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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悲惨世界》是继《巴黎圣母院》之后，在法国小说乃至世界小说创作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而且可以
说是更加巍然耸立的丰碑。
雨果作为世界杰出小说家的声誉从此稳固确立了。
说它较之《巴黎圣母院》更为重要，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巴黎圣母院》以中世纪末期为故事背景，
通过曲折的手法反映当时的法国社会，而《悲惨世界》则直接描绘了十九世纪初期，即复辟王朝时期
和七月王朝初期的法国社会，因此更具有现实感；《巴黎圣母院》集中描绘流浪者、乞丐、孤儿等下
层人民，而《悲惨世界》则把视角从穷人扩展到社会渣滓和共和派，视野远为扩大，内容更为丰富，
意蕴厚实得多。
从《巴黎圣母院》到《悲惨世界》，相隔了三十多年，《悲惨世界》写作时间很长，毕竟是雨果呕心
沥血之作!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雨果便对社会问题产生浓厚兴趣。
他为死刑所困扰，参观了一些监狱和苦役场：一八二七年参观了比塞特尔的监狱，一八三四年参观了
布列斯特的苦役监，一八三九年参观了土伦的趸船。
在这种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指导下，雨果写出了一系列互有关联的小说：用自叙体写成的《死囚末日
记》(1829)反对死刑，随后，《克洛德·格》(1834)描写一个找不到工作的穷工人，不得已行窃，被判
五年监禁；由于典狱长故意将他与狱中伙伴拆开，并无端禁闭了他二十四小时，他一怒之下，杀死了
典狱长。
故事简洁而动人。
这两篇小说反映了雨果对犯罪问题与社会状况之间的关系的思索。
早在一八二八年，雨果就知道一个真实故事：一八0六年，有个出狱的苦役犯，名叫皮埃尔·莫兰，
他受到狄涅的主教米奥利的接待；主教把他交托给自己的兄弟赛克斯丢斯·德·米奥利将军。
莫兰品行端正，以赎前愆，最后在滑铁卢英勇牺牲。
这个故事就是《悲惨世界》的雏型。
三十年代，雨果不断积累工人艰辛劳动却食不果腹的资料。
一八四一年一月，他目睹宵小之徒向妓女投掷雪球的场面，写下了记载这一场面的散文。
当时有位作家于勒·雅南写过一篇风俗研究《她零售自身》(1832)，记述一个女子为穷困所迫，出卖
自己的头发和一颗牙齿。
这个故事雨果有可能知道。
雨果为自己起草了这样一个故事的梗概：“一个圣人的故事——一个男子的故事——一个女子的故事
——一个娃娃的故事。
”这里已经预示了《悲惨世界》的四个主要人物：米里埃尔主教、让·瓦尔让、芳汀、柯赛特。
从一八四五年十一月起至一八四八年二月十二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雨果断断续续在构思和写作小
说《贫困》。
一八四八年的事件打断了他的创作。
流亡的前十年，诗歌创作的激情占据了他整个身心，直到《历代传奇》付梓问世之后，他才重新回到
这部小说的创作上来。
从一八六O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三十日，他花了七个月，“对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整部作品反复思
考，融会贯通，使十二年前写的一部分和今后将写出的另一部分完全一致。
”从一八六一年一月一日至一八六一年五月，他以惊人的毅力写作《悲惨世界》，直至精疲力竭。
于是他到比利时旅行，从五月二十二日起，到滑铁卢战场凭吊，随即写作关于这场战役的篇章。
六月三十日，他写完了全书。
九月，他回到盖纳西岛以后，复看手稿，从十二月至次年五月，补写了第五部。
小说在一八六二年上半年陆续出版。
《悲惨世界》不仅是雨果篇幅最长的小说，而且是写作时间最长、花费精力最多的作品。
它被看作雨果的小说代表作，享有崇高的世界声誉。
但是，小说出版时，虽然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却不为评论家所充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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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马丁认为“这部小说是危险的”，就是—例。
另外有人认为，倘若《悲惨世界》早问世二十年，也许会受到更加热烈的欢迎，同欧仁·苏的《巴黎
的秘密》相媲美。
历史是最公正的评判人。
