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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帕尔马修道院》是司汤达的又一部重要长篇小说。
主人公法布利斯从小赢得姑妈的疼爱，长成英俊青年后吸引了很多女人的青睐；他从滑铁卢战场回到
帕尔马，当上副主教后，邂逅一女伶，因误杀女伶的情夫被迫逃往博洛尼亚，百无聊赖之际又遇上女
歌唱家浮斯塔，上演了一场风流韵事的闹剧，但这些都不是爱情。
直到他锒铛入狱遇到要塞司令的女儿克莱莉娅以后，才变成另一个人，演绎了一段催人泪下的爱情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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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太白初现，暮色苍茫，我向往未来，凝视着穹苍，天主用并不艰深难解的符号，写下了众生的命
运和前程。
因为他位于高空，垂顾世人，有时也会慈悲心动，指点迷津。
那满天星斗就是他的文字，吉凶祸福，早已向我们预示，可叹茫茫世人参不透红尘和生死，辜负了这
种天书，对它视若无睹。
　　龙沙　　　　侯爵毫不掩饰他对知识的刻骨仇恨。
他常说：“毁掉意大利的，就是思想。
”他一方面对传授知识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希望看见他儿子法布利斯能够完成在耶稣会学校里有了
辉煌开端的教育，所以真有点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了。
为了尽可能减少危险，他委托格里昂塔的　　本堂神父，善良的布拉奈斯，教法布利斯继续学拉丁文
。
这自然要神父本人通晓这种文字才行啊，偏偏他一向就轻视它。
他在这方面的知识仅限于背诵弥撒经里的祈祷文，勉勉强强能够把意思解释给教友们听。
不过当地人对这位本堂神父照旧敬重，甚至畏惧。
他一直在说，布里西　　亚的主保圣人圣乔维塔的那句家喻户晓的预言，绝不会在十三个星期之内，
也不会在十三个月之内应验。
和知己朋友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还会说，如果准他直言的话，十三这个数字应该用另一种使许多人
会大吃一惊的方式来解释(一八一三年)。
　　事实是，布拉奈斯神父，这位诚实和德行具有古风，而且才智很高的人物，每天夜里的时间都是
在钟楼上度过的。
他酷爱占星术。
白天，他计算星辰的会合和位置，然后把夜里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观察它们在太空运行的情况。
由于贫穷，他除了一架硬纸做的长筒望远镜以外，什　　么仪器也没有。
一个人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探索帝国的崩溃和改变世界面貌的革命究竟在什么时候发生上，我们就不
难想象他对于学习语言会抱着怎样轻蔑的态度了。
他对法布利斯说，“自从人家教给我在拉丁文里马叫equus以后，我对于一匹马又多懂得了些什么呢?
”　　农民们害怕布拉奈斯神父，把他当作神通广大的魔法师看待。
而他呢，却正好利用自己经常待在钟楼上所引起的这种恐惧心理，来防止他们偷盗。
他的同行们，附近一带的那些本堂神父，非常嫉妒他的威望，都恨他。
台尔·唐戈侯爵只是瞧不起他，因为他太爱发议论，不符合他这样卑微的身份。
法布利斯崇拜他，为了讨他喜欢，有时整个晚上替他做很多位数的加法或乘法。
后来，法布利斯上了钟楼，这可是天大的面子，布拉奈斯神父还从来没有让任何人卜去过呢。
然而他爱这孩子的天真无邪。
“只要你不变成一个伪君子，‘他对他说，“将来也许会　　是个男子汉。
”　　法布利斯在玩耍的时候，既大胆而又狂热，每年总有那么两三次差点儿淹死在湖里。
格里昂塔和卡代纳比亚的乡下孩子每一次远征都是由他领头。
这帮孩子弄到几把小钥匙，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悄悄地去开锁，解开那些把船系在大石头或者
岸边树上的铁链子。
应该说明一下，科摩湖上的渔夫们在远离岸边的湖水里下着许多无人照管的鱼钩，钓丝上端拴着一块
衬了一层软木的木板，木板上插着一根柔软的榛树枝，吊着一个小铃铛，上了钩的鱼儿一牵动钓丝，
铃铛就会丁零当啷地响起来。
　　　　“你来信谈你的近况，千万别签上你的名字，”伯爵夫人告诉他，“你回来的时候，不要直
奔科摩湖。
