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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狄更斯一生中就写过两部游记，即《游美札记》和本书《意大利风光》。

一八四四年，狄更斯从辛苦的小说写作中抽身出来，带领家人赴法国和意大利旅游度假，本来打算休
息几个月时间，实际上在意大利待了将近一年。
他们游览了意大利那些最著名的景点：热那亚、罗马、那不勒斯（当时维苏威火山仍在闷燃）、佛罗
伦萨和威尼斯。
在他的游记当中，狄更斯描绘了一个具有巨大反差的国度：宏伟的建筑与城市的凋敝，在古代的遗迹
旁边当代人的日常生活。
令他大感兴趣的是意大利那丰富多彩的街市生活，尤其是罗马狂欢节上的着装、易装以及勃勃生机。

意大利之行也是狄更斯创作生涯中的重要一环，他在意大利写下了圣诞故事之二、中篇小说《古教堂
的钟声》，而且从《双城记》《小杜丽》等长篇名著中也可以明显看出他从法国-意大利之行中获得的
素材。
《意大利风光》这部游记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关作家思想与创作的有用材料，颇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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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狄更斯 译者:金绍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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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读者的护照取道法国里昂，罗讷河及阿维尼翁女妖从阿维尼翁到热那亚热那亚及其毗邻地区前往巴马
、摩德那和波伦亚波伦亚、斐拉拉纪程意大利之梦取道维罗纳、曼图亚和米兰，穿过辛普  朗山口，
进入瑞士取道比萨、锡耶纳前往罗马罗马意大利最后日子掠影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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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公元一千八百四十四年，正当仲夏的时令与天气，在一个明媚的星期日早晨，我的好朋友，那时——
你先别惊慌，可不是中世纪小说通常在开卷第一章里所描写的，那时只见两个旅行者一步一步地，在
景色如画、起伏不平的道路上跋涉。
可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是——那时，只见坐落在巴黎市内里弗利街的莫里斯旅馆大门内，驶出一辆英
国式的大型旅游马车(一名很矮小的法国兵看见的，因为我发现他两眼盯着这辆马车)，这辆马车还是
新近才从伦敦贝尔格雷夫广场附近的大型家具仓库阴暗的大厅里发货的。
    我不必解释乘坐这辆马车的这家英国人为什么在一周所有的吉日中，非要选中星期日的早晨全家人
出发到意大利去旅游；这如同为什么法国所有矮小的人都是兵，所有粗壮的人都是马车的驭者，也不
必由我去找出理由来一样：那都是历来如此。
诚然，他们的所作所为总有某种道理，那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之所以要到意大利去，你们知道，是因
为他们要到风景秀丽的热那亚去居住一年；这家英国人的户主还想在这一年里到意大利各地去走走，
听任他那不肯安定的性格的驱使，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倘若我向全巴黎的人说明，这家英国人的户主，这家的一家之主就是我，而不是那个照料我的旅游
事宜的非常和蔼可亲的法国从仆，那个就坐在我身旁的人——他真是一个最好的仆人，是个非常开朗
的人——那于我也并没有多大的慰藉！
其实，他比我更加具有长者风度，在他那魁梧的身躯旁边，相形之下我就显得异常渺小了。
    当然，巴黎的外表——当我们的马车车声辘辘，经过面目森然的陈尸所近旁，跨过新桥桥顶时——
并没有呈现出责备我们不该在星期日出游的气氛。
每隔一个门面就有一家酒店，店堂内熙熙攘攘，生意兴隆；咖啡馆外拉开了遮篷，摆好了桌椅，准备
过一些时候出售冷饮；擦皮鞋的人在桥头忙个不停；商店开门营业；两轮轻便马车和四轮运货马车，
来往穿梭，辘辘有声；横跨塞纳河的一条条狭窄、倾斜、像漏斗一样的街道上是一派车水马龙，熙熙
攘攘的景象，举目望去，只见一顶顶绿色的睡帽，一根根烟斗，一件件宽大的短衫，一双双长统靴，
到处是乱蓬蓬的人头；在那个时刻，一点也看不出星期日的样子，只不过随处可以看见一辆辆老式笨
重的马车，挤着出游的一家大小，咕隆隆地响着，驶过街头；还有若有所思的闲着的人，穿着随便，
从低矮的阁楼窗口探出身去，悠闲自在，不慌不忙，望着晾在窗口外阳台栏杆上刚擦好的皮鞋(倘若那
人是男的)，或是望着在太阳下晒着的袜子(倘若那人是女的)；只有这些才显示出一点星期日的气氛。
