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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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

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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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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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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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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者介绍

维克多·雨果（１８０２—１８８５）生于贝藏松的拿破仑麾下的一位将

军家庭。 幼时跟随父亲的军团，足迹遍及意大利和西班牙，度过了

他动荡而充满新鲜感的童年生活。 雨果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

徒，忠诚于波旁王朝。

雨果很早便开始写作。 尚在学校读书时，他便时不时地写些短

诗和长诗，而且还和兄弟合作办了一份杂志，取名《文学保守者》。

雨果早年曾受到夏多布里昂的很大影响。 在他的第一部诗集

《颂诗集》（１８２２）的序言里，他歌颂波旁王朝，赞美中世纪的修道

院和骑士精神，受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八的赞赏，并获得了年金。

１８２３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冰岛凶汉》问世，小说充满了“神

秘”、“恐怖”和各种各样的传奇色彩。 随后，他又出版了另一部描

写 １７９１年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各发生的黑人起义的小说《布格-雅加

尔》。 １８３１年，他的名著《巴黎圣母院》问世，引起轰动，名声大

振，奠定了他在浪漫主义文学史上的地位。 １８６２年，他的另一部脍

炙人口的力作《悲惨世界》创作完成，在社会上引起了更加广泛的颂

扬，好评如潮。 继而于 １８６６年，他出版了描写诺曼底渔民的艰苦生

活并歌颂人与大自然斗争精神的又一部大作《海上劳工》，完成了他

的“命运三部曲”。 在雨果的小说中，《笑面人》（１８６９）、《九三

年》（１８７４）等也堪称杰作。

雨果不但是一位小说家，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除了早年的

《颂诗集》外，他还出版了许多诗集：《东方集》（１８２９）、《秋叶

集》（１８３１）、《暮歌集》（１８３５）、《心声集》（１８３７）、《光影

集》（１８４０）等。

与此同时，雨果在戏剧方面的才能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他的

五幕诗剧《艾那尼》于 １８３０年 ２月在法兰西剧院上演。 它的上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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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派和古典派的第一次交锋，它的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取得了辉煌

的胜利。 １８３８年，他的另一部五幕诗剧《吕伊・布拉斯》上演，该

剧是浪漫主义戏剧的又一杰作。

雨果的作品热情洋溢、气势磅礴，表现了他对人民的热爱。 他

从人民身上找到了美，找到了英雄主义和生活的乐趣，他知道人民是

他创作的源泉。 俄国的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谢德林等，对雨

果的思想及其对人民的热爱作了很高的评价；他也是列夫・托尔斯泰

喜爱的作家之一。

  二、作品梗概

《巴黎圣母院》于 １８３１年 ３月出版。 小说以巴黎圣母院为主要

场景，描写了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达、圣母院敲钟人卡西莫多及副主

教克洛德三个主要人物之间错综复杂、曲折离奇的故事。 小说一开

头便提出了“命运”或“天数”的概念，让美丽的爱斯梅拉达、善良

的卡西莫多、邪恶的克洛德这三个人物在命运安排的碰撞下演绎出悲

剧色彩非常浓重的故事，反映出作者的悲观主义思想。 爱斯梅拉达

的美丽和善良，在丑陋畸形的卡西莫多心中唤起了崇高的情感，使之

创造了自我牺牲的奇迹——为了搭救爱斯梅拉达，他与虚伪的副主教

克洛德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后者这个中世纪的神甫心中燃烧着难以

抑制的情欲，誓要将爱斯梅拉达占为己有，导致美丽的吉卜赛女郎最

终难逃厄运，命丧刽子手的刑具下。 英俊的年轻军官弗比斯，则是

冷酷与自私的特权阶层中的一员，他虽被爱斯梅拉达所爱，但只视她

为玩物，最后竟然成了爱斯梅拉达被处死的直接诱因。 书中再现了

１５世纪的巴黎生活，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中世纪社会各阶层的喧闹

人群：贵族、商人、神甫、乞丐、大学生、主教、宫廷人员等。 书中

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巴黎圣母院这座宏伟高大的教堂，它给人以神秘

的、阴森森的感觉，似乎代表着压迫人的、可怖的封建天主教世界。

  三、人物形象

爱斯梅拉达：一个十五六岁的年轻美貌的吉卜赛女郎，心地善

良，同情弱者，一心向往着美好的生活。 她与年轻的军官弗比斯相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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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天真地爱上了后者，在副主教克洛德的迫害下，被诬为谋杀罪处

