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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再版说明

《语文新课标必读》是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组

织编写的一套面向广大中小学生的优秀图书。自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首次出版以来，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同时，他们也对这套丛书

的改进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们针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认

真的分析和研究，并结合中小学生语文教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在

原书的基础上又重新做了细致的修订工作。

再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的最大特点是，以优化中小学生

的语文素质，增强他们的阅读能力，推行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为

宗旨，知识性更强，实用性更强，针对性也更强。

再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焕然一新，必能成为中小学生朋

友的良师益友，成为中小学生家庭的必备藏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前　言

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

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要求学

生认真阅读。为了贯彻落实这个新的教改方案，让广大学生能

读到更多更好的书，提高语文素养，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我们重

新修订了《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从内容上看，这套丛书所选篇目篇篇精彩，字字珠玑，其中

包括哲理警句、成语典故、道德伦理、人文史话等等，这些作品饱

含了作者的心血，融入了人类文明的血脉，是人类社会宝贵的文

化遗产、永恒的精神食粮；从特色上看，这套丛书重点突出，搭配

合理，通俗易懂，既符合语文新课标的要求，又注意与课内篇目

的衔接和互补，同时在每篇作品的前面设置了作者简介和作品

分析两个版块，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与作品相关的知识，十分有利

于阅读和鉴赏。

我们坚信同学们认真阅读这套丛书之后，可以打好“精神的

底子”，进而开阔眼界，终身受益。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你们忠

实的帮手，让你们实现高品位、高素质的美好人生。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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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维克多·雨果，１８０２年２月２６日出生于法国贝桑松的一

个军官家庭，他是１９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

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法国伟大的民族诗人。

雨果因为父母离异，跟随了拥护王室的母亲。由于母亲的

影响，雨果在青年时代同情保王党，最初的诗歌大都歌颂王朝和

宗教。１７岁的雨果就与哥哥一起创办了《文学保守者》。２０岁

的雨果出版了《颂诗集》，当时的国王路易十八赏赐给了他年金。

１８２５年雨果又写诗歌颂查理十世，国王接见了他。

人道主义、反对暴力、以爱制恶是贯穿他一生活动和创作的

主导思想。他一生中有６０多年的时间都在创作，作品有：诗歌

２６卷、小说２０卷、剧本１２卷、哲理论著２１卷，总共７９卷作品。

这些著作给法国文学和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十分辉煌的文

化遗产。雨果从小就崇拜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

１８２３年雨果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汉·伊斯兰特》，小说中充

满荒诞的想象，强盗像魔王，得到了小说家诺蒂埃的赞赏。由于

诺蒂埃，雨果开始转向浪漫主义。

１８２７年雨果发表韵文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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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序言”被称为浪漫派文艺宣言。在序言中雨果反对古典主

义的艺术观点，提出了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这篇序言是雨果

极为重要的文艺论著，在法国文学批评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１８３０年，雨果根据自己提出的理论写成了第一部浪漫主义戏剧

作品《欧拉尼》，它的演出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决定性

胜利。七月革命后，雨果在政治上进一步走上左翼的道路，１８３１

年第一部大型浪漫主义小说《巴黎圣母院》产生。

它以离奇和对比手法写了一个发生在１５世纪法国巴黎的

故事：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道貌岸然、因爱生恨，将吉卜赛

女郎爱斯美拉达迫害致死。而让人看见就害怕的敲钟人卡西莫

多却心地善良，爱上了吉卜赛女郎，并为她而死。小说揭露了宗

教的虚伪，批判了禁欲主义，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友爱、

舍己为人，反映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

雨果在长达１９年的流亡生活中，仍坚持写作。他于１８５２

年出版了讽刺拿破仑三世的政治小册子《小拿破仑》和《一件罪

行的始末》，对反革命政权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１８６１年

的《悲惨世界》最能体现雨果的思想艺术风格，他以卓越的艺术

魅力展示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和逼良为娼的残酷的现实，批判了

资本主义社会。小说尽管带有一些现实主义因素，但仍是一部

浪漫主义的杰作。

晚年的雨果仍坚持创作，于１８７７完成了诗集《做祖父的艺

术》和《历代传说》的第二集，在１８８３年完成了《历代传说》的第

三集。１８８５年５月２２日，维克多·雨果在巴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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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分析

