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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

前言

　　卡夫卡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早在一九四一年，著名英国作家奥登就说过：“就作家与
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卡夫卡完全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等相提并论。”他在短暂的一生中
在文学的田野上默默地耕耘，以自己独辟蹊径的创作广泛地影响了当代各国文学，在二十世纪世界文
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他当之无愧地被尊称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　　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弗
兰茨·卡夫卡生于奥匈帝国治下的波希米亚（今捷克西部地区）首府布拉格。他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
家的犹太商人，母亲是个气质忧郁、耽于冥想的家庭妇女。卡夫卡幼时受的是德语教育，一九○一年
进入布拉格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但不久便迫于父命改学法律，并于一九。六年获得法学博士学
位。自一九○八年起，他供职于一家半官方的工人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一九一七年患肺病，一九二二
年因病离职，一九二四年六月三日病逝，只活了四十一岁。　　卡夫卡短暂的一生中充满了不幸。他
所处的时代、他的社会生活环境、他的家庭，都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卡夫卡生
活的时代正是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末期。当时在布拉格，民族矛盾、政治矛盾十分尖锐，帝
国摇摇欲坠。作为犹太人，卡夫卡与斯拉夫人没有什么来往，而布拉格的多数居民是斯拉夫人；他受
的是德语教育，这使他与周围的人没有共同的语言；他既不是完全的奥地利人，也不是捷克人。作为
保险公司的雇员，他不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他的父亲性情暴烈
、作风专横，在家庭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卡夫卡从小就感到来自父亲的压力，一生都生活在父亲的阴
影下。他曾三次订婚，又三次主动解除婚约，始终未能建立自己的家庭。卡夫卡的生活环境以及内向
的性格，使他把写作当做惟一的精神寄托。　　卡夫卡自幼酷爱文学。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大量阅读
世界名著，并涉猎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等人的学说，受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恺郭尔思想影响
，也研究过中国的老庄哲学。一九○八年开始发表作品。卡夫卡是一位勤奋的业余作家，在短暂的一
生中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和许多中短篇小说以及大量随笔、杂文、格言、书信、日记等。他对自己的
作品要求十分严格，生前发表的作品屈指可数。　　卡夫卡去世前留下遗嘱，要求挚友布洛德焚毁他
所有未发表的手稿，已发表的作品也不再版。后世的读者应感谢独具慧眼的布洛德没有执行这份遗嘱
，在作家身后整理出版了亡友所有著作，使这位旷世奇才的不同凡响的作品得以保存下来，流播世问
。世界上有不少国家曾禁止出版他的作品，然而他的作品仍以各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现。　　自五十
年代起，欧美各国掀起了一股卡夫卡热，作家们纷纷模仿借鉴卡夫卡的创作手法，学术界也掀起研究
卡夫卡的热潮，在文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卡夫卡学。时至今日，声势越来越大。本世纪
以来活跃在世界文坛上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文学流派如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
魔幻现实主义等等，都在卡夫卡的创作中找到自己创作方法某种特征的渊源。中国读者对卡夫卡的了
解比较晚。六十年代中期，大陆曾翻译出版卡夫卡的少数作品，但仅供内部参考，广大读者无缘得见
。“文革”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为外国文学翻译介绍工作带来了新的生机，卡夫卡也得到重新评价，
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卡夫卡也对中国作家产生影响，有一些作家已开始有意识模仿卡夫卡。随着时
间的推移，卡夫卡的作品将会在我国赢得愈来愈多的读者的理解和赞赏。　　卡夫卡的三部长篇都是
未竞之作。在这三部作品中，《城堡》篇幅最大，也最富有卡夫卡特色，被公认为他最重要的一部作
品。布洛德甚至称《城堡》是“卡夫卡的浮士德”。　　小说写的是主人公K为进入城堡而徒然努力
的故事。作品寓意深邃，内容怪诞离奇，展现了一个独特的世界，现实与非现实、合理与悖谬、常人
与非人并列在一起。有人称它是一部“迷宫似的令人晕头转向的小说”。有一位外国评论家指出：“
《城堡》的读者读了头几页往往会有如坠五里云雾之感，而这并不是因为书中的语言晦涩——卡夫卡
的文风倒是明白晓畅的——，而是因为书中所描写的事情是如此离奇，人们间的对话是如此怪诞⋯⋯
”小说中出现了许多极其离奇而荒诞的事情。城堡并没有聘请土地测量员，却认可了K的土地测量员
的身份；K早晨出门，大约只过了一两个钟头，夜幕就已降临；属于城堡管辖的村子并不算大，可是
管理这个村子的却是一大群官员，他们的人数恐怕要比他们管辖下的村民多出好几倍，他们整日忙忙
碌碌，办公室里一捆捆文件堆积如山，文件不断地掉到地上，只要发生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只要收
到一件无关紧要的申诉或无足轻重的申请，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就得成年累月地运转起来；巴纳巴斯
自愿为城堡充当信差，日复一日，没完没了地在公事房等待任务，一等就是几年，也没有接到过一次
差遣；城堡办公厅主任克拉姆给K发来两封信，对他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虽然他根本就没有动手
工作，后来发现，这些信都是旧的，是从一堆发黄的旧档案里随便抽出来的；城堡秘书比格尔一天大
部分时间都在床上度过，在床上处理公务，传讯当事人；K千方百计想要进入城堡，城堡一步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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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

