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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4月17日，纽约市洛克菲勒广场拍卖会上，一部参与竞拍的旧书稿弓l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
该书稿系维多利亚时代的打字稿，500多页，有多处破损，但估价高达100万至150万美元。
经过激烈争夺，最终有人以94万1千美元成交。
这部异乎寻常的书稿即是布拉姆·斯托克的《德拉库拉》。
人们对《德拉库拉》这部小说如此钟爱是不难理解的。
该小说自1897年面世以来，几乎每年都有新的版本诞生，迄今它已发行了．300多个版本，销售总量达
几千万册。
而且有关它的译本、缩写本、改写本、改编本也不计其数。
20世纪20年代，它先后几次被改编成戏剧和电影上演，自此，它成了舞台、银幕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代又一代的导演、编剧、明星竞相追逐，为之折腰。
一个多世纪以来，它还激发了无数的文学艺术想像，同样题材、主题、风格的小说、电影、戏剧、诗
歌、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游戏，可谓铺天盖地。
总之，《德拉库拉》不但是一部小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衍绎，它成了西方各国的一种公认的经典性
文化象征。
    《德拉库拉》的作者布拉姆·斯托克于l847年11月8日出生在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
亲是公务员，在“都柏林城堡”任秘书；母亲是作家，兼搞社会慈善工作。
儿时的他体弱多病，大部分时光是在病房里度过的。
身为作家的母亲为了替他排忧解闷，常常有声有色地给他讲述恐怖冒险故事，他由此养成了对文学的
爱好，并立下了当作家的志向。
也许是为了弥补身体虚弱的缺陷，大学时他非常重视体育运动，不久即成为校级运动健将。
与此同时，他继续追寻他的“作家梦”。
他曾迷恋过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的诗作，又结识了名噪一时的莎剧演员亨利·欧文，对戏剧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
大学毕业后，他想当专职作家，但父亲出于“更现实”的考虑，为他在“都柏林城堡”谋了个公务员
差使。
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1872年，他的处女作《水晶杯》——刊登于《伦敦社会》；接着，又在
《三叶草》发表了哥特式小说《命运之链》。
在此期间，他广交文坛朋友，奥斯卡·王尔德、乔治·萧伯纳等人经常是他家的座上客。
此外，他还充当不拿报酬的《爱尔兰之声》编辑和《晚信报》专栏作家，撰写了大量的戏剧评论，其
中不乏对好友亨利·欧文的赞赏。
1878年，亨利·欧文邀请他出任莱森剧院业务经理，他欣然接受，遂辞去“都柏林城堡”公务员的职
务，带着新婚妻子佛罗伦萨前往伦敦。
从此，布拉姆·斯托克的小说创作进入了快车道，1882年出版了第一本书《夕阳下》，继而发表了《
国王的城堡》、《双生》、《法官的住宅》等优秀的中短篇作品。
1890年，他的第一部真正意义的长篇小说“蛇之道》问世，同年又开始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德拉库
拉》。
七年后，这部长篇小说出版，成为他的传世之作。
1905年，亨利·欧文在巡回演出时去世，布拉姆·斯托克不胜悲痛，并因此而中风，但他依然笔耕不
辍，相继出版了《对亨利·欧文的个人回忆》、《裹尸女人》、《骗子高手》、《白蠕虫巢穴》等著
作。
1912年4月20日，布拉姆·斯托克因心力衰竭在伦敦逝世，享年65岁。
    布拉姆·斯托克一生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大量的以超自然邪恶幽灵为特征的长、中、短篇小说，
其中尤以描写吸血鬼的《德拉库拉》令人瞩目。
据布拉姆·斯托克的儿子回忆，该小说起源于1890年夏季的一个噩梦。
其时，布拉姆·斯托克正带着妻儿在约克郡海滨胜地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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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他梦见一个吸血鬼国王从坟墓现身，醒来即开始构思这部小说。
同以往匆匆写就的新闻纪实风格的作品不同，这部小说前后写了七年，可谓是精心构思，精心创作。
仅书名就改了三次。
起初，他取名《已死的未死者》，定稿时改为《未死者》，出版时又改为《德拉库拉，或未死者》。
