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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玻璃球游戏》是黑塞晚年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这部作品虽然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出现，却不是普通字面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它用一系列象征和譬喻编
织起一种哲学上的乌托邦设想，虚构了一个发生在二十世纪后未来世界的寓言。
然而，作者的意图并非故弄玄虚，诚如德国女作家露易莎·林塞尔所说：“黑塞在希特勒时期之转向
乌托邦，恰恰不是一种逃避态度，而是用语言作武器让人们得以自由地呼吸在超越时间的空间之中，
得以成为自觉抵制恶魔的觉悟者。
”（见《试论的意义》）黑塞本人对此也有一些纯朴而谦逊的自白，援引两段如下：“这位滑稽可笑
的人想做些有益的、无损人类的、值得期望的好事⋯⋯一位诗人生活在一个明天可能即将遭受摧毁的
世界上，他却如此细心雕琢、组合、推敲自己那些小小词汇，因为他的作为与那些今天盛开在全世界
一切草地上的白头翁、撄草花以及其他绚丽花朵的情况完全相同。
它们生长在世界上，也许明天即将被毒气窒息，今天却依旧小心翼翼地孕育着自己的花瓣和花萼，不
论是五瓣、四瓣或者是七瓣，不论是光边的或者是锯齿形的，它们永远认认真真地把自己打扮得尽可
能美丽。
”（见《致儿子马丁信》）“一是构筑抗拒毒化以卫护我得以生存的精神空间，二是表达悖逆野蛮势
力的精神思想，尽我所能加强在德国本土进行反抗和固守阵地朋友们的力量。
”（见《致罗多夫·潘维茨信》）　　作者从一九三一年开始构思此书，到一九四三年全书问世，整
整用了十二年。
意味深长的是，《玻璃球游戏》的创作和希特勒的暴行几乎同步，最终黑塞赢得了胜利，第三帝国生
存十二年后于一九四五年灭亡，《玻璃球游戏》则于一九四六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黑塞曾在一系列文章，尤其是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里表达过自
己最新的想法：要建立一种超越惯常好与坏概念之上的新道德意识，要对一切极端对立事物用统一眼
光予以观察。
事实上，早在第一次大战炮火正酣之时，黑塞目睹“爱国”概念竞是沙文主义的土壤，自己还因反战
而被诬为叛国，就已撰文表白这一重要思想：“我很愿意是爱国者，但首先是‘人’，倘若两者不能
兼得，那么我永远选择‘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随着希特勒倒行逆施的变本加厉，黑塞的想法也逐渐成熟，最终凝结成象征
陛的《玻璃球游戏》一书。
作者借主人公克乃西特之口说：“流尽鲜血后，人们渴望理性，卡斯塔里应运而生”，而以综合世界
上一切知识为宗旨的玻璃球游戏便是这个卡斯塔里精神王国的至高无上成果。
　　在《玻璃球游戏》问世前，黑塞于一九二七年出版了人们称为“精神自传”的《东方之旅》，这
位试图从东方取经的西方人经过漫长年代沉思后认识到现代社会的病根在人j生，而不在物质文明，因
而书中东方旅行者们的信条是一种超越因袭观念的世界性或日宇宙性思想：“我们的目标并不局限于
一个国家，也没有任何地理限制，而是寻求灵魂的故乡和青春，它们无处不在，却又处处皆无，它们
是一切时代的统一体。
”《东方之旅》的主人公为探索人生真谛而加入了一个以“从东方寻求真理”为宗旨的秘密盟会，并
在参与盟会组织的多次“探索真理的旅行”后，领悟到生命的意义是“他必卷旺，我必衰颓”。
《玻璃球游戏》的扉页献词不同寻常：“献给东方旅行者”。
《东方之旅》和《玻璃球游戏》两部著作间的亲缘关系不言而喻。
　　一九三二年，黑塞写了书前格言草稿；一九三三年写了引言草稿；一九三四年发表了后来成为附
录的《呼风唤雨大师》；一九三五年发表了后来成为小说主人公学生时代创作的大部分诗歌；一九三
六年发表了后来成为第二篇附录的《忏悔长老》；一九三七年发表了后来成为第三篇附录的《印度式
传记》；一九三八年始写玻璃球游戏大师传，该年写完《感召》、《华尔采尔》；一九三九年完成《
研究年代》、《两个宗教团体》；一九四。
年写完《使命》、《玻璃球游戏大师》；一九四一年写了书中最重要的诗歌《阶段》，并完成其余章
节；一九四二年写完结束章《传奇》。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玻璃球游戏>>

一九四三年，瑞士出版了两卷本《玻璃球游戏》第一版。
一九四五年，黑塞著作出版人彼得·苏尔卡普侥幸从纳粹集中营生还，获得盟军颁发的战后德国第一
张出版许可证后，立即着手《玻璃球游戏》的出版事宜，一九四六年，《玻璃球游戏》终于在德国问
世。
　　关于《玻璃球游戏》的成书过程，我们还想交代一个情况：黑塞原本打算写一系列不同国家不同
历史时期的克乃西特传，却未能如愿，第四篇人物传记半途而废，小说里是这么描写的，事实也同样
如此。
情况正合荣格的一句名言：“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土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世界上并无人能够
