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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奥诺雷&middot;巴尔扎克（1799-1850）是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塑造典型的巨匠，举世
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
他以二十年的辛勤工作，创造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的奇迹。
他将九十余部篇幅不等的小说联成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ldquo;提供了
一部法国&lsquo;社会&rsquo;特别是巴黎&lsquo;上流社会&rsquo;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rdquo;①使
通常被视为供人消遣的小说一变而具有文献的价值。
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证明，他富有独创性地实践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小说
的艺术技巧，使之最终脱离&ldquo;故事&rdquo;的范畴，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全新的艺术形式。
　　巴尔扎克生活在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帝国、
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等重要历史阶段，目睹了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
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空前活跃，促
进了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对巴尔扎克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的时代，巴尔扎克的愿望却是完整地再现他的时代。
他不满足于描绘某一社会侧面，塑造某几个人物典型，而是要完成&ldquo;一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
作&rdquo;，&ldquo;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rdquo;。
他让两三千个人物在纸上活跃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有声有色地再现了法国大革命以后直到一
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完全取得统治权这一整段历史。
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ldquo;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hellip;&hellip;风俗史&rdquo;。
巴尔扎克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艺术领域和艺术方法，几乎无限度地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让社会生活中
一切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肆无忌惮地闯入了小说：财政金融、债务诉讼、银行
的倒账清理、商店的结算盘存&hellip;&hellip;都在巴尔扎克笔下得到了富于诗意的描绘；各行各业、各
个阶层的人物都可以在《人间喜剧》中找到自己的代表。
所以有人不无夸大地说：社会多么复杂，《人间喜剧》的内容就有多复杂；生活多么丰富，《人间喜
剧》的场景就有多丰富。
　　不仅如此，巴尔扎克还试图进一步探究产生这种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分析其本质和意义。
在巴尔扎克身上，很早就有一种把握一切、认识一切、解说一切的强烈愿望。
他在想要当小说家之前，曾经想成为一名哲学家；他在决定以小说来反映当代历史的时候，首先想到
应当象布丰研究动物世界那样，把整个人类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对巴尔扎克来说，写作是研究和说明世界的一种手段。
所以从一八三○年开始，他就在&ldquo;私人生活场景&rdquo;、&ldquo;哲理研究&rdquo;、&ldquo;风
俗研究&rdquo;等标题下出版自己的小说。
一八四一年他受到但丁《神曲》（直译即《神的喜剧》）的启发，又决定将自己作品的总称定为《人
间喜剧》，把人世间一切纷争角逐或悲欢离合，意味深长地喻为舞台上演出的一个个剧目。
　　在一八四二年开始出版的《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将编目划分为三个部分：&ldquo;风俗研
究&rdquo;、&ldquo;哲理研究&rdquo;和&ldquo;分析研究&rdquo;按作者自己的解释，&ldquo;风俗研
究&rdquo;是描绘法国当代社会风貌；&ldquo;哲理研究&rdquo;是探讨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寻出
隐藏在众多的人物、激情和事件里面的意义；&ldquo;分析研究&rdquo;则是从&ldquo;人类的自然法
则&rdquo;出发来分析这一切因果的本质和根源。
在这三部分内容里，&ldquo;风俗研究&rdquo;的篇幅最大，分量最重，根据题材的类别，巴尔扎克又
将它划分为&ldquo;私人生活&rdquo;、&ldquo;外省生活&rdquo;、&ldquo;巴黎生活&rdquo;、&ldquo;政
治生活&rdquo;、&ldquo;军旅生活&rdquo;和&ldquo;乡村生活&rdquo;等六个场景。
巴尔扎克原计划在《人间喜剧》的总标题下写一百四十余篇小说，结果只完成了九十六篇，其中绝大
部分属于&ldquo;风俗研究&rdquo;，而且主要集中在前三个场景。
这九十六篇小说并非都是杰作，但就总体而言，却构成了一座奇伟壮丽的大厦。
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还没有第二座这样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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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驴皮记》的主人公拉法埃尔曾经说：&ldquo;我感到自己有某种思想要表达，有某种体系要建立
，有某种学说要阐释。
&rdquo;这也正是巴尔扎克写作《人间喜剧》时的心情。
为了达到他所企望的高度，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往今来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
，不断地进行比较、分析和概括；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搜寻人们内心的秘密，象哲学家和
科学家那样细致地观察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的奥秘、宗教的效
