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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巴黎圣母院》是雨果第一部大型浪漫主义小说。
它以离奇和对比的手法创作了一个发生在十五世纪法国的故事，是一部享誉世界的旷世巨作。
    维克多·雨果是世界文坛中巨人式的作家，他的文学业绩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是举世公认的法兰西
伟大的民族诗人，在抒情诗、史诗、政治诗、讽喻诗各方面的成就都达到了顶峰；他又是轰动一个时
代的戏剧大师，开辟了一个浪漫主义戏剧的新纪元；他还是非常杰出的小说家，其经典的长篇名著《
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至今在全世界还拥有千千万万的读者；他还是一个影响
极其巨大的政论作家，其政论著作在法国历史中起过很重要的作用。
    雨果在谈到《巴黎圣母院》时这样写道：“这是十五世纪巴黎的图画，是反映在巴黎的十五世纪的
图画。
”他在小说里以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的笔调出色地描写了巴黎的壮丽图景和中世纪阴暗生活的风貌，
把读者带进一个充满绚烂色彩和奇特声响的世界，使我们看到高大的哥特式的建筑、此起彼伏的屋脊
的海洋、纵横交错的街道、散布在街头的刑场绞架、阴森的巴士底狱和流浪人聚居的神秘的怪厅等一
片奇特的景象。
小说的情节也是典型的浪漫主义，充满了现实生活中所不可能有的巧合、夸张和怪诞。
例如卡西莫多一个人在圣母院上的抵抗、艾斯米拉达母女在绞刑之前的重逢、卡西莫多与艾斯米拉达
两个可怜人的尸骨一被分开就化为灰尘，等等，完全都是作者奇特想象的产物。
由于作者对自己的故事充满了热烈的激情，运用了巨大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力量，这一切具有了引人入
胜的效果。
    本书由著名作家李功达改编缩写，删繁就简，既保留了原著的精髓和内涵，又减少了文字量，突出
了主干，明晰了人物性格，洋溢着原汁原味的艺术风格，语言符合当代读者阅读口味，不过时、不生
涩，是为青少年了解《巴黎圣母院》故事情节脉络和思想精华的一个不错选择。
    读经典，是我们永远需要的。
因为这些作品都是不同时代下的沉淀之作，经受住了不同时代读者的阅读考验而流芳百世，阅读它们
能够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提高素养、提升境界。
尤其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和树立的青少年，应该更多地了解名著价值，用精神雨露滋
润心灵。
    想知道十五世纪的巴黎市井是怎样的光景吗？
公元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天刚刚亮，巴黎就被欢乐、简单、凌乱的钟声震醒了⋯⋯来，请走进它吧
，祝阅读愉快！
    谨以此书纪念伟大作家维克多·雨果诞辰二百一十周年！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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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巴黎圣母院》内容介绍：吉卜赛少女艾斯米拉达在街头卖艺，圣母院教堂副主教克洛德欲将她占为
已有，后来发现她另有情人，便刺杀她的情人并嫁祸于她，致使她被判死刑。
相貌奇丑、对艾斯米拉达充满爱慕和谦卑之情的敲钟人卡西莫多把她救到圣母院避难。
巴黎下层社会的乞丐和流浪人为了营救艾斯米拉达，围攻圣母院。
国王派菲比斯领兵前去镇压。

混战中，克洛德将艾斯米拉达劫走，威逼她屈从自己的淫欲。
遭到拒绝后，克洛德把艾斯米拉达交给官兵，在钟楼上狞笑着看着她被绞死。
卡西莫多在绝望与愤怒中把抚养他长大的克洛德推下钟楼摔死，自己抱着艾斯米拉达的尸体在地窖殉
情。

《巴黎圣母院》的作者是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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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法)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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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公元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天刚刚亮，巴黎就被欢乐、简单、凌乱的钟声震醒了。
