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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已有好几个中译本，其中一个出于已故李健吾先生的大手笔。
李先生还写过一部《福楼拜评传》，对这位作者推崇备至：“斯当达深刻，巴尔扎克伟大，但是福楼
拜，完美。
”    这个评价或许过高，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福楼拜力求完美。
    福楼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家，他自称，他也确实是艺术家，文字的艺术家。
他视文字、文学创作为生命，每一部作品，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都是呕心沥血的结果。
对于他，小说的形式和风格比其内容更加重要。
他写得很慢，很苦，反复修改，要求每一个细节都来自仔细的观察或亲身体验，要求文字具有音乐的
节奏。
（“一句好的散文应该同一句好诗一样，是不可改动的，是同样有节奏，同样响亮的。
”）写到包法利夫人服毒时，他感到自己好像也中了毒。
    他写《包法利夫人》花了四年零四个月，每天工作十二小时。
正反两面的草稿写了一千八百页，最后定稿不到五百页。
当然他有条件这么做。
他出身富裕的资产阶级，不必为谋生而忙碌，更不必卖文为生，有的是精雕细琢的工夫。
一八五六年《包法利夫人》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不仅标志着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史的一个转折，而
且在世界范围影响了小说这个文学体裁在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如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对骑士小说的清算一样，《包法利夫人》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浪漫主
义与浪漫派小说的清算。
女主人公爱玛·包法利（“爱玛”是个浪漫的名字，“包法利”Bovary这个姓氏的词根Bov-包含“牛
”的意思：福楼拜煞费苦心选定的这个姓名，本身就意味着想入非非的浪漫与平庸的现实之间的反差
）是外省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在修道院度过青年时代，饱读浪漫派作品。
她成年后嫁给一名乡镇医生，平庸、迟钝、不解儿女柔情的包法利，真所谓“彩凤随鸦”。
于是她不安于室，先后成为风月老手、地主罗多尔夫与书记员莱昂的情人。
为了取悦莱昂，维持奢华的生活，她挥霍了丈夫的财产，还借了高利贷。
后来莱昂对她生厌，高利贷者向她逼债，她只有服砒霜自杀。
    故事很简单，没有浪漫派小说曲折离奇的情节，无非是一个“淫妇”通奸偷情，自食恶果。
作者的本意也不是讲故事，他为小说加了一个副标题：《外省风俗》。
他为我们展示了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外省生活的工笔画卷，那是个单调沉闷、狭隘闭塞的世界，容不得
半点对高尚的理想，乃至爱玛这样对虚幻的“幸福”的追求，而以药剂师奥梅为代表的所谓自由资产
者打着科学的旗号，欺世盗名，无往而不胜。
妇女在这个社会中更是弱者，福楼拜自己就说过：“就在此刻，同时在二十二个村庄中，我可怜的包
法利夫人正在忍受苦难，伤心饮泣。
”    这部今天已进入文学教科书的作品，在它发表的第二年却被当局加上有伤风化、诽谤宗教等罪名
，由检察官提出公诉。
检察官列举书中四个段落作为佐证。
一，爱玛在树林里委身于罗多尔夫，她因奸情而变得更加美丽：这是对通奸的颂扬。
二，爱玛病后去领圣体，她用对情人的语言向天主倾诉。
三，爱玛与莱昂在奔驰的马车里做爱《巴黎杂志》的编辑删掉了这一段），然后是对他们幽会的旅馆
房间的“淫荡描绘”。
四，对爱玛临终场面的描写违背宗教和道德原则，夹杂肉欲的联想。
    我们且看第三项指控。
检察官委婉地称之为“马车里的沦落”的那一段。
见第三部第一章结尾：    车子掉头往回走；而这一回，既无目标又无方向，只是在随意游荡。
只见它先是驶过圣波尔教堂，勒斯居尔，加尔刚山，红墉镇，快活林广场；随后是马拉德尔里街，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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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德里街，圣罗曼塔楼，圣维维安教堂，圣马克洛教堂，圣尼凯兹教堂，——再驶过海关；——旧城
楼，三管道和纪念公墓。
车夫不时从车座上朝那些小酒店投去绝望的目光。
他不明白车厢里的那二位究竟着了什么魔，居然就是不肯让车停下。
他试过好几次，每回都即刻听见身后传来怒气冲冲的喊声。
于是他只得狠下心来鞭打那两匹汗涔涔的驽马，任凭车子怎么颠簸，怎么东磕西碰，全都置之度外，
他蔫头耷脑，又渴又倦又伤心，差点儿哭了出来。
    在码头，在货车与车桶之间，在街上，在界石拐角处，城里的那些男男女女都睁大眼睛，惊愕地望
着这幕外省难得一见的场景——一辆遮着帘子、比坟墓还密不透风的马车，不停地在眼前晃来晃去，
