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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仲马（1824—1895）是法国十九世纪杰出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他的代表作《茶花女》是法国十
九世纪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一。
　　一八二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小仲马出生于法国巴黎，他的母亲卡特琳娜·拉贝是一个贫穷的缝衣
女工，他的父亲大仲马当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抄写员，后来在戏剧创作和小说创作领域取得了巨大
成就，成为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代表。
随着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变，他的父亲大仲马越来越瞧不起缝衣女工卡特琳娜·拉贝。
他混迹于巴黎的上流社会，整日与那些贵妇人、女演员厮混在一起，把小仲马母子俩忘得一千二净。
　　可怜的缝衣女工只好一个人起早贪黑辛苦劳动，勉强维持母子两人的生计。
小仲马七岁的时候，父亲大仲马通过打官司从卡特琳娜·拉贝手中夺取了对儿子的监护权，而那位勤
劳善良的缝衣女工则就此失去了自己一手养大的儿子，重新成为一个孤苦伶仃的人。
这使小仲马从小体验到了人世间的残酷和不平。
　　少年时代，小仲马在父亲骄奢淫逸、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下长大，逐渐变成了一个追逐放
浪生活的纨绔子弟。
同时，受大仲马的影响，小仲马很早就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还不到二十四岁的时候，小仲马就以《
茶花女》一举成名。
　　《茶花女》的创作素材来源于小仲马与巴黎名妓玛丽·杜普莱西的一段风流轶事。
一八四四年金秋的一天夜晚，小仲马在剧院看戏时，与当时巴黎上流社会人物竞相追逐的名妓玛丽·
杜普莱西不期而遇，很快被这位美艳绝伦的女人给迷住了。
当天晚上演出结束后，小仲马经人引荐登门拜访玛丽·杜普莱西，两个人渐渐走到了一起。
交往中，小仲马对玛丽·杜普莱西关怀备至，并亲自陪同经常咳嗽吐血的她去乡下进行疗养，两人在
一起度过一段充满诗情画意的愉快时光。
　　不能否认，小仲马对身为妓女的玛丽·杜普莱西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有同情、有爱恋，也
有猎艳和狎亵。
　　为了博取玛丽·杜普莱西的欢心，收入有限的小仲马常常硬着头皮充阔佬，在她身上花费大量的
钱财，以至于债台高筑。
他不允许玛丽·杜普莱西再与其他的男人来往。
这在玛丽·杜普莱西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的，因为她需要那些比小仲马更富有的男人们来维持她
已习以为常的奢华生活。
　　有一次，小仲马发现了玛丽·杜普莱西写给另一位富家公子的情书，不禁勃然大怒，他指责玛丽
·杜普莱西对他撒谎，欺骗了他的真情，两个人就此分手，再也没有见过面。
　　一八四六年十月初，小仲马与他的父亲一起去西班牙和北非旅行，旅途中偶尔得知了玛丽·杜普
莱西病情恶化的消息，便写了一封短函寄回巴黎向她表示问候。
第二年春天小仲马返回巴黎时，玛丽·杜普莱西已经去世一个星期了。
小仲马来到玛丽·杜普莱西生前的住所，看到的却是人们正在清点、拍卖玛丽·杜普莱西的遗物。
曾经深爱过玛丽·杜普莱西的小仲马心里波澜顿起，难以平静；他又来到他和玛丽·杜普莱西一起度
假的乡村，斯人已逝而景物依旧，这种令人伤感的故地重游进一步激发了他对往事的怀念，一股巨大
的创作冲动在他胸中奔涌起来。
就这样，小仲马躲进了一个小旅馆里，开始了对《茶花女》的潜心创作。
一个月后，小说写成了。
　　小说《茶花女》在巴黎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小仲马又马不停蹄地尝试把它改编成话剧。
一八五二年二月，话剧《茶花女》在巴黎公演，再一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小仲马把这一消息电告旅居于国外的父亲：“第一天上演时的盛况，足以令人误以为是您的作品。
”大仲马则回电说：“我最好的作品正是你，儿子！
”这段精彩的电文对白，也成了文学界的一段趣话。
此后，歌剧《茶花女》也于一八五三年三月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成功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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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仲马同玛丽·杜普莱西的交往不过是作家的一段风流韵事，而《茶花女》中的男主人公阿尔芒
和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却蕴含着相当深刻的社会内容。
我们绝不能把小仲马生活中的玛丽·杜普莱西与小仲马笔下的玛格丽特混为一谈。
前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堕落女人，小仲马说她“既是一个纯洁无瑕的贞女，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娼妇
”。
而后者——《茶花女》中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却是一个美丽、聪明、善良的女子，尽管她沦落风尘，
但她的心灵却是纯洁、高尚的。
她始终在渴望得到真正的爱情，在幻想和渴望破灭之后，她又心甘情愿地牺牲自我去成全他人。
她的思想和行为，给她的形象增添了一层圣洁的光辉，也正如小仲马所期望的那样，留在读者心中的
“茶花女”不是一位下贱的妓女，而是一个美丽、善良、值得同情的女性。
　　小仲马于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病逝，被安葬于巴黎蒙马特公墓。
耐人寻味的是，在《茶花女》中，小仲马把女主人公玛格丽特也“安葬”在这座公墓里，出现在小仲
马真实生活中的巴黎名妓玛丽·杜普莱西也安葬在这里。
这只是一种巧合，或者是小仲马生前刻意的安排？
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
历史的车轮已辗碎所有的风花雪月，唯有小仲马不朽的文字和不朽的名字永存于世。
从一八四八年《茶花女》在巴黎首次出版至今，一百六十年过去了，《茶花女》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
经久不衰。
它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被改编成话剧、歌剧、电影，被全世界不同肤色的人们广泛传颂。
在中国话剧历史上，一九。
七年中国留日学生团体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的第一部话剧，便是小仲马的《茶花女》。
　　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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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茶花女（青少版）》是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外国小说。
小说里，男女主人公怀着热烈、真挚的感情，演绎了一段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原本虚荣、放纵
的风尘女子，为了避免情人潦倒，甘愿放弃奢华生活；而对她一见钟情的情人，为了她也是一意孤行
，倾家荡产在所布惜。
误会是爱的毒药，当两人迫于世俗压力不得不分开时，最初的无比欢愉演变成了最终的互相伤害，他
们的爱情也因此一渡三折，感人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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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小仲马(1824—1895)是法国十九世纪杰出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他的代表作《茶花女》是法国十九世纪
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一。