死。

卡西莫多：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相貌丑陋，独眼驼背，畸形，

但残缺的躯体内却有着一颗美丽的灵魂。 他虽心中深爱着爱斯梅拉

达，但自惭形秽，不敢表白。 在他的帮助之下，爱斯梅拉达躲过了

副主教克洛德一次又一次的毒手。 最终，在爱斯梅拉达被处死之

后，他躺在了她的尸体旁，一同死去。

克洛德：副主教，道貌岸然，才气很高，但却忘了教规，受不了

禁欲、苦行的折磨，一心想把爱斯梅拉达占为己有。 由于卡西莫多

的阻挠，其阴谋终未能得逞，最后，这个虚伪之徒死在了卡西莫多的

手里。

弗比斯：英俊潇洒的年轻军官，有不少贵族女子仰慕他，但他却

被爱斯梅拉达的美貌所吸引，想要把她搞到手。 其实，地位的悬

殊、出身的不同，决定了他不会真的爱上痴情的吉卜赛女郎。 最

后，由于克洛德的阴谋，他在与爱斯梅拉达幽会之时，被克洛德暗中

刺伤，罪名却被加到爱斯梅拉达的身上，导致她的死亡。

  四、艺术特色

《巴黎圣母院》是一部司各特式的历史小说，是法国浪漫主义小

说的代表作品。 雨果对小说的历史背景做过长期而认真的史料查阅

和考证工作，但小说的情节则是作者想象力的产物，借用情节剧的手

法，实践了崇高和滑稽相结合的原则。 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可

以说，小说的真正主人公不是人物，而是巴黎圣母院这座哥特式大教

堂。 雨果对巴黎圣母院的描写精彩绝伦，引起法国人对哥特式艺术

的兴趣与重视，为保护历史古建筑作出了贡献。 在小说中还展现了

雨果描写历史场景的巨大才华，１５世纪巴黎市民的生活写得极其生

动鲜活。

  五、作品影响

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以及他的《悲惨世界》、《海上劳工》

等），可以说是把浪漫主义小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显示出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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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主义小说艺术的水平和力量。 他以浓重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绘

制出一幅幅鲜亮夺目、明暗强烈对照的画面作为传达其浪漫主义激情

的媒介，塑造出高大的、放射着不平凡的光泽的人物形象以表达作者

强烈的爱憎和理想。 与此同时，作者在书中又以清醒的社会意识、

具有尖锐现实主义的主题以及真切生动的描写，奇迹般地实现了浪漫

主义与现实主义水乳交融的结合，在世界文学中具有一种典范的意

义。 至今，这种具有丰富社会内容与社会意义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小

说，已为任何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所必读或所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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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作  序

几年前，本书作者在参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探索圣母院的时

候，在那两座钟塔中的一座的暗角里，发现墙上有这样一个手刻的单

词：

这几个大写的希腊字母，由于年深日久而发黑，且深深地嵌进石

头里。 我不知道它们那哥特体的怪状和笔法究竟是什么含义，仿佛

在暗示那是个中世纪之人的手迹，特别是它们所蕴涵的悲惨的、宿命

的意味，深深地震撼了作者。

他寻来思去，竭力猜想那痛苦的灵魂会是谁，为什么不把这个罪

恶的或悲惨的印记留在古教堂的额角上就不愿撒手西归。

后来，这堵墙粉刷过或刮擦过（弄不清是哪一种原因），字迹不见

了。 因为近二百年来，人们就是如此处置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中世

纪教堂的。 它们通体都遭受过摧残，内外皆然。 神甫粉刷它们，建

筑师刮擦它们，接着，百姓们又来拆毁它们。

因此，除了作者在此提供的一点微弱的回忆而外，刻画在圣母院

幽暗钟塔角落上的那神秘单词，以及该词如此悲戚地浓缩的那个素无

人知之人的命运，今天已再没剩下什么痕迹了。 好几世纪前在此墙

上写下这个词的人已不复存在了，永远泯灭了，这个词也从教堂的墙

上消失了，而这座教堂本身或许也会很快从大地上消失。

作者正是根据这个词写下了这部书。

一八三一年三月

① 希腊文 ，意为“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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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刊本附记