离开他的视线，但他却无法接近城堡一步；城堡官员索提尼看上了村姑阿玛丽亚，而阿玛丽亚坚决拒
绝了他的粗暴要求，从此厄运就降临到她的家庭，尽管城堡并没有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可他们却发
热病似地去恳求城堡宽恕，为了能找到索提尼的跟班，阿玛丽亚的姐姐奥尔加不惜跑到客栈去，委身
于每一个下贱的仆役⋯⋯这些事情叫读者感到不可思议，可是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却丝毫也不觉得
有什么反常。这种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纯客观的叙述方式，构成了卡夫卡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故事情
节在外表的荒诞性之下具有深刻的寓意，促使人们去进一步思考。　　卡夫卡的每部作品都具有绝非
单纯的复杂涵义，《城堡》一书更是如此，它可以使人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例如：城堡是神和神的
恩典的象征。K寻求进入城堡之路，以求得灵魂的拯救，但他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神的恩典是不可
能强行取得的，最后K离开人世时才得到补偿。因此，《城堡》是一则宗教寓言；城堡是权力象征、
国家统治机器的缩影。这个高高在上的衙门近在咫尺，但对广大人民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即。《城堡》
是为官僚制度描绘的滑稽讽刺画，是极权主义的预示；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欧洲盛行排犹主义。《城
堡》是犹太人无家可归的写照；K的奋斗是为了寻求真理。人们所追求的真理，不管是自由、公正还
是法律，都是存在的，但这个荒诞的世界给人们设置了种种障碍，无论你怎样努力，总是追求不到，
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K是被社会排斥在外的“局外人”，不仅得不到上面的许可，也得不到下面的
认可。他自始至终是一个“陌生人”。K的这种处境是现代人命运的象征。人不能不生活在社会之中
，但社会不允许、也不承认他是社会的真正成员；《城堡》反映了卡夫卡和他父亲之间极其紧张的关
系。城堡是父亲形象的象征。K想进入城堡，而城堡将其拒之门外，这反映了父子对立和冲突⋯⋯凡
此种种，不一而足。　　当然，这些评说只是人们所作的诸多评说的几种可能性。未来世代还将不断
地评说下去。每一种评说，即便正确，也可能只涉及到其中某一侧面，因为一部优秀的作品往往具有
多义性和复杂性，很难加以单一的概括。卡夫卡作品的本质在于提出问题而不在于获得答案。意味深
长的是，卡夫卡的三部长篇小说都没有写完。美国当代女作家乔伊斯·欧茨指出：“对许多读者来说
，卡夫卡还是一个永恒的谜⋯⋯要‘解开’这个谜就意味着‘解开’人生的真谛。应该如何解释卡夫
卡，如何超越卡夫卡笔下典型主人公的立场，如何去认清《城堡》本身的秘密！——看来这一切都是
难以做到的⋯⋯”①不过，从某个角度加以认识的可能性并非完全不存在。　　卡夫卡是一个揭露旧
世界的天才，他用荒诞、夸张的手法，写出了梦魇般的世界现实。布莱希特称卡夫卡是“一位先知式
的作家”。　　R.D.莱恩在《分裂的自我》一书中说：“如果比较莎士比亚和卡夫卡对人之痛苦及普
遍异化的揭露（而不考虑他们各自的天才），那么当代读者会认为，是卡夫卡而不是莎士比亚作出了
更为强烈和更为全面的揭露⋯⋯卡夫卡关于恶的认识是完整的；他没有用关于健全而合理之自我的认
识与之对立。”①卡夫卡自己也说过：“凡是我写过的事将真的发生。”（1922年7月5日给布洛德的
信）希特勒法西斯的残暴统治，使不少人逐渐认识到卡夫卡作品中惊人的预言性：“卡夫卡的梦魇世
界⋯⋯实际上已成为现实。”欧洲战后的现实，也为人们重新评价卡夫卡提供了基础：“对战争和战
后现实的失望，对过去空想的摈弃⋯⋯命令主义、生产的自动化、受官僚全面控制的世界的景况，这
一切在卡夫卡未卜先知的预言里似乎都可以找到。，’在中国，经历过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
命”之后，人们对卡夫卡作品中貌似荒诞不经的事情便有了新的领会。布洛德指出：“卡夫卡的小说
《城堡》是世界的一个缩影；小说中关于某一类型的人对于世界做出的行为进行了详尽的描绘，其准
确与细致达到无可比拟的程度。由于每个人都能觉察到自己身上也有这种类型的成分——正像他能在
自己身上发现浮士德、堂吉诃德或于连·索黑尔也是他的‘自我，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所以卡夫卡
的《城堡》超越了书中所写人物的个性，成为一部对每人都适合的认识自我的作品。”②正因为卡夫
卡所揭示的东西在世界上具有如此的普遍性，所以他的作品才会流传如此广泛。有人说卡夫卡“归根
结底是最可理解的作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高年生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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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