你要在瑞土境内的卢加诺停下来。
”在到达那座小城以后，他应该使用卡维这个名字，他会在当地最大的一家客店里找到伯爵夫人的亲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帕尔马修道院>>

随，这个亲随会告诉他以后应该怎么办。
他姑母的信里最后这么说：“想尽一切办法隐瞒你干过的那件傻事，尤其是别在身上保留任何文件，
不管是印刷的还是手写的。
在瑞士，你将会受到圣玛格丽特的朋友们的包围。
要是我有足够的钱，”伯爵夫人对他说，“我会派人到日内瓦天秤旅馆去，你就可以明白我在信上不
能写，而在你回来以前又不能不知道的详细情况了。
不过，看在老天份上，一天也别在巴黎多待了，你会叫我们的暗探们认出来的。
”在法布利斯的想象中开始出现许多离奇古怪的事情。
他对什么都不再感到兴趣，只是想猜出他姑母要告诉他的那件如此奇怪的事，究竟是什么事。
在穿越法国的这段旅途中，他曾经两次受到拘留，但是两次都得到了释放。
造成这些麻烦的，是他的意大利护照和气压表商人的身份，这个怪身份与他那年轻的相貌和用吊带吊
着的胳臂太不相称了。
　　最后，他在日内瓦找到伯爵夫人的一个仆人。
这个仆人把她的话转告他，说有人向米兰警察局告发他法布利斯，带着前意大利王国境内一个庞大的
阴谋组织拟定的建议书，去见拿破仑。
“如果他的旅行不是为的这个目的，”告密信里说，“他为什么要用假名字呢?”他的母亲力图证明事
实的真相是这样的：　　第一，他一直未曾越出瑞士国境；　　第二，他是在跟哥哥发生一场争吵以
后，突然离开城堡的。
　　听了这件事，法布利斯心里感到很骄傲。
“我居然成了派到拿破仑那里去的、类似使节的人物!”他心里说，“我居然有了和这位大伟人谈话的
荣幸!但愿如此!”他想起了他的第七代祖先，也就是跟随斯佛尔查来到米兰的那位祖先的孙子，有幸
被公爵的敌人们砍掉脑袋。
公爵的敌人们是在他传送致瑞士各州郡的建议书，前往瑞士招募兵丁的途中，把他捉住的。
家谱中描绘这段故事的那幅版画又在法布利斯心头浮现出来。
在仔细盘问下，法布利斯发现那个亲随心里有一件感到气愤的事，虽然伯爵夫人再三关照他不能把这
件事告诉法布利斯。
但他最后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
向米兰警察局告密的，原来就是法布利斯的哥哥阿斯卡涅。
这句残酷无情的话几乎把我们的主人公气疯了。
从日内瓦到意大利要经过洛桑；虽然从日内瓦开往洛桑的公共马车再过两小时就要开了，他还是一定
要马上动身，拼着两条腿走上十一二法里。
离开日内瓦以前，他在当地一家胡沉沉的咖啡馆里跟一个年轻人吵了一架。
据他说，那个年轻人用古怪的眼光看，他。
一点也没有说错，那个恬静、理智、脑子里光想着钱的年轻的日内瓦人以为他是个疯子。
法布利斯进来的时候，怒气冲冲地往四下里张望，后来又把给他端来的一杯咖啡洒在裤子上。
在这场争吵中，法布利斯一上来就完全是十六世纪的作风，并不向年轻的日内瓦人提出决斗，却拔出
刀子，扑上去就要攮他。
在这一时冲动之下，法布利斯把他学过的那些社交礼节都忘了，完全受着本能，或者不如说，受着童
年回忆的支配。
　　他在卢加诺找到的那个心腹仆人又告诉了他——些详细情况，这更增加了他的怒火。
法布利斯在格里昂塔是人缘很好的，大家都绝口不提起他的名字，要不是他哥哥办的这件好事，谁都
会装着相信他是在米兰，而米兰的警察局也决不会注意到他已经走了。
　　“我看关卡上的那些人准收到了您的容貌特征通知，”他姑母派米的人对他说，“如果走大路，
一到伦巴第—威尼斯王国边境，您就会被捕的。
”　　　　　　这两位情侣每天都在辩论这件奇特的婚事有没有可能。
伯爵夫人在拉·斯卡拉剧院的舞会上见到了桑塞维利纳-塔克西斯公爵，觉得他的仪表还很中看。
莫斯卡在他最后的几次谈话里，有一次把他的提议又这么概括了一下：“如果咱们想要轻松愉快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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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半世的日子，不希望未老先衰，那就该打定主意了。
亲王已经表示同意。
桑塞维利纳这个人好歹也还过得去。
他有全帕尔马最漂亮的府邸，还有一份很大的财产。
他已经六十八岁，一心一意只想得到一条大绶带。
可是一个污点毁了他，他从前用一万法郎买过一座卡诺瓦雕塑的拿破仑胸像。
他还有一个罪状，您要是不去救他，就会要了他的命，那就是他曾经借给一个叫费朗特·帕拉的人二
十五个拿破仑。
费朗特·帕拉是我们国家里的一个疯子，不过倒是个有点才气的人，我们已经判了他死刑，幸　　好
