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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经有人断言：“自莫里哀的《悭吝人》以后，不会有人再写吝啬鬼了！
”的确，莫里哀笔下的阿巴公已将吝啬鬼的性格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谁还有勇气再碰这个题材呢？
然而巴尔扎克不仅大胆地拾起了这个题材，还赋予了更深刻的历史内容，写出了独到的风采，赢得了
极大的成功。
巴尔扎克是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塑造典型的巨匠，举世闻名的现实主义大师。
他以二十年的辛勤劳作，创造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的“奇迹”。
他富于独创性地将九十余部篇幅不等的小说联为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
他让两三千个人物在纸上活跃起来，有声有色地演出了法国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一整段
历史。
新旧交替时期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其对社会生活及人类心灵产生的方方面面影响，都在《人间喜剧
》中得到了深刻的剖析和生动的再现。
所有优秀的作家都程度不同地在作品中反映了自己的时代，巴尔扎克的与众不同处是力图完整地再现
他的时代。
同步地反映当代社会已属不易了，何况还要完整！
然而巴尔扎克还不满足，他还要从纷纭复杂的表象中探明事物的内在联系，追溯这种种现象产生的根
源，进而对社会弊端做出诊断和披露，以达到醒世和匡正世风的目的。
总之，在巴尔扎克决定以小说形式来谱写当代历史的时候，便已经立足于对整个社会的研究。
他不满足于表象上的描绘，而是试图站在历史的高度，考察、研究和评判这个社会。
为了达到他所企望的高度，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往今来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不
断地进行比较、分析和概括；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搜寻人们内心的秘密，精细地剖析人们
的感情、欲望、各种行为的动因；他像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那样观察研究当代社
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的奥秘、宗教的效用⋯⋯终于，他在这个骚动的、杂乱
无章的社会中，发现了一条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规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日益得势和贵族社会的解体灭
亡。
这样一个历史的总趋向，就是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力量。
社会上一切冲突、争斗、动乱、犯罪，发生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悲喜剧，都和这个特定的历史
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
他清楚地看到时代的洪流把某些人推向浪峰，又使某些人沉入水底；金钱取代门第成为权力的象征，
财富的多寡成为划分等级的新标准。
于是对金钱的贪欲潜人人们的灵魂，许多新的社会矛盾便由此产生。
由于对社会形成了这一总体认识，巴尔扎克得以从种种貌似分散、个别、偶然的现象中，把握住了以
拜金主义为核心的具有本质意义的历史内容：人们“不再信仰上帝，只崇拜金犊”了，金钱成为整个
社会的机制与杠杆。
对财富的追求既给社会带来活力，推动了生产的进步，又使人性产生可悲的异化，正是对金钱的贪欲
，扼杀了人类的正常感情，断送了无数家庭的幸福，酿成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惨剧⋯⋯这样，巴尔扎
克便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理解了他的时代。
《欧也妮．葛朗台》的故事是在家庭内部日常生活中展开的，没有耸人听闻的事件，没有丝毫传奇色
彩，正如作者本人所说，这是一出“没有毒药，没有尖刀，没有流血的平凡悲剧”，而其惨烈的程度
却不亚于古典悲剧。
不过，在古典悲剧中主宰一切的是命运；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主宰一切的则是金钱。
葛朗台老头的形象便充分体现了金钱的主宰力量。
葛朗台是世界文学中著名的吝啬鬼典型，其性格特征和莫里哀的阿巴公一样是贪婪吝刻，但又远不止