颠簸得像条海船。
    有一回，中午时分在旷野上，阳光射得镀银旧车灯锃锃发亮的当口，从黄布小窗帘里探出只裸露的
手来，把一团碎纸扔出窗外，纸屑像白蝴蝶似的随风飘散，落入远处开满紫红花朵的苜蓿地里。
    随后，六点钟光景，马车停进博伏瓦齐纳街区一条小巷，下来一个女人，面纱放得很低，头也不回
地往前走去。
    这段叙述，适见福楼拜艺术手段的高超。
他让读者处于车夫与市民的视角，猜想车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今的通俗小说作者或影视编导处理汽车（相当于福楼拜时代的马车）里偷情的场面，不知该浇上多
少浓油赤酱。
    再看对旅馆房间的“淫荡描绘”：    这个充满欢乐的温馨的房间，尽管华丽里透出些许衰颓，他俩
依然钟爱无比！
每次来总看到家具依然如故，有时还会在台钟的底座上找到几枚发夹，那是上星期四她忘在这儿的。
壁炉边上，有张镶嵌螺钿的黄檀木小圆桌，他俩就在这张圆桌上用餐。
爱玛把肉切开，连同温柔甜蜜的千言万语，一块儿递给他；香槟泡沫从精致的酒杯溢出，流到她的戒
指上，她忘情地纵声大笑。
他俩已经完完全全被对方所占有，根本无法自拔，因此都以为这儿就是他俩的家，他们要在这儿一起
生活，直到地老天荒，就像一对年轻的终身夫妻那样。
他们说我们的房间，我们的地毯，我们的椅子，她甚至管莱昂送她的拖鞋叫我的拖鞋，那是当初看她
喜欢，莱昂特地买给她的礼物。
这双粉红缎面的拖鞋，用天鹅绒毛滚着边。
她坐在他膝上，脚够不到地，只能悬在半空；这时那双小巧玲珑、鞋跟不包革的拖鞋，就单靠光脚的
脚趾点着。
    与其说作者“淫荡”，不如说是检察官大人神经过敏。
    幸亏福楼拜请出一位地位显赫、能言善辩的大律师，法庭最后判福楼拜无罪。
    这场官司的结果，是《包法利夫人》成为畅销书。
这以后，由于这部小说多层次的、丰富的内涵，更由于持不同美学观点的小说家和批评家们各取所需
，它得到不同的评价。
我们只能挂一漏万，举其大端。
    尽管福楼拜本人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等等颇有微词，左拉对《包法利夫人》推崇备至：“以《包
法利夫人》为典型的自然主义小说的首要特征，是准确复制生活，排除任何故事性成分。
作品的结构仅在于选择场景以及某种和谐的展开秩序⋯⋯最终是小说家杀死主人公，如果他只接受普
通生活的平常进程。
”    早在十九世纪末，已有论者强调这部小说的心理学和哲学层面。
儒勒。
德·戈吉耶发明了“包法利主义”这个名词，把它定义为“人所具有的把自己设想成另一个样子的能
力”。
（应该说，“包法利主义”的存在先于包法利夫人，而且是超国界的。
中国文学史上有无数“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或“始乱终弃”的“红颜薄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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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延伸到当今世界，青年男女对明星、对“大众情人”的崇拜，其实也是“包法利主义”的一种变
体。
）    二十世纪初，从英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开始，批评界致力于凸显福楼拜作品的艺术层面。
詹姆斯写道：“福楼拜只在表现手法中看到艺术品的存在，他向我们提出挑战，看谁能确定另一个评
定作品生命力的标准而不沦为笑柄。
”    福楼拜研究在本世纪蔚为显学。
六十年代兴起的法国“新小说”作家和理论家们视福楼拜为先驱。
让·罗赛主要研究《包法利夫人》的叙述技巧和叙述观点，他说这部“什么也不涉及的书”是现代反
小说的祖先。
这话也不是毫无根据。
福楼拜本人在一封信里说过：“我以为美的，是一本什么也不涉及的书，一本没有外部联系的书，它
以自身风格的内在力量支撑自己，如同地球无所凭借，悬在空中，一本几乎没有主题的书，或者，至
少，主题几乎是看不见的，如果这是可能的。
”在另一封信里他说：“因此既没有美丽的题材，也没有卑贱的题材，而且，从纯艺术的观点来看，
我们几乎可以把不存在任何题材奉为格言，因为风格本身就是观察事物的绝对方式。
”小说中对物体的刻画越是精细，这个物体就越是孤立于它从属的那个整体，除了它作为物体存在在
那里，失去其他任何意义，如小说中夏尔的那顶帽子。
    萨特研究福楼拜，写了一部两千页的大书《家庭的白痴》。
他认为“被动性”在福楼拜身上非常重要。
他爱用被动态造句，也是被动性的体现。
他的父亲，鲁昂的名医，在家庭里滥用权力；母亲对他没有感情；继承父业，也成为名医的兄长引起
他的嫉妒心。
凡此种种，造成他的孤僻倾向，使他成为一个曾经是不幸的，后来又把神经官能症作为摆脱不幸的办
法的人。
艺术或文学不一定是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事情，但是为艺术而艺术，如福楼拜，要求一种神经官能症。
    最后要提到著名的秘鲁作家略萨，他写了一部研究福楼拜的专著《无休止的纵欲》，标题来自福楼
拜的一句话：“承受人生的唯一方式是沉溺于文学，如同无休止的纵欲。
”（一八五八年九月四日致勒罗瓦耶。
德·尚特比小姐的信）他推崇《包法利夫人》为第一部现代小说，赞扬福楼拜对形式完美的追求，认
为在后者身上，“形式从来未与生活分离：形式是生活最好的维护者”。