    走完了巴黎城外永远不能忘怀、永远不能宽恕的碎石铺的路，我们便向马赛进发。
头三天旅程平静而单调。
我们途中经过桑斯、阿瓦朗、夏龙。
将一天的经历概述一下，就可说尽所有三天的经历。
现记述如下：    我们有四匹马，一名驭者。
他挥动长鞭，赶着那四匹马，那样子颇像亚斯特莱马戏场或弗朗科尼马戏场上表演的“圣彼得堡信使
”那场惊险剧；只不过我们的驭者是骑在马背上，而不是像马戏场上是站在马背上的。
这些驭者穿着极大的长统马靴，那靴子有的足有一二百年的历史；靴子穿在脚上滑稽可笑，很不相称
，大得连本来应该是齐脚跟的靴刺都移到了靴筒的半腰上了。
驭者从马厩里走出来常常手拿马鞭，脚穿鞋子，两手将靴子一只一只地搬出来，郑重其事地放在马儿
身旁的地上，准备好一切。
等到一件件都准备就绪，——啊，天哪！
他干起来那么有声有色！
——他就把穿着鞋子的脚伸进靴子里，或者由一两位朋友将他举起来，让他把腿伸进靴子。
马厩里许许多多的鸽子频繁排粪，使缰绳为之增色，他将这缰绳拿在手中整理了一番，弄得马儿踢腿
蹬蹄。
他“啪”的一声像疯子似的甩了一下长鞭，口中吆喝道，“嗨——驾！
”我们就上了路。
我们的旅程刚开始的时候，他必定是要与他的马儿较量一番的，接着他就骂他那匹马是“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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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盗”，是“猪猡”，什么话都有，扬起鞭子劈头盖脑地抽打，仿佛他的马是木头做的。
    头两天的路途中，那乡间的景色毫无变化，全都是一个模样：跑完了阴沉沉的原野，走上了仿佛没
有尽头的林荫小道；跑出了仿佛没有尽头的林荫小道，又进入了阴沉沉的原野。
旷野上尽管到处都种有葡萄，但尽是短小低矮的，藤蔓直挺挺的，毫不卷曲。
每到一处就有许许多多的乞丐，可是人口异常稀少。
我从未见过儿童这么少的地方，从巴黎到夏龙，我敢说，一路上我所见到的儿童一百个也没有。
模样儿古怪的古老城镇都有吊桥和城墙，城角还有式样挺怪的小塔楼，就像一张张奇形怪状的脸一样
，那城墙看上去仿佛套上了面罩，俯视着护城河。
园子、田畴、小巷、场院，到处都有怪模怪样的小塔楼。
这些孤零零的小塔楼，一律都是圆形的，顶是尖的，从来没有任何用途。
还见到各式各样的倒塌的房屋；有市府，有岗亭，有住宅，还有城堡。
城堡内有青草丛生的园子，园子里到处是蒲公英，顶端形状像灭火器的塔楼和闪着亮光的小窗俯视着
园内的一切。
这些就是一次次见到的典型景物。
有时，我们从乡间旅店经过，只见店外一堵残垣，还有整排的房屋，入口处刷着几个字：“内有马圈
，可容六十匹。
”别说六十匹马，再来二十倍也容得下，只是圈内不见有马，屋内也不见有人留宿，近处更不见有人
影儿；我见到的只有店外悬的一束常春藤，那表明店内有酒可醉。
常春藤在风中懒洋洋地飘晃，与周围的一切协调一致，全是懒洋洋的；那枝条枯干零落，绝不能说是
愈老色愈浓。
那里从早到晚都有窄小的式样挺怪的运货马车经过，六至八辆一队，从瑞士运来干酪。
整个马车队往往只有一个人照管，有时甚至只由一个男孩子照管着——他坐在最前面的那辆车上，闭
起两眼打着盹。
车队经过，传来一阵铃声：马儿昏昏欲睡地挪着步子，摇动了马具上挂的铃铛。
看那样子马儿心中好像在嘀咕(那是明明白白的)，那蓝色的羊毛大马褡子厚实而沉重，马轭上装有一
对怪角，在这仲夏的天气里，驮着它实在太热了。
    这个地方一天当中还有两三趟公共马车经过。
车厢外的乘客身穿蓝衣，模样像个屠夫，身上沾满了尘土；车厢内的乘客则头戴白色睡帽。
车顶上的驭车者像傻子似的，脑袋不住地摇晃。
“青年法国派”乘客注视着车窗外，他们蓄着齐腰的长胡须，蓝色的眼镜遮着两只杀气腾腾的眼睛，
令人望而生畏，粗大的手杖紧紧握在手中。
还有那邮车，乘客只有两三个，车子横冲直撞，飞也似的驰过，转眼之间已经无影无踪了。
间或还有几个从容不迫的老教士，乘着马车经过，那车子快要散架了，车身尽是锈迹，散发着霉气，
颠簸摇晃，吱嘎作响。
那种马车是没有一个英国人敢乘的。
骨瘦如柴的妇人，东一个西一个地牵着牛绳让母牛吃草；还有的在挖土、锄地，或在田问干着更为吃
力的活儿；还有的代替牧羊女，在看着羊群——无论在哪一块国土，要想对农牧生活以及以农牧为业
的人有一个贴切的了解，就须看一首田园诗或一幅风俗画，并且在你脑海中想象出与诗画中所描绘的
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致。
    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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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狄更斯写过两部游记，即《游美札记》与《意大利风光》。
两部书各有其特点。
在狄更斯之前，许多作家写过美国印象记，但很少有人对美国作过如此生动的描绘。
至于《意大利风光》，一般都认为它不及同类的著作。
关于意大利的书可谓浩如烟海，而狄更斯写意大利却未能超过旁人。
正如张谷若先生译的《游美札记》译本序中所指出的，《意大利风光》显得“芜杂散漫”。
