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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叶妮·葛朗台》

前言

巴尔扎克是法国、也是欧洲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他一七九九年五
月二十日出生在法国中部图尔城一个中产家庭。一八一四年巴尔扎克全家迁到巴黎，一八一六年他入
法律学校学习，但他不顾父母反对，参加了巴黎大学的文学讲座，并获学士学位，此后他毅然走上了
文学创作道路。刚开始他写了一部诗体悲剧，并不成功，接着他与人合作创作出版了几十部通俗小说
，后又经商出版古典作品，开办印刷厂等，均以失败告终，搞得他债台高筑，以至拖累终身。但这些
经历也使他深刻认识了现实世界，为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厚实的生活基础。一八二九年，巴尔扎克发表
了小说《朱安党人》，这标志着他艺术上走向成熟。在此后的二十年里，他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九十
余部小说，组成了《人间喜剧》这座宏伟壮丽的文学大厦。一八五O年八月十八日，巴尔扎克因长年
劳累过度与世长辞。《人间喜剧》以九十多部小说、二千四百多个人物的宏大规模，生动地再现了十
九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被誉为“社会百科全书”。《人间喜剧》由《风俗研究》、《哲学研究》
、《分析研究》组成。其中《风俗研究》又是主干，分为六个生活场景：一，《私人生活场景》，有
小说三十二部，代表作有《苏镇舞会》和《高老头》等；二，《外省生活场景》，有小说十七部，代
表作有《欧叶妮·葛朗台》和《幻灭》等；三，《巴黎生活场景》，有小说二十部，代表作有《交际
花盛衰记》和《贝姨》等；四，《政治生活场景》，有小说八部，代表作有《一件恐怖时代轶事》等
；五，《乡村生活场景》，有小说五部，代表作有《幽谷百合》和《农民》等；六，《军旅生活场景
》，有小说三十二部，代表作有《朱安党人》等。《哲学研究》肴二十七部小说，重要作品有《驴皮
记》等。《分析研究》只有五部小说，如《婚姻生理学>等。由这一系列作品构成的《人间喜剧》，
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恢宏的篇章。《欧叶妮·葛朗台》是《人间喜剧》中“最出色的画幅之一”。作
品由葛朗台一家、侄儿查理和欧叶妮的追求者三条线索组成，作品一开始就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加以描
写，到了出现家庭纠纷后立即推向高潮，然后突然结束，使人回味无穷。整部作品于简洁的构思中蕴
含动人心弦的艺术力量。作品通过葛朗台夫妻、父女、伯父与侄儿等家庭矛盾，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
家庭中的金钱关系。作者通过一系列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来表现人物，成功塑造了葛朗台这个典型形
象。他贪婪、狡黠、吝啬，金钱是他的上帝，独自观摩金子是他的癖好，临死前他也不忘吩咐女儿到
那边去交账。他家财万贯，但每一顿饭的面包、每天点的蜡烛，他都要亲自分发，一点也不能多。他
的吝啬越来越膨胀，吞噬了他的整个人。葛朗台被刻画得极为生动，使他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
典型形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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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叶妮·葛朗台》