用&hellip;&hellip;，精细地剖析人们的感情、欲望、各种行为的动因，耐心地探究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
联系&hellip;&hellip;终于在这个纷乱的、骚动的社会中，发现了一条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规律，这就是资
产阶级的日益得势和贵族社会的解体、灭亡。
这样一个历史的总趋向，就是当时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力量。
社会上的一切冲突、争斗、动乱、犯罪，发生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悲喜剧，都和这个特定的历
史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
由于对社会形成了这一总体认识，巴尔扎克得以从种种分散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中，把握住具有
本质意义的历史内容，从而成功地描绘出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在社
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以及对人们命运和心灵产生的深刻影响。
这样，巴尔扎克的作品就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并因此博得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高度赞扬。
　　巴尔扎克之所以高于一般的作家，在于他是个兼有哲学家头脑和历史家眼光的文学家。
他的作品超越了个人的生活感受和个人情感的抒发，而融入了对社会的总体分析。
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谈到，&ldquo;最高的艺术是要把观念纳入形象&rdquo;，而且&ldquo;一个
字应包含无数的思想，一个画面要概括整套的哲理&rdquo;。
这样，他就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水平，使之达到了一般文学作品所未能达到的深度。
　　巴尔扎克作为风俗史家之所以比真正的历史家更有力量，是因为他并不是运用概念，而是诉诸形
象。
历史家用概念所阐述的一切，他却通过大量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来引导读者自己去感受。
因此他以形象绘制的历史，常常比历史家所编写的历史给人印象更深刻、更强烈，因而也更有说服力
。
恩格斯曾经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ldquo;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
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
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rdquo;　　塑造形象，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巴尔扎克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也是他
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贡献。
他把性格塑造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了法国文学史上最为壮观的人物画廊。
巴尔扎克让人物在行动中展示个性，使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巧妙地服务于性格的塑造。
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哪怕是次要人物，全都个性鲜明，血肉丰满，虽然不无夸张，却都有着坚实的
现实基础，使人感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别林斯基曾惊叹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众多个性竟没有一个完全雷同。
左拉曾钦佩地谈到，在巴尔扎克那些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面前，&ldquo;古希腊罗马的人物变得苍白无
力，浑身抖颤，中古的人物象玩具铅兵一样倒伏在地。
&rdquo;　　巴尔扎克具有艺术大师的洞察一切的锐利眼光，他能够通过短暂的接触，迅速地深入到人
们的内心，捕捉住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
这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由于他自身的丰富经历而获得充分发展。
他出生在一个从农民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家庭，亲友多是些中、下层的旧式商人，使他从小就熟悉了这
个阶级的各色人等；他成为作家后，为&ldquo;上流社会&rdquo;所接纳，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研究贵
族的风尚习俗；他在大学攻读法律期间，曾经作为律师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的见习生，窥探到巴黎
社会背面的污浊；更重要的是，在他成名前的十年闯荡中，他从事过多种行业，经历过无数次的奋斗
与失败，体验过经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等种种痛苦，领略过期票的追逼和高利贷者的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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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hellip;&hellip;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对金钱的迫害、物质的统治有过他那样直接的、深
切的感受，在生活的积累上，谁也不象他那么富有；他正象自己曾经描写的某些天才人物那样，在巴
黎这个炼狱里&ldquo;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rdquo;。
他不仅是《人间喜剧》的作者，也是这个巨型舞台上的演员。
波德莱尔曾把他称作《人间喜剧》众多人物中&ldquo;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
个&rdquo;①。
他在《人间喜剧》中所描写的，不仅是他的观察，也包括他的体验与感受，正是这些切身的体验与感
受，构成了《人间喜剧》中最精彩的篇章。
　　想象力是艺术家不可缺少的素质，而这恰是巴尔扎克最强的天赋之一。
他既是一位头脑无比清晰的观察家，又拥有最热烈、最丰富的想象。
他通过观察和思考而形成的种种观念，总是迅速地转化成千姿百态的人物。
这些人在作家的头脑里按照生活的逻辑行动着，似乎并不怎样受作家主观意愿的支配。
巴尔扎克经常生活在幻觉世界里，与他虚构出的人物朝夕相处，被这些人搅得寝食难安。
他和他的人物一起幻想、受苦、搏斗，有时几乎把虚构的世界与现实生活相混淆。
