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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２１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

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

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

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

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２１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

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

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

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



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

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

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

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

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

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

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

的帮助。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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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玛妮雅

居里夫人即玛丽居里（Ｍａｒｉｅ　Ｃｕｒｉｅ），是一位原籍为波兰

的法国科学家。他的父母都很有见识。父亲曾经在圣彼得堡

大学研究高深的科学，后在华沙教数学和物理学。而母亲办

的住宿女校很成功。这一家在弗瑞达路她办的学校里住了

八年。

但是，到了１８６８年，她的父亲被任命为诺佛立普基路那

所中学的教师兼副督学，母亲为了照顾家庭不得不辞去自己

的职务，离开弗瑞达路的那所房子。玛丽·居里———小玛妮

雅就在那所房子出生……

此时，斯可罗多夫斯卡夫人这时候已经病得很重。玛妮

雅和姐姐此时在学校的右翼分子面前，总是小心翼翼，因为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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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学校范围内，代表着沙皇政府。

整整一世纪以前，弱小波兰的强邻是一些贪婪、残暴的君

主，他们决定消灭波兰。瓜分了这块不幸土地的德意志、俄罗

斯、奥地利，三度重新分配所得的部分。波兰人也曾起来反抗

这些压迫者，但是毫无用处。

在波兰的每一所公立中学校里，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受迫

害的教师与当密探的校，表面上彼此客客气气，心里却暗藏极

深的敌意。玛妮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逐渐长大的。

第二章　少年时代

这一时期，斯可罗多夫斯基家内部也遭受了灾难。在五

个聪明可爱的孩子中，苏希雅被死神带走了。身患肺痨母亲

和被工作累得疲乏不堪的父亲，却生来就有一种锐不可当的

力量。他们不断地在生活中战胜困难，克服阻碍。

玛丽亚·斯可罗多夫斯卡的青年时代大部分都是在寄宿

学校中度过的。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在中学里教课，布罗妮

雅中学毕业了，玛妮雅进了中学去，约瑟夫升入大学，海拉到

西科尔斯卡寄宿学校去……直到现在，他们的家庭也像是个

大学校，里面只有一些教师和学生。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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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搬到来思诺路，现在这所住房很好，院子很安静，

有很多灰鸽子，阳台上爬满了野葡萄藤。二楼很宽敞，斯可罗

多夫斯基们可以占用四间屋子，并跟那些寄宿的男孩分开。

玛妮雅每天背上书包上学都去找卡霁雅，卡霁雅在门口

等她。如果那里没有她，就把铜狮口里衔着的铜环翻起来，放

在狮子的鼻子上，然后继续走向学校。卡霁雅看到那个环，就

知道玛妮雅已经过去了。

卡霁雅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父母很宠爱她。普希波罗

夫斯基先生和夫人也很喜欢玛妮雅，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并

总是设法让她忘记自己失去了母亲。

两个女孩总是臂挽着臂，走过了那条狭窄的察比亚路，她

们还是头一天吃午茶的时候见的面，她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玛妮雅和卡霁雅以取笑那些俄国来的教师作为报复，她们忘

不了那个令人讨厌的德文教员巴斯特·麦丁，尤其忘不了那

个极端可恶的学监梅叶小姐。她是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卡

的公开仇敌。她事事责备玛妮雅，玛妮雅听到她那侮辱性批

评时，总是微笑着接受。

一个金质奖章，两个金质奖章，三个金质奖章，先后进了

斯可罗多夫斯基的家里……第三个就是小玛妮雅，１８８３年６

月１２日她参加中学毕业典礼时得到的。

玛妮雅上学时很用功，可以说是非常用功。斯可罗多夫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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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先生想让她在选择自己未来的职业之前，让她先到乡下

去住一年。

一年的休假！人们也许会想象着这位早熟的少女被使命

感萦绕，而在暗地里不停地研读着科学书籍。可是不对……

在称作青春期的神秘时期，玛妮雅的身体有了很大的变化，她

的面容越来越俊秀，同时她也忽然变得懒洋洋了！丢开课本，

生平第一次这样，也是最后一次尽情陶醉在闲荡之中。

在这一年偷懒期间，玛妮雅智能的活力，似乎是睡着了；

这时候，这个年轻女孩产生了一种始终如一激情，即对农村的

热爱。她的家族散居波兰各处，她先后在不同地方观察过季

节的转换，她永远能在波兰土地上发现新的美。

第三章　职务

在九月份，玛妮雅启程返回华沙，１４个月的漫游，使她眼

花缭乱。她回到她家新搬的住所，这所房子就座落在她童年

学习过的中学旁边。

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从来思诺路，搬到诺佛立普基路，

是很对的，这从他们生活情形的显著变化可以看出来。这位

教师年纪渐老，虽然继续在学校里教课，家里已经不再收寄宿
—４—

“镭的母亲”居里夫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生了；玛妮雅和她的家人住在一所比较小、比较亲密、也比较

