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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登勃洛克一家》

内容概要

《布登勃洛克一家》是德国作家托马斯·曼（１８７５—１９５５）早期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它通过
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在经济、社会地位和道德等方面的衰落和瓦解，深刻地揭示了德国市民社会灭亡的
必然趋势。作品本身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描写手法深微细致、丰富多姿，好像现实生活复现在我们眼
前，却又比现实生活来得集中、来得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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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登勃洛克一家》

作者简介

托马斯·曼是德国20世纪重要的作家这一，出生于德国北中吕贝克的一个大商人家庭。中学毕业后，
曾在慕尼黑一家保险公司当过见习生；由于对创作发生兴趣，便参加了杂志的编辑工作。他写了一些
短篇小说之后，在意大利开始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他的成名作《布登勃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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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登勃洛克一家》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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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登勃洛克一家》

精彩书评

1、牺牲之路——谈《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托马斯《布登勃洛克一家写于19世纪的最后几年，出版
于20世纪的第一年，写这本书的时候，曼只有二十几岁。这本书后来为他获得诺贝尔奖做出了贡献，
这充分印证了海涅的话：好的作家往往一开始就能写出好的作品。而此书的译者傅惟慈在半个多世纪
前翻译这本名著的时候也只有30多岁。但是这本书几乎看不出是一部由青年翻译的、青年作家的作品
。我觉得，除了描写第四代主人公汉诺内心的更主观化的部分（这部分和前面的描写有些差别），整
本书就像是看惯沧桑的有些年纪的长者的作品。曼基本上是用了一种很克制、也很客观的笔法描写了
这个吕贝克商人家族的兴衰。如果撇开一厢情愿的阶级分析法来看这部小说，那么它反映的就是商人
性格和艺术家气质的冲突；个人幸福和家族利益矛盾时，个人的选择。布登勃洛克一家最终在和哈根
施特罗姆一家的商业竞争中一败涂地，并非由于后者是什么“不择手段的投机的垄断资本家的代表”
，而是由于后者是自发、自然地追求商业利益的，他们实现个人幸福的途径就是商业上的成功。对他
们来说，幸福和财富的增长是一致的。而对布登勃洛克家族第三代的继承人托马斯而言，表面上的光
鲜亮丽、金钱、名誉都是他在苦苦压抑内心对这一切的不关心、不屑中追求到的。可以说，他追求的
越多，就越痛苦。他消解这种痛苦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告诉自己，这一切牺牲都是为其他家庭成员，自
己的后代所作的。所以，当他看到其他人、他的孩子并不需要这一切时，只能感到自己的整个人生都
受到了否定，而在活下去就没有意义了。当一生劳碌，一生追求外形和思维都井井有条的托马斯躺倒
在街头的泥水中告别人世时，他终于结束了自己在时间上并不算长，却显得无比漫长的牺牲生涯，撇
下不再需要他的妻子和儿子到一个自由的国度去了。我看到一些评论在讨论托马斯和克里斯蒂安的不
合时指出：托马斯对克里斯蒂安的反感正是出于对克里斯蒂安的羡慕、甚至说是嫉妒。作为一个公认
的无行浪子，克里斯蒂安可以过一种规范外的生活，连他的那些“荒唐行为”（酷爱戏剧、擅长模仿
）都受到别人的欢迎，可以说他身上的艺术家气质是得到了发挥了的。反观托马斯，他在克里斯蒂安
面前的优势只有一样，就是道德上的优越感，因为他为家族的利益尽了自己全部的义务。但是托马斯
之所以屡屡对克里斯蒂安表现出家长制作风，其实并非由于他真的觉得克里斯蒂安的行为有辱门风，
损害企业的利益，而是因为他觉得克里蒂安享受的自由是以牺牲自己的自由为代价换来的，所以心理
根本不能平衡。托马斯从小一直克制自己，自觉地放弃了同卖花姑娘的初恋，并且把这种克制和牺牲
视为身为长子理所当然的义务，所以，当他看见从来不知义务、内心的驱迫为何物的克里斯蒂安的时
候，也许会觉得自己的勤奋工作、积极向上都是演给别人看的戏剧，反而远不如这个兄弟活得潇洒自
然。他们的冲突是一个自愿选择受束缚、服从群体利益的人和一个更重视自我的人之间的冲突，前者
恨后者没有责任感，后者怨前者要用自己的条条框框限制别人。但是承担责任者的内心消耗是更大的
，所以看似强健的托马斯终于死在了终日病病恹恹的克里斯蒂安的前面。托马斯几乎一生都生活在多
数亲人的不理解之中：克里斯蒂安跟他决裂了，妻子和儿子也对他敬而远之。婚姻给他带了短暂的希
望，但是最终，它把他加速推上了死路。我觉得跟盖尔达结婚是托马斯的艺术家气质最明显的体现。
虽然盖尔达是一个富商的女儿，可以带来30万马克的陪嫁，但是她显然不是一个典型的商人家的姑娘
。她那种忧郁的气质，对音乐的热爱，对嘈杂人群的不能忍受，还有她那双罩着青圈的距离很近的眼
睛无不显示出她高贵而又不近人情的性格，托马斯选择她做终身伴侣其实正说明艺术家气质对他的吸
引力有多么大。而抱定终生不嫁志愿的盖尔达对托马斯的许婚，也说明了他的身上正有她遍寻不得的
、值得她爱慕的东西。也许他们都将彼此视为不同寻常的人。但是盖尔达对丈夫失望了。他的努力经
商、尽心从政是对他艺术家本质的背弃。他甚至刻意地去克制它。在批评克里斯蒂安沉湎于对别人讲
述自己的感受时，他说：描摹人的细腻内心活动只是艺术家的事情，别的人根本没有理由，也没有资
格这样做。他的本意当然是规劝克里斯蒂安本分地扮演自己的商人角色，但他对艺术本质的这种总结
不正说明他根本不属于“别的人”吗？“别的人”能在艺术中看到娱乐以外的因素就已属不易了，而
他却把艺术当成精神、情感的反映，这不是一个对艺术毫无感觉的人说得出的话。但是托马斯对这种
感觉的克制和放弃使他最终失去了盖尔达。她在音乐的路上越走越远，保持着青春；他挣扎在经商从
政的事务中不能自拔，迅速地老去。最后，他们的隔阂竟上升到了这样的程度：盖尔达根本不认为自
己的丈夫有资格谈艺术，也不愿跟他聊音乐。她完全地拒绝了他。在她看来，他是根本不懂得真正的
音乐为何物的，因为他避开真正震撼灵魂的音乐。这种拒绝是何等残酷啊，托马斯失去了最后一个能
把他和他的艺术家气质联系起来的人。但托马斯为何要回避那些有震撼力的音乐呢？在我看来，答案
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灵魂比常人更容易受到震撼。盖尔达就像是艺术的化身：她从不妥协，也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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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登勃洛克一家》