是贪婪吝刻。
否则这种性格无论描绘得多么出神入化，怕也很难有多少新意。
重要的是，葛朗台的形象概括了整整一段历史，他的吝啬也包含着特定的历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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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把葛朗台作为法国大革命以后迅速崛起的第一代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通过他的发家和社会
地位的上升，来分析资产阶级何以能在那么短的时间聚敛如此巨大的财富，并取代贵族成为地方上权
力的象征。
这样一来，葛朗台便区别于莫里哀的阿巴公，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和特殊的分量。
葛朗台之所以能从一个普通的箍桶匠一跃而成为地方上的首富，首先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有胆识地利用
了大革命的好时机：共和政府拍卖教会产业的时候，他用贿赂拍卖监督官的手段，三文不值两文地买
到了当地最好的葡萄园；他荣任镇长期间，曾冠冕堂皇地为“本地的利益”，造了好几条出色的公路
直达自己的产业；在房地产登记的时候，他利用职权，神不知鬼不觉地占了不少便宜；当地侯爵老爷
手头拮据时，他又用极便宜的价格，买下了弗鲁瓦丰侯爵领地。
显然，没有这次革命，葛朗台不可能这么快挣得偌大一笔财产。
这位前箍桶匠具备第一代资产阶级的一切特点，没多少文化，却极精于盘算。
他的土地经营得法，每笔买卖都琢磨得周到细致，投机事业从没失败过一回。
酒桶市价比酒还贵的时候，他老是有酒桶出售；别人一百法郎就脱手的酒，他要等到每桶涨到二百法
郎才抛出来。
作者十分形象地写道：说到理财，葛朗台先生兼有老虎和巨蟒的本领。
他会蹲在那里，长时间窥伺着猎物，然后扑上去，张开钱袋的大口，吞进大堆的金币，然后安安静静
地躺下，像吃饱的蛇一样，冷酷而不动声色，徐徐消化吃到肚里的东西。
就这样，葛朗台先生成为索漠地区“纳税最多的人”。
这部小说一开篇，作者就用了大量笔墨渲染“纳税最多的人，，这一新的贵族封号的涵义：从葛朗台
先生府上这个称谓的分量；从公证人和银行家对葛朗台那种毕恭毕敬的态度；从克罗旭家族和格拉桑
家族对欧也妮的包围；从索漠人在外乡人面前提起葛朗台先生时的得意洋洋；⋯⋯总之是说明：偌大
一笔财产把这个富翁的行为镀了金。
葛朗台的一举一动都具有权威性，他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甚至眨眼睛，都会在当地引起极大关注
；甚至他最琐屑的动作，也被认为含有“深邃而难以言传的智慧”。
葛朗台胸有城府，说话不多，动作更少。
他心狠手辣，玩弄世人于股掌之上。
索漠城中，人人都曾被他钢铁般的利爪干净利索地抓过。
人们看见他，没一个不觉得又钦佩又害怕。
所以，葛朗台先生理所当然成为众人膜拜的对象。
显然，巴尔扎克描写葛朗台的胆识和理财本领，是为了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力量迅速增长的原因。
包括吝啬，也是聚敛财富的一种手段。
葛朗台把所有的开支都看成浪费，奢侈享受更是最不可容忍的恶习。
尽管他家财钜万，过日子却一直和庄稼人一样，喝的老是坏酒，吃的老是烂果子；面包是自己家烤的
，肉食蔬菜靠佃户供应；蜡烛是全家合用一支，还得买最便宜的；白糖早就落价了，可永远当做奢侈
品看待⋯⋯年收入达三十万法郎以上的家庭，开销超不过几千法郎，这家产自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
大，到老头儿咽气时，竟留下了一千七百万家产。
和所有贪婪的暴发户一样，葛朗台老头不进教堂，不信上帝，他的上帝就是金钱，除了钱他没有别的
信仰。
他惟一的嗜好、惟一的激情就是赚钱。
他的财产是他动脑筋一笔一笔赚来的，财富便是他的才干、价值、创造力的体现。
只要他活着，就非跟人勾心斗角，把别人的钱“合法地’’赚过来不可。
这便是他的全部生活内容，全部乐趣之所在。
在他心目中，“钱和人一样是活的，会动的，它会来，会去，会流汗，会生产”。
他一辈子琢磨的就是这“钱怎么生怎么死的秘密”。
这样一个人，我们甚至不能说他“爱钱如命”，因为在他眼里，钱比命还贵重。
“把死人看得比钱重”就叫做“没出息”。
把兄弟的死讯告诉侄儿没让他犯难，可要说出“你一点家产都没有了”倒让他感到难于启齿，因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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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包含了世界上所有的苦难”。
索漠人并非毫无根据地相信他家里有一个装满黄金的密室，说他半夜里瞧着累累黄金，快乐得无法形
容。
