的女主角均追求与男子思想感情的平等交流与沟通，要求
社会地位上的平等权利，坚持独立观察、分析和选择男子的自由。在当时的英国，这几乎无异于反抗
的呐喊。　　如同书名里所体现的那样，故事集中表现了“理智”与“情感”的矛盾冲突。以玛丽安
为代表的人物是理智不足而感情有余;以约翰·达什伍德夫妇为代表的人物是理智有余而感情不足;而
以威洛比为代表的人物在感情上又是十分虚伪，表面上似乎很有情感，实际上却冷漠无情，自私透顶
。作者在故事里对珍重感情的人报以赞扬，尽管对这些人在理智上的欠缺也不时加以讽刺，然而对缺
少感情仅有理智或是在感情上虚伪的人，却表现出了鄙夷的态度。作者最终赞赏的是女主人公埃莉诺
，因为她既重感情又有理智。这里表现了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理想，即是人不能没有感情，但感情应
受理智的制约。 埃丽诺是个“感情强烈”而又“头脑冷静”的年轻姑娘。她在选择对象时，不重仪表
，而讲人品，爱上了为人坦率热忱的爱德华。后来发现爱德华早已同露西订有婚约，她尽管极为伤心
，却能竭力克制自己，交际应酬，行若无事。最后，爱德华相继遭到母亲和露西的遗弃，埃丽诺对他
依然一往情深，与他结为终身伴侣，获得了真正的爱情。同埃丽诺形成对照的，是妹妹玛丽安。她虽
然聪明灵慧，但过于多情善感，对爱情抱着富有浪漫色彩的幻想，一心要嫁个“人品出众，风度迷人
”的如意郎君。三十五岁的布兰登上校对她表示好感时，她觉得他太老了，因而不屑一顾。随后，她
意外地遇见了“风度翩翩”的轻薄公子威洛比，当即陷入热恋之中。不久被对方抛弃，她又悲痛欲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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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与情感》

，自我作践，差一点送掉性命。沉痛的教训，姐姐的榜样，使她终于变得理智起来，最后还是嫁给了
一直倾心于她而最没有浪漫色彩的布兰登上校。显然，作者通过这般对照描写，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人不能感情用事，感情应该受到理智的制约。英国小说家简·奥斯丁在她诞生地汉普郡的斯蒂文顿
繁荣而稳定的乡间长大，十二三岁就开始写作。她早期的习作都是中短篇，全是十五六岁时写的，后
人就编成了两部集子。一七九七年，简二十二岁，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一面印象》，接着开始写
《埃莉诺与玛丽安》。这两本都是书信体小说，十多年后，分别改写成用第三人称叙述的长篇小说《
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后者于1811年出版，等到前者于两年后问世时，后者于同年再版。
所以，尽管《傲慢与偏见》的原始本子写作在前，她第一部出版的作品却是本书。　　和《傲慢与偏
见》一样，《理智与情感》也是以英国当时的乡间体面人家的婚姻大事为题材的。事实上，奥斯丁所
有的六部长篇小说，以及她的早期习作，都没有跳出这个范围。她最关心的是女主人公——往往是体
面人家的没有丰裕陪嫁的淑女——的婚事。不错，这是个相当狭小的天地，但是，因为这正是奥斯丁
终身逗留其间的天地，她对之了解得最为透彻，因而有条件创作出公认的第一批英国现代小说。　　
奥斯丁对当时的妇女问题进行了高度现实主义的探讨。她把笔下的那些女主人公放在当时的父权制社
会中来考察。在那个社会中，人的价值建立在财产所有权上。由于一代代的财产都为男继承人所得，
她们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只能从属于男人。因此，奥斯丁笔下一再出现下列这些类型的人物：
“独断独行的父亲;念念不忘社会身分、千方百计想把闺女嫁出去的母亲;条件齐备的青年男子，他们
玩世不恭，正反映出他们的优越的社会地位;以及待嫁的女儿，从优雅的没头脑的姑娘到好事多磨的富
有理智或情感的青年女子。”　　处身在这样一个严峻、要求苛刻而往往带有敌意的世界上，女主人
公该怎样通过婚姻来获得个人幸福呢?奥斯丁的告诫是应该用理智来控制情感。在交男友的过程中，应