    这是十分难得的一天，自古以来，主显节和愚人节第一次重合于一天。
这一天，巴黎城将昼夜狂欢，其中有三个地方最热闹：在格林广场，要放烟花，点篝火；在布拉克小
教堂，要种植一棵美丽的五月树；在司法宫，要上演圣迹剧。
    男女市民们早早地起了床，脸上带着盛大节日特有的掩饰不住的欢愉之色，或忙乱不堪，或有条不
紊，把店铺上了板，锁好家门，走至大街小巷，按照各自的爱好选择了这三处中的一个地方，高高兴
兴地去了。
    像江河汇集入海一样，人潮也向这三个地方涌去。
其中人潮澎湃，最拥挤、最热闹的要属司法宫广场了。
在广场上，在司法宫的台阶上，在这座宏伟壮丽的建筑的所有的门口、窗台、天窗上，甚至在屋顶上
和巨大石柱顶部的雕刻的凸出部分，都像蜂巢中的蜜蜂一样，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各种穿着的老的、少
的、男的、女的，挤满了小贩、学生、工人。
巴黎人有爱看热闹的天性，在这一天，他们的此种天性将获得最大的满足。
    确实，在当时，巴黎的司法宫是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建筑，淡蓝的天花板使人想起辽阔的天空，天
花板上绘有凸出的金色百合花图案。
地板由黑白两色大理石铺成，大厅内，七根高大的柱子一字排开，支撑着双尖拱屋顶的起拱点，像七
个执戟巨人。
外面的四根柱子底部的四周，已被勤奋早起的商人占领，他们把各种各样的小杂货摆在这里，五光十
色，耀人眼目。
后面三根石柱的底部则被钉在一起的几条橡木板凳围着。
多年来，这些板凳供那些诉讼代理人、律师休息，已被磨得发亮。
在门、窗、柱子的空档里，摆放着法兰西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君王塑像。
这些塑像都是出自名家之手，一个个栩栩如生，形神兼备，有的双眉微锁，好像在忧国忧民；有的一
脸坚定不移的神情，大概是正带领臣民披荆斩棘。
    在大厅里正对着大门的地方，是一座被金线织锦装饰的豪华艳丽的看台。
在看台后面的墙壁上，有一个特别的人口处，这是用来迎接两天前到达巴黎来参加联姻活动的奥地利
大公国弗兰特使臣和另一些前来观赏圣迹剧的贵宾们的。
    按照多年的习惯，圣迹剧要在大理石台子上演出。
为此，它在几天前便被装饰一新。
在它那被司法宫的书记官们的脚跟划出了无数细微的道子的台面上，搭起一个高棚子，台面就是戏台
，整个大厅都看得见，棚子尽头由帷幔遮住的地方，算是演员的更衣室。
一架敦实的旧梯子无遮无拦地靠在台边，当做戏台的上场口或下场口。
四名卫士，身量一般高、腰板一般直，石雕木刻似的站立在石台四角。
他们脸上的表情严厉、果断，无论是节日还是行刑日，他们都早于任何人来到此处，笔直地站着。
至于站在这里干什么，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未必知道：是监视老百姓，以防骚乱，还是怕受刑的犯人逃
掉？
是为了给演员提示台词(可他们也不知道演员要念什么词)，还是仅仅为了装点广场，增加点气氛？
不管为什么站，国王陛下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绝不怕苦，让什么时候站，就什么时候站，让
站多久就站多久。
    戏要在中午十二点上演。
当然，这须司法宫前钟楼上的大钟“说了算”。
人群在天刚亮时就已挤得满满的了，而且，人还在越聚越多。
有人说，他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宿，自然，这类人占据了看戏的最有利的地势。
而后来者也是源源不断，真如猛涨的河水一样，水位一刻高于一刻，在所有的空闲处挤满了人之后，
人们开始攀上窗台、飞檐、房椽，甚至连大厅建筑的一切雕饰的突出部分都挤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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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一点要开演的迹象也没有，人们有些不耐烦了。
他们开始一连声地骂，骂天气太冷、骂这建筑设计不合理、骂弗兰特使臣来得不是时候、骂市政总监
弄不好巴黎的交通设施、骂红衣主教迟迟不来，他们还骂奥地利的玛丽特夫人、骂教堂的侍役、骂站
岗的卫兵。
    正午的钟声响了。
人们欢快地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句什么，各自调整着自己的位置，躲开遮挡自己视线的人或物。
大厅里静了下来，人们把目光集中在大理石台子上，屏声息气地等着。
    两分钟过去了，大厅里毫无动静。
    一个职员模样的人对身边的同伴说：“别急，这是演员在酝酿自己的情绪。