内容概要

《欧叶妮·葛朗台(插图本)》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 外省生活场景》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巴尔扎
克自称这部小说为《人间喜剧》中“最出色的画稿之一”。小说描写了葛朗台夫妇、父女、伯父与侄
儿等之间的家庭矛盾，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家庭中的金钱关系，广泛展开了19世纪前半期法国外省的
风俗画面，塑造了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四大吝啬鬼之一葛朗台这一典型的艺术形象。小说充分体现了
巴尔扎克丰富的艺术实践和创作特色，标志着他小说创作的一次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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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巴尔扎克 译者：周宗武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
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一生创作96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总名为《人间喜剧》。其中
代表作为《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100多年来，他的作品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
和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他“是超群的小说家”、“现实主义大师”。 巴
尔扎克出生于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法科学校毕业后，拒绝家庭为他选择的受人尊
敬的法律职业，而立志当文学家。为了获得独立生活和从事创作的物质保障，他曾试笔并插足商业，
从事出版印刷业，但都以破产告终。这一切都为他认识社会、描写社会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他不断追求和探索，对哲学、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积累了极为
广博的知识。 1829年，巴尔扎克完成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这部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为他带来巨
大声誉，也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放下第一块基石，巴尔扎克将《朱安党人》和计划要写的一百四
五十部小说总命名为《人间喜剧》，并为之写了《前言》，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基本原则
，从理论上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 巴尔扎克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就，他在小说结构方
面匠心独运，小说结构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并善于将集中概括与精确描摹相结合，以外形反映内心
本质等手法来塑造人物，他还善于以精细人微、生动逼真的环境描写再现时代风貌。恩格斯称赞巴尔
扎克的《人间喜剧》写出了贵族阶级的没落衰败和资产阶级的上升发展，提供了社会各个领域无比丰
富的生动细节和形象化的历史材料，“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
），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院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巴尔扎克以自己的创作在世界文学史上树立起不朽的丰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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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此书无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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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堂弟，这里有几颗心听到您的声音，我们以为您需要什么呢。您应该睡在床上，这样躺着会
很累的。”“是的。”“那好，再见。”她赶紧走出房门，觉得到这里来既羞愧又高兴。只有天真幼
稚才会有如此大胆的行为。明白事理的德性与邪恶算计得一样准。欧叶妮在堂弟面前没有发抖，可一
回到自己房里却几乎站不住了。愚昧无知的生活骤然中止，她思前想后，着实自责了一番：“他对我
有什么想法？他以为我爱上他了。”而这正是她最希望在他身上看到的。坦诚的爱情有它自身钓预感
，深知爱情会激发爱情。孤独的少女这样偷偷跑进一个年轻人的卧室该是多了不起的举动啊！在爱情
上，有些思想和行为对某些心灵不就是神圣的婚约吗？一小时后，她走进母亲的房间，照例伺候她起
床。然后她们坐在窗前焦急不安地等着葛朗台.这种情绪就像人们怕挨骂、怕受惩罚时一样，心忽冷忽
热，揪紧或膨胀，这由各人性格而定。这种再自然不过的心情连牲畜都有：它们做错一点事遭到呵斥
就叫喊起来，而由于不慎受了伤反而一声不哼。老头走下楼，漫不经心地跟妻子说话，又拥抱了欧叶
妮，然后坐在饭桌旁，好像根本没想昨夜的恐吓：“侄儿怎么样了？这孩子倒不烦人。”“先生，他
还睡着呢。”娜依答道。“那再好不过了，这样他就用不着蜡烛了。”葛朗台不无挖苦地说。这种异
常的宽容和刺人的玩笑使葛朗台夫人颇感惊讶。她紧紧盯着丈夫。老头儿⋯⋯这里也许该提醒诸位：
在都兰、安茹、博瓦图、布列塔尼地区，老头儿这个称呼——我们已常用来指葛朗台了——是用于最
残忍的人，也同样用于最憨厚的人，只需他到了一定的年龄。这称呼与个人的善良忠厚无关。老头儿
拿起帽子和手套，说：“我要去广场上中，看能不能遇到几位克律肖先生。”“欧叶妮，你父亲肯定