审慎从事，不能轻易动情，任性行事。她认为情感往往是女性行为的危险的向导。如果逢到一个条件
优越而用情不专的男子来追求就以身相许，其后果常常是灾难性的。男方不是由于个人喜新厌旧，就
是由于家长的反对而另择条件更好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女方感情用事，就将受到极大的精神
创伤，难以自拔。　　奥斯丁的这些看法，最鲜明地表现在这第一部长篇小说中。英国自由主义经济
学家伦纳德·伍尔夫在“简·奥斯丁文中的经济决定论”一文中说得好：“情节和人物在多大的程度
上取决于金钱问题，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理智与情感》的整个开头部分环绕着达什伍德遗嘱中的
财产问题以及年收入一万镑的约翰·达什伍德太太的贪心不足而展开。”就在分遗产的过程中，奥斯
丁开门见山地交代了达什伍德家两姐妹相反的性格特征：姐姐埃莉诺“非常有见识，遇事冷静，虽然
只有十九岁，却能当好母亲的顾问⋯⋯她心地极好⋯⋯富于情感，但是她懂得怎样克制情感;这是她母
亲有待学习而她的一位妹妹执意拒绝学习的一门学问”。妹妹玛丽安的“才能在许多方面都不比姐姐
差。⋯⋯她伤心或者欢乐都毫无节制。⋯⋯一切都好，就是不谨慎 ”。这就是说，玛丽安放任情感去
支配行为，而埃莉诺则不愿被这种冲动所摆布。　　奥斯丁的创作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她干脆把原来
的书名《埃莉诺与玛丽安》改为《理智与情感》，以强调她这个主题。　　由于两姐妹的父亲逝世后
遗产归他前妻所生的儿子约翰，她们和她们的母亲不但经济上拮据，还得摆脱寄人篱下的生活。她们
终于在德文郡一座乡间别墅内安了家。这一来，埃莉诺和她爱上的青年爱德华(她嫂嫂范妮的弟弟)分
了手，而玛丽安在乡间邂逅并迷恋上的威洛比也突然有事去了伦敦。两姐妹就这样都和她们所爱的人
分开了。　　随着情节的发展，这两头恋爱都发生了波折。当埃莉诺听到露西·斯蒂尔私下告诉她和
爱德华私订终身已有四年之久时，她硬压住了感情，保证为她保守秘密。埃莉诺把失恋的痛苦藏在心
底，在玛丽安终于遭到了威洛比的拒绝，精神大受刺激，后来甚至在病倒的过程中，竭力安慰妹妹，
帮助她振作起来。露西遭到爱德华的母亲，富孀费勒斯太太的反对，她硬要她儿子和莫顿爵士的独生
女结亲。爱德华不愿，他母亲竟剥夺他的继承权，把财产传给次子罗伯特，这时，埃莉诺心胸还是那
样开阔，受人之托，通知爱德华可以得到一个牧师的职位，有条件和露西成婚。哪知露西转而去追求
那交好运的罗伯特，和他结了婚。这样，埃莉诺和爱德华才能终成眷属。　　奥斯丁在本书中展示了
主人公两姐妹性格的对比，从姐姐的人生观、伦理和社交观念出发，叙述大部分故事，从而塑造了一
个“明事理的凡人”。这是她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等她们得悉威洛比充分利用他的优越的社会地
位，玩弄了玛丽安真挚的爱情，遗弃了那苦命的姑娘埃莉莎，最后和有钱的格雷小姐成亲，玛丽安才
彻底认识到自己的愚蠢，她母亲也承认当初十分赞赏威洛比，未免做事冒失。这都反衬出埃莉诺一贯
对事对人的态度是多么明智。
15、高三多看看有用的书何至于此！
16、有點失望，是譯文的關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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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如果有看《傲慢与偏见》，那么就很值得再阅这本。。。。。。
18、可以看作是《劝导》的前篇，但是《劝导》的文风和故事，都要比《理智与情感》更为成熟。
19、这是英国作家简.奥斯丁的长篇小说,是&amp;#34;傲慢与偏见&amp;#34;的姐妹篇.奥斯丁的三部长篇
小说:爱玛,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都是传世佳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世界文学是精品.
