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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葛朗台是一个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典型。
在不同时期，他通过行贿投机、造谣欺骗、囤积居奇等多种手段获得快速增长财富的机会，暴露出了
资产阶级的本质特征：吝啬、贪婪、狡诈和冷酷。
　　一、吝啬。
葛朗台腰缠万贯却吝啬至极。
来了亲戚，他不让加菜，竟叫佃户打些乌鸦来熬汤；妻子卧病在床，他首先想到的是请医生破费钱财
；女儿过生日，他要“大放光明”，也不过是点了两支蜡烛。
　　二、贪婪。
葛朗台是个极端贪婪的人。
在他眼里，金钱高于一切。
“看到金子，占有金子”，成了他的嗜癖。
无论是像老虎一样扑向黄金妆匣，还是他临死前长时间地盯着金币，这些细节都让读者看清了他的贪
婪之心。
　　三、狡诈。
葛朗台聪明透顶，深藏不露。
在与人做生意时，他装聋作哑，诱使对方上当；同时，他擅长运用囤积居奇、商业投机等狡诈手段来
为自己敛财，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活跃于经济领域的狡猾的大资产者的写照。
　　四、冷酷。
葛朗台除了金钱以外，对任何人都冷酷无情。
无论是他对弟弟破产自杀的无动于衷，对侄子走投无路的漠不关心，还是对妻子的满不在乎，对女儿
的冷酷无情，都在告诉我们：拜金主义已使葛朗台心理扭曲，除了发财的快乐以外，他体验不到任何
幸福。
　　葛朗台的形象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吝啬鬼的典型。
　　欧也妮的形象是作者怀着同情之心和赞美之情来塑造的。
与葛朗台恰恰相反，她是那个“金钱王国”里的特殊存在。
她拥有巨额的财产，但人类的自然品质尚未为金钱所改变。
当她得知查理身无分文而又急需用钱时，毅然拿出自己的全部金币赠给他；为了父亲，她毫不犹豫地
放弃了，遗产的继承权。
父亲死后，她成了继承人，慷慨解囊，办了不少公益和虔诚的事业，兴办教会小学、养老院、图书馆
、装修教堂、资助女仆。
人类之温情在欧也妮身上熠熠生辉。
　　和对金钱一样，欧也妮对爱情的态度也完全不同于世俗，对爱情虔诚的程度完全超脱了金钱的制
约。
她深深地爱着查理，当查理亲手把她用整个心灵建造起来的爱情天堂捣毁时，她仍然忍受了痛苦，拿
出“巨款”来阻止债权入宣布叔父破产，成全了背叛者的幸福。
　　但是，欧也妮这个天真淳朴的姑娘却逃不了人间利益的盘算。
她人在金子堆里，而精神却在极度贫穷之中挨日子；“这便是欧也妮的故事，她在世等于出家，天生
的贤妻良母，却既无丈夫，又无儿女。
也无家庭”。
她悲苦凄凉的生活道路有力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条规律：“在人的道德变成买卖对象的地方
——没有学会出卖感情的人，金钱就成为苦难和灾难的最大根源。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欧也妮·葛朗台>>

作者简介

巴尔扎克（1799-1850），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
出代表。
毕生最重要的作品——卷帙浩繁的巨著《人间喜剧》在小说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人间喜剧》分《分析研究》、《哲理研究》、《风俗研究》三部分，由九十多部作品组成，从不同
侧面描写了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反映出资产阶级取代贵族阶级的历史趋势，再现了当时社会各
阶层的生活风貌。
其中，代表作为《欧也妮&#8226;葛朗台》、《高老头》等。
一百余年来，巴尔扎克的作品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他是“超群的小说家”、“现实主义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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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产阶级的面目　　某些内地城市里面，有些屋子看上去像最阴沉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最
凄凉的废墟，令人悒郁不欢。
修道院的静寂，旷野的枯燥，和废墟的衰败零落，也许这类屋子都有一点。
里面的生活起居是那么幽静，要不是街上一有陌生的脚步，窗口会突然探出一个脸孔像僧侣般的人，
一动不动的，黯淡而冰冷的目光把生客瞪上一眼的话，外地客人可能把那些屋子当做没有人住的空屋
。