内容概要

《城堡》是卡夫卡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主人公Ｋ踏雪来到城堡附近的村子里，他想尽办法
进入城堡，但始终没有成功。这部小说和《审判》一样，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和这些机构的运
作体制下的无数办事处和大小官吏。而Ｋ的身份，一个普通的土地丈量员，似乎在这些官僚机构的中
间有永远走不尽的路。在村长的家里，Ｋ领教了城堡的真正权力。这种权力并没有明文规定，只有一
系列曲里拐弯的复杂行使过程。这个过程被记录在堆积如山的文件堆里，翻也翻不出来。谁也不会去
问。正是这种昔日的权力行使导致Ｋ了竟然无法确定自己的身份。这就显出了一种荒诞。Ｋ极力抗争
，而村长却用他那冗长、繁琐而又清晰的叙述，将来龙去脉告诉Ｋ，为的是打消他脑子里一切可能有
的幻想，指出他的唯一出路就是过一种异乡陌路的忧郁生活，永远不可能出人头地，现状也不会有所
改善，而且还得小心翼翼，避开危险。而事实的确如此，在Ｋ任何一次努力之后，导致的只有闹剧或
迷惘。每一次结局之后，城堡依然屹立不动，所有的通道前途莫测。不过Ｋ依旧充满了精力，他不再
为他的最终的结局“死”焦虑不安，他打起了过一天算一天的小算盘。有时还沾沾自喜起来，于绝望
中又生出许多希望来。在最后，我们还看到他在那么多的努力遭到失败之后，还在等待时机要作新的
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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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影响遍布全世界，被尊为现代派文学
大师。出生于布拉格，曾为保险公司职员，业余从事创作。生前在德语文坛几乎鲜为人知，死后引起
世人广泛注意，成为美学、哲学、宗教和社会观念上激烈争论的焦点。先后出版《变形记》《在流放
地》《乡村医生》和《饥饿艺术家》四部中短篇小说集；此外还创作了三部未竟长篇《失踪的人》《
审判》《城堡》，在生前均为出版。　　高年生（1932-　），上海人。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德语专业。1962年起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译著有《女士及众生像
》《小丑之见》《亲和力》《三毛钱小说》《德意志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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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
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章附录一 开篇的异文二 残章断篇三 作者删
除的文句和段落四 第一版后记五 第二版后记六 第三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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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

章节摘录

　　第一章　　K抵达的时候，天已很晚了。村子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城堡山笼罩在雾霭和夜色中
毫无踪影，也没有一丝灯光显示巨大城堡的存在。K久久站立在由大路通向村子的木桥上，仰视着似
乎虚无缥缈的空间。　　之后，他去找住处。客栈里的人还没有睡，店主对晚来的客人深感意外和困
惑，虽然没有空房，但他还是愿意让K睡在店堂里的草垫子上。K同意了。有几个庄稼人还坐在那儿喝
啤酒，但是K不想和任何人交谈，便自己到顶楼上拿来草垫子，在火炉旁边躺下。这里挺暖和，庄稼
人不言不语，他用疲惫的眼光还打量他们一会，然后就睡着了。　　可是，没过多久，他便被人叫醒
了。一个年轻人，穿着像城里人，长着一张演员般的脸，细眼睛，浓眉毛，正和店主一起站在他的身
边。庄稼人还在那里，有几个把椅子转过来，以便看得听得更清楚一些。年轻人因为叫醒K而彬彬有
礼地表示歉意，自称是城堡总管的儿子，接着说：“本村隶属城堡，在此地居住或过夜就等于在城堡
里居住或过夜。未经伯爵准许，谁也不得在此居住或过夜。可是您并没有获得伯爵的批准，至少您并
未出示这样的证明。”　　K抬身半坐半躺，用手理理头发，抬头看着他们说：“我这是走错路闯进
哪个村子了？这儿有一座城堡吗？”　　“当然哕，”年轻人慢慢吞吞地说，这时店堂里的人都不以
为然地对K摇头，“是西西伯爵老爷的城堡。”　　“在这儿过夜一定要有许可证吗？”K问道，仿佛
想要肯定自己刚才听到的通知也许是做梦。　　“一定要有许可证，”年轻人答道，并伸出胳膊向店
主和客人问，“难道就可以不要许可证吗？”语气里含有对K的强烈讥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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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

