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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现20世纪初巴黎风华，令任何风格都黯然失色！
力求完美的译本，周克希先生殚精竭虑之作！
佚失半个世纪之久伽里玛珍贵原版插图！
野兽派大师凡·东恩斑斓呈现逝去时光！
　　本书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影响了弗中尼亚·伍尔芙、奥罕·帕慕克、弗拉基米尔·纳博
科夫、杰克·凯鲁亚克等整整一个时代的思想者与文学大师。
荣获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奖。
讲述真正的幸福在于回忆过去静止中的幸福，在于追忆似水年华⋯⋯一本关于时间、空间与记忆的书
，一本在文字、结构、风格与主题上都有着无限可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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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出生在巴黎一个艺术气氛浓郁的家庭，但从小
就因哮喘病而被“逐出了童年时代的伊甸园”。
他的气质内向而敏感，对母亲的依恋，对文学的倾心，为以后的创作埋下了种子。
他青年时代经常出入上流社会沙龙，在熟悉日后作品中人物的同时，看穿了这个社会的虚幻。
父母相继去世后，他痛感“幸福的岁月是逝去的岁月”，开始写作《追寻逝去的时光》。
在生命的最后十五年中写成的这部巨著，犹如枝叶常青的参天大树，屹立于文学之林的最高处。
他借助于不由自主的回忆（无意识联想），将逝去岁月的点点滴滴重现在读者眼前，使时间在艺术中
得以永存。
　　周克希，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曾从事黎曼几何研究与教学。
一九八四年起翻译文学作品，先后译有《三剑客》、《王家大道》、《追忆逝水年华（节本）》、《
包法利夫人》、《小王子》等小说，与人合译作品有《基督山伯爵》、《追忆似水年华（第五卷）》
等。
　　凡·东恩（Van Dongen，1877-1968），出生于鹿特丹郊区，就读于鹿特丹皇家艺术学院，二十多
岁时到巴黎定居。
他是二十世纪“野兽派”画家的代表之一。
他注重画面的形式感，拒绝用明暗对比来塑造立体效果，以鲜明强烈的接近于平涂的大色块来构成画
面，充分显示出色彩的独立表现力。
他也是名噪一时的肖像画家，创作有《比利时国王莱奥波尔德三世》等肖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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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　在斯万夫人身旁第二部　地方与地名：地方梗概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在少女花影下>>

章节摘录

　　第一部　在斯万夫人身旁　　母亲听说要请德·诺布瓦先生来吃晚饭，不禁为戈达尔教授还在旅
行途中，而她自己又跟斯万断绝了往来感到遗憾，否则初次莅临舍下的前大使阁下想必会对这两位先
生很有兴趣。
父亲回答说，像戈达尔这样体面的客人、有名的学者，请他作陪绝无不妥之处，可是斯万一向喜欢炫
耀，在社交圈有一丁点儿的关系也要到处张扬。
对于这种装腔作势的俗人，德·诺布瓦侯爵想必会觉得，按他的说法，腻味。
父亲的回答需要解释几句，有人也许还记得当初的戈达尔颇为平庸，而斯万在社交礼仪上的谦恭和审
慎，堪称娴雅之极。
但他们可能有所不知，这位小斯万，这位骑师俱乐部的斯万、我们家的旧友，后来又添了一重（看来
未必是最后一重）身份，那就是奥黛特的丈夫。
为了迁就妻子卑微的名利欲，他把自己既有的天性、想望、能耐，无不尽力调整到一种新的状态，一
种和那位伴侣合拍的、水平远低于从前的状态。
因而他的表现和以前判若两人。
既然是和妻子一起在新结识的人们中间开始新的生活（他仍旧和自己的朋友单独往来，只要人家不主
动要求，他一般不把奥黛特介绍给他们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用以衡量这些新相识身份的标准
，或者说衡量他接待他们时自尊心得到满足的愉悦程度的对照基准，当然不是婚前社交圈里的精英，
而是奥黛特早先的那批熟人。
可是，即便你知道了他想结交的是些举止并不优雅的官员、部里举办舞会的花瓶、心智未必健全的女