一八二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小仲马出生于法国巴黎，他的母亲卡特琳娜·拉贝是一个贫穷的缝衣女工
，他的父亲大仲马当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抄写员，后来在戏剧创作和小说创作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成为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代表。
随着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变，他的父亲大仲马越来越瞧不起缝衣女工卡特琳娜·拉贝。
他混迹于巴黎的上流社会，整日与那些贵妇人、女演员厮混在一起，把小仲马母子俩忘得一千二净。
可怜的缝衣女工只好一个人起早贪黑辛苦劳动，勉强维持母子两人的生计。
小仲马七岁的时候，父亲大仲马通过打官司从卡特琳娜·拉贝手中夺取了对儿子的监护权，而那位勤
劳善良的缝衣女工则就此失去了自己一手养大的儿子，重新成为一个孤苦伶仃的人。
这使小仲马从小体验到了人世间的残酷和不平。

少年时代，小仲马在父亲骄奢淫逸、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下长大，逐渐变成了一个追逐放浪生
活的纨绔子弟。
同时，受大仲马的影响，小仲马很早就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还不到二十四岁的时候，小仲马就以《
茶花女》一举成名。

《茶花女》的创作素材来源于小仲马与巴黎名妓玛丽·杜普莱西的一段风流轶事。
一八四四年金秋的一天夜晚，小仲马在剧院看戏时，与当时巴黎上流社会人物竞相追逐的名妓玛丽·
杜普莱西不期而遇，很快被这位美艳绝伦的女人给迷住了。
当天晚上演出结束后，小仲马经人引荐登门拜访玛丽·杜普莱西，两个人渐渐走到了一起。
交往中，小仲马对玛丽·杜普莱西关怀备至，并亲自陪同经常咳嗽吐血的她去乡下进行疗养，两人在
一起度过一段充满诗情画意的愉快时光。

不能否认，小仲马对身为妓女的玛丽·杜普莱西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有同情、有爱恋，也有猎
艳和狎亵。
为了博取玛丽·杜普莱西的欢心，收入有限的小仲马常常硬着头皮充阔佬，在她身上花费大量的钱财
，以至于债台高筑。
他不允许玛丽·杜普莱西再与其他的男人来往。
这在玛丽·杜普莱西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的，因为她需要那些比小仲马更富有的男人们来维持她
已习以为常的奢华生活。
有一次，小仲马发现了玛丽·杜普莱西写给另一位富家公子的情书，不禁勃然大怒，他指责玛丽·杜
普莱西对他撒谎，欺骗了他的真情，两个人就此分手，再也没有见过面。

