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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短篇小说不是狄更斯文学遗产中的主要部分，除了《圣诞欢歌》等少数几篇，也几乎很少有人提及
；这并不奇怪，狄更斯一生写了将近十五部长篇小说，其中绝大多数都脍炙人口，盛誉不衰，它们的
光辉掩盖了他的其他成就。
但是狄更斯是从特写和短篇故事开始他的文学生涯的，他的长篇小说也往往是一些短篇的汇集，即使
不然，作者有时也喜欢插入一些短篇故事，甚至不惜为此牺牲情节和结构的完整。
此外，狄更斯办过两份杂志，这使他不得不时常写些中短篇小说，他又爱好圣诞节，每年到这时候总
要写些应景文字。
这种种原因使狄更斯一生写了不少特写和短篇故事之类的作品，它们构成了狄更斯文学遗产中不可分
割的部分。
    狄更斯的中短篇小说与他的长篇小说一样，体现了他的创作思想、美学追求和艺术造诣。
无论就创作方法和批判精神而言，它们与他的长篇小说都是一致的。
遗憾的是有些批评家在有意无意之间，贬低了狄更斯的中短篇小说，认为这是他批判精神和现实主义
创作方法衰退的表现，似乎狄更斯在主持两份期刊的编辑工作中强调趣味性的主张已直接危害了他的
创作实践。
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狄更斯不是一个理论家，他的强调趣味只是在思想内容已确定的前提下，单纯从
创作技巧这个角度讲的。
这种观点实际是所有小说家一贯的主张，它无非是贺拉斯“寓教于乐”的理论的继续，也是文学作品
向创作实践必然提出的要求。
狄更斯只是沿着这条古老的道路，要求有志于创作活动的年轻人必须牢记这条简单的原则，应该写得
有趣一些，写得引人入胜一些而已。
事实上，尽管狄更斯喜欢设计一些曲折离奇的情节，有时甚至不惜故弄玄虚，有时还要玩弄一些小聪
明，搞些文字游戏，而有些狄更斯式的幽默也往往只是逗人一笑，并无深刻的含义可以追究，然而从
整体说来，狄更斯的每一篇作品从来不是为趣味而趣味的产物。
    狄更斯总是怀着强烈的社会热情写作的，不论什么作品，在他的笔下，都会变成对当时英国的专制
官僚体系，对唯利是图的贵族资产阶级，对社会上一切不公正现象的抨击和批判。
例如，《一个穷人谈专利权》表面上只是埋怨申请专利的烦琐手续，实际它的矛头却指向了当时英国
机关重叠、人员臃肿的整个官僚制度。
《走进上流社会》虽然形式有些怪诞，像一幅漫画，却借一个小人物之口，对整个上流社会和宫廷贵
族发出了愤怒的谴责。
《马格比的小堂倌》这一篇著名的小故事，谈的只是一个车站上的小小饮食店，但它的锋芒却指向了
整个英国社会和制度。
有些作品虽然看似无关大局，狄更斯有时却会把笔锋突然一转，展开政治性的讽刺和批判。
例如，《马利高德大夫的处方》本来只是一个流动小贩在信口胡诌，他却忽然提到了所谓“高等小贩
”——议员、政治家、传教士、精通法规的辩护士等一切靠耍嘴皮子过活的人。
那位小贩说：“我得宣布，在大英帝国所有的职业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首先就是小贩⋯⋯为什么
我们不能享受特权？
为什么我们非得领取小贩执照不可，政治贩子却从来不需要执照？
我们与他们有什么不同？
除了我们是下等小贩，他们是高等小贩以外，我看不出我们有哪一点比不上他们⋯⋯谈到高等小贩自
吹自擂、骗人上当的伎俩，我们只能甘拜下风。
”在《咧咧破太太的公寓》中，狄更斯顺便对议会开会作了挖苦，在《咧咧破太太的遗产》中，又对
当时英国火车的状况作了抨击，对群众只有掏钱的份儿、无权过问它的一切表示了不满。
在《此路不通》中，那位资产阶级市侩奥本赖泽突然发表了一篇祝酒词，对英国大唱颂歌，认为英国
的法律已把“正义的永恒原则与英镑、先令和便士的另一永恒原则融为一体，可以把它应用于一切民
事纠纷，从损害一个人的荣誉起，到损害一个人的鼻子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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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糟蹋了我的女儿，好，若干英镑，若干先令，若干便士！
你朝我脸上一拳，把我打翻在地，好，若干英镑，若干先令，若干便士！
”可以说，这一切都与故事本身毫无关系，只是狄更斯的“神来之笔”，然而它们却发人深省，狄更
斯也正是以这种嬉笑怒骂的方式，发泄了他对社会的不平之鸣。
    狄更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总是力图在他的作品中宣扬他的人道主义理想。
《理查·双狄克的故事》便是这样，他在这里鼓吹了民族间的和平友爱。