摆脱自己历史的局限。
黑塞为塑造一个完美无瑕的理想英雄，只能编织乌托邦，在虚拟的未来世界里施展自己擅长的浪漫手
段，于是子虚乌有的玻璃球游戏大师脱颖而出，而原本与之并列的英雄人物们统统退居一边，成了附
录。
　　《玻璃球游戏》不是一部容易阅读的书，却与黑塞其他较易理解的作品一样，不仅在德国，而且
在世界范围长期受到欢迎，译者就读过不同时代的各种评论文字至少百篇以上。
一九七七年时，为纪念黑塞百年诞辰，在作家出生地德国南部小城卡尔夫举办了黑塞国际研讨会，与
之同时，德国学者马丁·法弗尔主编出版了一本《赫尔曼·黑塞的世界性影响》，孰料一发不可收，
研讨会成为定期性的活动，迄至一九九七年已举办八届之多，《黑塞的世界性影响》也不得不于一九
七九年出版第二卷，一九九一年又出版了第三卷，遗感的是，法弗尔于一九九四年逝世，否则当有更
多续编问世。
译者曾读过这三本《影响》和二、七两届国际研讨会的文集，体会到黑塞长盛不衰的原因是作家的强
大精神力度。
黑塞作品的力量来自作者综合融汇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创造『生才能，也来自他永不停顿仰望高处以成
为“人”的渴望和信念。
这里就各类文字中涉及《玻璃球游戏》特殊价值的内容稍作介绍，例子虽少，但也可“管中窥豹，时
见一斑”。
　　托马斯·曼在为一本英文版黑塞集撰写的序言中说：“我羡慕他高出一切德国政治的哲学上的超
越感，”因为“他的精神故乡又特殊地归属于东方智慧的庙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曾掀起
黑塞浪潮，除了反对越南战争等政治原因，还与美国作家亨利·密勒的推崇和宣传密不可分，经过密
勒渲染的“欧洲佛”导致成千上万美国青年追随“圣黑塞”，恰如罗伯特·容克为弗克尔·米夏尔斯
主编的黑塞文集《良心的政治》所写序言中形容的：“很少有哪一个个人能够挣脱自己等级的局限，
美国的反文化群发现了黑塞，并开展了一场视他为先驱者的运动，这场运动对经历过上千年转折的人
类按照另一种目标进行了深思，而且推荐人们去试验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一种远远超出日常政治的、幻想的、未来的政治”。
加拿大学者乔治·华莱士·费尔德在介绍加拿大的黑塞接受『青况时，高度评价第一个发掘出黑塞著
作里大量中国思想的华裔学者夏瑞春所做的开拓性工作：“这一重要成绩使黑塞作品具有全新前景，
使它远远超出了德国浪漫派的轨迹，提高了它的音调以及地方陛局限。
”德国批评家、出版家西格弗利德·翁塞尔特则撰文说：“正是由于黑塞的作品不提供解答，不开列
药方，正是由于描写了发展历程，才使他的作品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因为他的主人公们总是时刻准备着启程去往新的生活领域，去进行新的探索，向着永叵全新的目标。
因为就连我们现在的社会也处于一种启程状态，也还在探寻着新的目标，”“希望这种‘生活的召唤
’（《玻璃球游戏》中语）对您也始终永无穷尽。
”　　黑塞一生热爱东方文化，尤其偏爱中国古代思想，从一九一一年开始直至逝世，五十多年未曾
中断对中国的论述工作，正如他在一封致读者公开信中所言：“我努力探索一切信仰和一切人类虔诚
善行的共同之处。
究竟有什么东西是超越一切民族差别之上，有什么东西可以为所有种族和每一个个人所信仰和尊敬。
”《玻璃球游戏》便是这一种探索的最重要著作，作家努力熔铸世界文化于一炉，以寻求不同文化融
合途径，其中尤以涉及中国的内容为最多，全书从头至尾不断写到中国，引言里有“中国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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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圣贤”、《吕氏春秋》和中国古代音乐等，正文里则更进一步，竟然让自己化身为“中国长
老”，向主人公传授中文、中国书法和《易经》等，最后，甚至把玻璃球游戏的高峰定位于“中国屋
落成庆典”。
然而，托马斯·曼却提问道：“难道还会看不见他的出版人和编辑者工作中所表现的世界博爱精神多
少带着特殊的德国味道么？
”另一个德国学者基尔希霍夫则干脆说：i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国人，却没有中止成为西方人，嗯，甚
至是一个许瓦本人。
”　　是的，仅仅统计和罗列书中比较明显的中国事物，也许还不算太难，译者也曾就此写过若干文
章，但是要想完整概括作者融会贯通不同文化后的再创造，却是难而又难的，即使只是剖析其中涉及
中国的内容。
本书译者囿于知识和能力，虽多次努力尝试，迄未成功，因而这里仅能就个人认识略谈一二。
一是书的开头（书名、献词、格言）和全书结尾（克乃西特之死）所呈现的宗教性热烈精神追求；二
是黑塞用自己独创的“双极性”视角描述主人公一生历程所展示的“会通和合”观点。
　　书前献词、格言与书尾死亡图景密切呼应，“死亡”是献词精神的实践：“他必兴旺，我必衰颓
”。
主人公最终抵达归宿：“灵魂的故乡和青春”，如格言中所述“向着存在和新生的可能性走近一步”