一八四六年十月初，小仲马与他的父亲一起去西班牙和北非旅行，旅途中偶尔得知了玛丽·杜普莱西
病情恶化的消息，便写了一封短函寄回巴黎向她表示问候。
第二年春天小仲马返回巴黎时，玛丽·杜普莱西已经去世一个星期了。
小仲马来到玛丽·杜普莱西生前的住所，看到的却是人们正在清点、拍卖玛丽·杜普莱西的遗物。
曾经深爱过玛丽·杜普莱西的小仲马心里波澜顿起，难以平静；他又来到他和玛丽·杜普莱西一起度
假的乡村，斯人已逝而景物依旧，这种令人伤感的故地重游进一步激发了他对往事的怀念，一股巨大
的创作冲动在他胸中奔涌起来。
就这样，小仲马躲进了一个小旅馆里，开始了对《茶花女》的潜心创作。
一个月后，小说写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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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茶花女》在巴黎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小仲马又马不停蹄地尝试把它改编成话剧。
一八五二年二月，话剧《茶花女》在巴黎公演，再一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小仲马把这一消息电告旅居于国外的父亲：“第一天上演时的盛况，足以令人误以为是您的作品。
”大仲马则回电说：“我最好的作品正是你，儿子！
”这段精彩的电文对白，也成了文学界的一段趣话。
此后，歌剧《茶花女》也于一八五三年三月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成功上演。

小仲马同玛丽·杜普莱西的交往不过是作家的一段风流韵事，而《茶花女》中的男主人公阿尔芒和女
主人公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却蕴含着相当深刻的社会内容。
我们绝不能把小仲马生活中的玛丽·杜普莱西与小仲马笔下的玛格丽特混为一谈。
前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堕落女人，小仲马说她“既是一个纯洁无瑕的贞女，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娼妇
”。
而后者——《茶花女》中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却是一个美丽、聪明、善良的女子，尽管她沦落风尘，
但她的心灵却是纯洁、高尚的。
她始终在渴望得到真正的爱情，在幻想和渴望破灭之后，她又心甘情愿地牺牲自我去成全他人。
她的思想和行为，给她的形象增添了一层圣洁的光辉，也正如小仲马所期望的那样，留在读者心中的
“茶花女”不是一位下贱的妓女，而是一个美丽、善良、值得同情的女性。