在《某某人的行李》第二章中，他又颂扬了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和爱。
当然，这一切只是狄更斯的理想，在现实中并无基础，因此正如在他的长篇小说中一样，这些人物往
往显得苍白无力。
实际上，狄更斯本人也早已意识到这点，因此在1852年写的《穷亲戚的故事》中，他已不得不承认，
在爱和友谊这人道主义的两个主要方面，他的理想只是空中楼阁，理想与现实是完全不同的；他只是
出于自己的社会热情，不得不进行这种人道主义的呼吁。
然而在狄更斯立足于现实的时候，他还是在自己的小人物身上，真实地表现了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如
有关咧咧破太太的两篇故事便是这样。
这个咧咧破太太和她的朋友杰米·杰克曼曾经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些人物尽管有各种缺点，显
得固执、迂阔，还有些狭隘，然而他们的心却是善良的，对人充满了同情，与上流社会的人物截然不
同。
这类小人物，包括马利高德大夫和那个忠于职守的信号员(《信号员》)，实际都是狄更斯心目中的人
道主义者，也是英国真正的民族精神的代表。
    狄更斯的中短篇小说大多是与别人合写的，在他主编的两份刊物一年一度的“圣诞专号”上，他也
总要单独或与别人合作编写一些短篇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没有共同的情节，但是却有一个总的框架，
形式有些像《十日谈》和《坎特伯雷故事集》，因此虽然在一个总题目下分成了各章，其实并无必然
的联系。
这是读者要注意的一点。
    本集各篇均按写作年代排列，现简单说明如下：    《一个穷人谈专利权》最初发表于1850年。
《穷亲戚的故事》发表于1852年的《家常话》。
《理查·双狄克的故事》发表于1854年的《家常话》“圣诞专号”，系《七个穷旅人》中的一篇，《
七个穷旅人》讲七个穷苦的旅人在圣诞节会集在一家客店中，于是各人讲了一个故事。
这组文章除开端和结尾部分外，狄更斯只写了这一篇，这是第一个旅人讲的故事。
    《走进上流社会》发表于1858年的《家常话》，系总名为《出租房子》一组小说中的一篇。
这组小说按照狄更斯的设计，是环绕一所出租房屋展开的，因此《走进上流社会》便从那幢所谓出租
房子讲起。
在这组小说中，狄更斯只写了这一篇，其余为威尔基·柯林斯等所写。
    《跟踪追击》最初发表于1859年的《纽约纪事报》上，系应该刊物的要求写的，后来又转载于1860
年11月的《一年四季》上。
这个故事看似不可信，但据说倒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
这个真人便是托马斯·韦恩赖特(1794一1852)，当时的一个艺术评论家，曾伪造证件，用砒霜把人害
死，然后侵吞人寿保险赔偿金。
罪行暴露后，这人被判流放至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死在那里。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谋财害命的事当时在英国已屡见不鲜，以致1851年英国还通过了法律，对砒霜
的出售实行各种限制。
总之，这种骇人听闻的故事并不全是狄更斯虚构的。
    《某某人的行李》发表于1862年《一年四季》的“圣诞专号”上。
在这里狄更斯以幽默的笔触创造了一个著名的茶房的形象，在谈到这个人物时，作者自己也认为他“
非常有趣”。
作品发表后立刻赢得了读者的交口赞誉，成为狄更斯最著名的短篇之一。
第二章与第三章的两个故事与茶房的故事在情节上并无联系，写作手法也不同，但同样属于狄更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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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笔，尤其是第三章实际是象征性地提出了天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遭遇问题。
    《咧咧破太太的公寓》和《咧咧破太太的遗产》分别发表于1863年和1864年的《一年四季》上。
小说发表后，立即赢得了读者的广泛兴趣。
狄更斯在一封给威尔基·柯林斯的信中，曾谈到《咧咧破太太的公寓》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使《
一年四季》的“圣诞专号”一下子售出了二十二万份，咧咧破太太的名字也不胫而走，成了伦敦城中
家喻户晓的人物。
    《马利高德大夫的处方》发表于1865年的《一年四季》，这也是狄更斯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