有人说本版大概增加了好几个“新”章节，这么说是错误的，应

该说是加了“未印稿”。 的确，一说“新”，人们就以为是“新写成

的”，而加进本版的那些章节却并非“新”的，而是和这部作品其他

部分同时写成的，起始于同一时期，源自同一种构思，原本就是《巴

黎圣母院》手稿的组成部分。 再者，作者不相信此类作品在完成之

后还能做一些新的发挥，绝不能任意发挥。 作者认为，一部小说的

所有章节应一贯到底，一出戏的所有场次应一气呵成，可以说必须如

此。 切莫以为构成你们称之为戏剧或小说的那个整体、那个神秘小

天地，在各个部分的多寡上可以随意处置。 拼凑嫁接的方法是会损

害应该一气呵成、不能走样的这类作品的。 一旦写成，就别改弦易

辙，大加修改。 书一旦出版，作品的“性别”无论是“雄”是

“雌”，只要一经肯定和宣布，就定性了，犹如婴儿发出了第一声哭

喊，他（她）就生下来了，性别已定，父母便无可奈何了，就属于空气

和阳光了，死活只好听之任之。 如果你的作品是失败的，那就随它

去吧，不要给失败之作增加篇章。 如果它不完整，则应在构思时就

使之完整。 如果你的树木弯曲扭结，你也无法使它再挺拔了。 如果

你的小说患有沉疴，如果你的小说没有生命力，你也无从把它所缺乏

的生命力再赋予它。 如果你的戏剧生来就是断腿的，相信我，不要

去给它装上假腿。

读者清楚地看出所加进去的这些章节并非特地为这次再版而写

的，作者对这一点特别赞赏。 本书的前几版之所以没有印出这些章

节，是因为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 《巴黎圣母院》第一次刊印时，

包括这三个章节 ①在内的那些材料丢失了。 要么是把它们重新写出

来，要么就弃之不顾。 作者考虑到这三个章节中只有两个章节在知

① 指第四章第六节和第五章的第一 、二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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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广博方面有点重要性，都是关于艺术和历史的章节，但就戏剧或

小说的内容而言，则无伤大雅，读者不会看出它们的缺漏的，而只有

他，作者本人，深知这一缺漏的秘密。 所以他便弃之不顾了。 再

者，如果言必务尽的话，那是他的惰性使得他在重写丢失的三节这一

任务面前退缩了，他认为倒不如另写一部小说来得简单。

现在，丢失的这三节找到了，他便抓住时机使它们归回原位。

因此，这就是他的这本书的全貌，一如他原先想象的，原先写成

的样子。 好也罢，坏也罢；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好，昙花一现也

好，反正这就是他所希望的样子。

对那些鉴别力极强，但在《巴黎圣母院》里一味寻觅悲剧情节和

离奇遭遇的人来说，重新找到的这几个章节想必并无甚价值。 但或

许会另有一些读者，他们并不认为研究研究这本书里隐含的美学和哲

学思想是无用之举，他们在读《巴黎圣母院》时，乐于辨认传奇故事

里的故事以外的事情，并通过诗人的这样一部作品——请勿怪罪我们

用这些有点狂妄的用语——去探索历史学家的体系和艺术家的目

标。        

也正是为了这些读者，在承认《巴黎圣母院》值得成为一部完整

作品的同时，把这几个章节加进了这一版本，这将使《巴黎圣母院》

完整无缺。

在这几个章节中的一节里，作者表达并且展示出关于建筑艺术的

江河日下以及依他之见这种艺术中的王中王的不可避免的死亡。 不

幸的是，这种观点在他脑子里已考虑良久，根深蒂固。 但他感到有

必要在这里说一下，他殷切希望将来有一天能证明是他错了。 他知

道，所有一切形式的艺术都把全部希望寄予新的一代。 这新的一代

的才华尚处在萌芽状态，但人们已听到他们在涌动。 种子撒进了犁

沟，势必丰收在望。 他只是担心——读者会在本版第二部中看出是

什么原因——建筑艺术在这片好几世纪以来一直是该艺术最好园地的

古老土地上失去了活力。

然而今天，青年艺术家们生命力旺盛，精力极为充沛，并且可以

说是前途无量，以至于现今，特别是我们建筑学校的教师们，他们虽

然可憎可厌，但却不仅是不知不觉地，甚至是完全不由自主地在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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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优秀的学生。 这同贺拉斯 ①提到的那个陶器匠正好相反，此人

