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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登勃洛克一家-诺贝尔文学奖》

内容概要

诺贝尔文学奖,以其人类理想主义的伟大精神,为世界文学提供了永恒的标准。其中所包含的诗、小说
、散文、戏剧、哲学、史学等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杰作，流光溢彩，各具特色，全面展现了20世纪
世界文学的总体各局。吉卜林、梅特林克、泰戈尔、法朗士、消伯纳、叶芝、纪德⋯⋯一个个激动人
心的名字；《尼尔斯骑鹅旅行记》、《青鸟》、《吉檀迦利》、《福尔赛世家》、《六个寻找作者的
剧中人》、《伪币制造者》、《巴比特》⋯⋯一部部辉煌灿烂的名著，洋洋大观，百川归海，全部汇
聚于这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文集之中。全新的译文，真实的获奖内幕，细致生动的作家及作品介绍
，既展现了作家的创作轨迹、作品的风格特色，也揭示了文学的内在规律。题材广泛、手法各异，令
人在尽情享受艺术魅力的同时，更令人在各种不同的思想境界中获得不同程度的启迪，从而领会人生
的真谛。
    这些路数迥异的作家，虽语种不同、观念不同、背景不同，但他们那高擎思想主义旗帜的雄姿是相
同的，他们那奋勇求索的自由精神是相同的。而他们的雄姿，无不闪现于他们的作品之中；他们的精
神，无不渗透于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这套丛书所承载的，正是他们那令万世崇敬的全部精华。
    一套丛书，为我们竖起了一座20世纪的文学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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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们正坐在孟街一座宽大的老屋二楼的“风景厅”里，这屋子是约翰·　　布登勃鲁克公司不久
前买的，他们一家人搬进来还不久。屋子四壁悬着沉重　　的带弹性的壁毯，壁毯和墙壁中间隔着适
当的空隙。毯子上面织的是大片的　　风景画，为了和铺在地上的薄地毯调和，也是用柔和的色彩。
这些田园风景　　都是18世纪的风格：快乐的采葡萄的人啦，勤劳的农民啦，系着花花绿绿头　　巾
的牧羊女啦等等。这些牧羊女或者是坐在清澈见底的小溪旁，怀里抱着洁　　白的小绵羊，或者是跟
秀美的牧童接吻⋯⋯这些画面上大部分涂染着一抹黄　　昏的落日余晖，目的是要和油漆家具上的黄
色套子和两扇窗户上的黄缎窗帘　　色彩相配。　　从屋子的宽广看来，室内的家具并不多。一张嵌
着金线的细腿圆桌没有　　摆在沙发前，而是在一架风琴对面的墙前面，琴面上放着一个盛横笛的盒
子　　。屋子里除了一排沿着墙均匀地摆着的高背椅子外，就只有窗户前边一张小　　缝纫桌和沙发
对面一张精巧华美摆着古董玩物的小书桌了。　　对着窗户的摊面墙壁有一扇玻璃门，从玻璃门望出
去是一间幽暗而带圆　　柱的大厅；左边是通向餐厅的高大白色的双扇门。在另一面墙壁上的半圆的
　　凹洼里，壁炉里的木柴在闪亮的锻铁栅门后面噼噼啪啪爆响着。　　这一年天气冷得早。才10月
中，窗外马路对面圣玛利教堂庭院四周的小　　菩提树叶子已经枯黄了，冷风从教堂的哥德式的尖顶
和墙角后边袭袭地吹过　　来。正下着寒冷的细雨。因为布登勃鲁克老太太的缘故，屋子已经装上了
双　　层窗户。　　这天是星期四，按照规矩，每两星期家人要在这一天团聚一次；这一天　　，除
了住在本城的亲戚本家以外，他们还请了几位熟朋友一道吃便餐；所以　　这时候——下午四点钟光
景，一家人正坐在逐渐降临的薄暮里等待着客人⋯　　⋯　　小安冬妮并没有让祖父打断她的滑雪橇
的游戏，只是不高兴地把她那本　　来就有些微翘的上唇噘得更高一点而已。这时候她已经滑到“耶
路撒冷山”　　的山脚下来了；不过就算她自己也没法子把滑行的雪橇骤然停住，只好又滑　　出了
界外一大段⋯⋯　　“阿门，”她说，“我还知道别的呢，爷爷！”　　“你看！她还知道别的呢！
”老头喊着说，装出一副好奇得不得了的样　　子。“你听见没有，妈妈？她还知道一些事呢！难道
谁也不能告诉我⋯⋯”　　“要是什么东西着火了，”冬妮说，每说一个字就点一下头，“那是闪　
　电打的。要是不着火，那就是雷劈的！”　　说到这里，她把胳臂交叉起来，望着四周一张张笑嘻
嘻的面孔，一点也　　不怀疑自己会得到人家的赞赏。然而，布登勃鲁克老人对她这种卖弄小聪明　