《悲惨世界》刚出版时，并没有获得《巴黎的秘密》当初人人争睹为快，排队等候刊载这部小说的报
纸出售那种轰动一时的情形。
雨果并不稀罕这种一时的成功，因为他不愿《悲惨世界》以报纸连载的形式问世，认为这有损于艺术
品：“轻快而肤浅的剧作只能取得十二个月的成功；深刻的剧作会获得十二年的成功。
”雨果的断言是正确的。
《悲惨世界》在二十世纪受到长盛不衰的欢迎，流传于世界各国，它的读者远远超过了《巴黎的秘密
》的读者。
《悲惨世界》具有持久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原因首先在于小说以社会底层受苦受难、为生存而挣扎、
受凌辱受欺侮、受迫害受压迫的穷苦人为对象，描绘了一幅悲惨世界的图景。
《悲惨世界》的几个主人公都是生活在死亡线上的人物，他们代表了千千万万的穷人。
雨果的写作主旨是很明确的，他要为这些穷人鸣不平。
他在序言中说：“在文明鼎盛时期，只要还存在社会压迫，只要依仗法律和习俗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
狱，给人类的神圣命运制造苦难；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沉沦，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
使儿童赢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一些地区还可能产生社会压制，换言之，也是从更广泛的意义来
说，只要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这一类作品就不会是无用的。
”这几句话言简意赅，充分表达了雨果对当时社会的基本看法。
第一句话最为重要，道出了造成这个悲惨世界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说，雨果认为，由于存在社会压迫，所以在文明鼎盛时期造成了地狱般的生活，人生来本该幸
福，却不可避免遭受灾祸。
小说正是通过这三个人物——让·瓦尔让、芳汀、柯赛特一的遭遇，淋漓尽致地再现了这个人间地狱
。
让·瓦尔让本是个善良纯朴的工人，有一年冬天，他失了业，七个外甥嗷嗷待哺，他不得已打破橱窗
偷面包，结果被抓住并判了五年苦役。
由于一再越狱，他坐了十九年的监狱。
他的命运从此便决定了。
他走出牢狱时，身上只有一丁点钱；找工作吧，他的黄色身份证会把所有雇主吓退。
摆在他面前的只能是继续行窃。
他连住宿的地方都找不到。
只有米里埃尔主教款待了他，但他反而偷了主教的一套银器。
他被抓住扭送到主教家里，不料主教说这套银器是送给他的，而且多送给他一对银烛台。
他深受主教的感化，力求做好事。
命运给了他机会，让他在制造黑玻璃小工艺品上有所发明而发达起来。
他改了名字，办起了企业，为滨海蒙特勒伊城和穷人花了一百多万，创办托儿所，创设工人救济金，
开设免费药房，等等，最后当了市长。
出门时他往往衣袋装满了钱，回来时却囊空如洗，钱都散发给了穷人。
他确已改恶从善，可是，社会不能容忍一个曾经是罪犯的人改变身份，甚至跻人上层。
他一再受到官府的追捕。
在得知一个叫尚马蒂厄的流浪汉长得像他而蒙受冤屈时，他挺身而出，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再次从狱中逃出后。
他继续行善，又一次引起警方注意。
他只得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
他认为这个世道实在不平等。
他责问社会凭什么使一个穷人永远陷入一种不是缺乏工作，就是刑罚过量的苦海中。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悲惨世界（上下）>>

让·瓦尔让因偷了一只面包而判了那么重的刑罚，坐了那么长时间的监牢，一点点过错就成为累犯，
要判终身监禁，真是秋荼密网啊。
社会对于让·瓦尔让这样的穷人的惩罚达到如此残酷的地步，不能不令人发指。
可悲的是，当让·瓦尔让向马里于斯透露了自己的身份时，竞遭到了马里于斯的鄙视。
这种态度反映了人们的道德观念，而这种观念恰恰是社会对穷人施以不平等的一部分。
小说结尾，让·瓦尔让在一对年轻大妇的怀里溘然长逝，诚然是出自作家的善良愿望，好比一朵苍白
的小花，点缀在荒凉的原野上，更显悲怆而已。
如果说让·瓦尔让还有一个圆满的结局，那么，芳汀的命运则是彻底的悲惨。
她有美发皓齿，多情而又幼稚无知，爱上了一个逢场作戏的轻薄儿，失身怀孕，生下了女儿柯赛特。
有个长舌妇告发了芳汀的隐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尊重社会习俗的马德兰市长(让·瓦尔让)解雇了她，从此开始了她悲惨的经历。
这个被解雇的女工，再也没有人肯雇用她。