《巴黎圣母院》描写的是１５世纪光怪陆离的法国巴黎生活。

“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

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这是雨果在１８２７年提出的著名

的“美丑对照原则”。作者在《巴黎圣母院》中将这一对照原则发

挥到了极致。他鲜明形象地刻画了两组完全不同的极富艺术感

染力的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和他们的悲

剧命运让读者看到了丰富复杂的人性世界，反映了反封建反教

会这一主题。

《巴黎圣母院》是雨果的第一部大型长篇浪漫主义小说，是

体现雨果浪漫主义文艺观的典型之作。小说体现了浪漫主义文

学特色：第一，有着离奇古怪夸张的故事情节。如：“乞丐王朝”

对格兰古瓦奇特古怪可笑的审判；卡西莫多单身一人离奇地救

下了爱斯美拉达；富有戏剧性场面的母女重逢；合抱在一起的两

具尸骨被人分开后，卡西莫多的尸骨化为灰尘等。小说内容曲

折离奇，掺杂了许多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很富有戏剧

效果，显得夸张和怪诞，也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第二，典型人

物都具有非凡性，如爱斯美拉达的美丽和善良等品格是非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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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莫多让人害怕的外貌、动作、体力的非凡，为了爱斯美拉达

可以牺牲自己的爱的非凡；圣母院副主教弗罗洛的禁欲与纵欲

的思想斗争的非凡等。这些人物的刻画都有些夸张，富有想象，

不求真实。第三，将“美丑对照原则”贯穿始终，主人公吉卜赛少

女爱斯美拉达和敲钟人卡西莫多善良、真诚，是善的代表；弗罗

洛、弗比斯两人自私、伪善、阴险，是恶的代表。善与恶形成鲜明

对照。爱斯美拉达的外貌美丽与卡西莫多的外貌丑陋形成的对

比。还有人物自身对比，如卡西莫多外貌与心灵的对比等。对

照原则还体现在对情节与场面的描写上，如封建王朝与乞丐群

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两种不同的法庭；美丽壮观的巴黎圣母院与

“圣地”中统治者们进行罪恶勾当的对照等。对照原则的运用使

主题更鲜明、更突出。

《巴黎圣母院》不仅揭露了当时黑暗社会的本质，还告诉我

们很多深刻的但容易忽视的道理：人的外貌并不代表一切，长得

好并不代表心肠好，我们不应以貌取人，而应更加注重人的内

心。这一点，小说主人公悲惨的命运给了我们警示。

此外，雨果用浓烈的色彩对巴黎圣母院气势恢弘的描写，对

格兰古瓦、弗罗洛的细腻描写，以及一些比喻手法的运用等，都

使小说增色不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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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一　司法宫大厅

这是距今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又十九天的清晨，巴黎市民

被轰然齐鸣的钟声惊醒了。从老城的城岛到塞纳河左岸大学城

区，再到右岸新城市区，三座城垣内到处是钟声齐鸣。

然而１４８２年１月６日并无什么历史值得回忆。两天前有

这样一队人马进了城，这是弗兰德尔使团奉命专程赶来为法国

王太子和玛格丽特·德·弗兰德尔公主缔结婚约。对他们进入

巴黎，波旁红衣主教伤透了脑筋。他要讨好国王，就不得不堆上

笑脸来迎接由弗兰德尔市长、镇长所组成的乡气十足的队伍，他

还得在他的府邸演出优美的寓意剧、讽刺剧和笑剧来招待他们，

然而一场滂沱大雨，又把大门口豪华的帐幔呢毯淋得一塌糊涂。

那一天要在河滩广场上放焰火、在布拉克小教堂种植五月

树、在司法宫广场演出圣迹剧并提前一天通告。在十字路口看

得见身穿紫红驼毛短袄、胸前缀着大十字架的巴黎总管的差役，

他们用喇叭大声嚷嚷安民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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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众尤其要拥向通往司法宫的那些大街，因为他们知