他不时兴致勃勃地向朋友们报告这些虚构人物的消息，似乎这些人真的生活在他们中间。
传说他在病危时呼唤《人间喜剧》中的名医毕安训的名字，声称只有这位医生才能为他解脱痛苦。
&hellip;&hellip;这种奇异的精神状态，正是艺术家特有的形象思维功能过度强烈的表现。
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之所以常常比现实的人物更生动、更逼真、更令人信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
于他这种特别强健的想象力。
　　巴尔扎克生活在十九世纪巴黎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接触到五花八门的思潮和学说，使他的思想
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
他的头脑里填满了种种相互矛盾的主张和学说，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真知灼见与奇谈怪论沓然并存
，精辟的分析与荒唐的结论相互映衬。
他相信世界的物质性，同时又深受神秘学说的吸引；他本质上是个无神论者，却热心地宣传宗教；他
为社会绘制的发展蓝图并未脱离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范畴，而在政治上却倾向于保王党&hellip;&hellip;
　　但重要的是，巴尔扎克作为作家，一直把深入地认识和忠实地再现客观世界看成自己的天职。
&ldquo;法国社会是历史家，我只应当充当它的秘书。
&rdquo;①这句既谦逊又自豪的自白，确切地表明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
虽然巴尔扎克身处浪漫主义文学席卷法国的时代，尽管巴尔扎克本身是个浪漫气 质很浓，经常生活在
幻想世界的人，尽管他的作品中不乏浪漫主义的篇章，但不管他采用何等浪漫乃至荒诞的表现手法，
却始终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着眼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
因而普列汉诺夫说，巴尔扎克是&ldquo;最深刻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rdquo;。
巴尔扎克从大量的生活感受出发，达到了对当代社会本质及历史发展趋向的清晰认识。
他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哪怕生活的逻辑使他得出与自己的信念和愿望相反的结论。
所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尽管他的伟大的作品是&ldquo;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
，&rdquo;②但当他让那些贵族男女行动时，&ldquo;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
，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
&rdquo;③这一切，被恩格斯归结为&ldquo;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rdquo;④。
也正因为此，巴尔扎克这个自称在&ldquo;王权&rdquo;和&ldquo;宗教&rdquo;这两种&ldquo;永恒真
理&rdquo;照耀下写作的保王党人，竟出乎自己意料，常常以他的作品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科学论断作
出印证。
　　巴尔扎克对我国读者来说，已是一个相当熟悉的作家。
早在本世纪初，我国第一位翻译家林纾先生就曾将《人间喜剧》中的《永别》、《耶稣降临弗朗德勒
》、《红房子旅馆》及《新兵》等短篇小说译成古汉语，结集成书，题名《哀吹录》，于一九一五年
在《说部丛书》中出版。
嗣后，徐霞村、蒋怀青、盛成、高名凯、穆木天等法语界前辈陆续将巴尔扎克的许多名著介绍到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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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九四九年建国前，我国已经出版巴尔扎克作品二十二种；建国后至一九六六年出版了四十二种。
不过真正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傅雷先生的译本。
巴尔扎克思维层次复杂，语言内涵丰富，复杂句型运用极多，要尽传其精神而又不损及汉语的纯净，
确系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一大难题。
傅雷先生将文学翻译视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刻意求精，终于跨越障碍，在信、达、雅三方面取得重大
突破。
如果说中国人主要是通过朱生豪先生了解了莎士比亚，那么也可以说，中国人首先是通过傅雷先生了
解了巴尔扎克。
傅雷先生所译巴尔扎克作品十三部，凡二百二十万字，占他自己全部译作的五分之二。
其中十一部于一九六六年以前出版，即《欧也妮&middot;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
舅舅》、《于絮尔&middot;弥罗埃》、《搅水女人》、《图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特》、《夏倍
上校》、《奥诺丽纳》和《禁治产》。
还有两种&mdash;&mdash;&mdash;《幻灭》和《赛查&middot;皮罗托盛衰记
》&mdash;&mdash;&mdash;&mdash;由于十年&ldquo;文革&rdquo;的干扰，直至一九七八年才得以面世
。
这时傅雷先生已经作古，许多老翻译家也已相继去世，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是否后继有人，中国读者
能否看到《人间喜剧》的全貌，成为读者和出版界共同关注的一 个问题。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巴尔扎克的新译三种：《公务员》、《驴皮记》和
《十三人故事》， 获得翻译界和读书界的一致好评。
资中筠女士所译《公务员》， 文笔简洁遒劲，且准确传神；梁均先生为翻译《驴皮记》，辛勤工作十
年之久，十年磨一书，终于使这部著名的哲理小说发出璀璨的光彩；《十三人故事》是袁树仁女士发
表的第一部译作，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特别是《朗热公爵夫人》中对地中海岛屿自然景色和人物
心理的描写，译笔清新俊逸，极富韵致，博得译界的喝彩。
　　法国文学翻译界人才辈出，使《人间喜剧》的翻译出版有了现实可能性。
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定了出版《巴尔扎克全集》的具体计划，于一九八四年开始分卷出版
三十卷本的《巴尔扎克全集》。
一九九一年，已将囊括《人间喜剧》全部作品的前二十四卷出齐。
由于供不应求，也由于考虑到许多读者对《人间喜剧》的偏爱，我社决定将《全集》的前二十四卷作
为《人间喜剧》的全译本单独再版，同时，《全集》的出版仍按计划继续进行。
　　《人间喜剧》全译本根据法国最具权威性的加利玛出版社的&ldquo;七星文库&rdquo;版《人间喜
剧》翻译或重新校订，同时参照&ldquo;七星文库&rdquo;的诠注，对译文的注释加以核查和增补。