20、和傲慢与偏见一样的调调，玛丽安大概是个白羊座 
21、最爱奥斯丁笔下英国上流社会的生活
22、初中小孩真别看这种
23、小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
24、奥斯汀里比较不爱的一部
25、不错！很好看的，每个人物都写得很生动
26、我的准初三女儿是简 奥斯汀迷，已经将她的三部代表作收到书柜里了《傲慢与偏见》《爱玛》，
再就是这本。个人认为非常适合青春期女孩看。
27、     喜欢奥斯汀的作品，现在认同埃莉诺的爱情观。
28、在那個年代就有那樣的愛情觀，令當今的人都汗顏，其實社會的現實自始至終都未變，只是當然
少了長輩的堅持，愛情還是自己所堅持的，才算無悔*
29、小说对理智与情感的讨论，一方面通过两姐妹性格的对比表现出来。姐姐埃丽诺代表理智，她选
择对象不是看中家庭地位和财产，而是从人品出发。上了虽不漂亮却人品出众面，这种对比还通过。
德华与布兰等上校的行为表现出来。德华虽然由于年轻时不够冷静而与庸俗的露西订婚，并一直感到
痛悔，但他能够从理智出发，从道义出发，坚持这场错误的婚姻。这就是他的道德观，即他要为自己
的行为负责，这也是符合现实的道德观。布兰登上校对玛丽安心生。慕却一直得不到对方的好感，还
看到自己最了解的花花公。威洛比和玛丽安在一起，但是他并没有冲动地向玛丽安揭发为罗毕，而是
默默地接受，默默地等待，暗中安排一切，直至玛丽安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他这样做是很理智的
，因此他最终赢得了玛丽安。

　　尽管小说对理智与情感的对比的描写有时过于夸张，但这种描写能够带给读者深刻的启迪，那就
是：我们要理智地对待情感。其实不仅是情感，我们还可以把它推广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在这个充
满竞争的社会里，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不公平、不顺心的事，有时还会很恼火。这时候我们如果想玛
丽安那样不顾一切地去宣泄，那么不仅不会得到同情，还会更加不利于烦恼的消除；而我们如果的。
德华。虽然后来听说他已经订婚，但埃丽诺能够克制自己的情感，理智地接受这一事实。在。的滑翔
机被母亲和未婚妻抛弃后，她仍对他一往情深，最终她和。德华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妹妹玛丽安代表
情感，她一心想找一个“人品出众，风度迷人”的如意郎君，。上了花花公。威洛比，而对35岁的布
兰登上校不屑一顾。当她被威洛比抛弃后，又自暴自弃，整日以泪洗面，宣泄情感，差点因此而丧命
。最终，她听从了姐姐的劝导，以理智克制情感，嫁给了布兰登上校。

　　另一方面像埃丽诺那样理智地克制自己，冷静地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那么即使这样不会使事情变
得很好，最起码不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在对待友情、上下级关系、宿舍关系、商业合作关系等各种复
杂多变的关系时，我们可以多想想怎样理智地处理这些关系，才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选择理智，我们会变得更加成熟。

30、本来打算买另一个标明是插图本的版本，但是那个版本没有货了，所以咬咬牙买了这个。当时觉
得这个版本的封面配色真恐怖，但是我非常喜欢这本小说，想反正这个便宜，以后还可以再买其他插
图本收藏。但没想到这个也是插图版，可惜我看不出来是哪位的作品，书里也没有标。除了插画，这
个版本的译文我很喜欢，纸张装订都很不错。基本上，除了封面配色，没什么不满意的，很喜欢，物
超所值。
31、很喜欢简奥斯汀，任何一个人失恋后的状态莫过于玛丽安，喜欢老大埃莉诺的理智，小说塑造的
埃莉诺唯一的一次“不理智：”就是最后当知道自己意中人一直爱着自己并跟自己求婚时的喜极而泣