她靠自己的劳动养活不了自己和寄养在泰纳迪埃那里的女儿。
十法郎卖掉了一头秀发，四十法郎出售了两颗门牙，最后沦为娼妓，变为社会的奴隶。
曾几何时，一个活泼泼的年轻少女，变得形容枯槁，病入膏肓了。
社会对她这种人还加以歧视，她受到恶少把雪团塞进衣衫的捉弄，反而要被警察监禁。
她看到自己的恩人让·瓦尔让遭到沙威逮捕，惊吓而死。
芳汀是这个黑暗社会中劳动妇女的真实写照。
同让·瓦尔让相比，就显出妇女比男人的命运更为悲惨，因为妇女是弱者中的弱者，更容易受到摧折
。
雨果描绘芳汀的笔墨不多，但却非常真实。
芳汀与生活中的原型相差不大，这就说明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女子何止千万，小说家无需作大量的加
工，便能再现一个受损害受侮辱者。
在处理这个人物的结局时，雨果同样归咎于社会压迫：造成芳汀堕落和走投无路的不止一两个人，既
有花花公子，也有乐善好施的让·瓦尔让；既有心毒手狠的泰纳迪埃夫妇，也有“维护社会治安”的
警察，他们构成了残害像芳汀这样穷苦的单身女子的罗网。
芳汀从踏上社会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要遭受纷至沓来的灾祸，在人间地狱里受尽煎熬。
及至让·瓦尔让醒悟过来，看到自己也参与了这种压迫时，想补救已经来不及了。
尊重现实的复杂性，更加显得真实，这就是芳汀这个形象能动人心弦、令人深思的原因所在。
柯赛特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主要是儿童时代在泰纳迪埃家受到非人待遇：她随时随地受到辱骂、虐
待、殴打；小小年纪便要干杂事，打扫房间、院子和街道，洗杯盘碗盏，甚至搬运重东西。
让·瓦尔让去寻找她的时候，正是圣诞节之夜，而柯赛特却要提心吊胆地到树林的泉边去打水。
柯赛特又瘦又苍白；她将近八岁，看上去只有六岁。
她的大眼睛由于哭泣，深陷下去一圈。
她的嘴角因为经常恐惧，耷拉下来，在犯人和绝望的病人身上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
她的手就像她的母亲所猜测的那样，“给冻疮毁了”。
这时，照亮了她的火光使她显得瘦骨嶙峋，明显地十分吓人。
由于她始终瑟瑟发抖，习惯了并紧双膝。
她穿着破衣烂衫，夏天令人怜悯，冬天令人吃惊。
她身上的衣服尽是窟窿；与毛料无缘。
可以看到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表明泰纳迪埃的女人拧过的地方。
她的光腿红通通，十分细弱。
锁骨凹下去，令人伤心。
这个孩子整个人，她的举止，她的姿势，她的声音，她说话的不连贯，她的目光，她的沉默，她细小
的动作，都反映和表达一种想法：恐惧。
童年的柯赛特比童话中的灰姑娘还要可怜，她无亲无故，干的粗活不是孩子所能胜任的，更不用说挨
打受骂，缺吃少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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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童工，不就是像柯赛特那样，要干过量的沉重活计吗?雨果并没有杜撰柯赛特的故事
，他举出社会中确实存在这类五岁童工的事例。
勾画出童年的柯赛特的可怜形象，《悲惨世界》这幅穷人受难图也就画全了：男人、女人、儿童，三
个人物代表了所有的穷苦人，代表了这个悲渗世界。
雨果之所以要描绘这个悲惨世界，目的在于要消灭这种现象。
他的小说试图唤起人们思索，起来铲除愚昧和困苦。
早在一八四八年，他在议会就曾大声宣称：“诸位，我不属于那些认为可以消灭世间痛苦的人之列；
痛苦是一个神圣的法则；但是，我属于那些认为和断言可以消灭贫困的人之列。
”虽然他提不出多少消灭贫困的方案，但他努力探索造成社会压迫的根源。
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这是由于法律和习俗造成的。
他尤其通过警探沙威来阐发自己的主张。
沙威在小说中是法律的化身。
他身上有两种感情：“尊敬权力，仇视反叛。
”他对有一官半职的人有一种盲目的尊敬和信任，而认为偷盗、谋杀和一切罪行，都是反叛的不同形
式。
他认为官吏不会搞错，法官从不犯错误，而犯过罪的人不可救药，从此不会做出什么好事来。
他不承认有例外。
他尽忠守职，铁石心肠，对发现了的目标穷追到底，恰如一条警犬那样，四处搜索，不达目的不甘罢
休。
不要说让·瓦尔让，就是“他父亲越狱，他会逮捕归案，他母亲违反放逐令，他会告发”。
雨果认为他对自己的信条“做得过分，就变得近乎恶劣了”。
沙威没有想到，他对让-瓦尔让紧追不合，是对一个愿意改恶从善的人的迫害，执行的是不合理的法律
条文的意志，他成了统治者的鹰犬。