性，当你听说至今还挺有风度地把特威克纳姆或白金汉宫的请柬悄悄藏在衣袋里的斯万，居然为部长
办公室某位副主任的夫人回访斯万夫人而大喜过望，你恐怕还是会大吃一惊的。
　　有人也许会说，斯万当初的优雅洒脱，在他其实只是名利心的一种比较隐晦的表现形式，所以我
家的这位老朋友就像某些犹太人一样，会在自己的举动中渐次演示这个种族所经历的各种生存状态：
从没有心计的附庸风雅到毫无遮拦的粗鲁鄙俗，直到无可挑剔的彬彬有礼。
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在一般意义上适用于整个人类的那个原因，还在于我们的修养并不是自由自在的
、随意游动的东西，我们没法让它一直保持无拘无束的状态；它最终会和我们认为应让它有所体现的
种种举止联系起来，由于这种联系过于紧密，一旦出现看似不同的其他场合，我们就一下子反应不过
来，意识不到我们的修养也应当体现在那些场合。
斯万周旋于新交之间，忙得不亦乐乎，而且提起他们时颇为自得，这很像那些谦虚、慷慨的大艺术家
，他们倘若晚年醉心于烹饪或园艺，就会对别人称赞他们烧菜或拾掇花坛的恭维话表现出一种天真的
心满意足，听不得一点批评——这样的批评如果针对的是他们的杰作，他们反倒处之泰然；要不然就
是白送人家一幅油画毫不在意，玩多米诺骨牌却输不起四十枚苏，使性子发脾气。
　　至于戈达尔教授，我们在较远的后文中还会花不少篇幅提到他，那是在女主人位于拉斯普利埃尔
城堡的府上。
目前有关他，只要了解下面的情况就可以了。
对于斯万，我们不妨说他的变化是让人吃惊的，因为我在香榭丽舍见到吉尔贝特的父亲那会儿，这个
变化已经发生，我却一点儿也没看出来——不过，他当时没和我说话，就是要显摆那些政界朋友也没
法显摆呀（说实话，即便他那么做了，我也未必看得出他的名利心很重。
年深日久对一个人形成的看法，足以障蔽我们的耳目；拿我母亲来说，她有个侄女抹口红，有三年之
久她视而不见，仿佛那口红全都悄悄地溶解在一种液体里了；后来有一天，也不知是口红抹得太厚，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出现了所谓过饱和的现象；原先看不见的口红，一下子凝结起来，母亲突然发现
了眼前这浓艳的颜色，就跟在贡布雷时一样，大声说这简直是丢人现眼，并从此跟这个侄女几乎断绝
了一切往来）。
可是对于戈达尔，情况正相反。
其一，他看着斯万初进韦尔迪兰府的那段时光，已经相当遥远；随着岁月的流逝，荣誉和头衔接踵而
至。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在少女花影下>>

其二，一个人尽管没有文化修养，爱玩愚蠢的文字游戏，照样可以赋有文化修养所无法取代的特殊才
能，比如军事统帅或医学圣手的才能。
在同行眼中，戈达尔绝非单凭资历熬成欧洲名医的平庸之辈。
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说得斩钉截铁——至少在若干年内不会变；但凡时髦的东西都诞生于变化的需要
，因而时髦的想法早晚也得变——他们一旦患病，惟有戈达尔是自己能以性命相托的名医。
当然平时他们更愿意跟那些温文尔雅、有艺术气质的主任医生交往，谈谈尼采和瓦格纳。
　　戈达尔夫人在家里举办晚会，招待丈夫的同事和学生，指望他有朝一日能当上医学院院长。
有人在客厅演奏音乐时，戈达尔先生通常不愿洗耳恭听，宁肯到隔壁的小客厅去打牌。
不过，他的目光和诊断之敏捷、深邃和准确，可谓有口皆碑。
其三，从戈达尔教授和我父亲这样的人谈话的态度，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人生进入中年以后，我们所
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尽管常常还是，但未必一定就是年轻时性格的增补或缩减；它有时候会和当初
的性格截然不同，完全倒个个儿。
戈达尔年轻时那种迟疑不决的神情，那种过分羞怯或亲热的举止，曾使他备受讥嘲，惟有宠爱他的韦
尔迪兰夫妇家是个例外。
后来也不知是哪位好心的朋友帮了他，劝他要让自己的神情看上去冷若冰霜。
而地位一变，要做出凛然的态度就更容易了。
在韦尔迪兰府上，他会本能地重又变成他自己，此外无论在什么场合，他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轻
易不开金口，一旦开口，用的是不容置辩的口气，而且总忘不了说些让人不快的事情。
他的这种新的处世态度，对病家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他们以前没有见过他，根本无从比较，一旦得知
他并非一个生性粗鲁的人，反而会感到惊讶呢。
他尽力使自己对什么事情都无动于衷，即便在医院当班时抛出几个谐音文字游戏，把所有的人，从主
