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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侬 魔沼》

内容概要

《娜侬》讲述克勒兹的乡村，一个偶然的机会，贫困的农家女娜侬与被家庭抛弃、寄养在修道院的贵
族子弟埃米里昂相识并结下深厚的友情，但埃米里昂因被诬陷而被捕入狱。娜侬决心救出心爱的埃米
里昂。于是，他们一同经历了营救、逃亡、隐居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冒险历程，后来埃米里昂又毅然
决定参军以报效祖国。在一段漫长的分离与痛苦的等待之后，这对深深相爱的年轻人得以幸福地结合
。
《魔沼》是一部浪漫主义经典爱情名著。小说以农村的美丽风光为背景，描述质朴淳厚的民俗、民风
、民情，用清丽的笔调叙述了一个农村年轻鳏夫与一个年轻姑娘的恋爱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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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侬 魔沼》

作者简介

乔治·桑（GeorgeSand，1804—1876），法国浪漫派女小说家，原名奥罗尔·杜邦，1804年生于巴黎，
从小由祖母抚养，十八岁时嫁给一位男爵，由于对婚姻的不满，1831年到巴黎开始独立生活和写作生
涯。1832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安蒂亚娜》，一举成名。乔治·桑喜欢描绘家乡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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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侬 魔沼》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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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侬 魔沼》

精彩短评

1、乔治桑，总让你感慨不已
2、不是很吸引我。不过作者的情景描写非常不错。
3、朴实,自然,喜欢这种风格清新的田园作品,和简奥斯丁不一样的风格,但同样喜欢!
4、纸质很好（因而有些沉），字体、排版看着很舒服。乔治桑的这两篇小说很唯美，一种欧洲古典
乡村所独有的恬淡与清新，虽不似当今小说那样具有摄人心魄、快节奏的故事情节，但读来别有一番
风味，一种久违了的却从未从我们心底真正消逝的感觉。
5、在那个时代时代是开创，现在觉得很幼稚。
6、略低龄化呀
7、出乎意料的田园风情⋯⋯
8、那片草地，修道院前面的草地，是我永无法忘怀
9、怎么会是名著？！看的想睡觉，而且没什么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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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侬 魔沼》