       如果说《包法利夫人》的文本为批评家的诠释提供了无穷的可能性，对于翻译家，文本在形式上
的完美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译者不仅要准确传达词义，如果他尽心尽职，还要尽可能顾及原文的音乐性。
李健吾先生以作家的才情译书，他的译本行文潇洒，有的翻译批评家誉之为“定本”。
他的文章确实漂亮，试引一段（第三部第五章，爱玛坐马车从永镇到鲁昂，城市在她眼下出现）：    
城像圆剧场，一步比一步低，雾气笼罩，直到过了桥，才乱纷纷展开。
再过去又是旷野，形象单调，越远越高，最后碰上灰天的模糊的基线。
全部风景，这样从高望去，平平静静，像煞一幅画。
停锚的船只，堆在一个角落；河顺着绿岭弯来弯去；长方形的岛屿，如同几条大黑鱼，停在水面，一
动不动。
工厂的烟筒冒出大团棕色的烟，随风飘散。
教堂的尖顶突破浓雾，清越的钟声有冶铸厂的轰隆轰隆的响声伴奏。
马路的枯树，站在房屋中间，好像成堆的紫色荆棘一样。
雨洗过的屋顶，由于市区有高有低，光色参差不齐。
有时候，吹来一阵劲风，浮云漂向圣·卡特琳岭，仿佛空气凝成波涛，冲击岸边绝崖，先是气势汹汹
，转瞬就又销声匿迹了。
    我们看到，李先生爱用四字成语和四字结构，因此句读较多，这一段文字一共用了三十五个标点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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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包括逗号、分号和句号。
福楼拜极其重视文句的节奏，原文只用了二十二个标点符号。
本书译者周克希先生力图在一定程度上复制原文的节奏，他的译文用了二十五个标点符号：    像圆形
剧场那样下凹，沐浴在雾霭之中的这座城市，过了桥那头才渐渐开阔，布局也没了章法。
再往后，平坦的田野重又走势单调地隆起，延接到远处苍茫的天际。
从高处如此望去，整片景色了无动静，像一幅画；下锚的船只挤挨在一隅；河流在葱郁的冈峦脚下描
画出流畅的弧线，椭圆形的岛屿恰似露出水面的一条条黑色大鱼。
工厂的烟囱吐出滚滚浓烟，随风飘散开去。
铸造厂传来隆隆的响声，和着矗立在雾中的教堂钟楼清脆的排钟声。
大街两旁的树木，凋零了树叶，宛似屋宇间一蓬蓬紫色的荆棘，屋顶上的雨水犹自闪着亮光，屋面随
地势起伏而明暗不一。
时而，一阵风挟着云团掠向圣卡特琳娜山冈，犹如股股气浪悄没声儿地撞碎在峭壁上。
    翻译有没有定本，李健吾先生的译本是否定本，这些都是学术界还没定论的问题。
我不敢说周克希先生的译本在总体上或在某一方面超过李先生的译本或其他译本，但是我可以说，这
是一个不同的，有自觉的美学追求，因而有其价值的译本。
    施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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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福楼拜（1821-1880），法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包法利夫人》是其成名作和代表作。

　　本书女主人公爱玛是外省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在修道院度过了青年时代，她学习贵州女子的谈
吐仪态，饱读浪漫派作品。
后来破产的父亲把她嫁给了平庸、迟钝的乡镇医生包法利，这使迷恋浪漫生活的爱玛不安于室，于是
先后成为了地主罗多尔夫与书记员莱昂的情妇。
为了取悦莱昂，维持奢华的生活，她挥霍了丈夫的财产，还借了高利贷。
后来莱昂对她生厌，债主向她逼债，她走投无路，服砒霜自杀。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包法利夫人>>

作者简介

居斯达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是继巴尔扎克。
司汤达之后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在福楼拜的所有作品中，《包法利夫人》不仅是他的成名作，同时也是他的代表作。
该作品被认为是继《红与黑》，《人间喜剧》之后，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最重要的杰作；同时
被认为是“新艺术的法典”，一部“最完美的小说”，“在文坛产生了革命性的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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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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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包法利夫人》是译文名著精选之一。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包法利夫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