想制作双耳尖底瓮，但做出来的却是锅。 轮子一转，做成了锅。 ②

但是，话说回来了，不管建筑艺术的未来如何，不管我们的青年

建筑师们有朝一日会怎样去解决他们的艺术问题，在我们期待着新的

雄伟建筑的时候，还是把古老的雄伟建筑保存住吧。 假如可能的

话，让我们把对民族建筑的爱灌输给我们的民族吧。 这就是作者所

宣称的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这是他一生的主要目的之一。

《巴黎圣母院》或许展现了有关中世纪艺术的一些真情实景。

对于这一卓绝艺术，有些人至今一无所知，或者更糟的是，还有一些

人至今对它仍不屑一顾。 但作者远未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他自愿承

担的这一使命。 他已经不止一次地为我们的古老建筑辩护，他已经

大声揭露了许许多多的玷污、毁损和亵渎的行为。 他是不会懈怠

的。 他已下定决心要经常谈起这个问题，以后还要提起的。 他还将

孜孜不倦地维护我们的那些历史性建筑，一如我们的毁损圣像的艺术

流派和学院派对它们进行疯狂攻击一般，因为眼看着中世纪的建筑艺

术落到这种人手中，眼看着现今的泥瓦匠们恣意地处置这一伟大艺术

的遗迹，真让人痛心伤怀。 对于我们这些聪明人来说，对于我们这

些看到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只是向他们吆喝几声的人来说，这简直

是一种耻辱。 我们这里所说的不仅是指发生在外省的事，而且还指

那些发生在巴黎的事，那些发生在我们的门口，在我们的窗前，发生

在这座大城市，在这座有文化、有报纸、有言论、有思想的城市里的

事。 这种破坏文物的行径每天都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在爱好艺术的

巴黎群众的眼皮底下，当着被这类胡作非为搞得狼狈不堪的批评界，

被策划、商议、动手、继续，并且有条不紊地在进行着。 在我们结

束这篇附记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憋不住，非要举出其中的几桩不可。

他们刚刚毁掉了大主教堡，那是一座并不算高雅的建筑，所以为害倒

也不大，可他们连带着毁掉了主教宅第，那却是罕见的十四世纪的遗

①

②

贺拉斯（公元前 ６５ —前 ８） ，古罗马著名诗人 ，其代表作《诗艺》对欧洲古典主义文

学理论影响很大 。

原文为拉丁文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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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拆毁它的人竟无知到没把它同其余的建筑区分开来。 他们良莠

不分，麦苗和稗子一起除掉。 他们扬言要把樊尚堡的美妙小教堂夷

为平地，用其砖头来修一个不知什么工事，可多梅尼尔 ①并不需要那

样的工事。 人们一面耗费巨资去修缮和修复波旁宫这个废墟，却听

任圣小教堂里的彩绘大玻璃窗被狂风刮掉。 在圣雅克·德·拉布什

里教堂的钟塔上，近日来搭起了一个脚手架，说不定某天早晨，便要

挥镐拆塔了。 一个泥瓦匠给找了来，准备在法院大楼的庄严塔楼之

间盖一间小白屋，可又另找了一个泥瓦匠来糟蹋圣日拜曼·德普雷这

座有三座钟塔的封建时期的修道院。 您甭说，还会找另一个泥瓦匠

来拆毁圣日耳曼·奥克塞卢瓦教堂的。 这帮以建筑师自诩的泥瓦

匠，都是由省府或小老百姓给钱的，而且一个个都穿着绿制服 ②。 他

们假充风雅，凡是对真正的风雅有害的一切，他们无所不为。 在我

们正在这么写的时候，真是可悲至极，他们当中的一个正在处置杜伊

勒利宫 ③，另一个又在菲利贝尔·德洛姆 ④的面墙正中央又砍又凿。

看着那家伙用他那笨拙的建筑术厚颜无耻地在凿通这座文艺复兴时代

最精致的面墙之一时，真叫人忍无可忍！

一八三二年十月二十日，巴黎。

①

②

③

④

多梅尼尔 （１７７６ — １８３２） ，法国将军 ，曾三次保卫过樊尚堡 。

指法兰西学院院士所穿的制服 ，意指该院院士 。

杜伊勒利宫 （１５１４ — １５７０） ，１６世纪法国君主的宫殿 。

菲利贝尔 ・德洛姆 （１５１４ — １５７０） ，１６世纪法国大建筑师 ，杜伊勒利宫系其所

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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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一 大 厅

