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1　　　　 出版说明

出 版 说 明

语文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全面素质
教育的基础， 中外优秀文学作品是语文学习的重要内容。 为了全
面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 教育部先后于 ２００１年和 ２００３ 年颁
布了 枟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枠、 枟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
准枠 （以下简称 “新课标”）。 “新课标” 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
阅读量， 指定了 ５２种课外阅读书目， 其中九年义务教育阶段 ２０
种， 高中阶段 ３２种。

为了积极配合语文 “新课标” 的实施， 依据教育部的指定
书目， 我社特面向广大中小学生推出一套普及版 “语文新课标
必读丛书”。 该丛书既包括教育部指定的全部书目， 又根据新课
标的要求作了适当的延伸扩大。

本套丛书具有以下特色：
一、 书目经典， 涵盖面广。 本丛书有适合小学生阅读的中外

童话、 民间故事和中国古代诗歌， 有适合初中生和高中生阅读的
中国古代诸子作品、 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及外国经典长篇小说、 短
篇小说和散文。 这些作品经历了几十年乃至百年、 千年的淘洗而
成为广为传诵的经典， 对培养中小学生的人文精神、 审美趣味和
阅读兴趣， 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有着重要作用。

二、 版本精良， 名家荟萃。 本套丛书选本精良， 质量上乘，
每本书均由国内一流专家、 翻译家倾心打造。 尤其是在外国名著
版本的选择上， 根据教育界、 学术界、 出版界专家的推荐， 我们
从几种、 十几种甚至几十种版本里优中选优， 力求把最精美的作
品奉献给广大中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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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点突出， 实用性强。 本丛书的每一本书前均有一篇
“导读”， 全面介绍作者的生平、 作品的内容及作品的特色， 通
过它读者可以快速地了解本书的内容， 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 文
学特点， 便于自学。 大部分书目还设置了思考练习题和名句摘录
等内容。 思考练习题重在引导学生展开横向和纵向思维， 拓展想
象空间， 扩大中小学生的想象力； 名句摘录部分便于学生朗读背
诵。 通过阅读名著、 背诵名篇， 可以更有效地应对中考、 高考，
实用性大大增强。

四、 装帧精美， 定价低廉。 本套丛书版式灵活， 印制精美，
根据小学、 初中、 高中各学段的情况灵活多样地设定版式； 有的
根据需要， 还配有形象生动的插图。 在保证丛书高质量的同时，
还响应国家减轻学生经济负担的要求， 定价较低， 适应中小学生
的购买能力。

总之， 本丛书文质兼美， 适合中小学生阅读， 希望它能得到
广大学生、 家长、 老师的喜爱， 对中小学素质教育有所裨益。

山东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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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枟红与黑枠 是法国小说家斯当达 （１７８３—１８４２） 的代表作。
在十九世纪时兴的现实主义小说中， 它是出现较早的杰作之一。
从问世至今， 它一直受到法国、 欧洲乃至世界文学读者的推崇。
即使在中国， 它也得到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读
者的喜爱。 其中原因， 自然多多。 但究其根本， 自然是在它的文
学价值。

什么是文学价值？ 说简单些就是， 当我们阅读一部文学作品
时， 它能吸引我们、 感动我们， 使我们在被吸引和被感动中有所
体悟、 有所认识， 自然也有了心灵的欢欣与快乐。

枟红与黑枠 为什么能吸引、 感动我们并让我们有所悟、 有所
得、 有所乐呢？

习惯的解释常常提到它反映了 “法国复辟时期的社会生
活”， 这自然是有道理的。 作者不仅为此用了很多的笔墨与篇
幅， 而且特别用 “一八三〇年纪事” 作副题表达对这一历史时
期的殷切关注。 但复辟王朝的黑幕、 教会世界的肮脏、 巴黎作为
“阴谋与伪善” 的中心的种种丑陋， 更是小说主人公活动的宽广
舞台。 我们当然可以从这个舞台上展示的环境、 背景、 情境中去
感受那个有些遥远的时代， 但更吸引、 感动我们的是它的故事与
它的人物。