狄更斯本人很喜欢这篇小说，尤其是那个流动小贩的形象，后来这部分内容成了狄更斯时常朗诵的材
料之一。
    《马格比的小堂倌》和《信号员》均发表于1866年的《一年四季》，它们同属于《马格比车站》这
一组小说，那是狄更斯与一些青年作者共同创作的，他本人写了四篇故事，《小堂倌》和《信号员》
是最成功的，尤其是《小堂倌》。
小说发表后，小堂倌的形象立刻引起了读者的兴趣，使刊物的销售量达到了最高记录，据说超过了二
十五万份。
促使狄更斯写这短篇的是他在英国马格比车站饭店中遭到的不礼貌待遇，正如故事中所写的，当时店
里的女招待对他不理不睬，他正想自己动手取糖和牛奶时，却遭到了吆喝和奚落，并引起了站在旁边
的一个小堂倌的大笑。
狄更斯经常出外旅行，对英国饭店对待顾客的粗鲁态度有不少体会，因此故事中所讲的，当然不限于
这一件小事。
    《此路不通》发表于1867年的《一年四季》“圣诞专号”上。
这个中篇小说是由狄更斯设计后，由他和威尔基·柯林斯共同执笔的。
为了刺激读者的好奇心，狄更斯故意不让人知道哪一部分是谁写的，当时他在盖茨山别墅的卧室中放
了两张桌子，他和柯林斯便在那里一起写作，随时互相商讨补充。
据说，仅“序幕”和“第三幕”完全由狄更斯执笔，“第二幕”主要由柯林斯执笔，但是我们看到，
即使在“第二幕”中也显然带有狄更斯的风格。
因此可以说，这个中篇几乎是分不出彼此的两人的集体创作。
    本书根据《狄更斯文库》(伦敦教育图书出版公司)的第14卷及第16卷译出。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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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狄更斯的12部中短篇小说。
狄更斯的中短篇小说与他的长篇小说一样，体现了大文豪独有的创作思想、美学追求褐文学造诣，同
时深刻反应了现实社会的矛盾，极力宣扬了他一生倡导的人道主义思想。
就创作技巧而言，其中短篇小说更为注重形式的灵活性和情节的趣味性，在《一个穷人谈专利权》等
中均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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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狄更斯 译者:项星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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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本序一个穷人谈专利权穷亲戚的故事理查·双狄克的故事走进上流社会跟踪追击某某人的行李咧咧
破太太的公寓咧咧破太太的遗产马利高德大夫的处方马格比的小堂倌信号员此路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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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不习惯给报纸写文章。
一个工人，除了几个星期一、圣诞节和复活节以外，一天至少劳动十二至十四个小时，他会写什么呢
？
但是有人要我把我想说的，老老实实写下来，这样我才提起了笔，让我尽我的力量做吧，如果写得不
对，请读者原谅。
    我出生在伦敦附近，但自从满师以后，我几乎一直在伯明翰的一家作坊做工(你们称作工厂的，我们
叫做作坊)。
我的学徒生活是在德特福度过的，它离我出生的地方不远；我的职业是铁匠。
我的名字是约翰，但从我十九岁起，大家便管我叫“老约翰”，因为我的头发稀稀拉拉，没有几根。
眼前我五十六岁了，有意思的是，我的头发比起上述十九岁那年，既没多些，也没少些。
    到下一个4月，我结婚便满三十五年了。
我是在愚人节结婚的。
让大家笑我在这一天成亲吧，我那天娶的可是一个好妻子，对我说来，这一天跟别的日子一样，是个
聪明的日子。
    我们生过十个孩子，其中六个还活着。
我的大儿子在意大利班轮“南方号”上当轮机员，轮船来往于马赛和那不勒斯之间，中途停靠热那亚
、里窝那和契维塔韦基亚。
他是一个出色的工人，发明过不少有用的小东西，然而什么好处也没捞到。
我两个儿子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悉尼干得不错——直到上次来信，他们还是单身。
我的一个儿子(詹姆斯)发疯似的，去当了兵，在印度负了伤，肩胛骨上带着一颗枪弹在医院里躺了六
个月，这是他亲自写信告诉我的。
