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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红与黑》是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品。
作者原名是亨利·贝尔，1783年出生在法国南部的格勒诺布尔城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当时僧侣和贵
族是第一和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属第三等级）。
十六岁时，他来到巴黎，加入拿破仑军队，远征意大利。
二十九岁时，随拿破仑军队进攻俄国，亲身经历了法军的惨败。
两年后，拿破仑下台，使他感到政治的幻灭。
司汤达曾说：“拿破仑和我一块儿垮台了。
”    巴尔扎克崇拜拿破仑，早年曾编过一本《拿破仑文选》；相传在写《人间喜剧》时，在书桌一隅
，置一尊拿翁塑像，并在底座上刻下一句豪语：“彼以剑创其业，吾以笔竟其功！
”在崇拜拿破仑方面，司汤达亦不让于巴尔扎克。
还在小学生时期，听到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场连战连捷，就不禁惊喜雀跃。
尽管拿破仑在政治和军事上风云变幻，而司汤达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锁定为拿破仑，把他奉为“恺撒
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并庆幸自己随拿破仑东征西战，先后进入米兰、柏林、维也纳，直到莫
斯科，亲身践履了“拿破仑史诗”时代。
滑铁卢一败，拿破仑受到复辟势力的攻讦，而司汤达不顾时势风向，奋笔疾书，在1817年，以几月之
功，写了一本《拿破仑传稿》；二十年后，又写下《忆拿破仑》。
1837年，写自传《亨利-贝尔传略》，最后一句：“生平只敬仰一人：拿破仑。
”言尽于此，司汤达以盛赞拿破仑为己任，赞颂拿破仑强劲的个性、充沛的精力、敢冒风险的雄才大
略。
无论是在其小说，还是游记，抑或文论和史书中，拿破仑始终是他关注的一个中心，在作品中都或隐
或现有拿破仑的影子。
    《红与黑》一书中的主人公于连，可以说是从拿破仑模子中克隆出来的一个人物。
跟拿破仑一样，于连也有非凡的记忆力，为迎合时势，能把《圣经》倒背如流，但他最喜欢的书是《
圣赫勒拿岛回忆录》。
与瑞那市长较量占上风后，于连觉得应当乘胜追击，把瑞那的贵族傲气彻底打垮，这才是道地的拿破
仑作风。
    同样一种英雄性格，拿破仑与于连所处的时代不同，就有幸与不幸的分别。
于连神往拿破仑，但他所处的时代已非“功名只向马上取”的征战时代，于连只能喟然浩叹：“噢，
拿破仑！
你那时代，靠打仗出生人死，以博取荣华富贵，多痛快！
如今却去加重穷人的苦难，岂不卑鄙！
”是的，到了1830年，“军人没有出路，教士不是出路”，英雄无用武之地，壮士有不得出之悲。
故《红与黑》这部小说，实际上是一写失败的小说，是写于连从锯木厂走向断头台的失败。
    于连是一个“向社会开战的不幸儿”，他生就火热的性格，充满着进取精神，向往着英雄的行为。
但所处的是一个复辟倒退的时代，使他不得不成为一个拒斥现存社会秩序的叛逆分子。
“心比天高，身为下贱”，按于连自己的说法，是“老天爷把我放在穷人堆里，却给了我一颗高贵的
心”，在家里，和粗鲁的父兄格格不入，话说不到一块儿去；进入社会，在市长家，在修道院，在侯
爵府，看到的都是庸俗、虚伪、委琐。
家庭、社会、时代三不合宜，他既不能像拿破仑去征服世界，名扬天下；也当不成维璃叶市长，惩恶
除腐，伸张正义。
社会逼得他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强迫自己去探究卑劣的人心，再以虚伪的言行，行其欺诈的勾当
”。
他倾向雅各宾主义，却参加保皇党密谋；他明明蔑视贵族有产阶级，却又拼命往贵族有产阶级堆里钻
，在敌对的环境中做着没有胜利希望的美梦。
于连要向上爬，正当飞黄腾达之际，受到告密信的打击，慨然走上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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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做事一人当，于连不求上诉，不乞一命，固不失为一条好汉，但终究是一个悲剧。
这个悲剧，当然是于连个人的悲剧，也是当时所有杰出的人物不用于世的历史悲剧！
    司汤达提出“小说——镜子”的理论，这由来就是在《红与黑》的书中：“小说好比一面镜子，鉴
以照之，沿着大路，迤逦行去。
”小说要像镜子，反映社会的现实。
在《红与黑》中，我们看到了庸俗的内地生活，肆虐的圣公会；我们也看到奢糜的贵族社会和猖獗的
保皇势力。
镜子“有时映现蔚蓝的天空，有时照出的却是路上的污泥”，这能怪镜子吗？
小说像镜子一样，忠实地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
要反映生活，就离不开时政。
而1830年，正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七月革命的爆发，成为查理十世复辟王朝与路易·菲力
普资产阶级王国更迭的契机。
《红与黑》的副标题，为“1830年纪事”，也意味着这是一本政治性很强的小说。
在《红与黑》中，司汤达借书中人物之口，说：“你的人物如果不谈政治，就不成为1830年的法国人
。
你这本书，也就不会像你奢望的那样，成其为一面镜子。
”    从“纪事”的角度讲，《红与黑》是本政治小说；但从成就讲，实为爱情小说也不为过。