到他生命垂危之际，他全部生命力都退守在眼睛里，能够睁开眼睛的时候，眼光立刻转到满屋财宝的
密室门上，他几小时地盯着铺在桌上的黄金，觉得这样心里才“暖和”。
他叮嘱女儿看住他的金子，将来到阴曹地府去向他“交账”。
他咽气时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扑向做临终傅礼的神甫手中的镀金十字架。
总之，金子是惟一让他牵挂、令他动情的东西。
巴尔扎克并没有简单化地把葛朗台作为绝无仅有的坏人来描绘，并没有把葛朗台写成腐朽堕落、道德
败坏的恶棍，而是在他身上概括了拜金主义者和守财奴普遍的心性习惯和思想误区，甚至指出了一般
人与这类人的相通之处：“试问哪个人没有欲望，哪种社会欲望可以不靠金钱得到满足呢？
”巴尔扎克不说葛朗台不讲道德，相反，他描写这类拜金主义信徒自有其独特的道德观。
葛朗台从不欠人家什么，当然也不让人家欠他；他从来不到别人家去，不搞吃请；他绝对不动别人的
东西，意思是绝对尊重财产私有权。
然而他毫无顾忌地无偿占有旁人的劳动，毫无顾忌地把私人的白杨种在河边公家的土地上。
他认为手生来是捞钱的，让钱从自己的手指缝漏出去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因此欧也妮把私蓄送给堂兄弟自然是“罪大恶极”的了。
发生在葛朗台家的那出平凡而残酷的悲剧，就是欧也妮这一“大逆不道”的行为引起的。
不能说葛朗台老头不疼爱他的女儿，可是金子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呀！
和女儿的健康、太太的性命相比，葛朗台自然更疼爱他的金子。
欧也妮把金子送人，绝对是天理不容的强盗行为，理当罚她吃清水面包；太太袒护女儿，生病也是咎
由自取。
葛朗台并不愿意太太生病，因为生病请医生要花钱；他更不希望太太去世，因为担心女儿要继承母亲
的遗产。
要不是有这点担心，葛朗台老头大约还不肯与女儿和解。
但是，作者的天才如果仅仅停留在精确地刻画守财奴的聚敛癖和偏执狂，那他就不成其为巴尔扎克了
。
作者固然以大量笔墨描绘金钱的威力，画龙点睛的一笔却是指出金钱拜物教的荒谬，指出金钱固然给
人带来权势，却不能给人带来幸福。
至少，在人类的感情领域，金钱是无能为力的。
葛朗台称雄一世，积累了万贯家财，一文也带不进坟墓，除了一种虚幻的满足感，可以说一无所获。
在巴尔扎克看来，葛朗台的聚敛癖，是当代社会一种病态的情欲。
是许多家庭或个人招致不幸的根源。
像欧也妮这类心地单纯的姑娘，金钱于她既不是一种需要，也不是一种慰藉，只有人性已经异化，完
全为贪欲所支配的人，才会将金钱视为人生的最高需要。
葛朗台这样的人，表面上是金钱的主人，其实是金钱的奴隶。
可怜的女儿守着他的巨额财产，却既无家庭，也无幸福，只能成为一帮利欲熏心之徒追逐围猎的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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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欧也妮·葛朗台》是《人间喜剧》中法国生活场景的组成部分，是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之一。
作品以吝啬鬼葛朗台的家庭生活和剥削活动为主线，以欧也妮的爱情和婚姻悲剧为中心事件，层层剖
析了葛朗台的罪恶发家史和泯灭人性的拜金主义，成功地刻画了世界文学史中不朽的吝啬鬼形象，深
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欧也妮·葛朗台>>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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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资产者的面貌巴黎的堂兄弟外省的爱情吝啬鬼的许愿和情人的起誓家庭的苦难如此人生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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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资产者的面貌在外省某些城镇，有些房子像最阴暗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或者最落寞的废墟，看
了使人有凄凄切切之感。
也许在这些房子里，修道院的冷寂、旷野的荒凉和废墟的支离破碎都兼而有之。
房子内寂静无声，要不是外面一传来陌生的脚步声，窗子里便会突然探出一个僧侣般毫无生气的面孔
，以凄冷的目光逼视来客的话，外地人真会以为那是些空置的房屋。
索漠城①有一条起伏不平的大街，直通高处的古堡，街尽头有一所房子，外表就有这种忧郁苍凉的成
分。
街上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来往，夏热冬寒，有些地方还很阴暗，但有一个特点，鹅卵石铺的路面总是干