任大夫到见习医生，都逗笑了，他也照样绷着脸，剃掉了胡子和唇髭而变得让人认不出的脸上，没有
一丝肌肉动一动。
　　最后还得说一下这位德·诺布瓦侯爵是谁。
他曾在战前出任全权公使，在五月十六日危机期间出任大使，但令许多人感到意外的是，此后他又不
止一次被激进派内阁委以重任，代表法兰西政府执行特殊使命——诸如出任埃及债务稽查专员，他表
现出处理金融事务的卓越才干，在任内作出重要贡献；这样一个激进派内阁，持保守立场的人士通常
会拒绝为之效力，而以德·诺布瓦先生的经历、观点和社会关系，按说他也不该得到这个内阁的信任
。
然而这些激进派的内阁部长似乎意识到，这样的任命足以表示事关法兰西民族最高利益时，他们胸襟
的坦荡，非一般政客所能及，《论坛报》称他们为股肱之臣，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总之，一个贵族姓氏所具有的威望，一次出人意料的遴选所产生的戏剧性效果，足以让他们从中得益
。
他们也知道，请德·诺布瓦先生出山绝无后患，完全不必担心他会在政治上有贰心，侯爵的出身不但
无须戒备，反可看作一种担保。
在这一点上，共和派政府没有看错。
这首先是因为，一个贵族从小把自己的姓氏看作任何力量都无法褫夺的一种固有优势（与他地位相仿
或出身门第更高的人，对这一优势的价值都有相当准确的认识），知道自己无须像诸多布尔乔亚那般
，汲汲于发表见解不俗的高论、结交观念正统的人士而落得徒劳无功的结局。
他明白那并不会为自己增添半点光彩。
另一方面，他又生怕被身份高于自己的亲王或公爵家族看轻，知道惟有在自己的姓氏上增添它所没有
的东西，才不至于被他们小觑，而且倘若现在就和他们平起平坐的话，有了这些东西他就高他们一头
了：那便是政治上的影响、文学或艺术上的声誉，以及巨大的资产。
布尔乔亚乐滋滋想要攀附的过气小贵族也好，一位亲王不会因此心存感激的华而不实的友情也好，他
一概懒得耗费精力，他把自己的精力慷慨地用于帮他谋得使馆职位或竞选赞助的政客（即便他们是共
济会成员），用于帮他在不同领域中脱颖而出的艺术家或学者，用于所有能够助他一臂之力，让他赢
得新名声或富裕婚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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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就德·诺布瓦先生而言，长期的外交官生涯造就了他身上那种消极、保守、因循守旧的所谓
政府精神，这种精神体现为所有政府所共有，尤其是政府下属使馆所共有的办事作风。
德·诺布瓦先生积多年职业生涯之经验，对反对派那些多少带有某种革命性、再怎么说也是不适当的
手段，充满厌恶、恐惧和鄙视。
在市井平民和上层社会里都有一些见识浅薄的人，所谓人以群分在他们看来只是说说而已，而对大部
分人来说，让他们相互靠拢的并非观点的一致，而是精神上的契合。
一位气质和勒古维相近、应该是古典主义信徒的院士，会由衷地为马克西姆·杜冈或梅茨耶尔对维克
多·雨果的颂词鼓掌，却宁愿冷落克洛岱尔对布瓦洛的褒扬。
凭着对民族主义的共同信仰，巴雷斯足以赢得选民的支持（他们想必并不很了解他和乔治·贝里先生
有什么不同），却无法拉近他和法兰西学院同仁之间的距离，那些同仁和他政见一致，但气质不同，
所以宁愿抛下他去为政敌里博和德沙内尔先生捧场，而这两位先生又让铁杆的保皇党人感到比莫拉斯
和莱翁·都德更靠近自己，尽管那二位也希望王朝复辟。
德·诺布瓦先生说话不多，不仅仅是出于谨慎持重的职业习惯，也是由于每个字词在他眼里自有它的
分量，自有它微妙的含义，像他这样的人，为使两国修好花费的十年心血，也就不过——在一篇演讲
或一份备忘录中——归纳、体现为一个形容词而已，而在这个貌似平常的形容词中，他们却看到了整
个世界的风云变幻。
因此，德·诺布瓦先生在外交委员会里素以冷峻著称。
而在这个委员会开会时，他总跟我父亲并肩而坐，大家祝贺父亲居然赢得了这位前任大使的友谊。
而对于这份友谊，第一个感到吃惊的就是父亲。
因为他生性不太随和，平日里除了几个要好朋友以外，不大有人爱和他交往，对此他一向是爽爽快快
承认的。
他感到大使先生主动接近自己，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每个人对别人的好恶都基于一种观点，这种观
点因人而异，即便一个人智力出众，情感细腻，你照样可以不放在眼里，照样可以不喜欢他，另一个
人口没遮拦、嘻嘻哈哈，在大多数人眼里显得无聊、浅薄，你却说不定对他大为欣赏。
“德·诺布瓦又请我吃饭了；真是怪事。
大家都很惊讶，因为他平时在委员会里跟谁都没有私交。
我知道他准是又要对我讲一八七○年战争那些让人激动的往事了。
”父亲知道，德·诺布瓦先生也许是惟一提请皇帝陛下关注普鲁士的军备扩张和战争企图的人，俾斯
麦曾对他的才智倍加赞许。