　，却很不以为然，他一定要知道，是谁把这种愚蠢的事传授给这个孩子。结　　果他发现这个人是
最近从马利安威德为孩子们请来的一位保姆——伊达·永　　格曼小姐。这时参议不得不替这位伊达
说几句好话。　　“您未免太严了，爸爸。即使这孩子有点自作聪明吧，为什么到了这个　　年纪，
孩子对这些事情就不能有她的想法呢？”　　“抱歉，亲爱的⋯⋯这是胡扯！你知道，我不喜欢让孩
子的脑袋装上这　　些乱七八糟的事！什么雷劈东西的⋯⋯好啦，劈就让它去劈吧，可是别拿你　　
那个普鲁士女人来惹我心烦！”　　原来这位老先生和伊达·永格曼不大合得来。他并不是一个心地
狭小的　　人。他很见过些世面，早在1822年，他就坐着四匹马的马车到德国南部去给　　普鲁士兵
买过麦子，因为那时他正在作军队的粮食买卖。此外，他还去过阿　　姆斯特丹和巴黎。他是一个开
明的人，并非对那些在他的三角屋顶的故乡城　　门外的事物统统加以非难。然而撇开生意上的交往
不谈，在社交应酬方面，　　他却比他的那位参议儿子更喜欢划一条严格的界限，对于“异乡人”总
是表　　示冷漠。所以那天当他的孩子从西普鲁士旅行回来，把这位少女——她这时　　才不讨20岁
——带回家来的时候，老人很发了一场火。他发这场脾气时，说　　的差不多都是法文和北德的土话
。伊达是一个旅馆主人的女儿，这个人在布　　登勃鲁克一伙到达马利安威德前不久就死去了。伊达
在家事和照顾孩子方面　　都表现得很能干，由于她的忠诚和她的普鲁上人的阶级观念，使她非常适
合　　于目前这个家庭中的职务。她满脑子贵族阶级观念，对上流社会和一般阶层　　，对中产阶级
和财势稍差的中下阶级的界限辨别得很清楚，要是冬妮跟一个　　在她眼中只是景况不错的中产阶级
家庭的同学交朋友，她就很不高兴⋯⋯　　正在这个时候，这位普鲁士小姐恰好从圆柱大厅的玻璃门
外走进来：她　　身材高，骨骼粗，穿着黑色衣服，头发光洁，相貌很老实。她领着克罗蒂尔　　德
，一个非常瘦小的女孩子。克罗蒂尔德穿一件印花布小衣裳，灰土色的头　　发没有光泽，生得一副
老处女的苦相。她出身于一个贫苦的远亲，是在罗斯　　托克作农庄管家的侄子的女儿。因为她和安
冬妮年纪相仿，人又听话，所以　　就由这家抚养着。　　“都准备好了。”永格曼小姐说，她不会
发R这个音，现在只是在喉咙　　里呜噜一声，“小克罗蒂尔德在厨房里可真帮了不少忙，特林娜简
直用不着　　做什么事了⋯⋯”　　对于伊达的奇怪的发音，老布登勃鲁克不觉在他的绉花胸巾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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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了一　　声。参议却抚摸着他的小侄女的面颊说：　　“你做得对，蒂尔德，工作和祈祷，应该这
样。我们的冬妮应该跟你学　　习，她很懒散、骄傲⋯⋯”　　冬妮把头低下来，翻起白眼瞧她祖父
，因为她知道他一定会像往常一样　　替她说话的。　　“不要这样，”他说，“抬起头来，冬妮，
勇敢些！一个人难合百人意　　。人跟人不一样。蒂尔德是一个乖孩子，可是咱们也不是比不上她呀
。我说　　得对不对，贝西？”　　他征求他的儿媳妇的意见，因为她总是支持他的意见的。而安冬
内特太　　太却老是站在参议一边，她这样做与其说是因为对他心服，倒不如说是因为　　她聪明。
老少两代就是这样像交叉舞步一样，交叉地拉起手来。　　“您对他真好，爸爸！”参议夫人说，“
冬妮一定得努力做一个聪明勤　　俭的妇人⋯⋯孩子们放学了吗？”她问伊达。　　可是正坐在祖父
膝头上望着窗外反光镜的冬妮几乎同时地喊起来：“汤　　姆和克利斯蒂安从约翰尼斯街上走过来了
⋯⋯还有霍甫斯台德先生⋯⋯还有　　医生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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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托马斯·曼，德国作家，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评语为：“由于他那在当代文学中经典
地位日益巩固的伟大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本书为“诺贝尔文学奖文集”丛书中的一本，收录
的就是他的这本小说。　　该小说于1901年发表，是托马斯·曼的成名作。小说描写的是吕贝克望族
布登勃洛克一家四代人从1835年到1877年间的兴衰史。通过布登勃洛克一家在垄断资产阶级家族的排
