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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纪德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法国作家之一，一生创作以散文为主，成就甚高。
以其思辨的深邃、独特和感觉的敏锐、细腻见长，别树一帜，在文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纪德散文选》选入纪德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人间食粮》、《新食粮》及《秋叶》中的四篇，反映了
纪德一生几个时期思想和艺术发展变化的轨迹，使读者见此一斑而窥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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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安德烈&middot;纪德（1869&mdash;1951）无疑是本世纪法国最大的散文家之一。
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他一生的作品，只有一本《伪币犯》（1925）是小说，其他如《蔑视道德的人》
（1902）、《窄门》（1909）、《田园交响乐》（1919）、《梵蒂冈的地窖》（1914）、《如果种子不
死》（1921）等，只不过是有情节的散文。
当然，人们并未因此而把这些作品都列入散文，一般还是把它们视为小说。
即使如此，纪德的散文数量之多也是惊人的，粗略算一下就有《人间食粮》（1897）、《拴得不牢的
普罗米修斯》（1899）、《致安日尔书简》（1900）、《借题发挥》（1903）、《新借题发挥》（1911
）、《重罪法庭的回忆》（1913）、《回忆》、《忏悔》、《柯里东》（1911&mdash;1924）、《刚果
纪行》（1927）、《从乍得归来》（1928）、《新食粮》 （1935）、《从苏联归来》（1936）、《日
记》（1889&mdash;1949）、《秋叶》（1949），等等。
 纪德给后世留下了这么多散文作品，要选编一本《纪德散文选》，应该不难。
不过，正因为他的散文卷帙浩繁，也就存在一个怎么选、选哪些的难题。
是从每部主要作品中摘取一段，汇编成集，以求介绍全貌，还是以一本为重点，向读者提供一件完整
的艺术作品？
我想，纪德的散文这么多，从每一本选译一段，未必就是最精彩、最恰当的部分，弄得不好，不仅不
能反映其散文的全貌，反而可能给人以零碎之感。
因此，现在这本集子仅选译了《人间食粮》和《新食粮》全文以及《秋叶》中四篇。
《人间食粮》发表于1897年，《新食粮》发表于1935年，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又反映了作者两个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秋叶》出版于1949年，所选译的四篇都可独立成篇，意
在进一步印证纪德散文的整体风格。
原本想从纪德《日记》中选译一部分，但究竟选译哪个时期的为宜，又犯踌躇，故此作罢，还是留待
有志者去全译出版吧。
 这次译纪德散文的任务，是我自己请求来的。
1991年11月份，在北京举行新闻出版署第一届外国文学编辑出版颁奖大会期间，大光先生介绍了百花
文艺出版社出版一百本世界各国散文的宏伟计划。
我听了颇感振奋，便私下对秉勋先生表示，想为这套作品译纪德的《人间食粮》。
秉勋先生转告大光先生，得到大光先生的热情支持，并同我约定于1992年底或1993年初交稿。
可是这年头，出版工作难做。
它像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一样，也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艰难时期。
我负责的花城出版社外国文学室，长期经济效益不高，每年辛苦下来，年终弟兄们总拿不到几个子儿
，各人经济的拮据，可想而知。
这两年我们做了很大努力，算是略见成效。
然而，正因为这样，个人想搞点译著之类的时间，就全给挤掉了。
到1992年底，我主动承担的《人间食粮》的翻译，仅仅开了个头。
1993年初，我接到法国文化部图书及阅读司邀请，去法国从事四个月的法国文学翻译，成行时间由我
自己确定。
花城出版社同意我赴法，但我个人和外国文学室全年利润指标不减。
这样，我不得不付出双倍的努力，在上半年完成了全年的工作任务，才于七月下旬匆匆来到法国。
 这是我第四次来法国，但这次与上次之间相隔了十年。
旧地重游，会见老朋友，结识新朋友，尤其要与法国许多出版社建立联系。
因此，译事只能忙里偷闲，零敲碎打地做。
我放弃了去西欧各国观光的计划，而且不住旅馆，几乎花了双倍的房租住在巴黎国际大学城，因为旅
馆不宜于工作，大学城环境清静优雅，对面又有风景如画的孟苏里公园，是进修和著译的理想之地。
经过三个半月断断续续的工作，这本《纪德散文选》终于脱稿了。
回头来看，很不令人满意，有些地方连文字的流畅都谈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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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来的感觉是，凡是译死了的段落或篇章，很难再改活，所以只好由它去。
 对纪德我没有研究。
我产生译这本《纪德散文选》的愿望，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一向喜欢散文，却很少有机会译散
文。
只是1983年在法国工作期间，译了让&middot;吉奥诺的三篇散文，寄给了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
主编徐知免先生，承蒙徐先生厚爱，很快发表，并从他的信中获悉：所译散文三篇，颇获好评。
此后就再也没译过散文。
那三篇东西，我一直保存着，有如一个温馨的回忆。
因此，译一本散文，在我可谓一个宿愿。
另一方面，平时阅读，涉猎纪德，觉得其思想超逸，文笔奇崛，尤其他的《人间食粮》，据说是影响
过几代人的散文诗，能得而译之，岂非快事？
可是，事情往往与想象的有距离。
一本《人间食粮》原文拿到手，连读两遍，居然看不出新意，也悟不出什么深刻的哲理，反而觉得有
些地方思想的阐发显得不怎么成熟。
至于文字本身，虽然一些写景的段落不乏诗意，但整个来讲，很难谈得上优美，尤其一些以诗歌形式
出现的部分，只不过是散文句子拆开的排列，不能说是诗。
还没动手译就感到困惑，越译越困惑，怀疑选译这本东西是否值得。
 在这期间，我会见了夏尔-萨奇先生。
老先生八十高龄，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热情健谈。