，我想任何人在当时都无法掩盖自己那份爱之切情之至此的感情了。感情的事，我们确实该多些理智
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一个女人应该时刻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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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其实很傲慢与偏见蛮像的 也不错 比傲慢与偏见稍逊一筹
33、无论贫穷或富有，都需要有Elinor的涵养和品质。
34、挺中规中矩的译本。
35、值得看，推荐大家看
36、#书# #理智与情感# 顺序：BBC→电影→原著，恰好与傲偏的顺序相反。果然看原著才是最清楚的
，这样看来全局情节铺垫合理，大姐的性格塑造相差不大，二姐原著形象饱满很多，遭受威洛比的打
击后坚强很多~\(≧▽≦)/~，很喜欢，反而是小妹原著着色不多，影视作品增色不少。和傲偏比起来
更加深刻更讽刺，没有那么苏_(:зゝ∠)_
37、买这本书是因为喜欢傲慢与偏见，屯了很多书，内容还没来得及看，希望和傲慢与偏见一样好。
值得表扬的是当当这次的服务比以前都好，买了很多次书，这次的包装箱里放有充气的塑料袋，防止
挤压的措施很用心，希望当当再接再厉！
38、西方文学的经典，值得一读的好书，与《傲慢与偏见》大体相同
39、名著我一般买人民文学、上海译文及译林的，一般来说：名家名译：人民文学〉上海译文〉译林
，版式：上海译文〉译林〉人民文学，定价便宜：译林〉上海译文〉人民文学。
40、控制情绪，更积极地面对未来，不留恋于过去而不能自拔
41、挺经典的，印刷的很好
42、名著，给女儿提高阅读水平的
43、是我最早阅读的西方小说之一，当时最喜欢的小说还有《简爱》、《傲慢与偏见》、《悲惨世界
》等。作为个人而言我很欣赏奥斯丁，尤其喜爱她塑造的那些具有崇高道德情操的人物，我猜想她一
定位道德感很强的女性。这或许可以解释尽管她的多部作品描写的都是她那个阶层的青年男女的爱情
婚姻故事，可她竟然终身未婚，成为史上最著名的单身名人。而她以洞若观火般的细致深入描摹出那
些坠入爱河中的男女的情感心路，这份超卓的观察力领悟力也实在令人称绝。
44、这本书的质量貌似还不错。。。比一起买的傲慢与偏见要好很多。。。
45、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总觉得奥斯丁的感情充盈有余，文风活泼不足，读来总是显得不对头
。先看了李安的电影版后能自动把演员和角色对应起来，这里倒是毫无违和感。
46、名著，内容不需多说了。书里的插图非常非常漂亮，爱不释手。
47、朋友指定要买的书，说很有看的价值。
48、翻译的挺好，看着很舒服，，不过是我买错了的，本来是买傲慢与偏见的
49、19世纪言情小说。
50、需得读原版方能有与主人公心绪跌宕起伏的感觉，中文版终究是隔靴搔痒
51、还是简单了？
52、看书的过程中常常会代入自己——面对感情，处理问题，社会交际是理智多一点还是情感多一点
。当然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毋庸置疑，最缺理智。所以忍不住喜欢理智的埃莉诺，虽然理智的人的
生活方式在别人眼里无趣乏味，但也有值得欣赏的地方。
53、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
54、买名著只买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有感情。一是书封简洁干净有味道，二是翻译很棒。《理智与情
感》显然也达到了这个要求。
55、简奥斯汀 是我的少女梦
56、为了写毕业论文读完的这本 一开始很难看懂 知道看完电影后 再看容易很多
57、没到最后，你怎么知道幸福不是属于自己的。在感情里，你选择理智还是情感？
58、看到最后好不耐烦，就你们乡绅逼事儿多！⋯⋯不过这么点儿事能说一本书，而且还能让我看进
去，这其实有点牛逼⋯⋯应该看她的原版就好了。