”    同伴点了点头，又看台上。
    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过去了，还是毫无动静。
    有人喊了一声：“咱们等谁呢？
让弗兰特的使臣见鬼去，我们要看戏，看戏！
”这是个大学生，名叫伊万，人送绰号“磨坊主伊万”。
他身材瘦高，小眼睛，脸上总有一种狡猾的神气。
小伊万坐在柱子顶部的雕饰上，挥动着手里的帽子，为了加重语气，还用力抖了几抖，而他的另一只
手却稳稳地攀住雕饰的突出部分，以使自己不致摔下去。
占据了这么好的位置，却看不上戏，他觉得怪冤的。
小伊万的喊声像一声霹雳，雷声过后，暴雨就来了。
    “演戏。
演圣迹剧！
”    “有人在耍咱们，拿咱们开心！
”    “让弗兰特使臣们滚蛋，别耽误我们过节！
”    伊万居高临下，大喊一声之后，忽然变成了群众领袖，他又喊道：“演圣迹剧，马上演，不然，
咱们演一出喜剧让他们瞧瞧，来，把法官吊起来，这是最大的喜剧！
”    “说得好，小伙子！
”    “来，干吧！
”    群众高声附和着，人潮开始涌向笔直地站在大理石台子四个角上的四名士兵。
法官没有来，即使来了，由于没有穿那黑色的袍子，人们也未必认得出。
人们觉得这时候，能代表法官的只有那四个倒霉的卫兵。
    “先把卫兵吊起来！
”    “对，等吊起了卫兵，法官一着急，就出来了。
”    四个卫兵没有做到面不改色，虽然在阴冷的冬天，他们脸上依然渗出了汗珠。
他们开始后退，但身后就是台子，他们的脊背已经贴在台子上了，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白脸士兵被台角
狠狠地硌了后脊梁一下，却没顾得上叫疼，生死攸关之时，硌一下实在是小事了。
    就在这时候，台上的帷幕被急急忙忙地拉开了，从幕后走出一个人来。
他往台上一站，人们立刻停止了叫喊，比变戏法都灵。
“请安静，诸位。
安静！
”    那人在台上连连鞠躬。
因为紧张，或者说是因为害怕，他的手指和膝盖都有点哆嗦，他的鞠躬也不是那种英式的迅速地一低
头，而是我们常说的九十度大鞠躬。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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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对于很多从未到过巴黎的人来说，巴黎与巴黎圣母院所承载的意义，早就超过了它们本身朴素的存在
。
    这座城市与这个城市符号，在全世界人们的想象里，简化成一连串美丽的、令人无限遐想的词语：
优雅、高贵、繁华、浪漫又风情。
而十九世纪的巴黎，是拿破仑的巴黎，更是国王、宫廷与贵族的巴黎。
可是在我年纪还不到两位数的时候，第一次读到雨果先生的《巴黎圣母院》，便知道了，事实上，一
直存在着另外一座巴黎——被遗忘和被忽略的，地下的、游民的、看不见的巴黎。
    另一座巴黎，在雨果的笔下，是属于流浪者、乞丐、弃儿、畸形人、疯子和诗人的世界。
这个世界就像是巴黎今天的地下铁，混乱、失序，充斥着尿骚味。
而属于主教、神甫、法官、刽子手与警察的那个巴黎，则冰冷地高耸着，如同那座众人敬仰的圣母院
，投射出大片阴影，笼罩着地下的巴黎，像是要为巴黎城遮丑似的。
    愚人之王，卡西莫多，要说丑，没有比他的样貌更丑、更吓人的了。
罗兰塔里的疯女人巴格·尚菲勒，因为精神上的混乱以及对美的信仰的丧失而活得那样颓废阴冷，也
是丑。
神甫克洛德那让人心生寒意的眼神与心计，更是丑。
可假如丑只有丑——假如卡西莫多没有灵魂，假如尚菲勒没有往事，假如克洛德没有执念——那么一
切美丑也就都失去意义了。
丑从来都是因为美而存在的，它有时作为美的对立面与之交锋，有时则心平气和地与美对话，而另外
一些时候，丑与美融为一体，难辨彼此。
美丑如此，善恶如此，爱恨如此，两个巴黎之间亦如此。
《巴黎圣母院》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对于其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每一处景，你都无法用简单
粗暴的定语去修饰。
    对于卡西莫多来说，他粗糙的皮肤下面流动着的是吉卜赛人的血液。
尽管他被神甫克洛德在封闭的圣母院内养大，当他在刑场受刑而神甫离他而去的时候，他便成了圣母
院的弃儿。
失去了圣母院的庇护，又被艾斯米拉达救起，卡西莫多不自觉地就带着他那吉卜赛血统坠入了另一座
巴黎。
而守在圣母院里的克洛德，一心想要制造蛊惑人心的宗教奇迹，企图有朝一日登上塔尖从而占据权力
制高点，他所依赖的工具却是两个吉卜赛人——卡西莫多生来就流着吉卜赛人的血液，而艾斯米拉达
则成长于吉卜赛人之间，是个精神上的吉卜赛人。
也许连神甫自己也末觉察出这其间的荒诞，只因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往上爬，并非为了他所皈依
