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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之行》

前言

　　一个复杂多变、充满巨大冲突的世纪已然过去。这个世纪里，人们的心灵中前所未有地弥漫着希
望与失望、乐观与悲观的情绪；这个世纪的文坛，也因此空前地喧哗与骚动，文学作品数量繁多，审
美倾向丰富多彩，思潮流派更替频繁。　　文学即人学。当下读者全面认知20世纪和彼时文学情状的
需求正在增加，作为多年来致力于外国文学译介的专业出版机构，我们希望以必要的责任心，翻译介
绍更多更好启迪民智、打动心灵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以实现对人，特别是对其精神取向的尊重与关怀
。是以译林出版社精心推出&ldquo;20世纪经典&rdquo;，从对20世纪世界文学的整体回望出发，遴选
百年来的文学名著翻译出版，以供热爱文学的读者及各界人士丰富学养、陶冶性灵之需要，并力图借
此实现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一己之力。　　20世纪文学史上作品
异彩纷呈，作家灿若群星。&ldquo;20世纪经典&rdquo;旨在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选择在
文坛已有定评且契合社会现实与人的心灵需求的作品，使丛书的每一选篇日久弥新、传之久远。出于
对翻译出版现状的认真思索，我们在遴选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中译本的译文水准，无论名家新人，均
以实力取舍。译林出版社努力以披沙拣金的态度，为读者献上品位高尚和质量一流的翻译作品。在整
体装帧的庄谐雅俗上，也尽量考虑现时读者具有共性的需求。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自身水平所限
以及选目因海外授权获得与否而受影响，这套丛书的不足之处恐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海涵。&ldquo;20
世纪经典&rdquo;的书目将是开放性的，我们热诚期待读者的评判与指正，帮助这一志存高远的事业高
质量地进行下去。　　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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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之行》

内容概要

本书是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的代表作。
二十世纪初，英国人穆尔夫人和阿德拉小姐前往印度，一个看望在那里任殖民官的儿子，另一个则是
看望这位未婚夫。印度穆斯林医生阿齐兹出于热情和友谊，组织了不少人陪同两位客人前往当地名胜
马拉巴山洞游览。在幽暗的山洞里，阿德拉小姐感觉似乎有人侮辱了她，于是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
爱·摩·福斯特最著名的小说《印度之行》，是他在二十世纪初两次印度之旅后写成的。小说复杂而
神秘，一直是当代评论家分析和争论的焦点。小说丰富而深刻的人物性格和独具一格的散文风格使之
成为二十世纪最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小说之一。此外，该书呈现了福斯特的实验写作技巧，巧妙地展
现了大英帝国企图控制的外域文化，即印度文化。小说结构看似简单，然而福斯特反复使用的主题和
意象都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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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之行》

作者简介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1879—1970）　英国小说家、散文家。1912和1922年先后游历印度。福斯特作
品的思想内容是人文主义在20世纪的反映。他擅长以英国风俗小说传统手法，讽刺、批评英国社会，
往往相信实现“爱的原则”后社会矛盾可以和解。著有《霍华德庄园》、《印度之行》、《看得见风
景的房间》等小说，另有《小说面面观》等文学理论著作。美国文艺学院设有E.M.福斯特奖。
杨自俭　中国海洋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研究方向为对比语
言学和翻译学，已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代表性译著、编著有《印度之行》、《翻译新论》、《语言
多学科研究与应用》等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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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之行》

书籍目录

一位盛名不衰的小说家——《印度之行》序    叶君健    第一部清真寺        第二部山洞        第三部寺庙      
 附录    论《印度之行》    [英]约翰·塞耶·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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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之行》