他死了，他是最漂亮的一个。
我两个女儿，一个(玛丽)境况还不错，但胸腔积水。
另一个(夏洛特)的男人卑鄙无耻，丢下她跑了，她只得带着三个孩子跟我们住在一起。
我最小的儿子才六岁，他对机械有些天赋。
    我不是宪章派，以前也从来不是。
这并非说我没有看到社会上存在许多叫我生气的弊端，然而我认为那不是纠正它们的办法。
如果我认为那样，我就成了宪章派。
但我不认为那样，我不是宪章派。
我读报，参加讨论会，这是在伯明翰我们所说的“交谊室”里，我认识了不少好人和宪章派工人。
注意，这都不是有实力的人。
    我不想吹牛，但应该说，我是生来就有些发明才能的，因为不先声明这点，我就没法把我要讲的事
讲清楚。
我为一种螺丝钉拿到过二十镑，它至今还在应用。
二十年来，我断断续续反复试验，想完成一项发明。
去年圣诞节前夕夜里十点钟，我终于把它完成了。
完工以后，我把老婆叫来，我们站在那儿，再也忍耐不住，眼泪直挂到了模型上。
    我有一个朋友，名叫威廉·布彻，他是宪章派工人，属于温和派。
他能说会道，口才很好，又非常活跃。
我常常听他说，我们工人在这世上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尤其这几年中机关林立，许多不该当官的都
当了官，可是我们只能服从，掏钱支持那些不该支持的衙门。
威廉·布彻说：“确实，所有的老百姓都得这么做，但最沉重的负担落在工人身上，因为他们本来已
一无所有，非常贫困，同时也不应该在他们要消除不幸，伸张正义的时候，再给他们增加困难。
”注意，我写的都是威廉·布彻的原话。
他是为了上述目的，特地讲这番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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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言归正传，谈我的模型。
它在圣诞节前夕夜里十点钟完成了，离现在已将近一年。
我省吃俭用，把节省的钱都花在模型上；遇到日子不好过，或者我女儿夏洛特的孩子生了病，或者两
者兼而有之的时候，我只得把它丢下，有时一丢就是几个月。
为了精益求精，我装了又拆，拆了又装，反复试验了不知多少次。
它终于完工，成了上述那个美好的模型。
    在圣诞节那天，威廉·布彻与我为这个模型作了一次长谈。
威廉相当聪明，但有时不免偏激。
威廉说：“约翰，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我说：“申请专利。
”威廉说：“怎么申请专利，约翰？
”我说：“领取专利证。
”于是威廉声称，专利法是残忍的骗局。
他说：“约翰，要是你在取得专利权以前，就把你的发明公开，任何人都可能窃取你辛勤劳动的成果
。
你的处境是进退两难，约翰。
如果你想事先找个人合作，让他来负担申请专利权的大量费用，你非吃大亏不可；如果你想少吃一些
亏，你势必找许多人商量，东奔西跑，把你的发明弄得尽人皆知，结果它给人暗中偷走你也不知道。
”我说：“威廉·布彻，你胡诌什么呀？
你有时有些偏激。
”威廉说：“不，约翰，我告诉你的是实话。
”接着，他又把这番话发挥了一通。
我对他说，我要自己为我的发明申请专利。
    我的大舅子乔治·伯里，住在西布拉米奇(不幸他的老婆喝酒成瘾，把什么都典卖光了，在伯明翰监
狱蹲过十七次，最后才算脱离苦海，归天去了)，他死后留给他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妻子一笔遗产，一共
一百二十八镑十先令英格兰银行债券。
我和老婆还从没动用过这笔钱。
注意，我们也会年老，丧失工作能力。
现在我们同意，要为发明申请专利。
我们说，不妨用它几个——我是指上述那笔钱——为我的发明申请专利。
威廉·布彻给我写了封信给伦敦的托马斯·乔依。
乔依是木工，身高六英尺四英寸，爱玩掷铁圈游戏。
他住在伦敦切尔西区，教堂附近。
我向作坊告了假，讲好回来再去上班。
我是一个熟练的工人。
我不是戒酒主义者，但从不喝酒。
过了圣诞节，我便搭廉价列车前往伦敦，在托马斯·乔依家租了一间屋子，讲明租一星期。
他结婚了，有个儿子在当水手。
    托马斯·乔依对我说(根据他手头的一本书)，为发明申请专利，第一步应该做的，是写一份向维多
利亚女王提出的申请书。
威廉·布彻也这么说过，已为我拟就了一份。
注意，威廉是一个笔头很快的人。
另外还要附一份给大法官庭长官的呈文。
这我们也同样写好了。
费了不少周折，我总算在圣堂石门附近大法官庭巷的南安普敦大厦找到了一位长官，递上了呈子，我
付了十八便士。
他们叫我把呈文和申请书送交白厅的内务部；等我找到那个衙门以后，我把它们留在那儿，等待内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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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批示，为此我付了两镑两先令六便士。