道，弗兰德尔外交使臣刚在两天前到达，并打算前往观看圣迹

剧，同时列席观看将于大厅举行的丑人王选举。

司法宫广场上人山人海，许多看热闹的人在临街的窗口观

看，下面的广场就是大海，而通向广场的五六条大街有如入海的

河口，裹挟着浮沉的人头不息地汇向大海。到处是人头攒动，这

是成千上万善良市民的脸庞、安详而又诚实的脸庞，在门口、在

窗口、在天窗上、在屋顶上争相攒动。

司法宫巨大的长方形大厅两端都没有空栏，一端安放着那

张享有盛名的大理石桌，其长度、宽度、厚度都是见所未见、举世

无双，正如古籍所载，它是“世上最大的一块大理石”，这样大的

餐桌准会叫卡岗都亚流口水！大厅的另一端就是那座小教堂，

圣路易十世让人给自己塑了一座石像跪伏在圣母玛丽亚像前，

他还把查理大帝和圣路易国王的塑像搬进了小教堂，而不顾及

法兰西国王塑像群留下两个空的壁龛。他认为这两位国王是最

听天主话的圣徒，可为自己增添光彩。这座小教堂当时还是崭

新的，竣工还不到六年，洋溢着一种迷人的魅力，它的建筑精致，

塑像精美，雕镂的花纹深而细腻，这标志着法国哥特时代末期的

特征，其后一直延续到１６世纪中叶，成为文艺复兴时代充满仙

境幻想的艺术，而那个在门楣上方镂空的小圆花窗，仿佛镂着花

边的星星，堪称纤巧和优雅方面的杰作。

为了迎接弗兰德尔使臣和其他应邀前来观看演出的大人

物，在大厅中间，对门靠墙的地方搭了一座铺着金线锦缎的看

台，台上的专用入口，实际上就是那间金碧辉煌的寝宫靠走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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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窗口。

圣迹剧习惯要在那张巨大的大理石桌上演出，因此从清晨

开始就安放石桌，又在满布司法宫书记官员鞋跟伤痕的华丽的

大理石桌上用木板搭起一个木架，顶层因整个大厅都能看见，届

时就用作舞台，而用帐幔围拢的架身就用作演戏人员的更衣室，

更衣室到舞台的通道是架设在外面的一把笨重的木梯，上下踏

步又陡又峭。指派临时角色、剧情的波折突变没有一样不经这

木梯子上场。这是戏剧艺术和舞台布景可爱可敬的童年！

大理石的四个角落由司法宫大法官的四名卫兵把守，无论

是过节或是执行刑罚，他们都守在这里。

演出要到司法宫的大钟敲响午时十二响才开始，对于演戏

来说太晚，但又不得不迁就弗兰德尔来的那些使臣。

然而，这一大帮子的观众可是一大早就来等候了。许多老

实巴交的人天蒙蒙亮就赶到司法宫的大台阶前，他们冻得直打

哆嗦，更有一些人为了确保抢先进入大厅，自称横躺在大门口过

了一夜。人群每时每刻都在增多，犹如洪水漫过了堤，开始沿着

墙壁上涨，围着石柱膨胀，漫到了柱顶盘、檐口和窗沿上。建筑

和雕塑物的突出部位都挤满了人，由于身体受束缚，内心焦急烦

恼，加上有一整天尽情放肆和疯狂，人们动辄就为碰肘踩鞋而吵

架，而且持久等待早已使人疲惫不堪，使臣贵宾到达前，本来就

受着禁闭、包围、压挤、窒息的群众的喧嚣声、吵闹声更加尖锐、

更加剧烈。只听见抱怨声和诅咒声，他们攻击弗兰德尔使臣、巴

黎市长、波旁红衣主教、司法宫大法官、玛格丽特·德·奥地利

夫人、执棒执法官、时冷时热的坏天气、巴黎主教、丑人王、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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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像、甲家关门、乙家开窗，什么都骂。散布在人群中的大学生

和仆役听到这些咒骂乐坏了，他们乘机搞恶作剧、开玩笑，这无

疑是火上浇油，使公众的情绪变得更恼怒了。

在这群人中有一伙快活的捣蛋鬼，他们捅碎了窗户玻璃，大

胆地在石柱的顶盘上就座，他们在东张西望的同时，时而嘲弄大

厅内的观众，时而嘲弄广场上的人群。他们随着滑稽动作哄堂

大笑，嘲笑的呼声和大厅的另一尽头的同伴相互呼应，你不难看

出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他们并不像其他人那样疲惫厌烦，他们非

常明白，要从眼皮下面那些耐心等待开锣的观众身上取乐。

“没错，你就是磨坊的约翰·弗罗洛。”一个捣蛋鬼朝另一个

金发的小鬼叫道，他的神志机灵，脸孔漂亮，已经爬到圆柱的斗

拱上坐着，“叫你磨坊的，一点没错，瞧你的胳膊和腿，多像迎风

转动的风轮，嗨，你来这儿多久了？”