章节摘录

　　&ldquo;唉，就看看我今天上午的遭遇吧。&rdquo;　　&ldquo;我只是说在英国是可能的。&rdquo;
哈米杜拉说。很久以前，就是在那次赴英热潮之前，他到了英国，并且在剑桥受到热烈欢迎。　
　&ldquo;在这儿不可能。阿齐兹！那个红鼻子又在法庭上攻击我，但我没有指责他。因为是有人让他
这么干的。先前他是个挺好的人，但是近来他受着别人的控制。&rdquo;　　&ldquo;是啊，他们在这
儿没有什么希望，这是我的看法。他们来这儿是想做友善之人的，但有人对他们说这难以做到。看看
莱斯利，看看布莱基斯顿就清楚了，现在轮到你说的那个红鼻子了，下一个便是菲尔丁。唔，对了，
我记得特顿刚来印度的时候，是在这个省的另一个地方工作。你们这些家伙绝不会相信我说的，但是
我的确和特顿一起坐过他的马车&mdash;&mdash;就是特顿！哎呀，千真万确，我们一度还很亲密呢，
他的集邮簿都让我看过。&rdquo;　　&ldquo;现在他认为你会把他的集邮簿偷走，好一个特顿！但是
那个红鼻子要比特顿坏得多！&rdquo;　　&ldquo;我看不是这样。他们完全是一路货色，没有什么好
坏之分。用两年时间来观察任何英国男人，不论他是特顿（Tunon）还是伯顿（Bu咖n），虽然他们之
间只有一个字母之差。如果用六个月时间观察任何英国女人，那么结果一样，她们的行为也不会有什
么差别。你们不同意我的看法吗？&rdquo;　　&ldquo;我不同意。&rdquo;穆罕默德&middot;阿里答道
。他琢磨着那尖刻的嘲讽，感到每句话里都含有痛苦，也含有欢乐。&ldquo;在我看来，统治我们的这
些人都很不相同，红鼻子说话咕咕哝哝，特顿讲话清清楚楚；特顿夫人喜欢接受贿赂，红鼻子夫人却
不喜欢，也不可能喜欢，因为至今红鼻子还没有找到妻子。&rdquo;　　&ldquo;接受贿赂？&rdquo;　
　&ldquo;你不知道，他们被请到印度中部去搞运河规划时，有个邦主给了特顿夫人一台纯金的缝纫机
，不然运河的水就流不到他那个邦去。&rdquo;　　&ldquo;水流到那个邦去了吗？&rdquo;　　&ldquo;
没有。从这儿可以看出，特顿夫人是何等高明！要是我们这些可怜的黑家伙接受了贿赂，就得按行贿
者的要求去做，最后一定会受到法律制裁。而英国人只受贿，不兑现，我真佩服他们。&rdquo;　
　&ldquo;我们谁不佩服人家。阿齐兹，请递给我水烟筒。&rdquo;　　&ldquo;啊，还不到时
间&mdash;&mdash;现在我正抽在劲上呢。&rdquo;　　&ldquo;你真是个自私的家伙。&rdquo;他突然提
高嗓门说，接着就喊饭好了没有。仆人们大声回应说饭准备好了。仆人的意思是说希望饭已备好。听
了仆人的回答，谁也没动，可见大家都明白他们的意思。接着哈米杜拉又说了下去，但是态度有了变
化，而且充满了感情。　　&ldquo;就说我的例子吧。有一个年轻的休-班尼斯特，他是我死去的亲爱
的朋友班尼斯特牧师和夫人的儿子。我在英国时，他们夫妇对我非常好，真让我难以描述，难以忘记
。他们对我就像亲生的父母，我对他们讲话就像我现在在家里说话一样。假期里，他们的教区长住宅
就成了我的家。他们把所有的孩子都托付给我。我经常抱着小休到处玩耍&mdash;&mdash;我曾带他观
看过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把他高高举在人群的上头。&rdquo;　　&ldquo;维多利亚女王与众不同
。&rdquo;穆罕默德&middot;阿里低声说道。　　&ldquo;现在我听说，这个孩子在坎普尔做生意，是
个皮革商人。你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想见到他，多么想负担他的费用啊！这座房子也可以成为他的
家，但是现在无法做到。其他英印人艮久以前就控制了他。如果我去找他，他可能以为我向他要什么
东西，老朋友的儿子要这样待我，我无法忍受。喂，律师先生，请问，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一
切事情都那么不正常？&rdquo;　　阿齐兹插话说：&ldquo;谈论英国人干什么？什么不&hellip;&hellip;
不列&hellip;&hellip;不列颠人！为什么要谈和那些家伙交朋友不交朋友？我们不要再谈他们为好，让我
们自己快活快活吧。维多利亚女王和班尼斯特夫人是绝无仅有的人，并且她们已经死了。&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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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之行》

编辑推荐

　　《印度之行》是爱&middot;摩&middot;福斯特最著名的小说，是他在二十世纪初两次印度之旅后
写成的。小说复杂而神秘，一直是当代评论家分析和争论的焦点。小说丰富而深刻的人物性格和独具
一格的散文风格使之成为二十世纪最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小说之一。此外，该书呈现了福斯特的实验
写作技巧，巧妙地展现了大英帝国企图控制的外域文化，即印度文化。小说结构看似简单，然而福斯
特反复使用的主题和意象都非常深刻。　　同名英文原版书火热销售中：A Passage to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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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之行》