我国的狄更斯研究者也几乎不提及这部游记。
但是，《意大利风光》并非不值得一读。
它仍然能为我们提供关于作家的思想与创作的有用的材料。
狄更斯的意大利之行也是他创作生涯中的重要一环。
他在意大利写下了圣诞故事之二、中篇小说《古教堂的钟声》。
从他的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双城记》中，也可以看出他从法国一意大利之行中获得素材的痕迹。
而且，我们从这部游记中发现，小说家一描写到人物，就显示出他手法的生动与幽默来，寥寥数笔，
便入木三分。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它仍保持了狄更斯创作的风格。
但是，由于译者水平所限，原书的风格恐未能充分体现；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现将伦敦The Educational Book co．LId．出版的《狄更斯文集》之十三关于《意大利风光》的出版情
况说明译出，以供研究者参考：    一八四四年，狄更斯到意大利度过了一个长假。
在他从英国出发的几个月之前，《晨报》(他当记者时与这家报纸有过往来，后来也曾为这家报纸无偿
地写过稿)的老板乐意付给他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酬金——可高达每周二十几尼的金币——倘若他能提
供从意大利寄回的信件，在那家日报上发表；“可是，”这位小说家说，“我不能遵命。
”    狄更斯的意大利之行前后将近一年。
在这期间，他不但写了圣诞故事之二《古教堂的钟声》，而且留意那个国家人民的社会面貌，勤于搜
集反映景物和引人注目的风俗的材料，显然是为了今后写书的需要。
基顿先生说：“这块历史悠久的美丽国土，与美国的艳丽夺目的现代社会是多么明显的对照！
他在这两个国家的经历是多么不一样！
”他在意大利旅游万事顺利，那主要是因为他很幸运地得到了一位阿维尼翁人路易·罗歇的帮助。
那人非常机敏，可谓最杰出的旅游从仆。
他便是狄更斯信件中及后来《意大利风光》一书中提到的“很有胆量的旅游从仆”。
    这个时期的信件大抵是寄给约翰·福斯特的。
“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在一八四五年四月十三日的信中写道，“得知您对这些水中的倒影真感到欣
欣然，认为这些水中倒影还值得一看，对我确是莫大的欣慰。
在这种古怪的地方，在这种古怪的时节，我常常因为不能做得更好而与自己很有点过不去。
”在提到六月七日的信的内容时，他又说，“我在信件中与您谈了意大利的这些经历，对于这些信件
，我同您一样，真有些踌躇。
我怎么也想不出能使自己满意地利用这些经历的计划，然而，我又与您一样地觉得，我总得找到某种
方式来用一用这些经历。
”    同年秋天，狄更斯非常认真地想出版一种新的晨报，名为《每日新闻》，自己来任主笔。
这份轰轰烈烈的报纸于一八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出了第一期，在第六版上刊登了他旅居意大利期间写
的七封信的第一部分，总标题为“旅游速写——途中所记”，后来又陆陆续续登了其它的部分。
这是编辑出版工作的一大明显的改革，显然，多方面的人认为这一尝试是否妥当尚有疑问。
狄更斯之于《每日新闻》时间短暂，为期仅六周。
因为编辑工作显然非他所好，不久他便觉得厌倦了。
在他卸了编辑担子之后，“旅游速写”以《意大利风光》为书名，再次出版，并增加了五章。
在这本书的十二章之中，仅两章保留了原来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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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绍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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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意大利风光(狄更斯别集)(精)》由狄更斯所著，1844年，作家带领家人赴法国和意大利旅游度假，在
意大利待了将近一年。
他们游览了意大利那些最著名的景点：热那亚、罗马、那不勒斯（当时维苏威火山仍在闷燃）、佛罗
伦萨和威尼斯。
作品描绘了一个具有巨大反差的国度：宏伟的建筑与城市的凋敝，在古代的遗迹旁边当代人的日常生
活。
令他大感兴趣的是意大利那丰富多彩的街市生活，尤其是罗马狂欢节上的着装、易装以及勃勃生机。
    意大利之行也是狄更斯创作生涯中的重要一环，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关作家思想与创作的有用材料
，颇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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