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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方现当代哲学家在中国真是受到非常的礼遇，他们的知名度高得有点莫名其妙。
比如说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年)，其实没有多少读者能真正读懂他(包括从事德语文学研
究的德国本土教授)，却常有人提他。
我自己也遇到这种尴尬。
我几年前曾以《卡夫卡般孤独的批评家>为题写过动态，介绍他的日记在国外出版的情况，及至朋友
来问我本雅明的理论到底是什么，我却无言以对。
    海德格尔的情人汉娜·阿伦特说，本雅明“学识渊博，但却不是学者；他研究文本及注释，但却不
是语言学家；他翻译普鲁斯特、圣一琼．佩斯和波德莱尔的作品，但却不是翻译家：他对神学颇有兴
趣，但却不是神学家；他写文学评论，但却不是文学批评家”。
本雅明的朋友肖勒姆和他的中国知音刘象愚都说他是纯粹的哲学家。
好吧，让我们来看看瓦尔特．本雅明这位德国哲学家写的(莫斯科日记》是怎么回事。
    1926年12月6日到1927年1月底，本雅明在莫斯科待了两个月。
导致他成行的有三个因素：首先，他不能忘怀昔日在意大利卡普里相遇的情人、拉脱维亚女导演阿斯
娅·拉西斯；其次，他想近距离观察俄罗斯的情形，以便考虑久悬未决的德国共产党党籍问题：最后
，他要为提供川资的报纸写报道。
《莫斯科》等长文于1927年初发表。
《莫斯科日记》是本雅明去世后四十年才发表的，这显然是他自己的意愿。
    本雅明满心希望为俄国文学贡献自己的德国文学和文化知识，然而他所看到的苏俄现实却令他大失
所望，终于不再抱幻想。
《莫斯科日记》对前苏联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方面都有坦率的批评。
    《莫斯科日记》的另一核心内容是本雅明自己和阿斯娅的尴尬关系。
阿斯娅此时已另有男人(德国导演伯恩哈德·赖希)。
在死前出版的回忆录《职业革命家》里，阿斯娅用了一个章节写本雅明。
据说她的回忆录与本雅明的《莫斯科日记》大有出入。
    本雅明1924年5月在意大利卡普里初遇阿斯娅。
阿斯娅是本雅明生活中第三个起到重要作用的女人。
然而，肖勒姆说，《莫斯科日记》看不出他所爱的这个女人智慧上有什么出众。
我在读英文本的《莫斯科日记》时也有这种感觉，在那里面阿斯娅成天病歪歪的，只知道让本雅明给
她买吃买穿。
本雅明写她住精神病院，但却只字没提她到底得的什么病。
日记里大抵写他俩在她的病房，只有几次在他旅馆的房间。
拉西斯此前生的孩子已八九岁，也是一副病病歪歪的样子。
本雅明徒劳地追逐阿斯娅，日记里经常出现争吵的场面。
朋友们都很奇怪：这对情人除了吵架好像没有什么交流。
1929年和1930年阿斯娅两度前往柏林和法兰克福，本雅明为了她竞要离婚！
    《莫斯科日记》当然不止这些。
就我阅读所及，本雅明在日记中对戏剧表演、建筑艺术、城市风俗、俄罗斯宗教、饮食、衣着诸多方
面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另外，他的《莫斯科日记》对研究斯大林时期的文学艺术(哪怕是为政治服务的)史来讲，也是一份详
尽的史料。
    关于《柏林纪事》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因为它的个人色彩太浓，是本雅明式(卡夫卡式?)的回忆录
，讲的是他少年时代柏林及他家庭的情形。
这本书是本雅明在“不惑”之年写的，有许多牢骚和情绪，有些笔触还很晦涩。
    我想，向读者交待一下本雅明的生平还是必要的。
    本雅明1892年7月15日生于柏林一个犹太商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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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与海涅是姑表兄妹。
二十岁之前主要在恺撒·弗里德里希学校（从前译作腓特烈一伊顿公学）受教育。
这一段经历是《柏林纪事》对旧式教育的牢骚之主要源头，本雅明矛头直指“现代化的合理主义与普
鲁士传统的等级制、军国主义以及宗教伦理等权威制度⋯⋯在本雅明眼中，柏林旧式的建筑就像是这
些旧制度的象征，构成了他少年时代的社会氛围”。
    1912年，本雅明入弗赖堡大学。
他的学习方法独特，广览书籍，从不参加考试。
他还参加学生运动，担任过柏林自由学生会主席，积极从事“青年文化运动”。
这一时期结识了主张弘扬犹太传统并从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肖勒姆。
1916年，本雅明入慕尼黑大学，依然以自学为主。
1919年通过博士论文《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并获相应学位。
20年代前期，本氏向海德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申请教授资格未成功，日后资格论文《德国悲剧的起
源》倒成为他最重要的著作。
1925年起卖文为生，随后流亡巴黎，1926年访莫斯科。
其问修订《追忆逝水年华》译稿，为《文学世界》撰写书稿。
1928—1933年，本雅明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电台任记者兼撰稿人。
1933年3月中旬，希特勒上台不久，本雅明离德赴巴黎和西班牙、丹麦、意大利等地流亡八年，其间完
成论波德莱尔、卡夫卡等重要论著。
1940年9月26日，为避盖世太保，本雅明在法西边境自杀。
“本雅明怀着巨大的思想矛盾与痛苦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他短暂而坎坷的一生既刻上了个人悲剧命运的印记，也刻上了他那个多难而忧郁的时代的印记。
他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①    关于本雅明的学术思想和代表性论著不是译者笔力堪述的，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他的主要著作
读读，这里就不谈了。
    译者要感谢东方出版社刘丽华为此书的编辑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另外，没有她的鼓励，译者也不敢译本雅明的文字。
《莫斯科日记》和《柏林纪事》皆由英文转译。
注解除注明外均为英译者原注。
    是为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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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莫斯科日记柏林纪事(精)/涵芬书坊》编著者瓦尔特·本雅明。

　　《莫斯科日记》是本雅明生活转折时期最个人化的文本。
在日记中，本雅明叙述了他在莫斯科短暂停留期间（1926年12月6日—1927年1月底）的所见所闻，还
有他与拉脱维亚女共产党人阿斯娅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

《柏林纪事》是本雅明对其青少年时代曾经生活过的城市——柏林的断想式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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