59、家产与爱情，世俗主题从未改变。以为埃莉诺会和布兰顿上校结婚，HE安排刻意了。翻译版本一
般。
60、简奥斯丁，一个生活在十八世纪的女子。在当时的环境中，能作为一名作家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
的事情。奥斯丁的创作依然是围绕婚姻，这样一个重大而又恒定的主题。女性婚姻的自由和解放成为
了研究女性文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61、理智与情感跟傲慢与偏见都是值得收藏的经典。
62、2015.10.23 埃莉诺善于用理智控制情感，玛丽安却在情感上毫无节制，因此在恋爱中碰到挫折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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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姐姐忍辱负重始终与人为善，妹妹心高气傲几近崩溃，全书已喜剧开头悲剧发
展，终以喜剧收场，讲述没有富裕嫁妆的少女婚恋的经典故事！2015.10.23
63、买了一本给丢了！所以又买了一本！世界名著！很好的书！
64、这是个不错的真实反映人性的故事 理智控制不了情感
65、奥斯丁的经典作品
66、喜欢傲慢与偏见，于是买了姐妹篇。
67、呃，经典与精彩吧⋯⋯
68、理智战胜情感后，就能获得幸福吗
69、埃莉诺居然和我如此相像
70、不错，让孩子接触一些外国文学
71、　　为什么爱的是这个，与之结婚的却是那个？ 　　为什么爱我的人我没有感觉，我爱的人不爱
我？ 　　 　　是选择给我爱的，还是爱我的？ 　　 　　 　　玛丽安不爱布兰登，布兰登在她身上寻
找的无非是自己失去的青春和爱人的影子。 　　本书中唯一可以称作爱情故事的只有玛丽安和威洛比
，可是他却为了钱娶了别人。 　　 　　拿破仑说，我年纪越大就越喜欢伏尔太，讨厌卢梭。 　　我
说，我年纪越大就越喜欢奥斯丁，讨厌勃郎特。 　　卢梭是感性而自然的，勃郎特是浪漫而粗野的，
　　伏尔太是保守而实际的，奥斯丁是理性而文雅的。 　　 　　伟大的小资精神导师奥斯丁女士说
，女人要嫁给那个爱你的，否则要倒霉一辈子。就是说要嫁个爱你的，有产业的单身汉。 　　 　　
假如一个男人娶了一个他爱的至少是他所珍惜的女人，尽管那个女人起初并不爱他，那么情况也不至
于太糟糕。前提是这个女人离开他就无法自力更生。即便她开始并不喜欢他，但只要她还有良心和感
受力，经过岁月的打磨，这女人迟早是会渐渐的爱上你。 　　潘金莲那样的女人毕竟是少数，只要工
夫深，卡西莫多也会得到爱斯美拉达。 　　 　　我必须为大多数女人说句公道话，女人是感性的动
物，只要你付出了金钱---为这个她也逃不掉，感情--我的意思是说你至少要做出关心她的样子，女人
多半是知道感恩的，她会报答你，就连包法利夫人最后也知道谁最爱她。其实世界上大多数的婚姻之
所以能够维系，只是依靠了女人的依赖和男人的宽容。所以聪明的男人从来不拿钱，把钱当作一种最
有效的控制和驾御女人的工具，金钱历来是一种衡量男人爱情的最准确的工具。 　　 　　假如一个
女人嫁给了一个不她的男人，那可是一生都完蛋了。 　　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即便是一个被强奸怀
孕的女人也会出自天性爱她的孩子，而一个男人，只要他不爱你了，什么也栓不住他的心。 　　而最
恐怖的是，和女人先结婚后恋爱逐渐产生感情相反，男人假如当初因为经济和利益而娶了一个自己不
爱的女人，那种厌恶的情绪非但不会减少，而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加强。 　　就是说，假如他一开始
就不爱你，他只会越来越不爱你，根本不会因为你的痴情和付出而爱你。而且会憎恨你。因为你爱他
而拯救了他。 　　 　　所以一个女人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和一个自己不太喜欢，也不讨厌的，但是对
