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瓦尔登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瓦尔登湖>>

13位ISBN编号：9787544710763

10位ISBN编号：7544710769

出版时间：2011-1-1

出版时间：译林出版社

作者：〔美〕梭罗

页数：238

译者：许崇信,林本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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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瓦尔登湖>>

前言

　　梭罗的名字，是与他的《瓦尔登湖》联系在一起的。
我第一次听说这本书，是在1986年的冬天。
当时诗人海子告诉我，他1986年读的最好的书是《瓦尔登湖》。
在此之前我对梭罗和《瓦尔登湖》还一无所知。
书是海子从他执教的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借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的版本，译者为徐迟先生。
我向他借来，读了两遍（我记载的阅读时间是1986年12月25日至1987年2月16日），并作了近万字的摘
记，这能说明我当时对它的喜爱程度。
　　后来我一直注意在书店寻找这本书。
现在我手里已经有五种中文版本的《瓦尔登湖》了，它们出自国内的三家出版社（此外我还有一册友
人赠予的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2年的英文版本）。
我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ldquo;梭罗近两年在中国仿佛忽然复活了，《瓦尔登湖》一出再出，且在
各地学人书店持续荣登畅销书排行榜，大约鲜有任何一位19世纪的小说家或诗人的著作出现过这种情
况，显现了梭罗的超时代意义和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应有的力量。
&rdquo;　　《瓦尔登湖》是我唯一从版本上多重收藏的书籍，以纪念这部瑰伟的富于思想的散文著作
对我的写作和人生的&ldquo;奠基&rdquo;意义。
我的&ldquo;文学生涯&rdquo;是从诗歌开始的，《瓦尔登湖》的出现，结束了我的一个自大学起持续
了七八年的时期，那阶段我的阅读兴趣和写作方向主要围绕诗歌进行。
我曾在自述《一个人的道路》中写道：&ldquo;最终导致我从诗歌转向散文的，是梭罗的《瓦尔登湖》
。
当我初读这本举世无双的书时，我幸福地感到，我对它的喜爱超过了任何诗歌。
&rdquo;导致这种写作文体转变的契机看起来是偶然的&mdash;&mdash;由于读到了一本书，实际蕴含
了一种必然：我对梭罗的文字仿佛具有一种血缘性的亲和和呼应。
换句话说，在我过去的全部阅读中，我还从未发现一个在文字方式上（当然不仅仅是文字方式）令我
格外激动和完全认同的作家，今天他终于出现了。
下面的对比也许更能说明这一变化的内在根据：　　我们常常忘掉，太阳照在我们耕作过的田地和照
在草原与森林上一样，是不分轩轾的。
它们都反射并吸收了它的光线，前者只是它每天眺望的图画中的一部分。
在它看来，大地都给耕作得像花园一样。
因此我们接受它的光与热，同时也应接受它的信任与大度&hellip;&hellip;　　秋天是结实的季节　　生
命的引导者　　接纳一切满载之船的港湾　　北方，鸟在聚合　　自然做着它的大循环　　所有结着
籽粒的植物　　都把充实的头垂向大地　　它们的表情静穆、安详　　和人类做成大事情时一样　　
太阳在收起它的光芒　　它像即将上路的远行者　　开始打点行装　　它所携带的最宝贵的财富　　
是它三个季节里的阅历前者是《瓦尔登湖》中&ldquo;种豆&rdquo;一章的文字，后者是我那时写的一
首名为《结实》的诗。
我的诗显然具有平阔的&ldquo;散文&rdquo;倾向，梭罗的散文也并未丧失峻美的&ldquo;诗意&rdquo;，
而我更倾心梭罗这种自由、信意，像土地一样朴素开放的文字方式。
总之在我这里诗歌被征服了：梭罗使我&ldquo;皈依&rdquo;了散文。
后来我愈加相信，在写作上与其说作家选择了文体，不如说文体选择了作家。
一个作家选择哪种文学方式确立他与世界的关系，主要的还不取决于他的天赋和意愿，更多的是与血
液、秉性、信念、精神等等因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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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瓦尔登湖》系十九世纪美国著名作家梭罗的传世之作，在美国文学中被公认为是最受读者欢迎的非
虚构作品。
至今，此书已有两百多种不同的版本，更有着不计其数的不同语种译本。

作者梭罗主张回归自然，崇尚简朴生活，《瓦尔登湖》是他独自一人幽居在瓦尔登湖畔自筑木屋的生
活实录。
他在描述田园生活与大自然迷人景物的同时，渗透了睿智脱俗的哲理思辨。
静静地、细细地品读此书，能唤起我们对人生很多美好的事物?情感的遥远记忆，也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态度，获得心灵的纯净与精神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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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梭罗 译者：许崇信 林本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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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读一：我与梭罗
导读二：梭罗小传
经济篇
补充诗篇
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生活
阅读
声音
孤独
访客
豆田
村子
湖
贝克农场
更高的规律
禽兽为邻
木屋生暖
昔日的居民，冬日的访客
冬季的动物
冬天的湖
春天
结束语
附录：毕业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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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在野蛮原始时期，每个家族都拥有一幢相当于最佳的蔽身之所，这个处所足以满足其粗犷而
单纯的需要；但我认为，我一点也不过分地说：尽管空中的飞鸟有自己的巢，狐狸有自己的洞，野蛮
人有自己的棚屋，可是在现代的文明社会里拥有房屋的家庭不过半数。
在一些文明特别发达的大城镇里面，拥有房屋的人数只占一小部分。
其余的人每年都得付出一笔税金，使自己有这么一件在夏日与冬天都已必不可少的外衣，这笔税金本
来足以买下一整片印第安人的棚屋，可现在却造成他们一世贫穷。
我无意硬说租屋较之买屋不利，不过显而易见的是，野蛮人之所以拥有自己的住所，是因为花钱极少
，而文明人之所以租屋，通常则因为他买不起房；而从长远看来，他付了租金也未必就轻松些。
可是，有人出来说，那个贫穷的文明人只靠着付出这笔租金，便可获得一幢住所，而这住所和野蛮人
的棚屋比起来简直就是宫殿。
他每年只需付出一笔25元到100元的租金（这是乡间价格），便可得到那些经过世代不断改进才得来的
实惠，宽敞的套房、干净的涂料和墙纸、拉姆福德壁炉、内抹灰泥的墙面、软百叶窗、铜质抽水机、
弹簧锁、宽敞的地窖以及其他很多东西。
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被认为享有这些东西的人，通常总是文明而“贫”，而不拥有这些东西的野
蛮人却野蛮而富？
如果确认文明是人类的状况的真正进步（我也作如是观，尽管只有智者才能用好有利的条件），那么
就必须证明：文明造出了更好的住所而又没有提高其价格；而一件物品的价格，我拟称之为需要为它
付出的“生命”，不论是立即付出还是最终付出。
这个地区的普通房屋大概价钱为800元一幢，要积蓄这么一笔钱，需要花上一个劳动者10年到15年的生
命，即使他并没有家庭的拖累。
——这是根据一个人劳动的货币价值一天一元钱来计算的，因为有的人收入虽多于此数，另一些人却
少于此数。
因此，通常他必须花掉半辈子的生命才能获得他那间棚屋。
假定他是租屋住的，那也无非是从两害之间作了个可疑的选择。
难道野蛮人会根据这样的条件，拿他的棚屋去换一座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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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瓦尔登湖》是经典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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