巴尔扎克起初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和跋，后来编入《人间喜剧》时本已删去，但对理解其作品仍有
一定参考价值，故集中编入中译本第二十四卷，以方便读者查阅。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内容，各卷卷尾附有简短的题解，扼要介绍作品的出版情况及作家的创
作意图。
《人间喜剧》译成汉文约九百万字，除已故翻译家傅雷先生所译二百二十万字外，基本上都是近十余
年的新译，法国文学翻译界的佼佼者，大都参加了这一巨著的翻译或审校工作。
语言学院教授袁树仁女士是北京市高等院校评选的优秀教师，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十年来她在课余时
间翻译《人间喜剧》中小说十一种，约一百七十万字，审校稿件约七十万字，成为傅雷先生之后，对
翻译介绍巴尔扎克贡献最大的翻译家。
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张冠尧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能适应多种题材和风格
的翻译家。
他出色地翻译了《人间喜剧》中难度最大的两篇有关神学和玄学的小说。
他的译文优美典雅，不仅把《塞拉菲塔》中的挪威风光译得引人入胜，且将此书空灵、虚幻的风格表
达得恰到好处。
北京大学王文融教授、罗芃教授、南京大学陆秉慧副教授，在译校工作中，显示了一丝不苟的严谨学
风和卓越的翻译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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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知名的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施康强先生和齐宗华女士也都参加了《人间喜剧》的审校工作。
人民大学黄晋凯教授除参加部分译校工作外，还在资料方面给我社提供了许多帮助。
总之，没有全体译者和审校人员的通力合作，《人间喜剧》这一庞然巨著是很难与中国读者见面的。
　　《人间喜剧》题材广泛，内容包罗万象，涉猎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及文学艺术各个门
类的问题，这样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翻译、校订及注释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加之九十余部
小说，人物、故事相互联系，形成有机的整体，从头至尾统一全部译名，也是一项巨大而艰巨的工程
。
虽然我们作了努力，差错仍在所难免，我们期待着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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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奥诺雷&middot;德&middot;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是法国最大的作家之一，他不仅在法国
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极具影响的小说家。
　　巴尔扎克1799年5月20出生在巴黎以南的图尔市，他的父亲岁出身农民，但后来，但后来进城并作
了文职官员，母亲出身于织造商家族。
巴尔扎克很小时就被送到农村寄养，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寄宿在学校，很少与家人见面，所以他在年少
时期难得享受到家庭的温暖。
1816--1819年，他按照家长的安排，到巴黎学习法律，这期间他还在诉讼代理人或公证人办事处做见
习生或书记员。
　　巴尔扎克酷爱文学，而无意于从事法律工作，所以在读法律时他也设法去文科班旁听，并获得了
文学学士学位。
1919年他决定从事文学创作。
但却遭到家人的反对，由于他决心已定，家里拗不过他，答应只给他两年时间试试他有无文学才能。
靠家里给的有限的经费，他在巴黎贫民区租住了一间阁楼，自己埋头写作。
巴尔扎克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是《克伦威尔》，五幕诗体悲剧。
意想不到，他失败了。
但他并没有灰心，又化名和几位朋友一起搞开了神怪小说，前后写了10多部，都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经
济效益。
这时他只好暂时放弃搞创作的念头，想去经商碰碰运气。
从1825年开始，他借贷出版古典作家的普及版本，开办印刷厂等，没有两年工夫，他已债台高筑，拖
累终身。
　　1828年，巴尔扎克重新回到他日夜魂牵梦绕的文学创作上来，并于1829年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发表
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舒昂党人》。
这是他写的第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
小说一出版，立即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不久他又出版了随笔《婚姻生理学》，从此巴尔扎克名声大
振，阔步登上法国文坛。
　　从1819年至1829年这10年中，巴尔扎克经历了艰苦的探索，思想上也有了深刻的变化，艺术上也
趋于成熟。
伺候，巴尔扎克进入了他创作的旺盛时期。
从1829年到1848年，总共不到20年的时间，他竟创作了90余部中、长篇小说。
据说，《高老头》就是他三天三夜赶写出来的。
他很需要钱还债是他开始时努力写作的动力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他有创作的激情，有远大的目标，他
要在文学史上立起一块丰碑。
　　巴尔扎克过于辛劳，1850年8月18日即在巴黎逝世，他只活了5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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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哲理研究〔I〕驴皮记灵符冷酷的女人濒死的人尾声耶稣降临弗朗德勒改邪归正的梅莫特玄妙的杰作玛
西米拉&middot;多尼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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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
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ldquo;社会&rdquo;特别是巴黎&ldquo;上流社会&rdquo;的卓越的现
实主义历史，&hellip;&hellip;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
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mdash;&mdash;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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