编辑推荐

　　《城堡》是卡夫卡三部未竟长篇之一，篇幅最大，也最富有卡夫卡特色，被公认为他最重要的一
部作品。布洛德甚至称《城堡》是“卡夫卡的浮士德”。小说写的是主人公K为进入城堡而徒然努力
的故事。作品寓意深邃，内容怪诞。通过一个迷宫似的故事，展现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卡夫卡是二十
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以自己独辟蹊径的创作广泛地影响了当代各国文学，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
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他当之无愧地被尊称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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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

精彩短评

1、卡夫卡的经典作品！！
2、书店纸质不错
3、经典名著，可惜我看不了原著！
4、卡夫卡式的卡夫卡体
5、卡夫卡长篇
6、无力感，可气又可笑
7、冰冷
8、咳咳咳
9、#2016-4-26于逸夫图书馆#豆瓣评分：8.0 从叙事结构和功能上看，《城堡》应属于H-I类型（战斗型
），叙述角色按普罗普的“行动范围”有如下七种：①主人公=K；②对头=克拉姆；③施与者=土地
测量员；④被寻找者=城堡官员；⑤助手=仆人；⑥送信者=巴纳巴斯；⑦假主人公=村民、弗丽达、
阿玛利亚与奥尔加、培枇。如果用格雷玛斯的语义方阵来代表，则如图所示（中间是交叉箭头
10、有深度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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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

精彩书评

1、　　读这部书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强烈的既视感。在中国先锋派文学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也
许都会有这种共感。其实何止先锋派，中国的一些“大御所”级别的文学泰斗也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
卡夫卡的私淑弟子。如果只说先锋派的话，在“先锋文学五虎将”中，余华的短篇小说《现实一种》
无疑是卡夫卡的继承（这部明显带有卡夫卡表现派色彩的小说，却很不幸地可能是80年代中国现实的
社会现状一瞥），洪峰的另一部短篇集《湮没》更是将表现主义移植到了远古，苏童的前期作品无一
不带有明显的卡夫卡色彩。就算是和先锋派互为辕辙的王朔，也很难说他的《人莫予毒》和《动物凶
猛》没有卡夫卡的影子。　　兜了个圈子之后再回到这部作品本身。其实感觉后世过多的误读将这部
本来基调还算轻松的小说打上了沉重甚至厚重的烙印。考虑到创作背景：卡夫卡在捷克和波兰国境线
附近的一处旅馆居住时开始写的一部小说，而且当时卡夫卡应该已经身染肺结核了。所以这部为排遣
自己的寂寞而创作的原地打转式的异域特色文学（卡夫卡虽然是捷克人，而且是布拉格的土著犹太人
，却因为当时布拉格德语环境的强势而不会讲捷克语。在这片自己熟悉却拥有着与自己成长环境迥然
不同的斯拉夫文化特色的土地上，异样的寂寞感难免会产生）或许不必给予过多的解读。正如布洛德
（Brod）所说，卡夫卡其实是一位很有幽默感的作家，考虑到20年代的德意志地区正是黑色幽默开始
发端的一个时代，这部用表现主义去讽喻魏玛共和国及内莱塔尼亚国家机器无能臃肿（法国给魏玛造
成的屈辱及意大利实际统治对内莱塔尼亚造成的屈辱有时也被德奥普通民众所误读）的作品，未尝不
在原地打转和自以为是的莽撞行动中闪烁着足以愉悦卡夫卡及其身边友人的幽默。两位助手的幼稚举
动，不敢直面K而偷偷溜走的秘书，为着莫名其妙的原因而不断追逐不能引起自己悸动的女性的K本人
，互相误解的K和信差，以及母鸡一般的老板娘。这些元素固然可以一本正经地用冠冕堂皇却不乏枯
燥的说法去解读，但放下书袋轻松一些地去直面这些窘境，未尝不能获得很多意外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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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