他的冷酷、刻板、严峻、对穷人的鄙薄，代表法律直接施以穷人的社会压迫。
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雨果，力图以仁爱精神去对抗社会的恶。
小说开卷，雨果便塑造了一个仁爱的化身——米里埃尔主教。
他把自己宽敞的主教府让出来做医院，救治穷人。
他将自己的薪俸一万五千利弗尔中的一万四千利弗尔捐助给慈善教育事业，至于车马费和巡视津贴则
全部捐出，自己的生活俭朴清苦。
由于他的善行义举，人们十分感激他，像迎接阳光一样接待他。
他的仁爱居然达到这样的地步：一天，他为了不肯踏死一只蚂蚁，竟扭伤了筋骨。
让·瓦尔让忘恩负义地偷走了他的银器，他不但不斥责让·瓦尔让，反而以心爱的银烛台相赠，说道
：“让·瓦尔让，我的兄弟，您不再属于恶，而是属于善。
我赎买的是您的灵魂；我消除了肮脏的思想和沉沦的意愿，把您的灵魂给了天主。
”从此，让·瓦尔让醒悟了。
小说描写让·瓦尔让赎罪的一个又一个行动：拯救芳汀，保护和扶养柯赛特，为地方做善事，救济穷
人，感化沙威，终于成了另一个宣扬仁爱的“使徒”。
在这些行动中，最突出的是感化沙威。
在雨果笔下，沙威并不是恶的化身，他还有善的一面，他虽然凶狠却很正直，而且刻苦、克己、节欲
、纯朴，有高贵品质。
只因他以为自己的信条是绝对正确的，决不能放过罪犯，他才那样死盯住让·瓦尔让。
可是让·瓦尔让并不记恨他，相反，当起义者抓住了沙威，将沙威交给让·瓦尔让处死时，让·瓦尔
让却放走了他。
沙威的信仰至此破灭了，精神防线也随之崩溃，终于投塞纳河自尽。
雨果以此描写仁爱精神的胜利。
沙威之所以能转变，是因为身上有善的因素，经过点化，终于醒悟过来。
而小说中作为恶的代表的泰纳迪埃，从他在滑铁卢战场上盗尸开始，继而虐待柯赛特，把柯赛特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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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钱树，破产后他流窜到巴黎，以行骗、盗窃为生，与城狐社鼠结成一伙，企图敲诈让·瓦尔让，被
马里于斯告发，警方将他逮捕，他潜逃后又企图勒索马里于斯，从头至尾他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向善
之心，让·瓦尔让的高尚行为也丝毫触动不了他，仁爱精神对他起不了任何作用。
雨果似乎意识到仁爱精神的局限性。
毫无疑问，雨果认为除了仁爱，还需要实现共和。
他怀着巨大的热情，描绘了—八三二年六月五日的人民起义和共和主义的英雄们。
这场起义的起因是，共和派的拉马克将军的出殡队伍受到政府军的阻遏，酿成冲突，共和派筑起街垒
，与政府军对峙。
这是共和主义与君主立宪的一次冲突。
雨果鲜明地站在共和派一边，赞扬起义是“真理的发怒”，街垒是“英雄主义的聚会地”，他通过人
物之口说：“只要人类没有进入大同世界，战争就可能是必要的，至少抓紧时机的未来反对拖延滞后
的往昔那种战争是必要的。
⋯⋯惟有用来扼杀权利、进步、理性、文明、真理的时候，战争才变得可耻。
”雨果对正义战争的肯定，实际上与仁爱济世的思想是相抵触的。
换言之，雨果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仁爱济世的观点。
雨果赞美斗争，同他自身的行动——反对拿破仑第三——完全合拍，他思想上的升华是实际斗争的结
果。
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组英雄群像。
他笔下的昂若拉是罗伯斯比尔的信徒，“ABC之友社”的核心人物。
他认识到未来将消灭饥荒、剥削、随着失业而来的穷困、随着穷困而来的卖淫，目前的斗争“是为了
未来必须付出的可怕代价。
一次革命是一笔通行税。
⋯⋯兄弟们，在这儿牺牲的人，是死在未来的光辉里，我们要进入一座充满曙光的坟墓”。
即通过斗争改变黑暗的社会，争取未来的太平盛世，这是充满民主激情的话语。
他坚定沉着，临危不惧。
雨果有可能根据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之一的圣鞠斯特来塑造他。
马伯夫是个八旬老翁，平时侍弄花草，生活清贫，但起义爆发后，便赶到街垒，街垒上的红旗被击落
时，他视死如归，攀登到街垒的最高处，把红旗牢牢地竖起，壮烈地牺牲了。
加弗罗什是个巴黎的流浪儿(泰纳迪埃把他遗弃了)，虽然生活无着，却总是快活乐观，自由自在，爱
哼幽默小调。
他很狡黠，又很成熟，是贫困和谋生的需要把他造就成这样的。
他有金子般的心肠，对比他小的流浪儿慷慨解囊，侠义相助，关怀保护。
这个“世上最好的孩子”是法国文学中最生动传神、机灵可爱的儿童形象之一。
他参加过一八三。
年七月革命，如今又是一马当先，出入于街垒的枪林弹雨之中，如入无人之境。