而且最近，在歌剧院为迪奥多兹国王举行的盛大晚会上，报界人士注意到国王陛下和他交谈了很长时
间。
“我得打听一下，国王陛下的这次来访是否当真意义重大，”父亲这样对我们说，他向来对外交事务
很感兴趣。
“我知道诺布瓦平时是个守口如瓶的老头，可他跟我无话不谈。
”　　至于母亲，也许大使先生并没有她最欣赏的那种才智。
不妨这么说，德·诺布瓦先生的谈吐集了一种职业、一个阶层、一个时代——对这种职业、这个阶层
而言，这个时代很可能永远不会完全终结——所特有的老式词语之大成，我有时很后悔没把听到他说
的那些话原原本本记下来。
否则我就可以有一套现成的旧语汇，就像王宫剧院的那个演员可以毫不费力地拿出一顶顶帽子，人家
问他这些令人惊奇的帽子是从哪儿找来的，他回答说：“帽子不用去找。
我一直藏着呢。
”总之，我觉得母亲认为德·诺布瓦先生有些过时，这并不是说他的举止有令她不快之处，而仅仅是
指他的言词——甚至不包括观念，因为德·诺布瓦先生的观念还是很时尚的——并不使她觉得有趣。
不过在她看来，既然他对自己丈夫表现出极为难得的情谊，那么在丈夫面前称赞这位外交官，就是体
贴丈夫，有意让他高兴了。
她对父亲推崇德·诺布瓦先生给予肯定，进而鼓励他对自己也作出较高的评价。
她觉得这样做就是尽到使丈夫生活愉快的本分，正如她用心操持家务，让菜肴精美可口、仆人悄没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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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一样。
她不会对我父亲说谎，所以她尽力让自己学会看大使先生的优点，以便能真心实意地赞扬他。
再说，她自然也感受到了他那谦谦君子的风度，稍稍过时的礼节（考究到近乎刻板，比如他正挺直高
大的身躯走在路上，一看见我母亲乘马车经过，会赶紧把刚点着的雪茄扔得远远的，抬起帽子向她致
意），极有分寸的言谈——尽量少谈自己，时时想到说些能让对方高兴的话，而他回信之迅速及时，
更是出乎她的意料。
往往我父亲刚把一封信寄出，回信就来了。
父亲看着信封上德·诺布瓦先生的笔迹，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莫非两封信碰巧错过了：简直就像邮局
专门为他增设了收费很贵的开箱时间。
母亲赞叹他尽管那么忙依然见信即复，尽管交游广阔依然谦和有礼，她没想到这些尽管正是没被注意
的因为，其实（就像老人的年事之高、国王的平易近人、外省人的博闻强识使人惊讶一样），德·诺
布瓦先生处理事务果断干练，作复来信井井有条，社交场上风度怡人，对待我们殷勤有加，这些都是
习惯使然。
何况，母亲正如所有过于自谦的人，错就错在总把与自己有关的事置于他人之下，也就是置于其他事
情之外。
她觉着父亲的这位朋友每天要写许多信，还能如此迅速地给我们回信，着实令人赞佩，她把他给我们
的回信放在那么多信件之外，没看到这仅仅是其中的一封；同样她也没考虑到，来我们家吃晚饭，在
德·诺布瓦先生只是社交生活众多活动中的一项而已：大使先生在外交生涯中已经惯于把饭局看作公
务的一部分，展示优雅风度在他也早就习惯成自然，硬要他在上我们家吃晚饭时放弃这种习惯，未免
就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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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向中文读者推荐周克希先生的译本，他使我有耐心重读普鲁斯特。
”　　　　——王安忆　　我在普鲁斯特的风格中寻找不到缺点。
我寻找在风格中占主导地位的优点，也没有找到。
他有的不是这样那样的优点，而是无所不备的一切优点⋯⋯他的风格灵动活泼，令人惊叹。
任何另一种风格和他的风格相比，都显得黯然失色、矫揉造作、缺乏生气。
　 ——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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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现20世纪初巴黎风华，令任何风格都黯然失色！
力求完美的译本，周克希先生殚精竭虑之作！
佚失半个世纪之久伽里玛珍贵原版插图！
野兽派大师凡·东恩斑斓呈现逝去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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