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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貌似幽默，而实际上则是一本十分严肃的作品。
小说分二各层面展开，一是叙述了“我”充满喜怒哀乐的童年生活，读者看了回忍俊不禁；二是描写
“怪人”夏先生的怪诞生活和言行，人们读了会有一种凄楚和辛酸之感，同时也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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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德）帕特里克·聚斯金德　著帕特里克·聚斯金德，1949年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州施塔恩贝格
湖畔的阿姆巴赫，早年在慕尼黑和法国的埃克斯昂普罗旺斯攻读与研究中世纪史和近代史。
其主要著作有《低音提琴》、《香水》、《鸽子》、《夏先生的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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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么现在言归正传，也就是说在我还爬树的时代，——不瞒你说，我爬得次数多、技术好，而且
也并非老从树上掉下来!——就连那种下面寸枝不生、周身光秃秃的树干也不在话下。
我甚至可以从一棵树爬到另一棵树上，在树上修建瞭望台，造了数不清的树屋，其中还有一座很像样
的位于森林中央，离地十米高，有顶有窗还有地毯垫底。
呵，说来你也许不信，我童年时代的大部分光阴就是在树上度过的：我吃在树上，读在树上，写在树
上，睡在树上，在树上学英语单词和拉丁语的不规则动词，也学数学公式和诸如前面提到过的伽利略
落体定律的物理规则，总而言之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在树上，包括口头和笔头的家庭作业。
最开心的莫过于从树上往下撒尿了，那射出的尿液在豌豆中划出一道高高的弧形，穿过浓密的阔叶、
针叶稀里哗啦地纷然落下。
　　树上很安静，没有人来打扰我，妈妈那讨厌的呼唤和哥哥颐指气使的命令都传不上来，唯有清风
拂过，树叶低语，树干轻柔地晃动声⋯⋯从树上放眼四望则令人心旷神怡：我的目光不仅可以越过自
己的家院，还越过别人的家院，甚至越过那座湖泊和湖泊后面的平原，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峦。
当傍晚夕阳西下，站在地上的人早已看不见那沉入山后的一轮残阳时，我却还能在自己的树顶上欣赏
它的余辉，那种感觉简直就像是在空中飞翔，虽然也许没那么刺激、没那么潇洒，但至少也是一种可
以取而代之的享受吧。
更何况本人的年龄越来越大，身高已一米十八，体重亦达二十三公斤，对飞行来说我已明显的超重了
。
即便是来上一场货真价实的风暴，我解开上衣并大敞开衣襟也无济于事。
不过我想，至于上树吗，那是可以活到老爬到老的。
就是到了一百二十岁，我已成了一个耳聋眼花、手抖腿颤的糟老头子，仍然还可以像个老猴子似的高
坐在那榆树、榉树和枞树的顶端，让微风轻摇，放眼大地，将湖泊和山后的景色尽收眼底⋯⋯　　天
晓得我怎么会在这儿大谈什么飞翔啦、爬树啦的鬼事l唠叨什么伽利略的落体定律和让我神志紊乱的后
脑勺晴雨表效应!而我本来要讲的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只要能这么说的话，那应该是一个关于夏先生的
故事，因为其实也没什么正儿八经的故事可言，而只是有这么个怪人，他的人生之路——或者说得更
准确点应该是他的漫游之路，有几次竟与我不期而遇。
不过我最好还是从头说起吧。
　　在我还爬树的时候，我们村里有个——或者确切点说不是在我们下湖村，而是在邻近的上湖村，
不过这也无法分得那么清楚，因为上湖、下湖以及其他村子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村与村都是沿湖
相连，无明显的首尾之分。
恰似一条由花园、房舍、场院和小船库组成的细链⋯⋯也就是说在这一地区离我们家不到两公里的地
方有那么个叫“夏先生”的人。
谁也不知道夏先生叫夏什么，是彼得还是保罗，是海因里希还是弗兰茨—克萨维尔。
也许应该称呼他夏博士或者夏教授或者夏教授兼博士。
总之，人们只知道他叫“夏先生”。
也没有人知道夏先生那时是否有份工作，究竟有没有过工作或者曾经一度有过工作。
人们只晓得夏太太有工作，是个做布娃娃的。
日复一日，她天天坐在油漆匠施坦格迈尔宅第里那半截嵌入地下的家中，用羊毛、布料和锯木屑制作