在写男女情爱上，司汤达从心理分析着笔，细致深刻，不愧为大家手笔。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深刻刻画恋爱心理，司汤达确有开创之功，对后世乃至世界，功不可没，有久远
的影响。
一般人或许不知道，司汤达还是个论爱情的高手，在《红与黑》成书的前八年，已有《论爱情》
（1822年）问世，此书成为司汤达的最重要著作之一。
    《红与黑》开笔之初，题作《于连》，直到写完上卷，才最终定名为《红与黑》，以两种色彩作书
名，司汤达有寓意存焉。
历来评论家绞尽脑汁，颇多发明，认为“红”与“黑”，喻为军装与道袍，剑与十字架，热血与孝服
，军人的荣耀与僧侣的暗黑，火红的理想与黯然的幻灭，英勇的时代与复辟的年代等等，真可谓挖空
心思。
相对而言，倒是司汤达本人的说法比较平实。
照司汤达的意思，“红”意味着书中主人公于连会去当兵；但他生活的年代，只得披上“黑”道袍，
书名也有如此之意象。
    《红与黑》是十九世纪的一部关键作品。
问世之初，它并未引起注意，后世才发掘出其深刻意义。
斯当达当能跻身于十九世纪世界大作家之列，该是不争的事实。
    ——罗新璋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与黑>>

内容概要

　　《红与黑》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
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的经历与最终失败，尤其是他的两次爱情的描写，广泛地展现了“19世
纪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强烈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
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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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司汤达（Stendhal） 译者：罗新璋  司汤达（1783—1842），本名亨利·贝尔。
法国19世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勒城。
他早年丧母。
父亲是一个有钱的律师，信仰宗教，思想保守，司汤达在家庭中受到束缚和压抑，从小就憎恶他父亲
。
1799年，司汤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当地的中心学校，来到巴黎，在军部谋到一个职务。
从此，他跟随拿破仑的大军，参加了战争。
直到1814年，拿破仑垮台，波旁王朝复辟，司汤达被“扫地出门”，他才不得已离开巴黎，侨居意大
利的米兰，在那里读书、写作，并且与意大利的革命党人交往密切。
1830年“七月革命”后，司汤达被任命为意大利一个海滨小城的领事，直至1842年逝世。
司汤达写作很勤奋，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著名的短篇小说有《瓦尼娜·瓦尼尼》；长篇小
说有《吕西安·娄万》（又名《红与白》）、《红与黑》、《巴马修道院》、《亨利·勃吕拉传》等
。
除此之外还著有数百万字的文论、随笔和散文、游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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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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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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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小城风光 弗朗什—孔泰地区，有不少城镇，风物秀丽，维璃叶这座小城可
算得是其中之一。
白色的小楼，耸着尖尖的红瓦屋顶，疏疏密密，星散在一片坡地上；繁茂粗壮的栗树，恰好具体而微
，点出斜坡的曲折蜿蜒。
杜河在旧城墙下，数百步外，源源流过。
这堵城墙，原先是西班牙人所造，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了。
 维璃叶北面，得高山屏障，属于汝拉山区的一条余脉。
每当十月，冷汛初临，维赫山起伏的峰峦，便已盖上皑皑白雪。
山间奔冲而下的急流，流经维璃叶市，最后注入杜河，为无数锯木厂提供了水力驱动；这是一种简易
作坊，大多数与其说是市民，还不如说是乡村的居民，倒借此得到相当的实惠。
然而，这座小城的致富之源，却并非锯木业，而是靠织造一种叫“密露丝”的印花布，使家家殷实起
来：拿破仑倒台以来，城里的房屋差不多已修葺一新。
 一进城，就听到噪声四起，震耳欲聋：那响声是一部模样可怕、喧闹不堪的机器发出来的。
二十个笨重的铁锤，随着急流冲击水轮，忽起忽落，轰隆轰隆，震得路面发颤。
每个铁锤，一天不知能冲出几千个钉子。
铁锤起落之间，自有一些娟秀水灵的小姑娘，把小铁砣送到大铁锤之下，一转眼就砸成了铁钉。
这活儿看起来挺粗笨，初到法瑞边界山区来的游人见了，不免少见多怪。
别看这钉厂把大街上的行人震得晕头转向，假如这旅客进入维璃叶地界，问起这片光鲜的厂家，是谁
家的产业，别人准会拖腔拉调地回答：“嗬！