枟红与黑枠 有一个很好、 很曲折、 很动人的故事： 一个出身
于木工场小业主家庭的小城青年， 聪明、 有意志、 有追求、 有理
想， 他崇拜卢梭、 崇拜拿破仑， 他想有所作为、 出人头地； 但他
出身卑微， 这在复辟时期注定了道路坎坷、 处处受压。 可是这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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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熄灭一个年轻的反抗者、 奋斗者炽烈的欲望， 他用自己的年
轻、 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能力， 也用适应彼时社会的 “武
器” ———虚伪开始了他的奋斗之旅。 他先是以 “报复”、 “冒险”
和 “爱欲” 征服了德· 瑞那市长夫人； 待事情败露后他又进入
了贝藏松神学院， 他的苦修与才能再次得到神学院彼拉院长的赏
识； 虽然神学院内的复杂纠葛最终使他被迫离去， 但彼拉院长还
是举荐他进入了巴黎的德· 拉穆尔侯爵府。 在这里， 他不仅因才
能出众得到侯爵的高度信任， 而且同时赢得了侯爵女儿玛娣儿特
小姐的芳心。 这是一场出身悬殊、 门第迥异的爱， 始于反对、 终
于认可的侯爵只好接受了这桩婚事， 而且给了于连骑士称号、 中
尉军衔和二万零六百法郎年入的庄园， 此时之于连可谓如愿以
偿、 志得意满。 不想风云突变： 德· 瑞那夫人的一封告密信毁了
他的一切， 激愤中的于连枪击德· 瑞那夫人， 也把自己最终送上
了断头台。 爱恨情仇 ， 生死恩怨， 跌宕起伏， 可谓好故事。

但 枟红与黑枠 最要紧的其实是于连这个平民出身的青年在
其中展示的人生和命运： 他坎坷的生活， 他色彩斑驳的爱情， 他
英雄主义的反抗以及作为失败者的悲剧终局。 人们对于连寄寓充
分的同情———在不平等、 不公正的社会与时代环境中， 他有充分
的理由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 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努力、 不
懈反抗。 他的每一次成功都令人感奋， 亦如他的一次又一次失败
令人叹息。 他最终的被处死所激发的同情感到达顶点： 不公正、
不平等的社会命定式地杀害了一位反抗时代的英雄。 但人们的感
受并不纯粹， 在给予于连充分的同情时， 不由地心生困惑： 主人
公的若干 “手段” 与某种 “意识” ———比如 “野心” 该如何评
价？ 由此产生出不少朴素的指责，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
也成为在一些教科书里仍有痕迹的评论基调。 其实， 当我们面对
一个活的艺术形象时， 万不可把一种 “道德范式” 强加于它
———在一般的阅读心理中， 我们常常希望自己接纳、 承认、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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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尊崇的人物是完美无缺的， 这可能是认识的一个误区。 适当
的方法是我们应该置人物于他的时代、 他的环境、 他的性格、 他
的处境之中， 这样的一个人在这样的时代、 环境、 处境中做了他
必然做、 必须做的事， 如此而已。 这里的道德评价离开了 “具
体事物具体分析” 的历史唯物主义而走向了非历史主义的、 抽
象的 “道德化”， 而 “道德化” 却常常是我们在阅读与批评中一
不留神便会滑入的习惯性思维轨道。 至于 “野心” 之说乃是很
暧昧的指责， 虽然我们不能说 “野心” 与 “雄心” 完全是一种
主观性的表述， 但其明显的褒与贬却与客观性颇有距离。 我们不
妨设想： 倘若无于连的 “野心” 又哪有于连的 “反抗” 呢？ 只
要我们用 “文学是人学” 这一尺度把他视为一个 “人” （而不是
一个 “概念”）， 只要我们真正用 “历史的” （而不是 “道德
的”）、 “具体的” （而不是 “抽象的”） 尺度把他放在历史情境
中， 我们便会获得整体性的另一认识： 于连， 一个具有不满、 反
抗意识并能付诸行动的人； 他在自己的历史境遇中完成了自己必
然的命运； 他是历史境遇中一位失败的强者或英雄。 当我们审慎
地使用 “必然” 这一词时是指他的 “手段” 与 “意识” 是别无
选择的———认识到历史的必然就应该放弃道德的诘问； 说 “必
然” 也指他的道路与失败———他是一个先行者， 是一个靠自我
奋斗向社会挑战的人。 这个时代不属于他， 但未来属于他。 他倒
在通向未来的大道上， 因此他的失败与死亡成为英雄的悲歌。