那些在生活和艺术之间做出妥协的人；她具有吸引力而高不可攀；她给人以希望，但是不能坚持给她
爱情的人、不能矢志追求她的人，从她那里收获的只有失望；她不会衰老，具有永恒的青春美貌。盖
尔达和托马斯渐行渐远的婚姻关系正是托马斯和他的艺术家气质的关系的写照：他们之间看似很疏远
，但是没有了她/它，他生活的意义就折损了大半。最好的结局——谈《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汉诺之
死我总觉得汉诺的身上有艺术家的气质，而没有艺术家的创造力；相对普通人来说，他有点“过”，
相对艺术家来说，他又“不及”，总的说，就是他的灵魂缺乏力量。但托马斯.曼和汉诺实际是同一种
生活的阴阳两面，代表了（潜在的）艺术家生活的两种可能性。其实如果汉诺活下去，他除了靠微薄
的遗产度日，作一个二流的钢琴家，也不会有别的出路。在别人眼中，他就成了一个没本事的破落人
家的子弟，一无长技，少不得遭人奚落，被人笑话。难道这就是艺术回报给汉诺的吗？艺术世界和大
多数人的生活方式的对立将在这里以一种最残酷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音乐中，汉诺付出的是理解，得
到的是幸福；在生活中，一切都是挫折和不屑。如果这样的生活继续下去，它将是无穷无尽的痛苦。
只要汉诺们写不出像样的作品，艺术的大门对他们就是紧闭的，而写得写不出，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们
的意愿，也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天赋——谁也不能对此过分乐观；而生活的大门呢，早在他们把心交
给艺术的时候就已经关闭了。他们追求的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东西，它物在它的映照之下，无不黯然失
色，但这种追求的成功概率基本为零，即便是把自己所有的东西交出去，通常也得不到半点回报。艺
术拒绝他们的同时，生活也会拒绝他们，因为不管他们是否有意识地远离生活，他们的价值标准也已
经在生活的范围之外。这必然使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不够积极，参与度不够高，最后也被生活淘汰。汉
诺们面临的双重困境不知是不是表达了年轻时候的曼对自己选择的作家身份可能带来的不安定的焦虑
。汉诺是在15岁时得病夭折的，现实生活的艰辛，必然加之于身的侮辱，都没有落到他的头上。他在
大幕拉开前离去，终于没有亲身参与表演，不经荣辱。托马斯.曼回护了他，给了他最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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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登勃洛克一家》