是缺席判决。
这个费朗特从前写过二百来行诗，写得再好没有了，我以后可以背给您听听，跟但丁的诗一样美。
亲王派桑塞维利纳到***宫廷去，他在动身的那天跟您结婚。
在他住在国外，也就是在他所谓出任大使的第二年，他会得到那条他没有就活不下去的***绶带。
您会觉着他像个哥哥，他决不会叫您讨厌的。
他事先把我所要的各种文件都签好。
另外，您不用多见他，或者干脆不见他，那完全随您。
他也巴不得以后不在帕尔马露面，他的当总收税人的爷爷和他那所谓的自由主义，使他在帕尔马的处
境很尴尬。
我们的刽子手拉西说，公爵曾经通过诗人费朗特·帕拉的介绍，秘密订阅《立宪新闻》；这种污蔑造
成的严重障碍，使亲王隔了很久方才同意这桩婚事。
”　　历史学家把听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都如实写出来，有什么罪过呢？
如果他笔下的人物受着他们才有的，而他自己，遗憾得很，丝毫都没有的那些热情支配，干出了极不
道德的事，这也是他的错吗?说真的，在一个除了猎取金钱来满足虚荣心的热情以外，其他的热情都已
化为乌　　有的国家里，这类事情是已经没有人干了。
　　在以上叙述的这些事情发生了三个月以后，桑塞维利纳—塔克西斯公爵夫人以和蔼可亲的态度和
高尚恬静的性情震惊了帕尔马宫廷。
她的家是城里最有趣的所在，哪一家也比不上。
这也正是莫斯卡伯爵向他的主子保证过的。
公爵夫人由国内两位最高贵的夫人引见，晋谒了在位的亲王腊努斯—艾尔耐斯特四世和王妃，他们十
分隆重地接见了她。
公爵夫人很想看看这位掌握着她情人命运的亲王究竟是怎么个样子。
她想讨他的欢心，结果非常成功。
她看见亲王身材很高，但是略微有些胖。
他的头发、唇髭和巨大的颊须，按照他的廷臣的说法，是美丽的金黄色的；要是长在别人身卜的话，
那种暗淡的颜色准会使人想起“亚麻色”这个卑贱的字眼。
在他那张大脸的中央，微微凸起一个小鼻子，像女人的一样。
但是公爵夫人注意到，亲王的相貌得一处处细看，才能看出那一切丑的地方来。
从整个外表来看，倒像是一个聪明而坚定的人。
亲王的风采、态度并不是不威严，不过因为他经常想着怎样给和他说话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反而使
自己显得很尴尬，他几乎时刻不停地交换着用一条腿支住身子左右摇晃。
除此以外，艾尔耐斯特四世的目光锐利而威严；挥动胳膊的姿势也很气派，说话既有分寸，又简洁。
　　莫斯卡事先已经告诉公爵夫人，亲王在他接见的大书房里挂着一幅路易十四的全身像，还有一张
很漂亮的佛罗伦萨的人造大理石桌子。
她一眼就看出亲王是在模仿。
他显然在竭力学路易十四的眼神和高尚的谈吐，而且他靠在人造大理石桌子上，为的是使自己具有约
瑟夫二世的姿势。
他刚和公爵夫人说了几句话，就立刻坐下，为的是让她有机会享用那张合乎她身份的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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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宫廷里，只有公爵夫人、亲王夫人和西班牙贵妇才可以坐下，其他妇女都要等亲王或者王妃吩
咐以后才能就座。
而且为了区别身份的高低，这两位尊贵的人物总是特意迟延片刻才叫那些地位低于公爵夫人的夫人坐
下。
公爵夫人觉得亲王有时模仿路易十四模仿得有点太过火了，譬如说，他把头一仰，和蔼地微笑的那副
神态就是如此。
　　艾尔耐斯特四世穿着一件巴黎定做的时髦的燕尾服。
每个月从巴黎这个他所憎恶的城市，都给他送来一件燕尾服、一件常礼服和一顶帽子。
但是接见公爵夫人这天，他的服装配合得不伦不类，显得很古怪，他穿着一条红短套裤、一双丝袜和
一双不露脚背的鞋子；而这一切，我们只要看看约瑟夫二世的那些画像，就可以知道都是有所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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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译本序　　《帕尔马修道院》是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在一八三九年所发表的长篇小说
，是继《阿尔芒斯》(一八二七年发表)与《红与黑》(一八三O年出版)之后司汤达的第三部重要作品。
　　司汤达是玛丽-亨利·贝尔的笔名。