最后，起义者即将弹尽无援，他跑出街垒去搜集子弹，一面还唱起调侃的小曲嘲弄政府军，不幸饮弹
而亡。
这一青一老一小，代表了敢于起来斗争的人民，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新时代的曙光，寄托了雨果的共
和思想。
英雄群像的塑造，多少减弱了雨果人道主义的说教。
在起义的参加者中，还应该提到马里于斯。
雨果笔下的人物很少表现出思想的曲折变化，而马里于斯是个例外。
他原先受到外祖父吉尔诺曼的影响，是个保王派。
他父亲蓬梅西是拿破仑手下的战将，在滑铁卢战役中立了战功，受封为男爵。
吉尔诺曼敌视他，不让他与马里于斯见面，否则要剥夺马里于斯的继承权。
蓬梅西为儿子的前途着想，只得忍气吞声，只能趁儿子上教堂之际，偷偷去看儿子。
他死时给儿子留下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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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于斯受到震动，暗地里查阅书报，了解到父亲的英勇事迹，终于改变了立场，与外祖父决裂，离
家出走，接触到“ABC之友社”的共和派青年。
不过，他心底里还残留着旧观念：他对于自己的姓氏上加上一个“德”字表示贵族身份，还是相当看
重的；他得知匪首泰纳迪埃是他父亲的“救命恩人”后，不忍开枪报警；泰纳迪埃入狱后，他每星期
哪怕借钱，也要送给这个恶棍五法郎。
后来他又赠给泰纳迪埃一大笔钱，帮他逃往美洲。
他参加街垒战起初是因为失恋，想一死了之，但经过街垒战的洗礼，马里于斯最终成为共和主义者。
他的变化反映了整整一代青年的思想转变历程。
雨果并不讳言，这个人物有着他自身的影子。
雨果青年时代由保王派转向共和派，从母系观点转向父系观点，与马里于斯相似。
甚至马里于斯和柯赛特的爱情也有雨果和朱丽叶的爱情投影：柯赛特的教育近似朱丽叶所受的教育，
柯赛特和马里于斯的婚礼在一八三三年二月十六日举行，这一夜雨果就是在朱丽叶家度过良宵的。
由于马里于斯的形象糅合了作者的个人经历，因此他的思想转变过程写得层次分明，细致含蓄，较有
深度。
雨果把他放到起义中接受洗礼，表明他对共和理想的追求和向往。
《悲惨世界》在艺术上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从《巴黎圣母院》到《悲惨世界》，雨果的小说艺术有很大变化。
《巴黎圣母院》纯粹是浪漫主义的，而在《悲渗世界》中，现实主义占有不小比例，这部小说是现实
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
用法国的雨果研究专家让一贝特朗·巴雷尔的话来说，《悲惨世界》的现实主义，“是以巴尔扎克的
方式使人相信一个浪漫的故事”。
雨果在一八六二年给阿尔贝·拉克罗瓦的信中说：“这部作品，是掺杂戏剧的历史，是从人生的广阔
生活的特定角度，去反映如实捕捉住的人类的一面巨大镜子。
”这句话强调的是真实地再现人生，十分注重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
雨果还说过：“但丁用诗歌造出一个地狱，而我呢，我试图用现实造出一个地狱。
”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悲惨世界》成了一幅历史壁画：基本上从滑铁卢战役揭开序幕，而以复辟
时期和七月王朝初期为主要时代背景，战场、贫民窟、修道院、法庭、监狱、贼窟、新兴的工业城市
、巴黎大学生聚集的拉丁区、硝烟弥漫的街垒，等等，构成了一幅广阔的十九世纪初期法国社会生活
的绚丽画面。
雨果以史诗的雄浑笔力、鲜明色彩和抒情气氛来再现这幅时代壁画。
滑铁卢战役是一篇惊天动地、惨烈壮观的史诗；让·瓦尔让的受苦受难，挣扎奋斗，为在社会上取得
立足之地而历尽坎坷，这也是一篇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史诗；一八三二年六月的人民起义，更是一
篇英勇壮丽、响彻云霄的史诗。
雨果的史诗笔法本身已包含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滑铁卢的每一个重要细节、事件的发展顺序，雨果都不违背史实，力求准确。
雨果认为拿破仑的惨败是符合规律的，他早已无立足之地，败机早已隐伏。
这无疑是现实主义的观点。
然而，战争那种阴惨不祥的气氛，沉寂了的战场恐怖的夜景，雨果对命运注定的渲染：“一只巨大的
右手在滑铁卢投下了阴影。
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天，超人的力量确定了这一天⋯⋯冥冥中有一种可怕的存在。
”这些都带上了浪漫主义色彩。