六天后，他批了，并通知我把它送往总检察长公署，留在那儿等待审批。
我照办了，又付了四镑四先令。
注意，在这整个过程中，非但没有一个人为那些钱谢过我一声，而且对我很不客气。
    这时，我在托马斯·乔依家租的房间，已续租一周，现在五天又过去了。
总检察长公署办了他们所说的例行公事(正如威廉·布彻在我动身前说的一样，我的发明权是不容否定
的)，我又带着这公事回到内务部。
他们把它正式抄了一份，那就是所谓许可书。
为这许可书，我付了七镑十三先令六便士。
它得呈送女王签署。
女王签署后，又把它送回内务部。
内务部又签了字。
等我去时，一位先生把它扔给了我，说道：“现在把它送往林肯法学协会内的专利局。
”那时我已在托马斯·乔依家住到第三周了，由于那些费用，我过得非常节省。
我觉得自己有些泄气了。
    在林肯法学协会内的专利局，他们起草了关于我的发明的“女王敕令”和“敕令摘要”。
我为此付了五镑十先令六便士。
他们“把敕令正式抄了两份，一份送交印章局，一份送往御玺局”。
我为此付了一镑七先令六便士。
三镑印花税不包括在内。
该局文书又恭录了一份供女王签字用的女王敕令。
我付了他一镑一先令。
外加印花税又是一镑十先令。
然后我再把女王敕令送往总检察署签了个字。
我领回时，又付了五镑。
我拿着它，又跑进内务部。
内务大臣又把它呈送女王陛下。
女王又签了字。
我为此又付了七镑十三先令六便士。
我在托马斯·乔依家已住了一个多月。
我精疲力竭，耐心快完了，钱袋也快空了。
    托马斯·乔依把进行的情形通知了威廉·布彻。
威廉·布彻又在伯明翰的三个交谊室中谈起了它，从那儿又传到了其他交谊室，后来我听说，英国北
方的每一家作坊都知道了这事。
注意，威廉·布彻在交谊室的讲话中说，这是宪章派扩大阵容的专利道路。
    但我的事还没办完。
女王敕令还得送往河滨大道萨默塞特大厦的印章局——印花税局也在那里。
印章局文书在敕令上“盖了大印，以便呈送掌玺大臣”。
我付了他四镑七先令。
御玺局文书在敕令上“盖了御玺，以便呈送大法官阁下”。
我付了他四镑两先令。
盖了御玺的敕令又送到了专利局文书手中，他根据它填写了专利证。
我付了他五镑十七先令八便士；同时，我又为专利证一次付了印花税三十镑。
然后我得为“专利品木箱”付九先令六便士。
注意，这木箱如果让托马斯·乔依做，他只要十八便士，还可以赚钱。
接着，我得付给“大法官办公厅掌印官、副掌印官手续费”两镑两先令。
我还得付给“卷宗处处长手续费”七镑十三先令，付给“卷宗处副处长手续费”十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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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得再付给大法官庭手续费一镑十一先令六便士。
最后，我得付给“卷宗封存员和火漆员手续费”十先令六便士。
我住在托马斯·乔依家已超过六周，我的发明取得的不容否定的专利权，花了我九十六镑七先令八便
士，还仅仅限于英国本土。
如果我要在整个联合王国境内取得专利权，恐怕非三百镑不可。
    好吧，我年轻时只受过极有限的教育。
你会说，这对我太糟了。
我也这么说。
威廉·布彻比我年轻二十年。
他知道的比我多一百年。
如果威廉·布彻要为一项发明申请专利，在这形形色色的官员之间来回奔波的时候，他会比我精明一
些，不过我想他的耐心也许比不上我。
注意，每逢提到那些看门的、收发的和办公的老爷，威廉·布彻往往便会火冒三丈。
    我并不想说，在我为我的发明申请专利的时候，我对这种生活感到多么讨厌。
但我得指出：一个人好心好意想作些发明创造，结果却落到这步田地，仿佛他犯了什么过错，这合理
吗？
他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怎么会不产生这样的感觉呢？
这是每一个想取得专利权的发明者必然有的感觉。
再瞧瞧那笔费用。
如果我确实有些能耐(谢天谢地，我的发明现在已得到承认，发挥了作用)，在我动手工作以前，先得
付出那些代价，这对我，对国家，都多么残忍！
你们自己算一算吧，那一共是九十六镑七先令八便士。
不多也不少。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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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短篇小说选>>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