挤、打击下逐渐衰落的历史描写，详细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旧的刻意盘剥和新的掠夺兼并方式的激烈
竞争和历史成败，成为德国19世纪后半期社会发展的艺术缩影。但因作者受叔本华、尼采哲学思想的
影响，小说对帝国主义势力持无能为力的消极态度，对自由资产阶级抱无可奈何的哀惋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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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太琐碎了，前三分之一可缩写些。虽然获得诺贝尔奖，却是最没价值的曼的作品。处女长
篇果然还是欠缺一些力度
2、畅快地读下去这本但没读完红楼梦至今。
3、翻译很糟糕，完全没办法跟傅惟慈的译本比较
4、德文名字中文翻译时应该照顾到大多数人不会把人的昵称和大名放在同一个人身上，该书人物阵
容巨大，容易引起混淆（至少可以用脚注方式说明名字与人物关系）。引用德文时错别字太多。中文
错字也太多，几乎影响阅读。包装不错，纸张不错。
5、我不是因为他的名字有个曼才去读的- -
6、克里斯蒂安和托马斯的表演是多么的殊途同归啊
7、已经看完了，但是，感觉不太好。不是小说本身，有的地方很不通顺，还错别字。
8、只能说，译本很粗糙。。。。
9、脸和牙龈一起疼的一天。读完一肚子话，又累得说不出。
10、感觉普普通通，不会再读第二遍，也不会买来收藏。
11、字太密密麻麻。没有阅读快感。内容倒不错。
12、一个家族的盛衰，喻为德国版红楼梦也不错。
13、小说很好，翻译得不好，印刷有错别字。
14、比盗版还盗版....竟然用“口口口口”代替字...幸好先看的是魔山
15、一个家族的兴衰史，有些人的悲剧是出生时就定下的
16、家族興衰史 唏噓不已
17、书不太好，故事好。曼那流水一样的文笔阿..
18、托马斯曼是我大学时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家之一
19、即使某些点上有意见看到有人说是26岁写完的东西也是让人没脾气
20、德国的红楼梦，细腻精彩的描写
21、很不错的书，不过有错别字，呵呵
22、正在看。感觉书很不错，但错别字太多了，有些地方连年代都弄错了，某处居然跑出来一个2882
年，联系上下文研究一番以后还是没弄明白真正的年代。人名也有不少地方出现错误。
23、如果能冷血一个刻度，现在就会对着窗户高呼：“好看得发昏”之类之类了吧？可是，现在带入
作者的情感得过了点，不忍心像局外人一般了。越往后读，越感到一种“增肥20斤后回忆当初一样”
的痛苦，托老大对自己家族太爱之深，才毒辣得痛彻如此? 这种毒辣太残酷了，和写金锁记的张爱玲
、和写维特的歌德都不同。后两者是已经彻底摆脱和抛弃之后才回头，一边写着，一边发泄着愤怒或
者发泄着激情，是爽的啊！可咱们的托老大⋯⋯⋯⋯⋯⋯⋯⋯写完自己不会幻灭吗？从此就没有归属
感了啊⋯⋯这代价，他如何付得起？他也不是菲茨杰拉德那类的气场型灵动人物，结束一切之后，内
心该有多纠结？唉⋯⋯ 
以上，是鄙人现场阐释什么叫“替古人担忧”。
我孬，就算有本事也不敢这么狠地解剖自己血脉。我把歌德当成关公拜拜，他老人家是最美好的楷模
，内心和外在世界平衡得真好。 
追魔山！！
24、这个书的校对很成问题，仅前言部分的原著标题就有两处错误，正文里竟然还有未显示的符号⋯
⋯书中对于名字的翻译也非常奇怪
25、伟大的穿透心灵的作品
26、书写的非常大气，虽然可能不及一些名著那样耳熟能详，其实也写得很好，应为我觉得不是每一
本名著大家都很喜欢，相反有些获奖作品，虽然作者不是世界顶尖作家，但是他的座平照样可以不朽
，例如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还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书，还有梅里美的卡门，呵呵呵，很
多很多，不一枚举例外我还喜欢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川端康城的，奥汉帕慕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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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反正是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史,反正是一个在最辉煌的时刻就已经无可避免的走向下破路的家族史.只