小孩玩的布娃娃，并每周一次把产品打成一个大邮包送到邮局寄出去。
在离开邮局回家的路上，夏太太要挨个光顾杂货店、面包房、肉铺和菜摊，然后拎着四个塞得满满当
当的购物袋回到家中，在此后的一星期里，她便足不出户，闭门造车。
谁也不清楚夏家两口子是从哪儿来的。
反正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这么来了，女的坐车，男的走路，打那以后这地方就有了他们。
夫妇俩没儿没女，无亲无眷，也从未有过客人造访。
　　　　“‘幽闭恐怖症’一词源厂拉丁希腊语，”父亲接着说，“这点想必卢赫特汉德大夫肯定清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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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由‘claustrum’和‘phobia’两部分组成的。
而拉丁希腊语里的‘幽闭’与德语的‘关闭’或‘封闭’近义，这一意思在德语的‘隐居幽室’一词
中或者克劳森市的市名上以及意大利语‘Chiusa’里也有体现，在法语里则与Vaudusee一词对应。
你们谁还能举出一个带有‘claustrum’含义的词来吗?”　　“我!”姐姐叫道，“我听丽塔·施坦格
尔迈尔说，夏先生总爱打哆嗦，而且是浑身上下抖个不停。
丽塔说，他患有一种类似幼儿多动症的肌肉抽搐病。
只要他屁股一粘凳子，人就开始颤抖。
只有当他迈开双腿时，才不发抖，所以他不得不总是人在途中，好不让人看见他打哆嗦的样子。
”　　“在这一点上，他就像个刚满周岁的孩子。
”父亲说，“或者说如同一匹两岁的幼马，第一次参赛时站在起跑线上也会同样抽搐、发抖，紧张得
全身哆嗦个不停，搞得骑手们手忙脚乱地拼命勒住缰绳。
不过以后就自然习惯了，要么就是给马戴上眼罩。
你们谁知道，‘勒紧缰绳’是什么意思?”　　“胡说八道!”母亲嚷道，“要是让夏先生坐进你们的
车，他肯定也会抖起来的。
稍微有点颤抖，这又碍着谁的事了!”　　“恐怕，”父亲自以为是，“夏先生是因为我讲了句俗语才
没上我们的车——我说：‘您这样会得病见阎王的！
’我也弄不懂自己怎么会冒山这么一句话来。
我敢说，要是自己用的是＝句没这么俗气的表达的话，夏先生肯定就上车了，比方说⋯⋯”　　“瞎
说，”母亲断然否定，“他不上车是因为他有幽闭恐怖症，所以他不但不能待在屋子里，而且也无法
坐在关得严严实实的汽车内。
不信你问问卢赫特汉德大夫!只要夏先生待在封闭的空间里，不管是房内还是车内，他就会冒火。
”　　“冒什么火?”我问。
　　“也许，”比我大五岁的哥哥说，他已经通读了所有的格林童话，“也许夏先生和童话故事《六
好汉闯天下》里的飞毛腿一样，一天工夫能绕地球跑一圈。
每次回到家里，他都得用皮条把自己的腿吊起来，否则他的脚就停不下来。
”　　“这当然也是一种办法。
”父亲肯定道，“没准夏先生就是多长了一条腿，所以总要跑路。
我们是不是应该请卢赫特汉德大夫把他的一条腿给吊起来。
”　　“瞎说!”母亲显然不同意，“夏先生只得了幽闭恐怖症，没有别的毛病。
而这幽闭恐怖症是无药可治的。
”　　我上床后，脑袋里还老是转悠着“幽闭恐怖症”这个怪词，并且自言自语地反复念道了好几遍
，以免以后把它搞忘：“幽闭恐怖症⋯⋯幽闭恐怖症⋯⋯夏先生得了幽闭恐怖症⋯⋯也就是说，他无
法待在室内⋯⋯他无法待在室内就是说他总要在外面乱跑⋯⋯因为他得了幽闭恐怖症，所以总要在外
面乱跑⋯⋯不过如果说‘幽闭恐怖症’就等于‘无法——待在——室内’，而‘无法——待在——室
内’就等于‘总要——在外面——乱跑’的话，那么‘总要——在外面——乱跑’也就等于‘幽闭恐
怖症’⋯⋯这样的话，完全可以用‘总要——在外面——乱跑’来代替‘幽闭恐怖症’这个晦涩拗口
的单词⋯⋯这就意味着，假如母亲说：‘夏先生总要在外面乱跑，是因为他有幽闭恐怖症’，就好比
她是在讲：‘夏先生总要在外面乱跑，是因为他总要在外面乱跑’⋯⋯”　　想到这儿我的头有点发
晕了，便试着赶快忘掉这发疯的新词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同时反过来想象：夏先生什么事也没有、
什么病也没得，而只是喜欢在外面跑来跑去，就跟我乐意爬树一样。
在外奔波是他自己的一大乐趣和一种享受，仅此而已，别无他因。
而晚餐饭桌上大人们臆想出来的一切混乱的解释和拉丁词语，全都和那个《六好汉闯天下》里的把腿
吊起来的故事一样，纯属瞎编。
　　然而才过了一会儿我就又想起了透过汽车后窗看到的夏先生的那张脸，仿佛又看见了他雨水横流
的脸上那半开半合的嘴和瞪得贼大的呈惊恐状的双眼，于是心里暗暗嘀咕：谁会在开心时用这种目光
看世界；没有哪个在做自己喜欢、乐意做的事情时会是这样一副表情的。