小说中的场景大半是写实的，但有的篇章，如巴黎下水道的奇景纷呈和藏污纳垢，让’瓦尔让身背受
伤的马里于斯长途跋涉，遇到下陷的泥坑而免于一死，在出口处又遇上泰纳迪埃和沙威，真是无奇不
有。
在人物塑造方面，让·瓦尔让基本上是通过现实主义的方法描绘的，但他能扛起陷在泥沙里的马车；
冒险在高空救出跌落在半空中的水手，随后又摔下去，落在两艘大船中间，潜水逃脱；在大批警察包
围中，他不仅自己翻过高高的围墙，而且把柯赛特也弄进修道院；他毫无惧色地将烧红的烙铁按在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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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的手臂上，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从窗口逃走；他几次都能死里逃生，令人扼腕称奇。
让·瓦尔让几乎是一个半神半人的人物。
雨果宣称，小说写的是他“从恶走向善，从错误走向正确，从假走向真，从黑夜走向白天，从欲望走
向良知，从腐朽走向生命，从兽性走向责任，从地狱走向天堂⋯⋯起始是七头蛇，结尾是天使”。
雨果是通过浓厚的浪漫主义手法去描写他的经历的。
《悲惨世界》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色是精细的心理描写。
浪漫派素来对心理描写十分重视。
但在《巴黎圣母院》中，心理描写还没有大量采用，这一艺术手法在《悲惨世界》中则放出异彩。
雨果在描绘让·瓦尔让、沙威、马里于斯和吉尔诺曼时，充分运用了心理描写。
对让·瓦尔让的思想分析，贯穿这个人物的始终。
小说开卷，他刚刚出狱，对社会加于他的残害感到愤怒和敌视。
随后，他重新做人，面对尚马蒂厄的冤案，他的脑海里掀起了风暴。
他完全可以不理这个案件：他好不容易当了市长，为百姓造福，如果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就要重新坐
牢，变成不齿于人的狗屎，滨海蒙特勒伊城就要毁于一旦。
可是这样做违反了良心，要对得起良心，这才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追求。
他窃取了另一个人在阳光下的位置、生活和安宁，置别人于死地，这样他就会虚度一生，白白地苦行
赎罪了。
他斗争了一夜，总算想清楚一点，于是毅然赶往开庭审判的地方。
他曾庆幸找不到马车；当马车的辕木折断时，他又欣喜地感到去不成了；待到听见案子审完了，他又
松了一口气，走不进审判大厅，又斗争了许久，他一度往回走，最后还是返回。
这一连串描写，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他要克服自己的杂念，苦苦挣扎的心理状态。
自从他与柯赛特相依为命以后，他生怕失掉了她。
一旦发现马里于斯的异常表现以后，马上带上柯赛特离开武人街，搬回普吕梅街。
及至从镜子上看到吸墨纸上柯赛特写给马里于斯的字条，真是如雷轰顶，陷人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
日之中。
但他对柯赛特的爱仍然起着作用，这使他关心马里于斯的下落和安全。
他恨马里于斯要夺走他的心头肉，却又在马里于斯受伤倒下时把他救走，历尽艰难，把马里于斯送到
吉尔诺曼家里。
这种爱与恨混杂的微妙心理写得活灵活现、真实感人。
他不愿因自己的苦役犯身份，有碍于柯赛特的婚姻和幸福，想方设法不在婚约上签字，不参加婚宴。
他也不愿意对马里于斯永远隐瞒自己的身份，及时地向马里于斯和盘托出，宁愿受到鄙视，可是却无
法克制想看到柯赛特的心愿。
至此，一个脱胎换骨、无比正直的人物终于塑造出来了。
雨果对沙威也依仗心理描写来刻画，其难度不下于描绘让·瓦尔让。
这样一个死心塌地为官府效力的警探，源于他有一套深信不疑的信条，他要严厉执法，毫无同情之心
，凡是犯过罪的人，他认为永远不可救药；在他看来，沦为妓女必然下贱，而公子哥儿的所作所为必
定是对的。
他脑子里似乎没有思想斗争。
但是，奇迹在他身上发生了。
让·瓦尔让不仅没有利用机会报复，把他枪决，反而将自己的住址告诉了他，让他去捉拿。
面对这样的宽厚、人道，他无地自容，他的信条动摇了，他“偏离正道”，居然放走了让·瓦尔让。
这时，他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交出让‘瓦尔让，这样做不好；给让·瓦尔让自由，这样做也不
好。
第一种情况，执法的人堕落得比苦役犯还低贱；第二种情况，苦役犯比法律还高，将脚踩在法律上面
。
这两种隋况都有损于沙威，采取哪种决定都要堕落。