是把随性的几个人物联想列出来我知道这样的比较会带着牵强附会,可是联想只是联想,谁说不准联想
呢?布登勃洛克老夫人&amp; 贾母 都是支撑着一个家族的德高望重之人,都算是享尽荣华富贵之人,都算
得上是颐享到了天年,只是前者好象少了一份从容的气度,那么大一把岁数临死前还显得那么得贪生,事
实上她即便多留下来的几口残喘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是眼睁睁地看着家族的步步破灭而已.相比较贾
母真正真正算是有福之人了.人经历过大风大浪,又在大势尚在之时安静离开,让周遭的众人去哭吧,所有
的不幸我都眼不见为静了.所以到底来我终究觉得整个红楼梦里贾母算是最有福的人了托马斯.布登勃
洛克&amp; 贾政 同样是带着一家之主的威严,带着正人君子的形象和附带着高职的权威,在家族中有着
不可侵犯的话语权.家族的利益和平衡可以指引他作出最&quot;智慧&quot;的决定,义无返顾的带着家族
的光环前行,并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家族的荣耀,不惜牺牲自己的秉性和思想,一开始就是个被驯化 了的非
自我的人.虽然外强内却中干,无怪乎外表强硬,仪表翩翩的托马斯死在做神经短小,病怏怏的胞弟之前.灵
魂矛盾的折磨是汹涌的折磨冬妮.布登勃洛克&amp;薛宝钗+林黛玉 高贵的门第和绝对不辱门楣是和宝
姑娘的相似处.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饿磨难后,依然时时刻刻把家族的利益放于首位并悉心维护,虽然不
见得起了疗效.然而孩子般的邪气和生活不曾离开她的哀怨氛围就象是沾染了苦命的林妹妹的悲,尤其
是两次婚姻的不如意,连带着自己女儿的婚姻的继续的不如意,似乎让她明白了生活的实境.到底说来,她
能在一次一次的捉弄面前表现出来的承受力还是让人敬佩.这方面又象是有了薛姑娘的大家风范,毕竟
上帝不是给了人人一副好牌.每每回想要是她在那个年少不经事的假期果真许给了那个同样烂漫的年轻
医生,和他一块&quot;坐石头&quot;到老又是怎样一副景象...但是商人的家族荣耀是不允许这个成为一
桩事实的.在冬妮历经坎坷之路后又走在海边,不禁想起了&quot;坐石头&quot;的日子,那是怎样的情绪,
所以富家女总也未必见得能比普通人家的少女过的幸福,幸福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克里斯蒂安&amp;贾琏 
世俗气十足,放荡不羁,然而却比正襟危坐的正派人物多了一份浪荡者的幸福.我就浪荡我怕谁的架势,反
正人生不过如此,不如来个正儿八经的浪荡克罗蒂而德&amp;惜春 都是名门的姑娘,最后都是走了安静的
路,前者被收于圣女院,后者青灯相伴.只是前者是完全没有四姑娘的灵性的.与后者卓越的绘画才能相比,
前者只有夸张的胃口和于之不相成的瘦削身材和一副苦相.生来就安于命运,生来就寂寞独处.汉诺&amp;
贾宝玉 根本就不是块做&quot;正经事儿&quot;的料,偏偏又是整个家族的宝儿,违背自己的天赋秉性做事
是多么的压抑无幸福可言,还好我们可怜的小汉诺,富有良心的托马斯.曼先生让你在15岁的年龄就离开
了这场闹剧,不用背着家族的期望和重担走这难过的路了比是比不完的,托马斯.曼将复杂的人性通过一
个家族的兴衰史讲述给我们听,其技巧虽然还是媲美不及曹雪芹,也该叫人欣慰了,在21岁的年龄开此小
说,并为他后来摘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好了铺垫实属不易.是的,我们呀坚信,好作家一开始就能写出不平凡
的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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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布登勃洛克一家-诺贝尔文学奖文集》的笔记-第29页

        这个人老实又能干，殷勤和蔼，非常讨人喜欢，他会煮汤也会摇摇篮，只是一身橘子味，又苦又
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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