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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观点》是英国著名作家、“故事圣手”毛姆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文集。
《观点》既是一部精彩迭出的随笔集，同时也是一部知人论世、体贴入微的文学评论集，涉及的人物
和主题从大诗人歌德的小说到一位印度教圣哲的精神修为和人生故事，从法国三位以日记闻名于世的
作家的自我中心和尖酸刻薄到英国神学家兼大主教蒂乐生的宽厚仁慈及其平实自然的文体，特别是通
过对他赞赏的爱伦·坡、吉卜林，尤其是莫泊桑、契诃夫和曼斯菲尔德等几位短篇小说大师人生经历
与艺术特色的解读，对于短篇小说这一他本人也是当行大师的文学样式进行了一番精彩而又深入的探
讨和剖析。
毛姆以其塑造小说人物的洞察力和故事圣手的高超技巧，活画出一组组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领
域的文人形象，进而深入到他们的文学世界和内心灵魂，最终打通的是普遍的人性和人心——从“文
心”到“人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也可以看作毛姆一生不变的终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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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毛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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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诗人的三部小说
圣者
散文与神学家蒂乐生
短篇小说
三位日记体作家
文心与人心(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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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多年前，一位负责编写新版著名百科全书的编辑写信来问我是否愿意为“短篇小说”这个词条写点什
么。
我受宠若惊，不过仍然婉拒了。
虽然我自己也写短篇小说，但很难在编写词条时做到不偏不倚。
写短篇小说，作者可以选择最合适的方式来写，不然，肯定会换用其他方式。
写小说的方式多种多样，每位作家都会使用合乎自己个性的方式。
在我看来，百科全书的这一词条应该找从未写过小说的文人来撰写，这样他才会毫无先人为主的偏见
。
就拿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来说吧，数量颇多，广受品味高雅的读者欢迎。
这些读者的想法当然应该得到尊重。
不过，我想，凡是见过亨利·詹姆斯本人的人，读起他的小说都会被打动：他简直就是把自己的嗓音
给糅进了字里行间，他的作品中那种繁复晦涩、冗长复杂以及矫揉造作之所以会为你所接受，那是因
为亨利·詹姆斯在你印象里就是这样一个人：魅力无穷、和善宽厚、自负炫耀却让人觉得有趣。
可是，尽管如此，我觉得他的小说完全无法令我满意，因为我不相信小说里的情节。
任何人只要能想象一个饱受白喉折磨的孩子所经受的痛苦，就不会相信这孩子的妈妈宁可让他死也不
愿意让他康复，待长大成人后阅读他爸爸写的书。
这个情节来自于小说《“拜尔特拉菲奥”的作者》。
我觉得亨利·詹姆斯根本就不知道普通人是如何生活的；他创造的人物既无大肠也无生殖器。
他的小说里有些是写文人的，据说有人读后抗议说文人墨客其实并非如此，他反驳说：“我还把文人
给写美了呢！
”大概，他并不自认为是个现实主义者，尽管我并不十分肯定，不过，我想他一定觉得《包法利夫人
》这部小说极其恐怖吧。
有一次，马蒂斯向一位贵妇展示自己的一幅作品，上面画的是一位全裸的女人，这位贵妇大惊失色：
“女人不是这样的！
”马蒂斯甸答，“夫人，这不是女人，这是绘画。
”同理，我想如果有人胆敢暗示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脱离生活的话，他肯定会这么回答，“这不是生
活，这是小说。
”    有关这个问题，亨利·詹姆斯在一本小说集《大师的教训》的序言中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这本书很难懂，我读了三遍，仍然不能说读懂了。
我揣测其要点如下：作家在面对“几乎全然是无聊与痛苦的生命时”，最自然的方式就是去寻求“与
之抗争，对立或者逃避的绝好实例”；由于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这样的例子，他只能用自己的内心来
创造。
在我看来，作家所面临的难题就是他得给自己创造出的人物注入些许人类的共性，可是一旦这些人物
与作家强加于他／她的个性不符，就会让读者难以信服。
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并不要求任何人苟同。
每次德斯蒙·麦卡锡来里维埃拉看我，我们都会聊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聊很久。
如今我记忆力大不如前，不过我还记得德斯蒙·麦卡锡不仅是位迷人的友伴，也是位犀利的评论家。
他涉猎极广，而且还通达世事，这可是很多评论家所不及的优势。
他的评论尽管范围有限(他对造型艺术以及音乐完全漠不关心)，可是字字珠玑，因为他既知识渊博又
精于世故。