他不是文学家，而是人类学家，但对文学十分了解，藏书中颇多文学作品。
尤其难得的是，他与包括纪德在内的《新法兰西杂志》①那批人，曾经过往甚密，十分熟悉，还拿出
当年的一些旧照给我看。
交谈中，我提及译《人间食粮》的困惑。
他说，纪德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人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亲近，思维方式与众不同。
《人间食粮》曾经是一本很有影响的作品，现在当然有些过时了。
不过，也不能说现在翻译介绍就没有意义，其意义嘛，大概还是当年纪德写这本东西的理由吧。
 听了萨奇先生的议论之后，我补译了纪德本人所写的《1927年版序言》，放在《人间食粮》之前，以
帮助读者了解纪德当年写这部作品的背景和动机。
《人间食粮》是纪德的第一部重要作品。
他早年在象征主义文艺刊物《海神的号角》、《桑佗儿》上发表文章，1893年出版《爱情的诱惑》，
引起了文艺界对他的注意，但真正使他成名的还是《人间食粮》。
这部作品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现了作者对家庭和对社会的双重反叛。
纪德的父亲是南方的清教徒，法学教授，母亲出身于北方的大资产阶级家庭，信奉天主教。
他自幼生活在清教徒的家庭气氛中，受到宗教热情的熏陶。
1893年他到阿尔及利亚等马格里布国家旅行，在北非绚丽、浓艳，充满异国情调的自然风光里，身心
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思想上、感情上开始与清教徒的家庭传统彻底决裂。
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人间食粮》中一再提到：&ldquo;对你来讲，没有任何东西比你的家庭、你的居室
和你的过去更危险。
&rdquo;作品中甚至有他鼓动、引诱人家的孩子离家出走的记载。
这无疑是一个反叛家庭传统的年轻人的行为。
对社会的反叛，则主要表现在作者对当时的象征主义文学的批判。
他在《1927年版序言》中写道：&ldquo;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文学界矫揉造作之风盛行，空气沉闷不堪
，我觉得迫切需要使文学重新接触大地，老老实实赤足踩在地上。
&rdquo;19世纪末叶，象征主义已趋末流，它脱离现实，追求形式，内容贫乏，向往黑暗和幻影。
而纪德在《人间食粮》里，则蔑视传统道德，提倡个人行为自由，尤其强调入对自然和对人生的强烈
感受，并以这种感受作为精神食粮，自我培养。
这正是这部作品中曾经使几代青年人感到振奋和鼓舞的东西，也是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体会和玩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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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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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人间食粮1897年1927年版序言引言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第五篇第六篇第七篇第八篇颂歌--代结
束语结语新食粮1935年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秋叶秋叶春天青年时代我的母亲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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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终生彷徨歧路，不胜苦恼。
怎么对你说呢？
细想起来，任何选择都是可怕的。
连自由都是可怕的，如果它不再受义务引导的话。
又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里选择道路，而在这个国度里人人都在寻找道路，人人都为自
己&mdash;&mdash;请注意&mdash;&mdash;寻找道路。
所以，即使在最荒僻的非洲寻找一条最难辨认的小路，把握还大一些&hellip;&hellip;吸引我们的有片片
绿洲，有尚未枯竭的清泉&hellip;&hellip;不过，一个地方有清泉流淌，那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欲望，因为
那地方只是在我们走近了才存在，周围的景物也只有在我们向那里走去时，才渐渐呈现于眼前；地平
线尽头的东西，我们就看不见，即使在我们身边，也仅是接连不断、变化不定的表象。
　　对于如此严肃的问题，为什么用起比喻来了呢？
我们都相信定能发现上帝，可是，唉！
在找到上帝之前，却不晓得该向何方祈祷。
后来，大家终于思忖，上帝到处都在，无处不在，就是无法寻觅，于是便随意下跪了。
　　纳塔奈尔，你要效法那些手擎火炬给自己照路的人。
　　你不管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上帝，正如梅纳克所说的：&ldquo;上帝嘛，就是我们前面的东西。
&rdquo;　　纳塔奈尔，你路过之处，对一切都要观看，但不要在任何地方停留。
你要牢牢记住，唯有上帝不是暂时的。
　　重要的是你看了，而不是你所看到的事物。
　　你保持着清晰认识的一切事物，直到地老天荒，都会始终与你壁垒分明，你为何要如此珍视它们
呢？
　　怀着欲望是有益的，使欲望得到满足也是有益的，因为这会使欲望变得更强烈。
实话对你说吧，纳塔奈尔，每种欲望使我获得的充实，都胜过我对所渴望的东西一向虚幻的占有。
　　纳塔奈尔，我为许多美妙的事物耗尽了自己的爱。
它们之所以光彩夺目，正是因为我不断为它们燃烧。
我乐此不疲。
在我看来，一切热情都是爱的消耗，一种美妙的消耗。
　　我作为异端中的异端，总是为各种离经叛道的见解、极端隐晦的思想和歧论纷争所吸引。
凡是我感兴趣的思想，必有与众不同之处。
连同情心我也把它从自己心里屏除了，因为在我看来，同情心只不过是承认一种普通的感情而已。
　　纳塔奈尔，绝不要同情心，而要爱心。
　　要行动，而无需考虑这行动是好是坏。
要爱，而不必顾虑是善是恶。
　　纳塔奈尔，我教你要热情。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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