爽、清洁，发出响亮的回声，街道狭窄而曲折，两旁的房子紧贴城根，非常宁静，属于旧城的一部分
。
有些建筑已有三百年的历史，虽是木造，仍很坚固，而且风貌迥异，各有特色，使索漠城这个地段，
颇得怀旧的人和艺术家的青睐。
走过这些房子的人很难不欣赏那些两头刻着奇怪图形的巨大梁木，横亘在底层之上，仿佛一溜黑色的
浮雕。
这里，椽子上盖着青石板，描出一条条蓝线，墙不很牢固，木板的房顶因年深月久，已经翘起；日晒
雨淋，木条早已腐烂变形。
那边，破旧发黑的窗槛，上面精美的雕刻已难以辨认，脆弱得似乎承受不住贫穷的女工在上面放置的
那几个种着石竹和月季的赭色花盆。
再远一点，是几道嵌着巨大钉子的门扇，我们天才的祖先在门上画了一些象形文字，其意义今人永远
难以参透，也许是一位新教徒表示其信仰，或者是一位旧教徒诅咒亨利四世。
也有某位平民鸣钟晋爵之后所刻的贵族标记②，以旌表祖上曾为官宦的昔日辉煌。
整整一部法兰西历史都在这儿了。
一所摇摇欲坠的房子，墙壁胡乱抹着灰泥，想当初还是一位能工巧匠的杰作。
房子旁边矗立着一座当地贵族的宅第，石砌的拱门上还留着徽号的遗迹，经过一七八九年以来席卷全
国的多次革命的摧残，尚依稀可辨。
这条街的房屋，一层全是做买卖的，既非小铺，也不是大店，喜欢中世纪气氛的人会发现，那简直是
我们祖先古朴的劝业场。
低矮的店铺既无门面，也无摊挡、橱窗，幽深阴暗，内外没有任何装饰。
门分上下两截，钉着粗铁皮，上半截往里开，下半截装着带弹簧的门铃，不断有人出出进进。
半人高的墙上装有护板，早晨卸下，晚间安上，用铁片铆钉拧紧。
空气和光线就从门顶和窗框、地板和矮墙之间的空隙进入，房子潮湿得像洞穴一样。
矮墙供陈列商品之用，毫无夸张招徕的成分。
货色随店铺的性质而异，或是两三桶盐和鳕鱼，或是几捆帆布、缆绳，天花板的椽子上挂着黄铜丝，
靠墙放着桶箍，或者架子上放几匹布。
你要是走进门，一个青春年少，穿着大方，系着白头巾，手臂通红的姑娘便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计，喊
她的父亲或母亲出来招呼你，店主的态度各有不同：有的冷淡，有的殷勤，有的傲慢。
成交额也许是两个铜板，也许是两万法郎不等。
你也会看到一个卖箍桶材料的商人，坐在门口，百无聊赖地和邻居谈天，表面看，他只有质量低劣的
装酒瓶的木桶板和两三捆做酒桶的木板，但他在码头上的工地却堆满木料，足可供应安茹地区所有的
桶匠。
他知道如果葡萄丰收，能卖出多少做酒桶的木板，误差只在一块板上下。
日照好，他便发财，天时多雨，他便亏本。
一个早上酒桶③的价钱可以从十一法郎跌到六法郎。
当地的天气像都兰①一样变幻无常。
左右着市面的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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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葡萄的、有田地的、经营木材的、箍桶的、开客店的和行船的，人人都等着出太阳。
晚上睡觉担心第二天听说夜里下了霜。
他们怕雨、怕风、怕早，时而盼雨水，时而盼天热，时而又盼多云。
上天总是和凡问的利益有矛盾。
晴雨表能轮流叫他们脸上出现忧虑、高兴、快活的表情。
这条街从前是索漠城的中央大街，从街头到街尾，“真是黄金般的好天气啊！
”这句话代表着各家各户的收人。
所以每个人都会这样回答邻居：“是呀。
天上落金子啰！
”因为他们知道灿烂的阳光和及时的雨水会带来多少财富。
天气晴好的季节。
星期六，正午时分，你别想在这些铺子里买到一分钱东西，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葡萄固和小片地．都
要到乡下去忙几天。
这里一切都是预先算计好的，买呀、卖呀、利润呀．生意人有的是闲暇娱乐和消遣，东家长，西寡短
地打听别人的隐私。
某家主妇买了只山鹑，邻居就会问她丈夫做得是否好吃。
一个姑娘从窗里探出头来．绝逃不过闲人的眼睛。
大家心里都藏不住东西，如同那些幽暗、寂静、无法进入的房子。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秘密一样。
人们似乎都在露天生活，一家子都坐在门口．在那儿吃中饭，晚饭，甚至吵架。
有人经过，他们都要仔细打量。
所以从前每当有外乡人来到外省的城镇，总会处处被人取笑。
引出不少有趣的故事．昂热②人是嘲笑人的高手，促狭鬼的称号便由此而来。
旧城的老宅子集中在街的上端③，原来的居民都是当地的大户人家。
这些老宅子还是法国民风淳朴时代——如今已世风日下了——的遗物．本书所讲的故事．就发生在其
中一座凄凉的宅子里。
别具特色的街道，处处能唤起对往昔的回忆，整个气氛会使人不期然地沉人遐想。
拐弯抹角走了一段之后，你会看见一处凹进去的地方，黑魆魆的，中间藏着一道门，这便是葛朗台先
生的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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