穷的房子里，环境和伴侣，都适合思想、适合工作。

她很亲爱她的父亲。他是她的保护者，是她的教师；而且

她几乎相信他无所不知。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的确非常博学，身为一家之主，维持

收支平衡已经够困难的了，居然还找出时间来看他很费力得

到的出版物，以充实自己的科学知识，他觉得有许多事都是理

所当然的：应该赶上化学和物理学的发展；应该知道希腊文和

拉丁文；除了波兰语和俄语之外，应还能说法语、英语、德语；

应把异国作家的杰作用散文或韵文译成本国语言；应自己写

一些诗———他把他写的诗都小心地誊在一本黑绿两色封面的

学生练习本里：《生日赠友》、《为婚礼举杯》、《致旧日的学

生》……

每到星期六，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他的儿子和三个女

儿，晚上都在一起研究文学。他们围着冒热气的茶炊闲谈，这

个老人背诗或朗读时，儿女们都出神地听着他，他有非凡的口

才。一个星期六又一个星期六，各国的名著就这样熟知了。

玛妮雅就这样听着父亲给她说神话，念游记，或是教给她《大

卫·科波菲尔》。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总是打开书一面看，一

面就毫不困难地用波兰语重述出来。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有时会感到痛苦，问题很简单，这一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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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主的工资，仅够付房租、食物费和给一个女仆的报酬，从

此，约瑟夫、布罗妮雅、海拉、玛妮雅都必须自己谋生了。

他们是两个教书先生的子女，第一个计划自然是教书。

但是玛妮雅也有自己的梦想，许多梦想激励着她。与当

时当地所有的波兰人一样，都有一般青年所共有的：民族梦。

她的朋友中有一些是革命爱国志士，有时候她很轻率地

把自己的护照借给她们，但是她自己并不想参加暗杀，不想去

向沙皇的马车或华沙总督的车子投炸弹。那时候她所想的是

要在另一个领域———知识领域做出成就。因为当局正有意地

设法使波兰人愚昧，他们要发展本国人民的教育。

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卡回到华沙之后不久，就结交了

一些热心的“实证论者”。有一个女子，皮亚塞茨卡小姐，给了

玛妮雅很大的影响，那是一个２６岁的中学教师，金栗色头发，

很瘦且很丑，可是很讨人喜欢；她钟情于一个叫做诺卜林的大

学生，他因为政治活动而新近被大学开除；她对于近代学说，

感到强烈的兴趣。

玛妮雅起初很胆小，有点怀疑；后来被她朋友大胆的意见

征服了。她和姐姐布罗妮雅和海拉以及同伴玛丽亚·拉可夫

斯卡，一起参加了“流动大学”的定期聚会：有一些仁厚的教师

讲授解剖学、博物学、社会学，给想提高文化的青年听。这些

功课都是秘密讲授的，有时候在皮亚塞茨卡小姐家里，有时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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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人的住宅里，这些学生每次８个或１０个聚在一起写笔