”他不能容忍存在“一个神圣的苦役犯，一个不受法律制裁的苦役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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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失去了信念之后，感到惶恐不安，认为自己出于冷悯而违犯法纪。
他发现自己面前升起一颗“陌生的美德太阳”，这个“秩序的监守者、不可腐蚀的警察、保卫社会的
看门狗”，是“在法律的模子里整块铸成的惩罚塑像”，如今发现自己有一颗讲人道的心。
他对自己的变化无法解释，他对自己的行为无法调和，于是只有一条出路：跳下塞纳河自尽。
雨果对这个人物的最后转变是描写得合情合理的，他的心理状态把握得十分准确。
马里于斯的转变过程和所思所想，同样描写得细致入微。
他从保王派转到共和派是在查阅了报纸和战报之后，他“又怕又喜地看到群星璀璨⋯⋯还有升起一颗
太阳”。
他发觉至今对拿破仑和其他事态发展都搞错了，认识到拿破仑策划了“旧世界崩溃”，是一个“负有
天命的人”。
他从崇拜拿破仑转到站在共和派一边，他的观点甚至比共和派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觉得自己有负于父亲，便念念不忘执行父亲的遗嘱。
可是，他找不到泰纳迪埃。
他想不到泰纳迪埃是个歹徒，他委决不下：如果他开枪报警，那个白发先生就会得救，而泰纳迪埃却
要完蛋；如果他不开枪，白发先生就会牺牲，他无法向柯赛特交代，而泰纳迪埃就会逃之夭夭。
要么违背父亲的遗嘱，要么让罪恶得逞!他处于两难境地。
这是爱情与报恩遇到了矛盾，他无法解决，其实他是怂恿了罪恶，要执行父亲的遗嘱办事略占上风。
后来，他得知割风先生是苦役犯以后，设法要同他划清界线，把他从家里赶走，直到发现让·瓦尔让
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他给柯赛特的巨款是他自己的钱以后，才醒悟过来，感到让·瓦尔让行为崇高。
而他对泰纳迪埃的勒索虽然气愤，却仍然慷慨地送给他钱，并出了一大笔钱让泰纳迪埃逃到美洲去，
而不是报警，对这个坏蛋绳之以法。
两相对照，仍能看出他思想深处的偏袒心理。
吉尔诺曼是一个顽固的老古董，坚定不移的保王派。
他发现了马里于斯怀念自己的父亲以后，两人剑拔弩张，互不相让。
他一怒之下，把马里于斯赶出了家门。
可是，他是真心喜欢这个外孙，几年下来，他的防线渐渐守不住了：他要求别人不再向他提起马里于
斯的名字，又暗暗抱怨别人对他俯首贴耳；他从不打听马里于斯的情况，可是总在想他，他的自尊心
对他说要赶走马里于斯，但他默默地摇着老迈的头，忧郁地回答不。
他非常希望马里于斯能回到身边，但他嘴上还是很硬的，而且浪荡的习性不改，见到马里于斯以后，
无意中贬低了柯赛特，得罪了马里于斯，马里于斯再次愤然离去。
这一次终于把他打垮了，最后他向马里于斯彻底屈服，答应让马里于斯娶柯赛特，甚至在马里于斯面
前赞扬雅各宾党，但他实在说不下去，跑出房间，把真心话吐出来。
这个老人的特殊心态刻画得惟妙惟肖。
应该指出，对照艺术在《悲惨世界》中也有所体现。
作为对照艺术大师，雨果善于作人物的对比。
让·瓦尔让与沙威是一对矛盾体，互为对照。
一个虽是罪犯，但要改恶从善；另一个虽是警察，但执法过严。
一个不断做善事，却屡屡碰壁，另一个不断做错事，也未见得步步高升。
一个平安死去，另一个以自杀告终。
让·瓦尔让与福来主教是彼此有关的另一对。
让·瓦尔让由恶至善，而福来主教是善的化身；后者是善的本源，前者是善的扩散。
沙威与泰纳迪埃又是互有关联的另一对。
沙威是一条看门狗，不管什么人都乱吠一气，本质上并不能说很坏；而泰纳迪埃是恶的化身，狡猾、
阴险、恶毒、工于心计(他的妻子与他构成夫唱妻随的又一对，形体上一胖一瘦，一大一小，精神上虽
是同样歹毒，妻子只是他的跟屁虫)。
芳汀和柯赛特的身世形成对照，芳汀悲惨，而柯赛特是先苦后甜，她享受到母亲得不到的幸福。
马里于斯和吉尔诺曼老人是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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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是犟脾气，一个年轻气盛，决不让步，爱情热烈专一；另一个年老体衰，出于爱后代不得不让
步，性格轻薄，爱寻花问柳。
雨果已不再仅仅限于美丑对照，像在《巴黎圣母院》中所做的那样，而是以不同类型的性格、经历、
精神特点、点与面等等的差异，作为对照物，使对照艺术得到更充分的运用。
人物对照艺术有助于人物形象显得更为鲜明，避免雷同；而在叙述上也更为曲折有致，增加兴味。
从全书的结构来看，描写起义的第四卷是高潮。
前三卷的人物都朝着街垒战发展，经过三重的准备，一下子将所有的人物都集中在一起，熔铸于一炉