章节试读

1、《布登勃洛克一家》的笔记-第1页

        “托马斯，你永远不会理解，音乐作为一种艺术你是任何时候也不会理解的。你虽然有智慧，却
体会不到，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并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在别的事物上你很容易就辨别出什么事庸俗
的，独独在音乐上，你缺乏这种鉴别力⋯⋯但是这种鉴别力偏偏又是了解艺术的准绳。你对音乐的趣
味远不能和你对其他事物的需求和见解是多么外行。音乐里使你高兴的是什么呢？是某种庸俗无味的
乐观主义的东西。如果这东西是写在一本书里的话，你一定会恼怒地或者讥诮地把这本书抛在墙角里
了。希望还没有勃起就急急地得到实现⋯⋯意愿刚刚展露就迅速地、毫不费事地予以满足⋯⋯这就是
华美的旋律，可是世界上有什么事是这样的呢？⋯⋯这只是空洞肤浅的理想主义⋯⋯

2、《布登勃洛克一家》的笔记-第438页

        小约翰·布登波罗克仰卧在床上，但是围在浅棕色的长发里的小脸蛋却向一边侧着，鼻子为枕头
堵着，发出轻微的鼾声。他的一只手臂压在胸上，另一只顺在身旁，平摆在鸭绒被上，因为睡衣的袖
子又肥又大，手指都被遮住。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能看到他卷曲的手指时不时地微微抖动一下。他的
半张着的小嘴唇也时而轻微地蠕动着，仿佛在努力发出一个什么声音。每隔一会，这一张小脸蛋就现
出一幅痛苦的神情，那痛苦的神情总是从下面开始，逐渐传布上去，先是小下巴轻轻一哆嗦，小嘴角
跟着抽搐起来，接着小鼻翅轻轻颤抖，最后窄窄的脑门上的肌肉都皱缩起来⋯⋯

3、《布登勃洛克一家》的笔记-第1页

        汉诺所受的这些疾病的缠绕以及种种痛苦自然而然地使他在非常幼小的年龄就懂得了许多事，使
他变成一个人们通常称之为早熟的人。固然，或许是由于他生就的高雅的风格吧，这种早熟并不常常
显露出来，而且即使显露出来，也并非醒目，但是有时它仍然以一种忧郁的高傲形式表现出来⋯⋯譬
如当家里什么人或是布莱登街的布洛克小姐问他：“你怎么样啊，汉诺？”他只是无所谓地略一撅嘴
，那在蓝海军服的翻领遮盖下的肩膀一耸，这就是他的全部回答。
“你喜欢上学吗？”
“不喜欢。”汉诺满不在乎地坦白地回答。这种坦白说明汉诺心中有更严肃的事情，对这种事他根本
不屑于说谎。
“不喜欢？哎呀！可是一个人一定要学习啊——一定要念书、写字、做算术⋯⋯”
“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小汉诺把人家的话补充上。

Page 7



《布登勃洛克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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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