记，传阅小册子和论文；一听见极小的声音，就都颤抖起来，因

为若被警察发觉，他们就都不免下狱。

流动大学的任务，不只是补习中学出来的少年的教育；这

些学生听讲之后，还要去从事教学工作。玛妮雅受了皮亚塞

茨卡小姐的鼓励，去教平民妇女。她给一个缝纫工厂的女工

们朗读，并且一本一本地搜集波兰文书籍，聚成一个小图书

馆，供女工们使用。

她在城里教读，在工场讲课，秘密学解剖学，一有空闲就

关在屋里读书或写作。那个读“没有害处的荒唐小说”的时

代，哪里去了？这时候，她贪婪地读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冈察

洛夫的作品，还有波列斯拉夫·普鲁斯的《解放了的妇女们》，

她在这本书里找到跟她相似、醉心于文化的波兰小姑娘的生

动形象。

天性慷慨的玛妮雅十分忧伤；这个一家里最小的孩子，却

觉得对比自己大的人的前途负有责任。约瑟夫和海拉幸而不

用她操心，那个青年即将成为医生，那个美丽而且性情热烈的

海拉正在为要作教授还是要作歌唱家而迟疑不决，她一面尽

力地唱，一面获得文凭，同时拒绝一些人的求婚。

但是布罗妮雅！……怎样帮助布罗妮雅呢？自从离开中

学以后，一切家务上烦心的事就落在她身上了；她想方设法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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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食物，配食谱，指挥作蜜饯，成了一个极好的主妇———然而

她因为仅能作个主妇而灰心丧气。玛妮雅知道她姐姐的痛

苦，知道她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巴黎去学医，然后回波兰在

乡间开业。这个可怜的女孩已经节省出来一笔奋斗用的款

子，可是留学国外的费用太大了！

玛妮雅决心帮助姐姐，然后在实现自己的抱负。她想找

到一份教书的工作。于是，她去了职业介绍所。走进去，屋里

的小书桌后面坐着一个胖女人。

“你有什么事？女士。”

“我想找一个女教师位置。”

“你有证明文件么？”

“有……我教过书。这是我的学生家长写的证明信件，这

是我的文凭。”

介绍所的主任用内行的眼光审视着玛妮雅的文件；有一

件事引起她的注意，她抬起头来，以较大一点的兴趣打量这个

青年女子。

“你精通英、德、俄、法、波兰几国文字么？”

“是的，夫人。英文略差一点……可是我能教官定课程。

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得了一枚金奖章呢。”

“啊！……你要什么样的待遇呢？”

“一年四百卢布和我的生活需要。”

—８—

“镭的母亲”居里夫人



“四百，”这个女人毫无表情地重复一句。“你的父母是什

么人？”

“我的父亲是中学教师。”

“好吧，我要作例行调查；也许可以给你找到一个位置。

不过，你多大岁数？”

玛妮雅脸红了，回答说：“１７岁。”然后带着一种鼓舞的微

笑很快加上一句：

“……不久就１８岁了！”

这个女人以纯正的“英文”写出求职人的简历：

“玛丽亚·斯可罗多夫斯卡，有很好的证明文件，有才干。

愿得位置：女教师。薪金数目：四百卢布一年。”

她交还玛妮雅的文件。

“谢谢你，女士。有了机会我就写信给你。”

第四章　家庭女教师

玛妮雅本来想在华沙做事可以赚到数目可观的款子，而

不必忍受痛苦远走他乡。留在城里可以减轻新当女教师的人

的痛苦，她可以住在自己的家附近，可以每天回去和父亲谈一

会话，可以与流动大学里的朋友们来往，可以上一点课，或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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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一点夜课。

但是，牺牲又引起牺牲：不能半途而废。这个青年女子所

选择的道路还不很枯燥。玛妮雅赚的钱不多而开销不少，她

的工资每天零星支用，到了月终就所余无几了。她还需要准

备资助布罗妮雅，因为布罗妮雅已经和玛丽亚·拉可夫斯卡

一同到巴黎去了，正在拉丁区过着贫苦的日子。斯可罗多夫

斯基先生退休的日子也快到了，不久这个老人也需要帮助。

玛妮雅并没有考虑多久；两三个星期以前，有人对她说起

一个在乡下当教师的位置，报酬优厚。她接受了这个遥远的

地方，愿意到陌生的地方去。这样，她要与她所爱的人们分别

好几年，要过完全孤独的日子。但是那里的薪金比较高，而且

在那种偏僻的地方，差不多没有事要用钱。

她上了火车。在冬夜的庄严寂静中，坐了三小时火车，接

着坐四小时雪橇，沿着笔直的路前进。Ｚ先生和夫人是田产

管理人，耕种沙尔脱利斯基亲王们的一部分田地，在华沙北边

一百公里。玛妮雅在冰冷的夜晚到了他们门前，疲乏已极；像

在梦中一样，只看见主人的高大身材，他妻子无光泽的脸，和

注视着她的几个孩子的好奇的眼神。

他们用热茶和亲切的问候接待了这个女教师；Ｚ夫人带

玛妮雅上了二层楼，到了给她预备的住屋，就走开了。

Ｚ先生是个著名的农学家，精通技术，管理二百公顷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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