方一定要爱你的男人结婚。就象玛丽安那样。 　　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不太爱的？ 　　因为爱情是
一种很折磨人的感情，从理智的角度和经济的考量上看，女人只要爱一个男人就会整个毫无保留的付
出，无论精神还是肉体，女人在爱情上是天生的无产阶级。 　　这样活着，爱着，是很累的。是要把
自己拖垮的，耗尽的。 　　所以要学学男人样子，自私一点，学会保留感情。 　　你必须确定只有
一条，那男人爱你，会给你安全感和宽容。 　　其余的，至于你对他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感觉拉，你
不喜欢他的小眼睛拉和短腿拉，女人是那种一旦产生了感情就一切可以全盘接受的动物，所以时间长
了慢慢就看惯了，也许还觉得很有趣。所以根本不是问题。 　　男人可不一样，他看不惯就是看不惯
，他或许会闭上眼，装聋做哑，可不代表他就真看不见听不见了。而且越来越烦。 　　 　　 　　所
以一个女人最大的错误莫过于和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在一起，而且还幻想自己可以用爱去感化人家， 
　　而一个女人所做的最聪明的事情，就是嫁给一个自己不那么爱却爱自己的男人。这是一桩最划算
的买卖。 　　 　　拿破仑说，人们并不象常说的那样如此的悲惨和不幸，大多数人都幸福的散居着
。 　　奥斯丁笔下的所谓坏人和好人一样过着满意的生活，这就是我喜欢她的原因。 　　作为一个
启蒙时代和理性的信徒，爱情毕竟是一种脆弱的感情。 　　生活毕竟要要告诉我们，你过去相信的大
半是错误的，而且你会用自己的行动来来否定自己的格言。 　　 　　她天生注定要克服十七岁时形
成的那种钟情，而且怀着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友情自觉自愿的把心交给另一个人。 　　这是玛丽安的
命运，也是很多女人的命运。
72、妹妹玛丽安就是所有女生年少时的影子吧～
73、挺好读的乡村爱情故事 理智的那位会不会太不对家人敞开心扉了 情感的那位陷在感情里的时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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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太没脑子了
74、值得拜读得经典名著！
75、虽然这本书不是精装本，但是很不错，字迹排列什么的都很清楚，译文的本子很好。
76、大概每个女孩都曾是玛丽安，在不断的受挫失望反省后，慢慢变成了埃莉诺。这个世界需要玛丽
安般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但也需要埃莉诺般冷静与理智地处理事情。最好的状态莫过于该浪漫的时候
浪漫，该理性的时候理性，但能做到这样的人极少吧。我们通常在该理性的时候过于理想化，而在可
以浪漫幻想的时候过于理性。目前，自己面临着人生最重要的选择之一，希望自己能有玛丽安般成长
，能如她般幸运！
77、经典名著，值得一看，就是质量一般般！
78、第三十七章中埃莉诺的自白，可以说是全书中最精彩的部分，呼应了理智与情感这个主题，也指
出了理智与美德，正是自我不断斗争的结果。蒙田曾说：德行这个词本意就蕴含着自我斗争，所以我
们说上帝是善良的，而不说他有德行，我们却说人是有德行的。此话与埃莉诺的话互相辉印，理智与
自我克制，正是德行中重要的一部分。可是埃莉诺有一些看法我是不赞成的，这个世界上不理智和有
偏见的人不是一小部分，而是大部分。向往这二者的人尚且极少（有一类人从根本上否定，另一类人
因自己做不到而否定或放弃），真正能做到的，更是屈指可数了。
79、我从不做着不太爱的样子去爱一个人。
80、理智与情感是一部世界名著,关于伦理和感情,脍炙人口,孙致礼先生的翻译更是精彩,可称真正的珠
联璧合.推荐购买!