有事。”妈妈说。事实上，不贪睡的葛朗台把大半夜时间都花在初步的盘算上，这些盘算使他的见解
、观察、计划达到了十分精确的程度，接二连三的成功令索木尔人赞叹不已。人的本领是耐心与时间
的组合。有权势者有意志又善于等待.守财奴的生活就是不断利用人类的力量为个人效劳。他只依靠两
种感情：自尊心与利益；但是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牢固的自尊心，因此也是真正优越的持续凭据，
所以自尊心与利益是同一整体的不同面，均来自自私自利。对那些被巧妙地推上人生舞台的守财奴的
惊人的好奇心也许就源于此。这些人物同人类的全部感情不可分割，并将其集于一身，而每个人都同
他们一线相连。哪有什么无欲望的人？而没有金钱，哪种社会欲望能得到满足？妻子猜中了，葛朗台
的确有事，同所有的守财奴一样，葛朗台有一种同别人较量一番，合法地把他们的钱弄到手的紧迫感
。攫取他人的钱财，难道不是显示威力，自以为永远有权蔑视那些匍匐在脚下任人吞食的弱者的行为
吗？噢！谁能理解恬静地躺在上帝面前的羔羊——它既是人间的一切受难者最令人感动的象征，是他
们未来的象征，最终也是受人颂扬的苦难与懦弱的化身呢？守财奴把这只羔羊喂肥、关进羊圈、宰了
它，煮熟后吃掉它，蔑视它。守财奴的精神食粮就是金钱与鄙视。夜里，老头儿的念头又转了向：他
的宽厚概源于此。他策划好了的阴谋诡计，要把巴黎人捉弄一番，折磨他们，欺骗他们，揣捏他们，
叫他们东奔西颤、汗流浃背、充满希望、脸色发白。这个老箍桶匠，在阴暗的大厅尽头，在登上索木
尔家虫蛀的破楼梯时就这样以戏弄巴黎人取乐。他总惦着侄儿的事。他想挽回亡弟的名声又不想花侄
儿和自己的一分钱。他把现金投放出去，为期三年。只管管房地产就行了，因此他必须为他狡猾的活
动搞到“营养品”，而他兄弟的破产恰好为他提供了这种机会。他觉得自己手里榨不出油来，就想碾
碎巴黎人让查理得点便宜，他自己就成了分文不失的好兄长。家庭的荣誉压根儿就没列入他的计划，
他的善意犹如赌徒们兴高采烈地欣赏一场没下赌注的赌博时的心情。因此他离不了克律肖他们，可他
不愿屈就去找他们。而让他们来他家，决定当晚把刚拟好的计划搬上舞台以期在第二天一毛不拔得到
全城人的交口称赞。父亲不在家，欧叶妮兴奋不已，可以公开地照料心爱的堂弟，毫无顾忌地把藏于
心底的怜悯倾注在他身上。怜悯是女人优于男人的德性之一，是她让别人感受的惟一情感。也是她让
男人接受而毫不妒忌的惟一情感。欧叶妮三番五次跑去听堂弟的呼吸声，想知道还睡着或是醒来了。
后来，他起床了，于是奶油、咖啡、鸡蛋、水果、碟子、杯子等一切与早餐有关的东西都成了她精心
料理的对象。她轻盈地爬上楼梯想听听堂弟的动静。他在穿衣吗？还在哭吗？她径直走到房门口。“
堂弟？”“堂姐.”“您想在哪儿吃早餐，客厅还是卧室？”“哪几都行。”“您觉得怎么样？”“亲
爱的堂姐，我饿极了.真不好意思。”这段隔着房门的对话欧叶妮觉得简直就像小说中的一整段插叙。
“那好，我们把早点送到您的房里，免得父亲不快。”她轻如飞燕般跑进厨房，“娜侬，快去收拾他
的卧室。”欧叶妮觉得这座平日经常上上下下、无声也响的楼梯现在似乎不再破破烂烂，她觉得它光
彩夺目，会说话，像她一样充满青春的活力，同时为她的爱情服务。她亲切宽容的母亲也心甘情愿地
顺从她爱情的梦幻。查理的房间收拾停当，母女俩一块儿进去陪伴这位不幸的人。基督教的仁慈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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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人安慰他吗？两个女人从教义中汲取了不少诡辩术替她们的行为辩解。于是查理·葛朗台看到自
己成了最亲切最温柔的关怀对象。他那颗破碎的心强烈地感到了这种甜蜜的友谊与和蔼可亲的同情，
这是母女俩受压抑的心灵在痛苦的领域——他们乎日活动的范围里——一旦有片刻自由就会流露出的
感情。既然查理是亲戚。欧叶妮就有理由整理堂弟带来的内衣、梳妆用品，也能随心所欲地观赏拿到
手的每一件精美玩意儿、金银饰物，借口细看而久久不肯释手。查理看到伯母和堂姐对他关怀备至，
深受感动，他对巴黎社会了如指掌，知道以他眼下的处境。他只能受人白眼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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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苦难是人生的老师。　　——巴尔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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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欧叶妮·葛朗台(插图本)》是教育部“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最新导读插图本小学初中部分。
这是一部朴素精炼的杰作。老箍桶匠葛朗台靠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成为索漠城的首富。他刻薄吝啬
，把金钱看得重于一切，不惜逼走因父亲破产自杀来投靠他的侄儿，折磨把自己的私蓄送给堂史作盘
缠的欧也妮，并因为反对女儿与落难公子的爱情，把袒护女儿的妻子虐待致死。他所有的乐趣都集中
在积聚财物上，死时留下一份偌大的家私，却无补于女儿的命运。作品塑造了葛朗台这一典型的吝啬
鬼形象，深刻暴露了资产阶级家庭中纯粹的金钱关系。 书中配了根据作品情节绘制的黑白插图。通过
这些插图，不仅为读者营造出一个亲切轻松的阅读氛围，而且使读者全面、具象地理解世界文学名著
的丰富内涵。

Page 9



《欧叶妮·葛朗台》

精彩短评

1、现实主义的爱情
2、不错。纸张印刷都很满意。
3、细腻的语言让人仿佛亲眼见证般的文学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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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从书名可知， 其实作者很明显的意图是描写葛朗台的女儿——欧也妮.葛朗台，但是绝大部分的读
者的视线还是集中在葛朗台的身上，这也难怪，作者对于葛朗台的吝啬性格描述简直无可挑剔的精彩
，任何人物的描述在葛朗台的相比之下都会显得暗淡。不过整体思路流畅，言语严谨，不时不乏出现
冷幽默，小人物，小故事，在一个大背景的烘托下，令人深思，难得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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