小仲马于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病逝，被安葬于巴黎蒙马特公墓。
耐人寻味的是，在《茶花女》中，小仲马把女主人公玛格丽特也“安葬”在这座公墓里，出现在小仲
马真实生活中的巴黎名妓玛丽·杜普莱西也安葬在这里。
这只是一种巧合，或者是小仲马生前刻意的安排？
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
历史的车轮已辗碎所有的风花雪月，唯有小仲马不朽的文字和不朽的名字永存于世。
从一八四八年《茶花女》在巴黎首次出版至今，一百六十年过去了，《茶花女》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
经久不衰。
它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被改编成话剧、歌剧、电影，被全世界不同肤色的人们广泛传颂。
在中国话剧历史上，一九。
七年中国留日学生团体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的第一部话剧，便是小仲马的《茶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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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我在拉菲特街看到一张黄色的巨幅广告，宣称将于十六日中午十二点到
下午五点在昂坦街九号拍卖大量珍玩和家具。
这是一次在物主死后举行的拍卖，但是广告上并没有提到死者的姓名。
　　广告上还说，大家可以在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前往参观那些拍卖物。
　　即使不买，我也要去看看。
向来爱好珍玩的我当然不能坐失良机。
　　第二天，我就去了昂坦街九号。
　　虽然时间还早，但房子里已经有很多人在参观了，甚至还有不少女宾。
这些女宾都是上流社会的女人，披着开司米披肩，穿着天鹅绒服装，大门口还停放着她们华丽的四轮
轿式马车——不过，此刻她们都带着惊讶，甚至赞赏的眼神，注视着展现在眼前的豪华陈设。
　　我仔细把房子打量了一番后，就明白了她们赞赏和惊讶的原因。
　　这是一个高级妓女的房间。
在巴黎街头，这种女人恬不知耻地卖弄她们的姿色，炫耀她们的珠宝，传扬她们的“风流韵事”。
　　在大歌剧院和意大利歌剧院里，这种女人像贵妇人一样拥有自己的包厢，并且就和贵妇人并肩而
坐；这种女人的穿着打扮也往往比这些贵妇人更漂亮更时尚——也许可以说，上流社会的女人最想看
的，也就是这种女人的闺房。
如果有必要，她们可以推说是为了拍卖才来的，想来见识一下广告上介绍的东西，预先挑选几件，根
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人的家。
这样的话，她们很轻易就掩饰了自己的真实目的。
　　当然，这些贵妇人也听说过一些有关这位妓女的故事，但是，那些离奇神秘的事情，已经随着这
位绝代佳人般的妓女一起消逝了。
无论贵妇人心里多么期望，都无法通过这些精致的陈设去探索发现这位妓女生前的生活痕迹，因而，
她们只能对着死者身后要拍卖的物品啧啧称羡。
　　再说，房间里的陈设富丽堂皇，法国有名的乌木雕刻家布尔雕刻的玫瑰木家具，法国瓷器工业中
心塞弗尔的花瓶，中国的花瓶，德国瓷器工业中心萨克森的小塑像、绸缎、天鹅绒和花边绣品——名
贵的物品都应有尽有。
对于那些贵妇人来说，这些也都是值得买的东西。
　　我跟着那些比我先来的贵妇人在房间里漫不经心地溜达。
　　当我正要跟着她们走进一问挂着波斯帷幕的房间时，她们却几乎立刻笑着退出来，好像是发现了
什么让她们感到害臊的东西。
　　原来这里是一个摆满了各种精致梳妆用品的梳妆间。
梳妆间。
靠墙的地方摆放着一张三尺宽、六尺长的大台子，台子上各种各样的珍宝闪闪发光，真是琳琅满目，
美不胜收。
这些珍宝都是十八十九世纪时巴黎有名的金银器皿制造匠奥科克和奥迪奥制造的，有非常高的价值。
　　房间里有上千件用黄金或者白银制成的物品，这些应该是女主人梳妆打扮的必需之物。
然而，这一大堆贵重的物品不可能是某一个情夫所能办齐的，只能是女主人靠很多情人一件一件地搜
罗起来的。
　　我观看一个妓女的梳妆间时，并没有厌恶的心情，不管是什么东西，我都很有兴趣地细细玩赏一
番。
我发现在这些雕刻精湛的用具上，都镌刻着种种不同人名的开头字母和五花八门的纹章标记。
　　梳妆间里每一件物品都使我联想到那个高级妓女的肉体交易。
我想，她能够在年老之前，带着她那花容月貌，在穷奢极侈的生活之中死去，这也许就是上帝对她的
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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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衰老对于这些妓女来说，就是她们的第一次死亡。
　　事实上，还有什么比放荡生活的晚年，尤其是放荡女人的晚年更悲惨的呢？
这种晚年没有任何尊严，引不起别人的丝毫同情，人们常听说的最悲惨的事情就是这种抱恨终生的心
情。
但在多数情况下，她们抱恨的只是在年轻时滥用了金钱，而并不是追悔过去堕落的生活方式。
　　我认识一位曾经风流一时的老女人，她只有一个女儿。
但是，据她同时代的人说，她从来没对自己的孩子说过一句“你是我的女儿”，只是要这个女儿不断
地赚钱养活她。
这个可怜的女儿名叫路易丝，长得几乎同她母亲年轻时一样美丽。
　　路易丝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荒淫无耻的堕落生活，加上长年体弱多病，阻碍了她分辨是非的才智
。
因此，路易丝违心地遵从了母亲的意愿，既无情欲又无乐趣地委身于人，也就早早地堕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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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茶花女（青少版）》是小仲马的成名作、代表作。
小说取材于小仲马的一段亲身经历，是小仲马对自己情感经历的忏悔书。
小说叙述了一位外表与内心都像茶花一样美丽、圣洁的妓女的悲惨故事，情节生动真实，语言质朴细
腻，感情真挚深沉，具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感染力。
这部小说开创了法国文学“落难女郎”系列的先河，在西方广受赞誉。
1897年，中国著名翻译家林纾先生将它译成中文引入中国，在国内迅速流传，产生了“可怜一卷茶花
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巨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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