。
黑塞用“死亡”表达的宗教陛精神追求，引起过无数误解，作者曾为此向一位朋友作过专门答复：“
一个柏拉图式的梦，它不是一种永恒有效的理想目标，而只是一种使自己和已知世界相对的可能性。
”（见《致罗勃特·法西信》）这段话立即让我联想起另一段类似的话，那是马丁·布伯尔在《论道
家学说》里的论点：“这种永恒的道是对一切表象存在的否定，它也被称作为无。
生非始，死非终，时空中的此在无限无终。
生与死不过是‘无见其形是谓天门’②的出人口，‘无门者，无有也，圣人藏乎是’。
”原来，外国古人柏拉图和中国古人庄子早在几千年前便已有几近相同的精神追求，而黑塞所为则像
他谈到自己与浪漫派先辈施雷格尔和诺瓦利斯的关系一样：“我的目标不是改善世界或提高思想，而
是继续发扬他们所寻求的东西。
”　　小说主人公童年时就受到西方古典音乐和谐完美境界的触动而感悟，从此走上一条寻求自身完
善的道路，翘首仰望过中国的和世界的无数思想先驱者，历经他对西方和东方无数文化范畴的内心体
验后，一次又一次在相对集中发现共同的中心思想，于是一次又一次获得“唤醒”，走上新的阶段，
最后为了一个新人的成长，无畏地迎向死亡。
小说结局是开放的，老师和学生的对立统一关系表达了黑塞的一种对立面互相依赖的思想。
　　黑塞式的“双极性”观点是《玻璃球游戏》的重要基本要素，贯穿于主人公的一生。
我们中国人一眼便看出黑塞的观点：“一个正确的、真正的真理必然容许被颠倒。
凡是真实的事物，其反面也必然是真实的。
因为每一条真理都是站在某一特定极点上对世界所作的短暂观察，而凡是极点无不存在相对极”，源
自中国道家自然哲学和《易经》太极图像。
事实也并不尽然，一位前苏联学者卡拉勒斯维里就认为：“由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所组成的生活发展链
条，是永无尽头的，这就是黑塞的信条，它反映了黑格尔的一个基本观念，”而黑格尔也是小说主人
公景仰的先驱者之一。
倘若说，十九世纪黑格尔的辩证哲学也许多少得益于他所读过的中国古代思想著作，那么主人公从青
年时代就非常崇敬的另一位德国古人，基督教早期僧侣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1687—1752）
则肯定没有读过任何中国书籍，然而他提出的综合不同思想使之相辅相成的见解，与中国传统文化的
和合之道，似乎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黑塞借主人公之口说：“本格尔所力图达到的并不仅仅是各种学科和领域的并列研究，而是寻求一种
有机的相互关系，他已启程探找一种共同的公分母。
而这正是玻璃球游戏最基本的观点之一。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歌德的一句名言：“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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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
”　　《玻璃球游戏》是黑塞对西方、东方古人的梦作过再思考后的产物，他把各种貌似对立的文化
打成一片，混成一团，创造出现代人的梦，赋予旧事物以新生命，让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思想，尤其是
古老的中国思想在当代西方文化里得到延续和新生，好似架起了一座沟通东西方的魔术桥梁。
《玻璃球游戏》无疑是黑塞对德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作出的特殊贡献。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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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赫尔曼·黑塞(1877—1962)，德国作家，194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玻璃球游戏》是黑塞最重要的长篇小说。

　　一个未来的世界里，玻璃球游戏是音乐和数学演变而成的符号系统，是人类所有的知识和精神财
富。
纷繁的政治和战争，人类文明正面l临毁灭的威胁。
为拯救和宣扬人类这一精神文化，某宗教团体在做不懈的努力。
克乃西特是个孤儿，由该宗教团体抚养成人，他天资聪颖，凭借出众的才华和优越的组织才能，在这
个精英群体里不断升华，直至团体的最高顶端，成为玻璃球游戏大师。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不再满足这个与世隔绝的精神王国，觉得在这种象牙塔里对民众是不可能有所
贡献的。
他来到现实世界，试图用教育来改善整个世界，然而事业未竟，却在一次游泳中不幸溺水身亡。

　　本书是老年黑塞回溯其一生的精神体验的结晶。
十二载的苦心创作，作者几乎动用了一切文学手段：诗歌、小说、格言、书信、传记、文学理论等，