我们不妨再把视野放开些， 比较一下身在变革与交替时代的
同类人物， 或者可以更深刻、 更准确地评价于连： 于连不彷徨，
目标明确， 富于行动， 而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却沉湎于思考而耽
延于动作； 于连不软弱、 不伤感， 而歌德的少年维特举起了枪对
准的却是自己。 行动的、 反抗的于连赢得了文学史的敬意。 高尔
基把这位勇敢的先行者誉为 “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一系列反叛资
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 ‘始祖’”， 这自然是从他所具有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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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层面的意义上去评说的， 在这个意义上， 于连体现的正是一切
可能的社会革命的必定生发地———下层群体的反叛意识与反叛行
为。 如果我们再抽象地从哲学层面去认识， 于连体现的乃是个体
面对群体、 个体面对社会、 个体面对系统、 个体面对既定秩序的
一种关系。 其结论是： 个体的无力、 无奈与失败。 个人主义英雄
和他们的失败证明他们只不过是在陷阱中的勇敢突围者。 个人主
义有英雄， 但没有出路。 这应该是十九世纪的 “英雄” 于连为
何成为二十世纪视野中的 “失败者” 的更现代、 更深刻、 更本
质的看法。

让我们重提 “文学是人学” 这个老话题。 我们可以借用美
学家黑格尔的名言说于连是一个 “充满生气的人”。 在于连身上
兼有的人人可见的积极意义的 “红” （即 “善”） 与招致批评责
难的消极意义的 “黑” （即 “恶”） 恰恰使他成为了历史的、 具
体的人， 这又使他获得了历史的真实性。 由此引出的主人公兼具
善恶的非纯粹性又证明了人的丰富与复杂———雨果说比陆地广阔
的是海洋， 比海洋广阔的是天空， 比天空广阔的是人的心灵， 他
强调的是人的博大， 也是人的复杂与变幻———而人的丰富与复杂
又进一步使于连获得了人性的真实。 历史的真实与人性的真实二
者难能可贵地在于连身上得到统一， 这征服了 枟红与黑枠 每一
位认真而成熟的读者， 也使于连进入了世界文学史上不朽者的行
列。 这也是深刻的斯当达理应得到的回报。

当然， 除了有一个好的故事， 有一个蕴涵丰富、 性格鲜明的
主人公， 枟红与黑枠 艺术上也还有讲究结构、 注重人物心理分析
等特点。 它把故事分布在维璃叶小城、 贝藏松神学院、 巴黎三个
大场景之中， 产生了结构的匀称与平衡； 关于于连深入、 深刻也
入微的心理分析自不必说， 出身上层贵族、 禀性热烈偏执的玛娣
儿特小姐的心理刻画也极为成功， 她对于连的情感反应在小说中
的描述令人有淋漓尽致之感， 而不幸的德· 瑞那夫人也完全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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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意义上去认识。
关于作者， 我们也当有所了解， 因为这有助于更准确地体味

作品。 斯当达原名玛利· 亨利· 贝尔， 一七八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出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市。 他少年时代接受过启蒙作家的作品与
近代科学， 对数学有浓厚兴趣。 他曾先后两次在拿破仑的部队服
役， 参加过在俄国、 德国、 奥地利的战役。 他也曾在拿破仑的政
府供职， 并且一生保持对拿破仑的尊敬， 虽然亦有微词。 拿破仑
帝国垮台、 波旁王朝复辟后， 他侨居意大利米兰并开始写作， 作
品涉及传记、 绘画、 音乐、 时评等。 一八二一年返回法国后， 先
后发表了 枟拉辛与莎士比亚枠 （１８２３—１８２５）、 枟阿尔芒斯枠
（１８２７） 等作品。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 斯当达担任了驻意大
利一海滨小城的领事。 此后十年作家经济窘迫、 疾病缠身， 但创
作颇丰： 与 枟红与黑枠 同享盛名的 枟巴玛修道院枠 （１８３９）、
枟意大利轶事枠 （１８３９） 等皆写作于此一期间。 一八四二年三月
二十日， 斯当达因中风不治， 病逝巴黎。 自信的作家生前已为自
己拟好了朴素、 明快、 颇有蕴蓄的碑文： “亨利· 贝尔， 米兰
人， 写作过， 恋爱过， 生活过。”