记得有一次晚饭后我们坐在客厅里闲聊，我冒昧地说了句：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尽管细节精巧，大多
都极其平庸。
德斯蒙是亨利·詹姆斯的狂热崇拜者，立即强烈抗议；于是，为了戏弄戏弄他，我当场灵感突发即兴
创作了一篇小说，我称之为“典型的亨利·詹姆斯风格”。
我所记得的情节大致如下：    毕林普上校和太太住在朗兹广场的一幢美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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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他们有部分时间是在里维埃拉度过的，在那里结交了些富有的美国朋友，名叫——我正在犹豫叫
什么名字——名叫布莱莫顿·费舍。
费舍一家出手阔绰，盛情款待了他们，带他们一起去拉摩托拉、艾克斯和阿维尼翁远足，而且坚持支
付所有费用。
毕林普夫妇返回英格兰后热情邀请慷慨大方的美国朋友到伦敦来玩；那天早上毕林普太太从《晨报》
上获悉布莱莫顿·费舍夫妇已抵达伦敦，下榻布朗酒店。
显然，毕林普夫妇应该回报费舍夫妇盛情款待之恩。
他们正在商量怎么招待客人的时候，一位朋友过来喝茶，这人也是居留海外的美国人，名叫霍华德，
一直都对毕林普太太怀有柏拉图式的爱情。
当然，毕林普太太从未想过答应他的追求，这种追求当然也绝不迫切；不过这种关系十分美妙。
霍华德是那种在英国住了二十年的美国人，比英国人还像英国人。
社会名流他无一不识，周遭各地无处不至。
毕林普太太正好跟他讲起了结识费舍一家的经历。
上校建议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举办晚餐会。
毕林普太太则持怀疑态度，因为她知道在国外认识，觉得魅力无比的朋友，到伦敦再聚可能会变得非
常不一样。
如果他们邀请费舍夫妇和自己拿得出手的友人碰面，他们的友人自然都很拿得出手，只怕这些友人会
觉得这两个美国人无聊透顶，而可怜的费舍夫妇就会显得极其“格格不入”。
霍华德赞同毕林普太太的意见，以他的过往经验来看，这样的聚会几乎无一例外都以悲剧性的失败而
告终。
“为什么不单独请他们夫妇吃晚饭呢？
”毕林普上校说。
毕林普太太又反对，这样的话会让客人觉得我们以他们为耻，或者是我们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朋友。
接着上校又建议带费舍夫妇去看戏，然后去萨伏伊饭店用晚餐。
不过，这样似乎也不妥当。
“我们得有所行动，”上校说。
“当然了，我们得有所行动，”他太太应和着。
她一心想让他不要插手这事。
上校这个人身上具备了皇家禁卫军上校的所有高贵品质，他的“优异服务勋章”可不是白得的，可是
，一旦事关社交活动，他就变得一塌糊涂了。
他太太觉得款待客人这件事应该是由她和霍华德来决定；这样一来，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仍然没有个结
果，她打电话给霍华德邀他下午六点顺路过来喝茶，上校正好去俱乐部打桥牌。
    霍华德来了，自此，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接下来的数周毕林普太太和他就在反复权衡利弊。
他们从每一个角度每一种立场上探讨这个问题。
每一个想法都得到认可，穷尽一切细微之处。
可是谁能相信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毕林普上校呢？
有一次上校太太和霍华德正在仔细斟酌，于绝境中拼命挣扎之时，上校正好在场。
“为什么不去留张名片呢？
”上校说。
“太绝了，”霍华德大声叫好。
毕林普太太惊喜之余终于舒了口气。
她自豪地看了眼霍华德，她知道霍华德认为毕林普上校就是个自大自负的混蛋，完全配不上她。
她这一眼的意思就是，“你看，这就是真正的英国男人，不算太聪明，又都很闷，可是一旦危机来临
，他总能做出正确选择，值得信赖。
”    一旦前路已明确无疑，毕林普太太这样的女人是不会犹豫的。
她打电话给管家告诉他马上去把汽车开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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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示对费舍夫妇的尊重，她穿上了最时髦的裙子戴上了顶新帽子。
她手里拿着名片盒就这么乘车去了布朗酒店——可是人家却告诉她费舍夫妇今早就出发去利物浦乘豪
华邮轮回纽约了。
    P12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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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文心与人心    “毛姆叔叔”的生平想来不必长篇大论的介绍。
他出生于巴黎的英国大使馆，幼年父母双亡，回到英国，在冷漠的牧师伯父家寄人篱下。
当时，他的英语说得不好，法语其实才是他的母语，因此在学校经常遭同学取笑奚落，落下口吃的毛
病。
就是因为这个，他没能像哥哥们那样上牛津剑桥，只进了普通的医学院。
毕业之前他就开始写作，先写戏剧然后写小说，很快他便成为彼时稿费收入最高的作家，在法国海滨
度假胜地置下豪宅，享受富裕的生活，但他仍然笔耕不辍，坚持写作直至晚年。
后来他曾经感叹，“我要不是小时候口吃，就会和哥哥们一样去念牛津剑桥，最后做个象牙塔里皓首
穷经的老学究，时不时写一两本无人问津的法国文学研究专著。
”一位作家能如此洒脱自嘲，其文字必定不会难看。
    这本集子共收录了五篇文章，在他去世前七年出版，除去第二篇《圣者》讲的是他1936年的印度之