精彩书评

1、巴尔扎克与乔治·桑不得不庆幸，看完巴尔扎克接着看的是乔治·桑。也许只有这样，我才能鼓
起勇气接着看福楼拜吧。19世纪的法国革命风潮风起云涌，文坛亦不乏取材自社会、历史事件的大手
笔。客观逼真地再现社会现实风貌，成为当时作家的一种写作风尚。然而乔治·桑之于她的时代无疑
是个特殊的存在，并且，在我看来同时是必要的存在。在读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时，的确暗暗惊讶
作者“客观再现”的功力。他不动声色的把我们带进19世纪初复辟时期的巴黎，又悄悄使我们置身于
一个毫不起眼的下层社会——伏盖公寓。接下来，长达十几页敏锐、精准、细致入微的环境描写和对
住在公寓中各色人物的刻画为我们展现了“巴黎下层民众的生活图景”。初读时的我其实并没有去关
注这些，现在仍然留在印象里的并不是那些描写，而是那些描写带给我的难忘的感受：肮脏，冰冷，
五颜六色而死气沉沉；各色人物并不令我感到陌生，却让已经领略过了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的我
产生一种不可抑制的阻拒。巴尔扎克笔下的世界并不比雨果所带给我们的更“悲惨”，但却让人难以
承受——或者说，这是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所呈现的一个“恐怖世界”。怀有这种感觉的并非只有我
一个人吧。乔治·桑在《魔沼》的开篇——“作者致读者”中，描述了德国画家霍尔拜因的一幅版画
：“这幅版画描绘一个农夫在田间耕地。广阔的田野直伸向远方，能看见远处的一个破木屋；太阳在
山岗后落下。这是辛劳了一天后的收工光景。农夫已年迈，身材粗矮，衣着褴褛。他驱赶着的套在一
起的四匹马骨瘦如柴，无精打采；犁铧深耕进高低不平、坚硬的地里。在这‘辛劳与疲惫’的景象中
，只有一个人是愉快的，步履轻健的。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一个手握鞭子的骷髅，它挨着受惊的马
儿在犁沟中奔跑，用鞭子抽打它们，就这样给老农当犁夫。⋯⋯”乔治·桑说，画中的骷髅寓意死神
。农夫常年劳累，生活凄惨，最终得到的不过是死神的召唤。而令我惊讶的是，这样的文字所映现在
我脑中的画面却惊人地吻合刚刚读过的《高老头》中的文字所带给我的不可名状的感受：所有的描写
都丝毫不见作者的身影和情感，但当这些文字拼在一起时，却让人感到冰冷无望，仿佛文字的背后有
一个无情的魔鬼不尽地吸取作者和读者的温情与能量，就如同霍尔拜因画中与农夫比肩而立的死神无
情地觊觎那贫苦人的生命一样。由欲望和罪恶带来的不幸与苦难是所有时代所有艺术家描述和表现的
主题。而乔治·桑却不无讽刺地反问：“然而我们，另一世纪的艺术家，我们将描述什么呢？我们将
在死神的思想中寻求当今人类应得的报应吗？我们将乞求于死亡来惩罚不公正和补偿痛苦吗？”于是
她说：“寓意画家就应该在画的旁边画上以为快乐的天使，将祝福的麦粒大把地播撒在散发着热气的
田野中，而不是画那手执皮鞭、走在犁沟中的可悲又可恶的死神。”于是在《娜侬》和《魔沼》中，
我重又感受到了阅读给我的愉悦感——我是指书中描绘的那种简单、平凡而又不失理想的普通人的生
活所许诺给一个读者的温暖希望和生命力量。毫无疑问，乔治·桑和巴尔扎克是两个对于世界文学史
绝对无法忽略的作家，他们生活于同一个时代然而时代在他们的笔下却迥然不同。更多的人倾向于把
乔治·桑归于浪漫主义作家一派，我暂时还无法评价这一点，因为“浪漫主义”本身首先就是一个需
要厘清的概念。但她肯定不属于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当然这不应该仅仅因为其作品中所流露的田
园牧歌情调。乔治·桑曾公开表明过对现实主义的异议：“小说就不得不把存在着的一切，把当代芸
芸众生和万事万物的冷酷现实记录下来吗？⋯⋯我却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人生现象的。”她更是
在给福楼拜的信中声称：“你呀，不必说，一定要写伤人心的东西，我呢，要写安慰人的东西。”无
论是基于女性的温柔特质还是桑的童年经历，她所持的文学观与她的时代主流是截然不同的。那是一
种理想主义，然而“理想主义”却总是会招致嘲笑的。桑一生崇奉卢梭，相信自然对于人性的净化力
量。巴尔扎克笔下巴黎都市的物欲横流和桑的自然乡村的淳朴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代城市文明与乡
村农耕文明的有趣对照。在文学作品中，更贴近自然的乡村总是被寄寓着与污浊的城市相对立的俭朴
生活方式和合乎道德的世态人情。与现实中城市文明伴随着物质进步逐步侵蚀乡村的净土不同，文学
为我们保存了一方不受外部世界侵扰的相对独立的理想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个简单的“世外桃
源”。小说《娜侬》讲述的是一个农村的孤女娜侬和修道院里的一个被家族遗弃的贵族埃米里昂的爱
情故事。娜侬自幼无父无母，由舅公带大，但人情淳朴的乡村和慷慨丰厚的自然赋予她勤劳朴实而坚
忍自尊的性格。小说的背景是大革命后雅各宾派上台执政时期，法国革命受到欧洲反动势力的抵制，
整个国家陷于内忧外患。乔治·桑在小说中还塑造了小城律师科斯特如先生的形象，他是一个革命派
。在小说中桑通过娜侬之口批评了革命派不信任农民，眼界狭窄和滥用暴力所带来的不堪后果。她似
乎有意与“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绝对不是弃之不顾，也许距离本身让桑更能看清历史的真相
，并且葆有一种超于现实之上的理想信念。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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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侬 魔沼》

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他说这正是诗与历史的
不同。诗高于历史，因为“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那么，我想乔治·桑有理
由这样反问巴尔扎克：真正的诗人又怎么能够屈尊于历史，而作它的“书记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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