精彩短评

1、Two separated paths
2、也许应该把小说再读一遍。
3、絮絮叨叨
4、期待一本能改变中国命运小说的诞生
5、不同时代的河童，福斯特笔下的印度，我要慢慢地一点一点走近你，直至有我自己眼中的印度
6、hiahia,激动
7、可以晋升我最喜欢小说之一了
8、百转千回，萦绕许久。
9、Dec,2012,平台值班找书偶遇作家，考试月间看不进文理研究这本书确也是不错的调剂。不过看了开
头，感觉它其实也不是调剂之作:）
Jan, 2013, “尽管小说含有消极的意义，但非常明显，它绝不是一部消极的作品，它所表现的主要意义
是人生的力量和人生的价值。虽然秩序不能包括一切，虽然只有黑暗是持久的，但世界依然是我们的
。”——约翰·塞耶·马丁（英文学评论家）
10、说真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在世界上对所遇到的一切悲戚之事都伤心呢？又怎么可能对人类，对动
植物，甚至对石头所忍受的痛苦都表示难过呢？人的灵魂常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疲倦了，但又常常害
怕失掉确实理解了的一点东西，灵魂往往返回到受习惯或者时机支配的那个永久的命运中去，在那儿
遭受苦难的折磨。
11、信仰的碰撞，精神的独立
12、在时间的某个神秘瞬间，原质化的感觉从“凿出的立足点”蓦然打开，发现了自己真实的内心。
这种心理的自我发现，是爱情幻象的清除，水落石出之后，是一片无痛的空白。
13、喜欢寺庙里的混乱。
14、这里没有印度，只有一个人与人之间性格、文化、宗教碰撞的场域
15、只看了开头，有机会再读
16、不错!
17、为什么那么少人读过⋯
18、艰难的朝圣之路
19、电影以及书
20、刚刚认识这位著名的英国作家，于是阅读了第二本小说。作为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作品，能够如此
真实客观批判地描写印度殖民地故事，是很锐利的。人性，信仰，生活方式，周遭环境的影响，每个
人是否还是那么独立而忠于自己的想法和主张，这种冲撞，这种探索，或许就是作者想表达的吧。
21、这本书我看了两年，终于读完了！
22、写大英殖民地的生活，现在看来有时代性，过时了。写法比较传统现实主义，没有特别打动我的
。至少目前没什么兴趣读完。只看了50页
23、感谢译者团队的帮助。不愧是久磨之后的译本。印地语的用字真真搅得头昏，幸好有译者帮助。
这个译本很仔细地为原文中无数个he在译本中点清了人名，基本都很准确，真心会省读者不少力气的
。非常谢谢译者团队。
24、虽然不是这个版本。民族宗教以及其他，有那么多东西成为冲突的源头。在每个悲伤之处都期盼
一个欢喜的结局。
25、混乱而神秘
26、很想细细地将福斯特与毛姆做做比较，总会觉得两人那种长篇累牍似的描写（福斯特可能更偏向
“外在感”的描写，而毛姆则更拿手“内心戏”的描写）都会让人产生一种又爱又恨的感觉。相同之
处也有不同，比方说福斯特对于生活的观察以及个人经历的总结，的确到了一个令人相当惊叹的地步
，个人觉得，这一点上毛姆的确与他有差距，而这差距最为具化的反映便是这本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
相当地位的《印度之行》。从大一到大四，《印度之行》我算得上是看了四年，然而即使我进步明显
，还是觉得这本书实在是太过厚重太过包罗万千，以至于我在阅读的时候因为“自卑感“和”不称职
“而产生了相当严重的抵触情绪。最后能读完本书，不仅相当高兴，而且也收获不小，对于印英两国
（某些我未了解的以及”不受重视“的方面）以及一些宗教有了不少的印象，也知道了不少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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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之行》

27、現在很少讀真正的小說了，但卻讀了EM福斯特兩本書，《印度之行》是他最成熟的作品，翻譯也
相當用心。此書表達了很多：比如印度與英國的關係，印度知識分子的定位，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對
人生的回顧等等。
28、读过小说，发现大卫·里恩拍的同名电影着重点不同。
29、【没想好怎么短评orz
30、偶遇而得，却早是心向往之。
31、簡單說，仍是一個東方主義的作品。文本根本不含印度自身對殖民、解放等問題的思考，與動或
不動的原因。只是將此問題置在＂山洞＂中超驗性的不可解，進而延伸到各項理想的幻滅－所以民族
間的問題也就像破掉的水泡。
32、2010.08.31 ~ 2010.09.15
杨自俭先生在后记中关于书籍前言、后记重要性的观点简直说到我心里去了。有这样的态度，怎么可
能译不好书？恳请译林邀杨先生把被人文社不负责任的译者、编辑毁了的《最漫长的旅程》、《霍华
德别业》重译一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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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之行》