；包括沙威的感化都是在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发生的。
小说至此，已达到最高点，随后便通向结局。
结构上取得了均衡的效果。
有序幕：米里埃尔主教感化让·瓦尔让；有发展：让·瓦尔让做善事、芳汀的故事、柯赛特的故事、
让·瓦尔让与沙威的周旋；循序渐进，一步步达到高潮；最后是大团圆的结局。
就像一出戏剧，安排得当，情节虽大起大落，却错落有致，显示了雨果的小说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
地步。
郑克鲁二00二年二月一日于上海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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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悲惨世界》是法国著名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继《巴黎圣母院》之后创作的又一部气势恢宏的
鸿篇巨著，是最能代表雨果的思想和艺术风格的长篇小说。
全书以卓越的艺术表现力，通过对冉阿让等人的悲惨遭遇以及让·瓦尔被卞福汝主教感化后所做的一
系列令人感动的事迹的描写。
向人们展示了一幅自1793年法国大革命到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期间法国近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辉
煌画卷，深刻揭露和批判了19世纪法国封建专制社会的腐朽本质及其罪恶现象，对穷苦人民在封建重
压下所遭受的剥削欺诈和残酷迫害表示了悲悯和同情。
小说集中反映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饱含了雨果对于人类苦难命运的关心和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念，
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被誉为“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和“人性向善的精神史诗”，是世界文
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

相关推荐：
忏悔录（名家全译本。
一部掺合着辛酸的书，细数卢梭不幸岁月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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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雨果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悲惨世界（上下）>>

书籍目录

上卷
　第一部 芳蒂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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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 马里尤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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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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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Page 1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悲惨世界（上下）>>

编辑推荐

Page 1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悲惨世界（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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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