旅，其余四篇全是和文学有关，不，确切地说，应该全是和文人有关。
不论是讲大名鼎鼎的歌德(《诗人的三部小说》)、契诃夫、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还是
不那么出名的龚古尔兄弟、保罗·莱奥托和儒勒·勒纳尔(《三位日记体作家》)甚至是神学家大主教
蒂乐生(《散文与神学家蒂乐生》)，都是文章好手。
这些早已湮没在故纸堆中的人物全都在毛姆的笔下复活。
不仅如此，毛姆那看似随意轻松的文笔其实极具穿透力，他最了不起的本事就是能拨开盛名的迷雾，
将原本面目模糊不清的文人还原成如你我一般平凡普通的血肉之躯：他们因为缺点而真实，比普通人
更加脆弱敏感或者特立独行，他们的内心永远上演着激烈的冲突，这便是那些传世美文的前身；作家
写作就如贝母酝酿珍珠，自然而然却又痛苦无比，除了写作，他们没有别的路可走。
诚如毛姆所言，“善于创作的艺术家能够从创作中获得珍贵无比的特权——释放生之苦痛。
”于是，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歌德终其一生都在恋爱，每次失恋后便是诗歌的高产期；《浮士德》其实
是忏情录，用来纪念他一辈子都心怀愧疚的初恋情人；谁能否认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不是一首清
新隽永的诗歌？
主人公维特最后一定要举枪自尽，否则歌德那永失所爱的痛苦心灵如何得到抚慰？
    毛姆本身就是优秀的小说家，对人这种复杂的动物细细观察，再冷静解剖无疑是他的强项。
在《三位日记体作家》一文中他进行了精彩的论述，“可是人从来都不是平板一块，⋯⋯人身上最为
奇怪的是，最不一致最不协调的品质往往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所以这人似乎就是一团矛盾，让人不明
白这些品质到底如何共存，如何能融合在一起成为某种始终如一的个性。
”经他这么一点拨，我们便豁然开朗，原来最令人难忘的人物，永远是矛盾重重如一团迷雾；因为矛
盾才是真实，真实的魅力就在于它从不会流于片面和简单。
就像在《短篇小说》一文中，毛姆觉得库普林对契诃夫的评价甚为深刻地道出了契诃夫的本性，“我
想他从未向谁敞开心扉，也未曾将心托付给谁。
可是他对谁都很和善，他对友情的态度的确比较冷漠——同时他又怀着极大的兴趣，也许他不自知吧
。
”    因此，毛姆认为小说要有充分的真实感，才会让读者信服，所以，小说家的任务便是“冷静超脱
”地描绘真实。
他借用契诃夫的话，“作家的职责就是叙述事实然后全部交给读者，让他们去定夺如何处置。
”他强调小说就是应该“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因为“从来就没有什么‘仅仅只是个故事’的东西
存在”，优秀的小说本身便是包罗万象的真实世界，甚至比真实世界更加复杂，就像契诃夫“竭力保
持冷静中立，只着力描述真实的生活，但是，读他的小说会强烈感觉到人们的残忍和无知，穷人的赤
贫及堕落还有富人的冷漠和自私，这一切都不可避免的指向一场暴力革命”。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绝不能拿来作为“布道讲坛或者平台载体，否则便是滥用”。
    不要被这些看似沉闷的评论所吓倒，毛姆写文章最照顾的就是读者，最不待见的当然是评论家。
他多次提到作家要写读者爱看的书，写能卖出好价钱的书，这没什么好羞愧的，因为作家也是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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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住上美宅过上富足的生活。
如果评论家执意要把畅销的故事和庸俗浅薄画上等号，那是他们的事，我们只需继续把故事讲得精彩
。
    集子里有两篇文章都涉及宗教，翻译起来最为费力，得查阅资料做注解，将作者的思路理清，译文
才能通顺。
尤其难译的是《神学家蒂乐生》这篇。
自亨利八世迎娶安妮·博林，英国国教(圣公会)得以创立，一直到光荣革命这一百多年间，天主教、
圣公会、清教长老会为争夺政治权利纷争不断，不论哪一派夺取了政治权力便大肆迫害异己。
可是毛姆的文章并不是讲历史故事，而是选取了蒂乐生大主教在宗派斗争之中所写的书信及布道辞来
讲述他的文风。
毛姆欣赏的是自然朴实简洁的文字，而非繁复绮丽之风。
如果说文心与人心多少有点关系的话，从神学家蒂乐生的文字风格里我们也能多少窥见他这样一个人
：坚守信仰但又不失变通，真诚执着又谦卑克己，几近完人。
他的文字如今未必广为流传，可是他的言行所昭示的超凡人格应该和《圣者》里的印度教大师一样，
不论在哪个时代都堪比传奇。
    毛姆在他的笔下看透文心与人心，风景遍赏；我站在毛姆的文字这座桥上，边读边译，想看透他这
个人和他的心思，因为他本身就是道瑰丽的风景。
只是，看透这道风景必得沉下心、静住气，细细嚼、慢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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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观点》是毛姆最后出版的作品，对文学对人生都带有某种总结的意味在其中。
从歌德的小说到邂逅一位印度圣人，从对三位著名记者的批评，到对蒂洛森主教文体的评定，还有对
他本人非常擅长的短篇小说的形式的精彩分析，代表了这位杰出作家一以贯之的观点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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