关于自己的作品， 斯当达曾说过： “到一八八〇年的时候，
将会有人了解我”， “我一定为二十世纪而写作”。 在已是二十一
世纪的今天， 斯当达可以欣慰地看到： 他的 枟红与黑枠 在中国
青少年读者的手中被又一次打开⋯⋯

仵从巨

２００７年 ６月 １２日于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g1　　　　 敬告读者

敬 告 读 者

本书行将付梓之际， 适值重大的七月事件①， 弄得人心纷
扰， 不大肯朝想象这路径走。 我们有理由相信： 原稿当写于一八
二七年②。

①

②

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 巴黎民众起义， 攻占王宫， 查
理十世退位， 但胜利果实旋为大资产阶级窃去， 引出以路易· 菲利普为首
的七月王朝。

据斯当达专家考证： 起意写作 枟红与黑枠， 当在一八二九年十月二
十五到二十六日之夜； 全书， 至少是上卷， 完稿于一八三〇年五月初。 之
所以说 “写于一八二七年”， 是表示与时政无涉， 但小说副标题又作 “一
八三〇年纪事”， 无异掩耳盗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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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红与黑 g2　　　　

第二十章　匿名信
第二十一章　与当家人的谈话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〇年的作风
第二十三章　长官的苦恼
第二十四章　省会
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
第二十六章　世界之大或富人所缺
第二十七章　涉世之初
第二十八章　迎神赛会
第二十九章　初次提升
第 三 十 章　野心家

下　　卷

第一章　乡村情趣
第二章　初见世面
第三章　第一步
第四章　拉穆尔府
第五章　敏感的心灵与虔诚的贵妇
第六章　说话的腔调
第七章　风湿痛
第八章　抬高身价的荣耀是什么
第九章　舞会上
第十章　玛葛丽特皇后
第十一章　少女的王国
第十二章　难道是个丹东
第十三章　焉知不是阴谋
第十四章　少女的心思



g3　　　　 目录

第十五章　莫非是个圈
第十六章　半夜一点钟
第十七章　古剑
第十八章　伤心时刻
第十九章　滑稽剧场
第二十章　日本花瓶
第二十一章　秘密记录
第二十二章　争论
第二十三章　教士， 林产， 自由
第二十四章　斯特拉斯堡
第二十五章　洁妇的操守
第二十六章　精神之恋
第二十七章　教会里的美差
第二十八章　 枟曼侬· 列斯戈枠
第二十九章　闲愁万种
第 三 十 章　滑稽剧场的包厢
第三十一章　教她有所畏惧
第三十二章　老虎
第三十三章　弱小者的苦难
第三十四章　工于心计的老人
第三十五章　晴天霹雳
第三十六章　可悲的细节
第三十七章　在塔楼里
第三十八章　权势人物
第三十九章　深谋远虑
第 四 十 章　静退
第四十一章　审判
第四十二章　



红与黑 g4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书后附识

译书识语



上　　卷

　真实，
　严酷的真实。①

———丹东

① 一个半世纪以来， 斯当达专家翻遍丹东 （１７５９—１７９４） 著作， 没有
找到类似的句子。 卷首题词， 只表示作者对这位法国大革命领袖的崇敬；
小说中屡次提到丹东， 玛娣儿特小姐还把主人公于连比拟为丹东。 又， 书
中各章题目下的题词， 除英文、 意大利文外， 法文大多系斯当达假托， 有
时虽署上梅里美、 缪塞等人名， 但查无实据， 无从加注， 亦无须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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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小　城

置万千生灵于一处，
把坏家伙拣出去，
笼子里就不会那么欢腾了。

———霍布斯

弗朗什-孔泰地区， 有不少城镇， 风光秀丽， 维璃叶这座小
城可算得是其中之一。 白色的小楼， 耸着尖尖的红瓦屋顶， 疏疏
密密， 星散在一片坡地上； 繁茂粗壮的栗树， 恰好具体而微， 点
出斜坡的曲折蜿蜒。 杜河在旧城墙下， 数百步外， 源源流过。 这
堵城墙， 原先是西班牙人所造， 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了①。