这副模样只有内心充满了恐惧的人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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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谁口渴了，而且是在雨中渴得好像能喝干一座湖时才会有这样一副嘴脸。
想到这儿，我的脑袋不由得又是一阵眩晕。
我竭尽全力试图忘掉夏先生那张脸，可是越想忘掉，它就越是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那每一道褶子，每一条皱纹，都历历在目；每一颗汗珠，每一滴雨水，全分明可见；还有那微微颤动
的嘴唇，好像在嗫嚅什么。
这声音似乎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响亮，最后我终于听清了夏先生恳切的请求：“求你们闭闭嘴，别再
打搅我行不行!求你们闭闭嘴，别再打搅我行不行、行不行⋯⋯”　　只是到了此刻，我才得以摆脱对
夏先生的胡思乱想，他的声音帮了我的大忙。
于是，那张脸消失了，我也很快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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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代序　　一段并不轻松的　　童年回忆　　童年，总是和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等美丽动听的词句
联系在一起，有关童年的回忆自然也往往充满了孩提时代那色彩斑斓、童趣盎然的画面，使人心潮激
荡，让人浮想联翩。
然而，德国著名畅销书作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在小说《夏先生的故事》里展示的一段主人公的童年
回忆，却让那富有诗情画意、略带怀旧伤感的宁里行间多了分作者对人上世界深沉的思考和独特的理
解。
　　二十一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一部《香水》一下香遍了全球并流芳至今的聚斯金德，在1991年推出
了《夏先生的故事》这本小书，当时距其上一部作品《鸽子》的发表已经过去了四年。
沉寂了如此长时间的他，一反其以往奇幻怪异的创作方式，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向人们娓娓动听
地讲述了一个情节简单、内容平凡而且年代并不久远的当代童话。
书中的“我”是一个住在农村的毛头少年，粗泛读来，使人觉得仿佛他是作品的主角，—切故事情节
均围绕其遭遇展开。
“我”从小就爱爬树，喜欢在树上学习、嬉戏，几乎到了以树为友、以树为家的地步因为树上超尘拔
俗，远离世间的喧嚣和人生的烦恼，让人神清气爽，身心舒畅。
就连决定“告别人世”的地点时，他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自己的生活密不可分的参天大树。
此外，朦胧的恋，学车的故事，练琴的经历，纯真无邪的心理，喜怒哀乐的童趣，通过作者生动形象
的描写，跃然纸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倘若没有夏先生的出现，这本书会成为一篇追思儿时往事的精致小品。
而恰恰因为有了这位容易被人忽视却又的确叫“我”终生难忘的“怪客”，使人感受到这部作品思想
内涵的分量，领悟到作者的匠心所在。
夏先生同“我”的几次不期而遇，恰似—条红线贯穿全书，给作品的主题定下了基凋。
虽然作者对这个“幽闭恐怖症”的患者未作浓墨重彩地描绘，但寥寥数笔点睛的刻画，则把一个性格
古怪、行为离奇的“独行者”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冬大，他身披一件又长又宽且特别僵硬的
黑色大氅，脚蹬一双胶皮靴，光头上扣着个红色的带穗线帽；而夏人——一年四季中夏天对夏先生来
说是最长的季节，也许正因为如此，作者特意给他安了一个“夏”的姓名——夏先生则戴一顶缠着黑
布带的扁草帽，穿一件酱色的衬衫和一条相同颜色的短裤。
有两件东西是和他春夏秋冬形影不离的，其一是拐杖，其二是背囊。
对夏先生的身世，作者没作详细的交代；而对其外貌的描写也仅限于“短裤下和登山靴上光裸着的一
节爬满青筋的白腿”以及一双“睁得贼大且呈惊恐状的眼睛”。
书中的夏先生由于“患病”，不得不满世界乱跑，不和在疲倦地奔波，既无明确的目的，也没特别的
需求。
最后，如同当初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样，他又莫名其妙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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