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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深刻地理解
人性和世界＞＞＞

昨天的世界

作　者：茨威格　
国　别：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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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的散文感情激越，文笔富丽华美，使读者的情

感会不由自主地随着“茨威格式”的文字起伏跌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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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茨威格（１８８１－１９４２年），奥地利著名作

家。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经历》（１９１１年）、

《马来狂人》（１９２２年）、《感觉的混乱》（１９２７年）、《人的命

运转折点》（１９２７年）、《象棋的故事》（１９４１年）等。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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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小说有中短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

茨威格

中的二十四个小时》、

长篇《焦躁的心》。传

记作品有为巴尔扎克、

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

斯基作传的三部曲《三

位 大 师》（１９２０ 年）、

《罗 曼 · 罗 兰》（１９１２

年）、《同精灵的斗争》

（１９２５年）、《三个描摹

自 己 生 活 的 诗 人》

（１９２８年）、《约瑟夫·

福煦》（１９２９年）、《精

神 疗 法》（１９３１ 年）、

《玛利亚·斯图亚特》（１９３５年）和《鹿特丹人埃拉斯穆德

的成败》（１９３５年）、《异端的权利》（１９３６年）；戏剧作品有

《忒耳西忒斯》（１９０６年）、《耶利米》（１９１７年）；回忆录《昨

天的世界》（１９４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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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录》是茨威格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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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最后的散文作品。应该说，这是一本沉重的书，因为它

记载的是一段交织着希望与失望、理性与荒谬的历史。

茨威格在这本书里用他饱含感情的笔触，记述了从１９世

纪末到二战前欧洲那段纷繁复杂、被战争阴影所笼罩着

的历史，字里行间充溢着对欧洲这个精神家园的深切

忧虑。

弗洛伊德

这本书主要是回

忆与作者交往过的欧

洲文化名人：年轻时维

也纳的天才诗人霍夫

曼斯塔尔，一战中与他

一起掀起反战运动的

罗曼·罗兰，流亡英国

的犹太心理学家弗洛

伊德，还有高尔基、罗

丹、里尔克等，他们犹

如一颗颗闪耀在黑暗

夜空中的明星，点点亮

光，抚慰着人们痛苦的

心灵。“你要发现一个民族或者一座城市最关键和最隐

秘之处……只能通过这个民族或者这座城市最优秀的人

物。”茨威格就是通过回忆与这些文化名人的交往表达了

他的世界主义和“欧洲统一”的理想：“我的写作意图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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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就是面向欧洲，超越国界的……我曾常常在我世界

主义的梦幻里为自己偷偷地描绘这样的情景：没有国家，

不用为某个国家承担义务，从而让所有的人没有区别地

生活在一起，该是多么美好，多么符合我自己的内心感

情啊！”

书中茨威格还用轻快流畅的笔触描写了他的诞生地

维也纳，写到了维也纳的文化和艺术名人，维也纳的剧

院、博物馆、大学、摆满报纸的咖啡馆，当然还有那些飘着

音乐和花香的林荫道，也写到自己年轻时对文学、艺术的

痴迷。维也纳有着源远流长的丰厚博大的文化传统与氛

围，他爱它，依恋它，因为那是荟萃了欧洲文明的精华精

神之源，是一种强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是塑造品格、灵

魂、理想与情趣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茨威格也用沉痛的笔调控诉了法西斯主义危害人类

文化的各种野蛮行径，表达了他的人道主义立场。面对

科学技术在２０世纪取得的惊人成绩，茨威格也表达了他

对人类前途的忧虑和思考。

该书文字优美，感情真挚，在充满激情的描绘中注入

了对现实社会的理性思考，是难得的散文佳品。从中可

以读到茨威格对现实生活的理性思考和对人类终极关怀

的人道主义热忱，也可以读出他那颗为了人类文明的崇

高理想而奋斗不息的高尚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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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最美的坟墓