① 译按：枟红与黑枠曾是译者喜读的一部小说。 此书已有赵瑞蕻（作家
书屋，一九四七）、罗玉君（上海平明，一九五四）、郝运（上海译文，一九八
六）、闻家驷（北京人文，一九八八）四家译本；影响数罗译本最大，前后印行
逾一百五十万册。 不才如我，从未想过要译此书，而竟译了此书，当别有际会
耳！ 一九九一年一月三日，浙江文艺出版社刘微亮君初次来访，询及傅译版
本，随后谈及译事，临末，即邀我为该社重译枟红与黑枠。 这颇令我为难，当时
手上正在译纪德。 不料刘君一言九鼎，两天后即试签合同一份；不过我同时
声明：她回杭州后，如社方不同意，合同尽可废止。 不久，出版社寄来正式合
同，势成骑虎，只得勉力为之。 尝为小文，其中说道：初译，不管译得怎样，总
是“词必己出”；复译，就没这么便宜。 尤其前面已有三四个译本，翻译时，碰
到有些字句，真是相避为难，暗合为忧。 好在这四家于我都是师辈；古人云：
“主善为师”，犹恐不及，谅不至责我罪我。 此开篇第一段，除第一句外，多有
借取罗译本字句之处，特示对原译者的尊重与敬意。 近闻，与我同时或稍后，
至少还有四家在译枟红与黑），可谓极一时之盛矣！ 我想，数辈译者的努力，
目的只是一个：为我国读者提供一个可读的本子；当然，最好的情况是，提供
一个与原著相称、甚至堪与原著媲美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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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璃叶北面， 得高山屏障， 属于汝拉山区的一条余脉。 每当
十月， 冷汛初临， 维赫山起伏的峰峦， 便已盖上皑皑白雪。 山间
奔冲而下的急流， 流经维璃叶市， 最后注入杜河， 为无数锯木厂
提供了水力驱动； 这是一种简易作坊， 大多数与其说是市民、 还
不如说是乡民的居民， 倒借此得到相当的实惠。 然而， 这座小城
的致富之源， 却并非锯木业， 而是靠织造一种叫 “密露丝” 的
印花布， 使家家殷实起来： 拿破仑倒台以来， 城里的房屋差不多
已修葺一新。

一进城， 就听到噪声四起， 震耳欲聋： 那响声是一部模样可
怕、 喧闹不堪的机器发出来的。 二十个笨重的铁锤， 随着急流冲
击水轮， 忽起忽落， 轰隆轰隆， 震得路面颤动。 每个铁锤， 一天
不知能冲出几千个钉子。 铁锤起落之间， 自有一些娟秀水灵的小
姑娘， 把小铁砣送到大铁锤之下， 转眼之间就砸成了铁钉。 这活
儿看起来挺粗笨， 初到法瑞边界山区来的游人见了， 不免少见多
怪。 别看这钉厂把大街上的行人震得晕头转向， 假如这旅客进入
维璃叶地界， 问起这爿光鲜的厂家， 是谁家的产业， 别人准会拖
腔拉调地回答： “嗬！ 那是我们市长大人的。”

维璃叶这条大街， 从杜河岸边慢慢上扬， 直达山顶。 游客只
要在街口稍停， 十之八九， 会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 行色匆
匆， 一副要事在身的样子。

一见到他， 路人纷纷脱帽致敬。 他头发灰白， 服装也一身
灰， 胸前佩着几枚勋章。 广额鹰鼻， 总的说来， 相貌不失为端
正。 第一眼望去， 眉宇之间不仅有一市之长的尊贵， 还兼具半老
男子的和蔼。

但他那沾沾自喜的神情， 巴黎客人很快便没好感， 发觉他那
种自得之态， 不无褊狭与拘执的成分。 最后会感到， 此人的才
干， 只在向人索账时不容少给分文， 而轮到要他来偿付时， 则能
拖就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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