精彩书评

1、“最漫长的旅程”——《印度之行》读书笔记福斯特（1879-1970）同乔伊斯、劳伦斯和伍尔夫被
称为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天使惧于涉足之地》（1905）、《最漫长的旅程》
（1907）、《看得见风景的房间》（1908）、《霍华德别业》（1910）、《印度之行》（1924）。《看
得见风景的房间》与《印度之行》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影。我记得在“佳片有约”看过《房间》，不
过现在已无多少印象。读福斯特的代表作《印度之行》，就像小说所反映的印度社会一样，令人感觉
混乱和神秘。套用福斯特的第二部小说名，阅读此书实在是一个“最漫长的旅程”。小说由一连串偶
遇、聚会展开叙事：清真寺的偶遇、俱乐部里的搭桥聚会、菲尔丁的茶会，及至作为小说重心和高潮
的马拉巴山洞之行。小说描写的两大群体——印度人和在英印人都试着刻意地去接触对方、增进了解
和友谊。但除了偶遇之外，每一次聚会都是特意安排，参与的各方多非情愿，而结果也总是失败收场
，这喻示着不同群体、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与人之间联结交往之难。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误解如此之深
，相对于走马观花的旅行，这才是真正“最漫长的旅程”。马拉巴山洞之行及由此引起的诉讼是本书
的高潮。集中展现了英印人的傲慢、无知、冷酷、虚伪（以朗尼为代表），和印度人民虽贫困落后却
渴望自由和友谊的强烈愿望（以阿齐兹为代表）。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法庭审理那段，虽然是在将近100
年前的印度，我们看到，司法的程序、权威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尊重。庭审中有一个插曲，辩护
律师提出反对包括一干政府官员在内“这么多欧洲的女士和先生都坐在审判台上，他们会对我们的证
人起着威胁的作用”，而同为英印人的法官同意了这个提议。一手操纵案件的控方阵营的最终失利，
在此已得到喻示。福斯特本人于1912、1922年两次到印度，对印度的风土人情、宗教传说、历史背景
都有较深的了解。《印度之行》这一书名据说是源自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一首诗。福斯特借用它来，不
仅真实地表现英国人到印度的旅程，而且寄予了他的人类应该“联结”起来的思想。这部小说的优点
在于对那些聚会、宗教仪式的描写，缺点则在于叙事中总是暗含着作者的用意、倾向，显得刻意，不
够自然、含蓄。这本书译文质量上佳，且有不少注释说明，帮助读者了解宗教神话、历史故事和创作
背景。文末附录的评论、后记，对福斯特本人和这部小说有精辟的研究和介绍。让人疑惑的是，版权
信息中还有邵翠英作为第二译者，但在封面及后记中却均无提及。《印度之行》，（英）E.M.福斯特
著，杨自俭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28元。推荐指数：★★★。2012年5月16——28日 于绍
兴�勘误：P315“友谊以及人血价值和尊严”中，“血”应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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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之行》

章节试读

1、《印度之行》的笔记-第39页

           阿德拉想起了那些比她早来印度的青年男女,他们被半岛和东方航运公司一船又一船地送来,下船
之后就开始吃那千篇一律的饭菜,学那一成不变的思想,并且都得以同样愉快地态度接受别人的冷落,要
一直到他们对那套公认的规矩坚守不渝,并开始会用这种方式去冷落别人才行 想起Shooting An Elephant
，该叫institutionalize还是socialize好..？
     刚开始看，考试周复习间隙看看还是很好，虽然是几十年前的作品，但跟印象中的没有太大疏离感
，反而常常有新鲜补充。
  这里摘抄比直接在微博记会好一些，因为微博渐渐不够字数了，只是正好开着电脑的时候又那么少...
很多都只能靠事后补回来，真苦逼..

  

2、《印度之行》的笔记-第216页

        说真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在世界上对所遇到的一切悲戚之事都伤心呢？又怎么可能对人类，对动
植物，甚至对石头所忍受的痛苦都表示难过呢？人的灵魂常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疲倦了，但又常常害
怕失掉确实理解了的一点东西，灵魂往往返回到受习惯或者时机支配的那个永久的命运中去，在那儿
遭受苦难的折磨。

3、《印度之行》的笔记-第32页

        是的，那不是一幅风景画；东方失去了它那古老的壮丽，沉落为人们无法看到彼岸的一个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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