在俄国我所见到的再没有比托尔斯泰的坟墓那么伟

最美的坟墓

大和那么使人感动

了。……一个小小

的矩形山丘，上面

都是参天大树笼罩

着———没 有 十 字

架，没有墓碑，更没

有铭文！这位伟大

的人物入葬时不留

姓名，世上再也没

有人像他这样对自

己的姓名和荣誉感

到痛苦；他默默地

被埋葬在这里，从

外表上看，像一个偶然被发现的流浪汉或者像一个不知

名的士兵之墓。谁都可以踏进他这块永久之地，虽然周

围有栅栏，但在人行小路上从来没有封闭过。唯有人们

的敬意护卫着这位永远不休息的老人的最后的安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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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们总是对陵墓的宏伟壮观深表惊奇，而这里的坟茔

却以出奇的简朴更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微风像上帝的低

语在这座没有名字的坟墓上沙沙作响，除此之外，便是一

片寂静。人们可以从这里走过，除了知道这里埋着一个

人，在俄国的土地上埋着一个俄国人，其他什么也不知道

了。可是，无论是拿破仑的墓室在巴黎荣军疗养院教堂里

大理石拱门之下，歌德的灵柩与奥古斯特公爵的灵柩都在

君王陵寝里，还是伦敦的名人墓地威斯敏斯特教堂，都是表

面显赫，但它们的景象都不及这座在树林中的、非常安谧的

无名坟茔这样感人至深，因为在它上面风儿微微低语，而坟

墓本身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信息。

（徐有敬、徐红、王桂云译，安徽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Ｍｉàｏ

妙
Ｙǔ

语
Ｘｉé

撷
Ｃｕì

萃

?你想了解一个民族和一座城市的最隐蔽之处，绝

不能通过书本，即使你到处闲逛无数次，也无济于事，只

有通过了解或认识该城或该民族中的最优秀人物才能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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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一　茨威格生平

茨威格出生于１８８１年１１月２８日，他的父亲是维也

纳的一个犹太裔富商。因为家境富有，因此从小受到了

正规的教育，同时受到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艺术熏陶。

茨威格在１６岁的时候，就在维也纳的《社会》杂志上发表

了诗作。他于１８９９年中学毕业，然后进入维也纳大学学

习德国和法国文学，期间研读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

斯基的作品，并且翻译过法国波德莱尔和魏尔伦、比利时

凡尔哈伦的诗歌。于１９００年到柏林学习了一个学期。

他还专门到社会底层研究一些被人唾弃的卑贱者的内心

世界及生活经历。１９０３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

茨威格早期的诗集《银弦》（１９０１年）和《早年的花冠》

（１９０６年）、小说集《埃利卡·艾瓦尔德之恋》（１９０４年）

等，由于受到当时盛行的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影响而

缺乏新意，因此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关注。

从１９０７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茨威格的作品逐渐成

熟起来。期间的作品有剧本《泰西特斯》（１９０７年）、《海

滨之屋》（１９１２年）和《化身戏子》（１９１３年），还有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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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经历》（１９１１年）。

年轻时的茨威格

１９１４ 年 第 一 次 世

界大战爆发了，茨威格

在《柏林日报》上发表了

名为《致外国友人》的文

章，表明了自己忠于同

他们的友谊以及来日与

他们共同重新构建欧洲

文化的愿望。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有

很多著名作家都没有摆

脱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

主义的影响，只有少数

作家还能够保持清醒的

头脑，茨威格就是其中

的一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如饥饿、寒冷、通货膨

胀让茨威格有了很大的触动，而社会道德的沦丧对他的

触动是最深的。这之后的２０多年是他创造作品最多的

时期，其中有传记著作，还有小说。

１９３３年希特勒上台之后，维也纳事件于１９３４年发

生，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要求德国与奥地利合并，茨威格

不得已便迁往英国。１９３８年，奥地利与德国合并以后，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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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加入了英国国籍，后来又到了美国，１９４０年，再次从纽