81、是名著经典，先收藏，必然要抽空慢慢静心看
82、这本书给我在面对恋爱、婚姻方面都有启发，教会我要善于辨别一个人的人品等等
83、读傲慢与偏见是一种愉快的体验，相信理智与情感也不会差到哪去。书的质量很好，配有优美的
插图。
84、看完了，真的是耐着性子才看完的。还是对简奥斯汀的语言风格喜欢不起来，大概对于这种富有
情感的文字很免疫吧。也许文化和时代的差异，觉得细腻过了头反而显得没有深究的欲望，也显得啰
嗦
85、每次我买书同事总会给我推荐一两本，这次她又推荐了《理智与情感》，不过还没有时间看，现
在手上的书堆积的还挺多的了，不过书的质量不错哦，而且快递速度很好，第二天就送到，别提多高
兴了！
86、5.27 
87、看过姐妹篇的傲慢，也觉得理智这篇真真的好
88、太过乏味
89、这个故事想信大家比较熟悉了。。。不多说。。
书也不错，价格比较适合学生党，，印刷也还OK。。。不像有些便宜货那样一看就很次的感觉～
封面看起来很文艺的感觉，这是我选择这个的主要原因～
90、应了我妈常说的一句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有情人终成眷属，而精于心计的人也最
终走到一起并取得了该有的东西，这可能是不同于肥皂剧的地方吧。故事里最精彩的应该是玛丽安的
遭遇，这可能是@席筱筱 推荐我将来给七爷读的原因吧。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意义，人总要给自己和
生活留有空间，对爱的人有所保留，不仅是保护自己，也是为所爱的人负责，没有人担得起另一个人
全身心的爱。埃莉诺应该是作者心目中理智与情感结合的完感体现，有礼有爱有责任。威洛比也很有
代表性，并非说他坏到极点，而是自私自利仅凭一时个人喜好作出不负责任的举动，这种人是常有的
，谁的人生不会碰上个把这样的人渣，而谁又有担保自己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不是这样的人渣呢。 
91、书还是经典的好，虽然现在书店书籍琳琅满目，但是经典就是经典，语言与可读性不会随时间而
褪色，虽然不是精装，但是纸质很好，也未见错别字，是对受够了盗版书的读者的慰藉，好书，永远
值得去读
92、结尾推进的好快
93、是《傲慢与偏见》的姐妹篇，同样是经典，简的书结局总是好的，
94、虽然书本样式很简单，但是，奥斯丁的作品很吸引人。虽说是她前期的作品，写作手法上没《傲
慢与偏见》来的成熟，但是从中也能读出作者对于爱情和理智双重感情的价值观。
95、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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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喜欢简.奥斯丁
97、经典。这个系列到5折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啦
98、人物塑造很饱满。妹妹一开始的感情用事到后来学会姐姐那般理智看待；姐姐一直忍辱负重；爱
德华对自己未来的选择；花花公子的悔恨；詹宁斯太太的关怀；布兰顿上校的幸福；哥嫂的虚伪自私
；等等。中途有杯具发生，但是最后还是皆大欢喜~
用特别朴素平淡的白描手法来反应当时社会制度的缺漏，看着十分舒心“揭示了这社会制度的弊端，
但基本上相信着制度是健康而能自我完善的”

唯一不足大概是因为译本的关系？感觉有点啰嗦——不过也可能对人物内心想法刻画细致，原文本身
就存在很多语言描写，十分生活化口语化。

会择日精读
99、埃莉诺闷罐子这种人很错气的。而且结尾掏浆糊完全不能说服人。
100、一直比较喜欢奥斯丁的小说，结局都是完美的，里面总是有一些幽默的喜剧色彩。
101、喜欢奥斯丁的书 好书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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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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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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