的信仰。
到最后，他终于到了塔顶——摔下来；而两个吉卜赛人各自上升，一个被吊死，一个孤零零立在塔尖
。
两个吉卜赛人的尸骨拥抱在一起，尽管表面看来这两张面孔的差异是那么巨大，两个灵魂却把爱、正
义与责任拥在了一起。
而爱、正义与责任不正是高高在上的宗教向底下的子民们所宣扬的吗？
地下的世界与地上的世界仿佛在一瞬间颠倒了，又或者，从来就是颠倒的。
    我合上书，想着：吉卜赛人——流浪者，他们从地下流浪到塔尖，却在塔尖死去了。
大概有一些灵魂，注定是属于地下的世界。
他们在那里更自由、真实和生动，不必假装优雅或高贵，因为那些地上的人们、那些圣母院里的人们
需要穿戴在身上给人看的东西，根本就生长在他们的灵魂深处。
    不只是在十五世纪的巴黎，流浪者、弃儿、畸形人、疯子和诗人的世界，也存在于今天的巴黎。
或者说，这个奇异的世界隐没在今天所有的大都市里，无论是巴黎还是阿姆斯特丹，或者北京、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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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每一座城市里面都有几座圣母院、几个格林广场，还有几条奇迹街。
    我没有去过巴黎，但是听去过那里的人们说，巴黎的地上世界虽然大体上如人们所描述的那般大气
璀璨，可巴黎的地下世界，却与人们想象中的巴黎相去甚远。
巴黎的地铁破落、杂乱、不整洁，在那里迷路是太寻常的事情。
那里更是流浪艺人与乞讨者的天堂。
    这样的描述我是相信的，因为在阿姆斯特丹，我确确实实见识过游民的世界。
在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立着新老两座大教堂，老教堂的旁边便是宽阔的大坝广场。
每天一大早，流浪艺人们就忙活起来了——选一处行人较多的角落，擦拭自己心爱的乐器，试探性地
吹奏或是弹拨两下。
他们要一直忙活到天黑，甚至有时天已经黑了，你还能听到不远处某个角落传来一阵幽幽的萨克斯曲
或是一段轻盈的西班牙吉他小调。
这些流浪艺人当中有大约一半来自东欧，这从他们的相貌就能看得出来。
和许多本地的流浪艺人不同，他们更喜欢在城市里甚至城市间流动，仿佛他们的血液里都流淌着“吉
卜赛”这几个字。
他们散落在大坝广场附近的深巷里，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旁边的小角落里，我还曾经在柏林的火车
上见过他们许多次。
他们喜欢结伴行动，背着手风琴和一些吹奏乐器，每演奏一会儿就会换一个地方。
尽管他们一直流动着，在他们的眼睛里却有一种莫名的坚定。
而他们演奏的音乐总是低沉、婉转又悠远，好像这些音乐是在诉说着那些隐藏在城市的黑暗肮脏角落
的生命的故事，提醒着人们还有另一个世界。
    第一次读《巴黎圣母院》的时候，我把自己的身体弓成了一个罗锅子，还试图闭上一只眼，张大鼻
孔，歪斜着嘴巴，以为那样就能更贴近卡西莫多的灵魂。
那样，当然不行。
生活中有太多东西是我们仅仅用肉眼所看不到的，也是我们仅仅依靠外在的装扮所无法体会的。
地下与塔尖不过是城市的两种样子，内心的贵贱往往要在冲突当中才被激发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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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的惨谈源自丑陋，你的不幸来自美丽。
我只能是那高塔上的敲钟人，在最圣洁的场所，做最惨淡的梦。
⋯⋯下一世，哪怕不幸被太阳抛弃，做你的影子仍是美的。
”《巴黎圣母院》让我陶醉，让我心碎。
    ——全力少年(《漫客·小说绘》超人气插画家，代表作《龙族大画集》)    聆听巴黎圣母院震撼人心
的钟声，感受雨果送给全人类的珍贵礼物。
    ——魔王s(《知音漫客》畅销漫画家，代表作《暗夜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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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雨果说：“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背后。
”    《巴黎圣母院》的作者雨果通过描写四个处于不同地位、不同阶级的男人对艾斯米拉达内容不同
、形式不同的爱，在强烈的对照中揭示了美与丑、善与恶、情与欲、灵魂与躯体的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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