巴黎人被西岱岛、大学区和市区三重城垣里的钟声齐鸣惊醒的那

一天，距今已有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零十九天了。

然而，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这一天，历史上并没有留下什么回

忆。 一大清早便因钟声齐鸣而惊动了巴黎市民的那个事件，并没有

什么了不得的地方。 既不是庇卡底人或勃艮第人攻进来了，也不是

抬圣体盒的仪式队伍在行进；既不是拉斯葡萄园的一次学生骚动，也

不是“至尊无上的国王陛下”的入城式；既不是巴黎法院在大快人心

地给男女窃贼上绞刑，更不是十五世纪常见的盛装戴翎毛的使者们突

然光临。 不到两天之前，就来过这样的一队人马，那是弗朗德勒的

使者，他们带着为王储与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公主联姻的使命来到了

巴黎。 他们的到来使波旁红衣主教先生厌烦透顶，因为他为了取悦

国王，不得不对这帮乡里乡气的弗朗德勒市政官笑脸相迎，而且还得

安排一场场“寓意剧、滑稽剧和闹剧”，在他那波旁官邸招待他们，

可当时正下着一场倾盆大雨，把他门前的精致帷幔全给浸透了。

一月六日，正如让・德・特鲁瓦 ①所说，是“使巴黎全城百姓激

动的日子”，是一个自远古起便既是三王来朝节又是狂人节的双重庆

典日。

那一天，在沙滩广场要燃篝火，在布拉克小教堂要种五月树 ②，

法院大楼要上演中世纪的神秘剧。 身穿胸前缀有一些大白十字的漂

①

②

特鲁瓦 ，１５世纪法国历史学家 ，著有 《１４６０年至 １４８３年的丑闻》 。

按西方习俗 ，在 ５月 １日为向某人表示敬意而种在其家门前的树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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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紫红羽缎上衣的市政长官的手下们，头一天便在各个交叉路口扯着

嗓门发出了通知。

男女市民一大早便关好家门和店铺，从四面八方拥向那三个指定

场所中的一处。 他们早已作了决定，有的要去看篝火，有的要去看

种五月树，有的要去看神秘剧。 应该说，巴黎游民们颇具古已有之

的见识，大多数人都要去看篝火，因为它正合时令，或者去看神秘

剧，因为是在遮风避寒的法院大厅内演出。 他们都不谋而合地让那

花枝凋残的可怜的五月树孤苦伶仃地在布拉克小教堂的墓地上，在一

月的寒空下，瑟瑟发抖。

向着通往法院的几条林荫道涌去的人尤其多，因为他们知道，两

天前到达的弗朗德勒使者们打算观赏神秘剧的演出以及观看狂人王的

选举，选举也在法院大厅里举行。

在这一天，要挤进这个大厅并非易事，尽管它当时已享有世界上

最大的大厅的美誉。 确实，那时索瓦尔 ①还未曾丈量过蒙塔古堡的

大厅。 法院广场上万头攒动，站在窗前看热闹的人们只看见一片人

海，而广场的五六条街口就像是通到大海的一条条河口，还在不断地

涌出一股股人流。 人潮不断壮大，挤撞着那些像海岬似的到处突出

在不规则的大水池般的广场上的屋角墙拐。 法院那高大的哥特式面

墙中间的那座大阶梯，把人流分成两股，上上下下，川流不息，在中

间的台阶上散开，在两边的坡道上聚成巨大的浪潮，倾泻而下。 可

以说，这座大阶梯不断地向广场倾泻人流，犹如飞瀑落入湖中。 喊

声、笑声、成千上万双脚的杂沓声，连成一片，真是人声鼎沸，喧嚣

闹繁。 这片喧哗杂沓愈演愈烈，把人群推向大阶梯的那股人流在后

退，你推我搡，乱成一片，原来是市政长官的兵丁在用枪托打人或军

曹在骑马践踏，以维持秩序。 这个由市政长官传给陆军统帅，再由

后者传给骑警队，再由骑警队传给我们的巴黎宪兵队的传统，真是令

人赞叹。

在各家门前、窗口、天窗和屋顶上，成千上万的市民的安宁而诚

挚的漂亮面孔，密密麻麻地看着法院，看着人群，十分知足，因为许

① 索瓦尔 （１６３２ — １６７６） ，法国 １７世纪著名的文献家 ，著有 《古今巴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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