“真见鬼，等了四个多小时了。”约翰·弗罗洛回答，“我巴不

得从死后炼狱中扣除这几个小时呢，我来到圣小教堂是七点，正

好听见西西里国王的八名唱经童子在高唱大弥撒经。”

“那些唱经童子可俊呢！”另一个人抢着说，“他们的童嗓子

拔得比高顶帽还尖呢！皇上在给圣约翰做弥撒之前，最好先打

听一下，他是否喜欢听用普罗旺斯口音唱拉丁赞美诗。”

“雇用西西里国王的这些唱经童子原来是给外人做弥撒，”

窗下人群中一个老婆子尖声叫嚷，“我倒要问问你们，花一个巴

黎利弗做一次弥撒，还得在巴黎菜市场的海关税中报销！”

“住嘴！老婆子！”挨在女贩身旁有一个胖子捂着鼻子一本

正经地说，“弥撒一定得搞，你总不愿意皇上再次得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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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对，王家皮货商吉勒·勒角钮先生。”攀住圆柱斗拱的

小个子大学生说。

那皮货商倒霉的姓名，引得在场观众哄堂大笑。

“勒角钮！吉勒·勒角钮！”一些人大叫。

“长角的，长倒毛的！”另一个人用拉丁文回答。

“嗨，那真是没啥好笑的，”在柱顶的那个小捣蛋又说，“他是

可尊敬的吉勒·勒角钮老爷，内廷总管约翰·勒角钮的弟弟，万

森树林首席护林官马伊埃·勒角钮先生的儿子，个个都有资产，

老子、儿子都不打光棍。”

大伙儿笑得更欢了。胖子皮货商一声不吭，尽力想摆脱从

四面八方射向他的视线。他徒劳地挣扎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

那张气恼交加充血的大红脸夹在左右肩膀内，就像木楔嵌进了

木头，越是挣扎，越是不能动弹。

终于有一个人前来搭救，他矮矮墩墩，一本正经得跟皮货商

一模一样。

“混账透顶！学生竟敢这样和有身份的市民讲话！要是在

过去，早就用木柴先痛打一顿，再点火烧死。”

那一伙大学生都哄笑起来。

“好家伙，说得比唱得还好听，是哪一只不吉利的猫头鹰？”

“嘿，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安德里·缪斯尼埃师傅。”一个学

生说。

“他是大学四个宣誓书商之一。”

“咱们这铺子里什么都是四，四个学区、四个学院、四个节

日、四个检事、四个选举人、四个书商。”另一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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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好，就让他们演一出四鬼戏。”约翰·弗罗洛说。

“缪斯尼埃，咱们要焚毁你的书。”

“缪斯尼埃，咱们揍你的伙计。”

“缪斯尼埃，咱们调戏你的老婆。”

“善良的乌达尔德胖妞。”

“又嫩又风流，活似一个寡妇。”

“让你们见鬼去吧！”安德里·缪斯尼埃低声嘀咕。

“安德里师傅，闭上你的臭嘴，要不我就跳下来砸你的脑

袋。”趴在柱头上的约翰接口说。

安德里师傅抬头一看，似乎估量了一下石柱的高度、捣蛋鬼

的体重，又算计了一下体重乘加速度的平方，就不吭声了。

约翰成了赢家，乘胜追击。

“我就是要这么干，尽管我哥是个副主教。”

“好心的先生们，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咱们大学生的特权

竟然还得不到尊重。得了，巴黎的外城有五月树和焰火，内城有

圣迹剧、丑人王，还有弗兰德尔使臣驾临。而咱们大学城什么都

没有！”

“可咱们莫贝尔广场就够大的！”一位趴在窗沿上的大学

生说。

“打倒校长！打倒选举人和检事！”约翰叫起来。

“今天晚上应该用安德里师傅铺子里的书在加雅花园里点

燃篝火！”另一个接着叫嚷。

小捣蛋约翰像唱和似的叫说：“打倒安德里师傅！打倒堂守

和录事！打倒神学家、医生和经学家！打倒检事、选举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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