那是我们市长大人的。
” 维璃叶这条大街，从杜河岸边慢慢上扬，直达山顶。
游客只要在街口稍停，十之八九，会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行色匆匆，一副要事在身的样子。
 一见到他，路人纷纷脱帽致敬。
他头发灰白，服装也一身灰，胸前佩着几枚勋章。
广额鹰鼻，总的说来，相貌不失为端正。
第一眼望去，眉宇之间不仅有一市之长的尊贵，还兼具半老男子的和蔼。
 但巴黎客人很快便会对他沾沾自喜的神情，看不人眼，发觉他那自得之态，还夹杂某种褊狭与拘执。
最后会感到，此人的才干，只在向人索账时不容少给分文，而轮到要他来偿债，则能拖就拖。
 他就是维璃叶市的市长，特·瑞那先生。
市长先生步履庄重，穿过街道，走进市政厅，便在旅人眼中消失了。
假如这外地人接着溜达，再走上百十来步，便会看到一座外观相当漂亮的宅第，从与屋子相连的铁栅
栏望进去，是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园。
远眺天边，见勃艮第山脉群山隐约，赏心悦目。
旅人如果对竞逐蝇头微利的恶浊空气觉得憋闷，那么对此情景，自有尘俗顿忘之感。
 遇到当地人，便会告诉他：这就是特·瑞那先生的府邸。
正是靠铁钉厂的大宗赢利，维璃叶市长才盖起这座巨石高垒的漂亮宅第；整幢房屋，还是新近才完工
的。
他的祖上，相传是西班牙人，算得上是旧家世族；据称远在路易十四把维璃叶收入版图之前，就已定
居于此了。
 1815年，特·瑞那先生夤缘得官，当上了维璃叶的市长，从此，他对自己的实业家身份常感愧恧。
须知花园各部分的护墙，也是靠他铁业经营得法才造得起；如今，这鲜丽缤纷的花园，层层平台，迤
逦而下，已一直伸展到杜河之滨。
 在德国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工业城市，这类明丽怡人的花园，多似繁星环抱；而在法国，却
难望找到。
弗朗什一孔泰地区内，谁家的庭院围墙造得越长，石基垒得越高，就越受四邻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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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那先生家的花园，围墙重重，格外令人叹赏，尤其因为有几块圈进来的地皮，是出了金价买来的。
且说那雄踞杜河岸边的锯木厂吧，一走进维璃叶，劈面就会看到。
那屋顶上，你会注意到有块横板，上面写着“索雷尔”字样，该厂六年前的原址，如今已划入瑞那先
生家的花园，正用来造最下一层第四道平台的护墙。
 索雷尔老头，是个固执己见，不可理喻的乡民。
市长先生虽很高傲，可为了叫老头儿把锯木厂迁走，也不得不跟他多次打交道，摸出大把大把的金路
易。
至于那条推转轮锯的公共水流，瑞那先生凭他在巴黎的关系，才得以喝令河流改道。
不过这份恩典，也是在一八二几年大选之后才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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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红与黑》的主角于连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始祖”。
    ——（苏联）高尔基    《红与黑》是我平生最受益的书籍。
    ——（法国）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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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红与黑(插图典藏本)(权威珍藏版)》是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
奠基作。
小说紧紧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与最终失败的经历这一主线，广泛展现了“19世纪最初30年间压在
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反映了19世纪早期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本
质问题。
在艺术上，小说以深刻细腻的笔调，广泛运用独白和自由联想等多种艺术手法，充分展示了主人公的
心灵空间，挖掘出了主人公深层意识的活动，从而开创了后世“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先河
，司汤达因此被后人称为“现代小说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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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红与黑》的主角于连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始祖”。
 ——（苏联）高尔基 《红与黑》是我平生最受益的书籍。
 ——（法国）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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