　　索漠城里有一所住宅，外表就有这些凄凉的成分。
一条起伏不平的街，直达城市高处的古堡，那所屋子便在街的尽头。
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来往的那条街，夏天热，冬天冷，有些地方暗得很，可是颇有些特点：小石子铺成
的路面，传出清脆的回声，永远清洁，干燥；街面窄而多曲折；两旁的屋子非常幽静，坐落在城脚下
，属于老城的部分。
　　上了三百年的屋子，虽是木造的，还很坚固，各种不同的格式别有风光，使索漠城的这一个区域
特别引起考古家与艺术家的注意。
你走过这些屋子，不能不欣赏那些粗大的梁木，两头雕出古怪的形象，盖在大多数的底层上面，成为
一条黝黑的浮雕。
　　有些地方，屋子的横木盖着石板，在不大结实的墙上勾勒出蓝色的图案，木料支架的屋顶，年深
月久，往下弯了；日晒雨淋，椽子已经腐烂，翘曲。
有些地方，露出破旧黝黑的窗槛，细巧的雕刻已经看不大清，穷苦的女工放上一盆石竹或蔷薇，窗槛
似乎就承受不住那棕色的瓦盆。
再往前走，有的门上钉着粗大的钉子，我们的祖先异想天开的，刻上些奇形怪状的文字，意义是永远
没法知道的了：或者是一个新教徒在此表明自己的信仰，或者是一个旧教徒为反对新教而诅咒亨利四
世。
也有一般布尔乔亚刻些徽号，表示他们是旧乡绅，掌握过当地的行政。
这一切中间就有整部法兰西历史的影子。
一边是墙壁粉得很粗糙的，摇摇欲坠的屋子，还是工匠卖弄手艺的遗物；贴邻便是一座乡绅的住宅，
半圆形门框上的贵族徽号，受过了一七八九年以来历次革命的摧残，还看得出遗迹。
　　这条街上，做买卖的底层既不是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喜欢中世纪文物的人，在此可以遇到一
派朴素简陋的气象，完全像我们上代里的习艺工场。
宽大低矮的店堂，没有铺面，没有摆在廊下的货摊，没有橱窗，可是很深，黑洞洞的，里里外外没有
一点儿装潢。
满板的大门分做上下两截，简陋的钉了铁皮；上半截往里打开，下半截装有带弹簧的门铃，老是有人
开进开出。
门旁半人高的墙上，一排厚实的护窗板，白天卸落，夜晚装上，外加铁闩好落锁。
这间地窖式的潮湿的屋子，就靠大门的上半截，或者窗洞与屋顶之间的空间，透进一些空气与阳光。
半人高的墙壁下面，是陈列商品的地位。
招徕顾客的玩艺，这儿是绝对没有的。
货色的种类要看铺子的性质：或者摆着两三桶盐和鳘鱼，或者是几捆帆布与绳索，楼板的椽木上挂着
黄铜索，靠墙一排桶箍，再不然架上放些布匹。
　　你进门吧，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干干净净的，戴着白围巾，手臂通红，立刻放下编织物，叫唤
她的父亲或母亲来招呼你，也许是两个铜子也许是两万法郎的买卖，对你或者冷淡，或者殷勤，或者
傲慢，那得看店主的性格了。
　　你可看到一个做酒桶木材的商人，两只大拇指绕来绕去的，坐在门口跟邻居谈天。
表面上他只有些起码的酒瓶架或两三捆薄板；但是安育地区所有的箍桶匠，都是向他码头上存货充足
的工场购料的。
他知道如果葡萄的收成好，他能卖掉多少桶板，估计的准确最多是一两块板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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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的好太阳教他发财，一场雨水教他亏本：酒桶的市价，一个上午可以从十一法郎跌到六法郎。
　　这个地方像都兰区域一样，市面是由天气作主的。
种葡萄的，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旅店主人，船夫，都眼巴巴的盼望太阳；晚上睡觉，就怕明
朝起来听说隔夜结了冰；他们怕风，怕雨，怕旱，一忽儿要下雨水，一忽儿要天时转暖，一忽儿又要
满天上云。
在天公与尘世的利益之间，争执是没得完的。
晴雨表能够轮流的教人愁，教人笑，教人高兴。
　　这条街从前是索漠城的大街，从这一头到那一头，“黄金一般的好天气”这句话，对每份人家都
代表一个收入的数目。
而且个个人会对邻居说：“是啊，天上落金子下来了。
”因为他们知道一道阳光和一场时雨带来多少利益。
在天气美好的季节，到了星期六中午，就没法买到一个铜子的东西。
做生意的人也有一个葡萄园，一方小园地，全要下乡去忙他两天。
买进，卖出，赚头，一切都是预先计算好的，生意人尽可以花大半日的工夫打哈哈，说长道短，刺探
旁人的私事。
某家的主妇买了一只竹鸡，邻居就要问她的丈夫是否煮得恰到好处。
一个年轻的姑娘从窗口探出头来，决没有办法不让所有的闲人瞧见。
因此大家的良心是露天的，那些无从窥测的，又暗又静的屋子，并藏不了什么秘密。
　　一般人差不多老在露天过活：每对夫妇坐在大门口，在那里吃中饭，吃晚饭，吵架拌嘴。
街上的行人，没有一个不经过他们的研究。
所以从前一个外乡人到内地，免不了到处给人家取笑。
许多有趣的故事便是这样来的，安越人的爱寻开心也是这样出名的，因为编这一类的市井笑料是他们
的拿手。