应有尽有，各种题材在书中既打成一片又相对独立，附录中三篇记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信仰者的
传记尤为精粹，它们貌似互不相干，本质上却与整部作品浑然一体，密切呼应，令人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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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封信的结尾是这样的：“我也许已经辜负了你的善意和慈爱之心，尊敬的师长，我已准备接受
惩罚。
呵斥我吧，处分我吧，我会因而感激不尽。
但是我还特别需要得到指点。
目前这样的情况我还能支撑一小段时间，但是我没有能力让自己得到切实有效的发展，因为我太微小
太没有经验了。
也许还有一个糟糕的情况，我不能向校长先生吐露心事，除非您命令我向他诉说。
因此，我不得不写信来烦您，这件事已开始成为我的大灾难，我实在不堪负荷了。
”　　倘若我们也能拥有音乐大师回答这封求救书的亲笔复信，那该多好！
可惜他的答复是口头的。
音乐大师接到克乃西特信后不久就亲自来到了华尔采尔，他要主持一次音乐测验，于是就在这短暂逗
留期间着实替他的小朋友做了许多工作。
我们是从克乃西特后来的追记中得知这些情况的。
音乐大师没有让他轻易过关。
他首先是仔细审阅了克乃西特的成绩单以及课外学习科目，发现他过分偏重课外项目，由此判定校长
的看法正确，他坚持要克乃西特向校长承认错误。
至于克乃西特与特西格诺利的关系，他也提出了详尽的方案，直到把这个问题也同校长进行一番讨论
后，他才离开华尔采尔。
此行的后果有二：一是在特西格诺利和克乃西特之间开始了引人注目的、凡是参与者都会永志不忘的
竞争游戏；二是克乃西特和校长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
这种关系当然没有联系他和音乐大师的那种神秘的亲密感情，却至少是相互开诚布公和轻松缓和的。
克乃西特在音乐大师为他框定的生活方式内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他被允许接受特西格诺利的友谊，由他自己承受对方的影响和攻击，任何老师都不得干涉和监督。
他的导师只对他提出一个任务：面对批评者必须保卫卡斯塔里，并将辩论提高到最高层次。
这就意味着，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克乃西特都必得掌握卡斯塔里和宗教团体的基本制度与原理，他必
须对此进行彻底研习，并且反复背诵、牢记不忘。
这两位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之间的辩论很快就驰名全校，人们争先恐后前往助阵。
特西格诺利原先那种进攻陛的讥讽语调逐渐温和了，他的论点也较为严谨和负责了，他的批评也比较
符合实际了。
在他们交锋之前，普林尼奥始终是这类辩论中的赢家，因为他来自“世俗世界”，具有世俗的经验、
方法、攻击手段，还有那种带点儿不择手段的态度，他早在家乡时便因同成年人交谈而熟知了世俗世
界对卡斯塔里的种种指责。
如今克乃西特的答辩却迫使他看到，尽管他颇为熟识世俗世界，优于任何卡斯塔里人，但是他绝不可
能像一个把卡斯塔里视为家乡、故土，视为命运所系的人那样深刻地认识卡斯塔里及其精神。
他不得不看清，也逐渐不得不承认，自己仅是一个过客而不是永久居民，他也认识到这个教育王国也
和外面的世俗世界一样，有着几百年积累而得的经验和不言而喻的原则，这里也存在着传统，是的，
这是一种可以称为“自然”的传统，他对此认识甚少，而克乃西特目前正作为发言人为之辩护。
为了扮演好自己的辩护士角色，克乃西特必须努力读书、静修、克己，以便日益进一步廓清和深入掌
握摆在面前要他为之申辩的问题。
特西格诺利在辩才上比对手略胜一筹，他那些世俗社会经历和处世智慧也给他火爆与虚荣天性增添了
若干光彩。
他纵使在某个问题上输给了对方，他还会考虑到听众而想出一条体面的或者诙谐的退路。
克乃西特则不同，每当他被对手逼进了死角，他大致就表示：“普林尼奥，关于这个问题，我还得再
思索一下。
请稍等几天，我会告诉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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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译文名著精选：玻璃球游戏》是黑塞晚年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这部作品虽然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出现，却不是普通字面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它用一系列象征和譬喻编
织起一种哲学上的乌托邦设想，虚构了一个发生在二十世纪后未来世界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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