约到了巴西。

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３日，茨威格和他的妻子在巴西共同服

毒自尽。在他去世之前，完成了《昨日的世界———一个欧

洲人的回忆录》，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他那一代

人的历史。这是对昨日的世界，也就是对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沉沦的资产阶级世界的回忆。他去世之后，小说

《象棋的故事》（１９４１年）发表了，这是他一生最后的一篇

小说，小说讲的是一个心灵和才智受到纳粹分子摧残的

人的经历。

茨威格一生同情并写过很多人的不幸遭遇，他的不

幸遭遇也得到一切反法西斯的人们的同情。

　　链接二　维也纳简介

维也纳位于阿尔卑斯山麓的一个小盆地中，美丽的

多瑙河穿过维也纳市区。维也纳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

公元１世纪就是古罗马的要塞，还曾经是罗马帝国和奥

匈帝国的首都，现在则是奥地利的首都。

维也纳是连结东欧和西欧的交通枢纽，也是来往于

亚得里亚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的通道，是广受世界各地人

士喜爱的旅游城市。城内的建筑古老、典雅而雄伟，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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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历史性建筑物和政府机关。斯特凡大教堂雄伟而壮

丽，是维也纳的象征。在这里，高轮大马车缓行于石板小

街上，另有一番情趣。

维也纳的建筑

人们对维也纳的称号也很多，比如音乐之都、装饰之

都、文化之都、建筑之都。置身于维也纳，人们会感受到

浪漫的生活氛围：老城区中有很多保存完好古老建筑，优

美的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和洛可可式建筑随处可见，不

管从哪个角度看都具有不同的意境；城市上空始终萦绕

着各种动人的音乐，空气中也漂浮着浓郁的咖啡香……

维也纳虽然不似巴黎那样繁华漂亮，但它却有一种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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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丽。你能够从行人及其步履中感受到这个城市没有

丝毫的阴霾，就像维也纳的华尔兹一样清丽。

舒伯特

提 到 维 也

纳，人们都会自

然地联想到贝多

芬、莫扎特、舒伯

特、约翰·施特

劳斯等著名音乐

大师，因为这里

是欧洲许多著名

古典音乐作品的

诞生地，也是著

名的圆舞曲华尔

兹的故乡，一直

享有世界音乐名

城的盛誉。世界

各地许多著名的音乐家都曾经到维也纳居住，从事创作

和演出活动。漫步于维也纳市区，几乎随处都有一座座

造型逼真的音乐家雕像，城市内的许多街道、公园、剧院、

会议厅等也都是用世界著名音乐家的名字来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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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三　《世间最美的坟墓》赏析

《世间最美的坟墓》节选自《日落》。

托尔斯泰画像

《日落》是１９２８

年茨威格苏联之行

的观感。他对新生

的苏维埃国家有自

己独特的观察和理

解。而在托尔斯泰

那朴素的墓地前，

他读懂了一种超越

时空的朴素之美，

感受到了心灵震撼

的力量———回归平

凡、回归大众、回归

自然。也许托尔斯

泰活着时有太多的

困扰和不自由，而

只有躺在这样的坟墓里才能体会到回归自然的幸福，这

一方平凡的朴素的坟墓正好成了托尔斯泰平民化理想的

一种延续。而真正震撼人心的正是托尔斯泰对理想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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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追求，即对人的本质的追求，对功名利禄、金钱、地位的

彻底否定。“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连托尔

斯泰这个名字也没有”，正是这种回归人的本质的平凡折

射出了一种宁静的朴素之美，一种伟大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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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遍美国＞＞＞ 旅美札记

作　者：显克维支　

国　别：波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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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札记》堪称游记中的典范，如将游记与其他散

文形式比较，即可发现游记作为散文的一种，有别于随

笔、回忆录、散文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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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克维支（１８４６－１９１６年），波兰１９世纪著名的批判

现实主义作家，被誉为“波兰语言大师”。１９０５年，“由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