亨利·贝尔出生于法国南方的一个名叫格勒诺布尔的城市里。
要不是他在生前用司汤达的笔名写下了《红与黑》、《帕尔马修道院》和未完成的《吕西安·娄凡》
等在世界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作品，尽管他当过拿破仑·波拿巴的军需官，并且有过多年的外交官生
涯，现在不见得有人还会记得他的名字吧。
一八四O年十月，贝尔为了《帕尔马修道院》在给《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的复信中曾经说过：
“我想，五十年后，某一文学补缀家发表片段拙作，也许会以不矫揉造作和真实而为人悦读吧”；他
还在信上说：“一百年后，谁还说起维莱尔先生、马尔蒂雅先生?即使达莱朗先生，也无能为力，除非
他留下一部《见闻录》，而且还要真好才成。
”由此可见，他对自己的文学才能具有充分的自信，而对那些显赫一时，然而无所作为的显宦却是十
分轻视的。
　　小贝尔生在一个律师家庭里。
在他七岁的时候，他母亲就离开尘世。
小贝尔的父亲舍吕班·贝尔是个敬神的、敌视新思想和反对革命的有产者。
他在丧妻以后续娶了他的小姨，那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专横的女人。
小贝尔从小被交给一个耶稣会神父抚养，但是无论是那个神父还是他的父亲和后母，都不能对他的思
想有所影响。
恰恰相反，他对他们始终毫无好感。
第一个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某些进步思想的可能是他的外祖父甘尼永大夫，一个伏尔泰的信徒。
司汤达后来在回忆时说：“实际上，我完全是由我那可敬爱的外祖父亨利·甘尼永把我教养成人的。
”一七八九年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当时只有六岁的贝尔对每一条从巴黎传来的消息都感到心醉
。
他怀着兴奋的心情目送共和国士兵沿着格勒内特广场经过他家的门口。
他听到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时候，是兴高采烈的。
在“恐怖时期”，他那个反动的父亲不得不躲藏起来，但小贝尔却为自己家庭的敌人的胜利而祈祷。
他后来在回忆时说：“我缝了一面小小的三色旗，在共和党人胜利的那些日子里，我就独自在我们那
所大住宅的空房间里举着它。
当我的旗子被撕毁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像是殉国的烈士一样。
我酷爱自由⋯⋯当时有过两三句箴言，是我到处都在写的；这些话常常使我感动得落泪。
现在我还记得其中的一句是：‘不自由，毋宁死’。
”小贝尔由于对他反动的家庭深恶痛绝，站到了革命这一方面。
从此，他就以雅各宾党人自居。
　　一七九六年，贝尔进入格勒诺布尔的中心学校求学。
这类学校是在革命年代建立起来的，存在的时间很短，从一七九五年到一八O二年。
它的宗旨是培养真正的爱国者、有思想的人才和干练的专家。
学校的主要课程是数学、力学和物理等自然科学，还有逻辑学、法学和历史等。
教师大多是启蒙运动思想的拥护者，也经常用这种思想来教育学生。
在学校里，贝尔非常用心地跟着教师格罗学习数学。
他热爱数学的无可争辩的精确性及其论证的真实性；这种对于精确性和真实性的爱好，后来成为他的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个基本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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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汤达（1783-1842）,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小说和文艺评价在法国文学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
《帕尔马修道院》是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在一八三九年所发表的长篇小说，是继《阿尔芒
斯》与《红与黑》之后汤达的第三部分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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