　　早先本地的乡绅全住在这条街上，街的高头都是古城里的老宅子，世道人心都还朴实的时代——
这种古风现在是一天天的消灭了——的遗物。
我们这个故事中的那所凄凉的屋子，就是其中之一。
　　古色古香的街上，连偶然遇到的小事都足以唤起你的回忆，全部的气息使你不由自主的沉入遐想
。
拐弯抹角的走过去，你可以看到一处黑魆魆的凹进去的地方，葛朗台府上的大门便藏在这凹坑中间。
　　在内地把一个人的家称做府上是有分量的；不知道葛朗台先生的身世，就没法掂出这称呼的分量
。
　　葛朗台先生在索漠城的名望，自有它的前因后果，那是从没在内地耽留过的人不能完全了解的。
葛朗台先生，有些人还称他做葛朗台老头，可是这样称呼他的老人越来越少了，他在一七八九年上是
一个很富裕的箍桶匠，识得字，能写能算。
共和政府在索漠地区标卖教会产业的时候，他正好四十岁，才娶了一个有钱的木板商的女儿。
他拿自己的现款和女人的陪嫁，凑成两千金路易，跑到区公所。
标卖监督官是一个强凶霸道的共和党人，葛朗台把丈人给的四百路易往他那里一送，就三钱不值两钱
的，即使不能算正当，至少是合法的买到了区里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种田。
　　索漠的市民很少革命气息，在他们眼里，葛朗台老头是一个激烈的家伙，前进分子，共和党人，
关切新潮流的人物；其实箍桶匠只关切葡萄园。
上面派他当索漠区的行政委员，于是地方上的政治与商业都受到他温和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他包庇从前的贵族，想尽方法使流亡乡绅的产业不致被公家标卖；商业方面，他向
革命军队承包了一二千桶白酒，代价是把某个女修道院上好的草原，本来留作最后一批标卖的产业，
弄到了手。
　　拿破仑当执政的时代，好家伙葛朗台做了市长，把地方上的公事应 付得很好，可是他葡萄的收获
更好；拿破仑称帝的时候，他变了光杆儿 的葛朗台先生。
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另外派了一个乡绅兼大地主， 一个后来晋封为男爵的人来代替葛朗台，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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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红帽子嫌疑。
葛朗台 丢掉市长的荣衔，毫不惋惜。
在他任内，为了本城的利益，已经造好几 条出色的公路直达他的产业。
他的房产与地产登记的时候，占了不少便 宜，只完很轻的税。
自从他各处的庄园登记之后，靠他不断的经营，他 的葡萄园变成地方上的顶儿尖儿，这个专门的形容
词是说这种园里的葡 萄能够酿成极品的好酒。
总而言之，他简直有资格得荣誉团的勋章。
　　免职的事发生在一八○六年。
那时葛朗台五十七岁，他的女人三十六，他们的独养女儿才十岁。
　　大概是老天看见他丢了官，想安慰安慰他吧，这一年上葛朗台接连得了三笔遗产，先是他丈母德
·拉戈迪尼埃太太的，接着是太太的外公德·拉贝特利耶先生的，最后是葛朗台自己的外婆，冉蒂耶
太太的：这 些遗产数目之大，没有一个人知道。
三个老人爱钱如命，一生一世都在积聚金钱，以便私下里摩挲把玩。
德·拉贝特利耶老先生把放债叫做挥 霍，觉得对黄金看上几眼比放高利贷还实惠。
所以他们积蓄的多少，索漠人只能以看得见的收入估计。
　　于是葛朗台先生得了新的贵族头衔，那是尽管我们爱讲平等也消灭不了的，他成为本地区“纳税
最多”的人物。
他的葡萄园有一百阿尔邦，收成好的年份可以出产七八百桶酒，他还有十三处分种田，一座老修道 院
，修院的窗子，门洞，彩色玻璃，一齐给他从外面堵死了，既可不付 捐税，又可保存那些东西。
此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的牧场，上面的 三千株白杨是一七九三年种下的。
他住的屋子也是自己的产业。
　　这是他看得见的家私。
至于他现金的数目，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大 概。
一个是公证人克罗旭，替葛朗台放债的，另外一个是德·格拉桑， 索漠城中最有钱的银行家，葛朗台
认为合式的时候跟他暗中合作一下， 分些好处。
在外省要得人信任，要挣家业，行事非机密不可；老克罗旭 与德·格拉桑虽然机密透顶，仍免不了当
众对葛朗台毕恭毕敬，使旁观 的人看出前任市长的资力何等雄厚。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欧也妮·葛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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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