正文原计划写四卷，分别为《特兰西瓦尼亚》、《悲剧》、《发现》、《惩罚》；后来又浓缩成现在
的一卷。
吸血鬼“德拉库拉”的名字，原为“伯爵”，后来改为“吸血鬼伯爵”，最后定为“德拉库拉伯爵”
。
原稿本来用了两章的篇幅交代故事的起因，定稿时这两章已被缩为一章。
1897年5月，这部小说终于由康斯特布尔出版公司出版，首版3000册即刻销售一空，其影响渐次扩展到
世界各地，流传至今。
    《德拉库拉》主要讲述一个邪恶的吸血鬼的恐怖经历。
东欧吸血鬼之乡——特兰西瓦尼亚——迎来了一位名叫乔纳森的英国年轻律师，他因房地产业务前往
该地与德拉库拉伯爵会面。
但不久，乔纳森便发现，这个外貌英俊的伯爵其实是个吸血鬼，而且自己已身陷囹圄，成为侵害对象
。
后来，他瞅准一个机会，设法逃离了城堡，但身心受到很大摧残。
与此同时，在英国，乔纳森的未婚妻米娜和她的朋友露西度假的海滨胜地也因吸血鬼德拉库拉的作祟
频频出事。
不久，德拉库拉开始引诱露西，她因而梦游墓地，撒手人寰，但她死后也成了德拉库拉的同类，到处
嗜食儿童鲜血。
在范·赫尔辛博士的帮助下，众人摧毁了实为吸血鬼的露西，又全力追捕德拉库拉，捣毁了他在伦敦
的许多巢穴，并与他斗智斗勇，终于将这个邪恶的吸血鬼化为乌有。
整部小说情节跌宕、诡异，气氛阴森、恐怖，读来令人震悚、愤懑，并陷入久久的深思。
    西方吸血鬼小说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东欧，当时俄罗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波兰、罗马
尼亚等国的民间传说包含有大量的吸血鬼故事。
1732年，英国报纸首次刊载了东欧吸血鬼作祟的报道，其后这类报道愈来愈多，并很快与当时兴起的
哥特式文学运动融合起来，成为罗伯特·骚塞、乔治·拜伦等人创作哥特式诗歌的灵感和素材。
不过，作为英国第一部以吸血鬼为题材的哥特式小说却是乔治·拜伦的私人医生约翰。
波利多里创作的。
1816年，约翰·波利多里、乔治·拜伦、波西·雪莱、玛丽·戈德温(未来的玛丽·雪莱)，还有她的
同父异母姐姐，聚集在日内瓦湖畔。
在读完一本哥特式小说集之后，乔治·拜伦提议每人创作一本自己的哥特式小说。
于是，玛丽·雪莱开始创作《弗兰肯斯坦》；而乔治·拜伦仅写了个片段就止住了笔。
后来约翰·波利多里拾起乔治·拜伦的草稿，续完了整本小说。
1819年，该小说以《吸血鬼》的书名发表，顿时引起轰动，许多人都认为是乔治·拜伦所作，歌德甚
至称赞它是乔治·拜伦的最好作品，并由此在伦敦、巴黎、柏林戏剧舞台引发了罕见的“吸血鬼热”
。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西方产生了不少吸血鬼题材的灵异小说，如大仲马的《苍白的女人》、威廉·
吉尔伯特的《最后的加登纳尔勋爵》、詹姆斯·赖默的《吸血鬼瓦尼；或血宴》、冯德根的《坎帕纳
之谜》等等。
这些灵异小说中的吸血鬼，同人狼、活尸、鬼魂等超自然幽灵一样，基本上是“骚扰型”的，虽能引
起人类的恐怖，但本意未必邪恶，而且事出有因，或为了对活人的罪孽施行报复，或为了揭露活人的
一个不可告入的阴谋，或为了宣泄对生前某种事物的留恋，或为了成就一项终身奢望的事业。
然而，正是布拉姆·斯托克的《德拉库拉》，集上述吸血鬼描写之大成，并在此基础上融入自己的创
造，勾勒出了一个活生生的邪恶吸血鬼德拉库拉的形象。
这个德拉库拉，出身异国名门，外表英俊潇洒，但作恶时显现两颗獠牙，刺入受害者体内吸食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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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受害者本身也成为吸血鬼；而且它颇能迷惑人，特别是对于天真浪漫的女性，其诱惑力往
往令她们既爱又怕，犹疑不定；它还具有不可想像的法术，时而幻化成蝙蝠、野狼之类的动物，时而
穿云破雾，不留下任何痕迹。
当然，它也有致命弱点：一是不能直接进入居家，除非主人发出邀请；二是惧怕大蒜和圣物，倘若用
木棍刺入心脏便能将其摧毁。
所有这些“德拉库拉”的邪恶特征，是先前任何作家笔下的吸血鬼不曾具备的。
《德拉库拉》所实施的这种“骚扰型”到“邪恶型”吸血鬼形象的转换，标志着西方现代意义的恐怖
小说诞生。
    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一诞生，就引起了评论界的瞩目。
当时的《旧金山记事》称赞该书是“迄今最有魅力的一部小说”，《底特律论坛》也称赞“它有如(爱
伦·坡的)《黑猫》一般生动、惊险”。
不过，总的来说，这些评论是贬损多于褒扬。
这也反映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精英意识”。
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德拉库拉》一直是作为“地下经典”大量流行，直至20世纪70年代，随着通
俗文化研究热的兴起，才改变了这种被鄙视的命运。
如今，在西方，几乎没有人对布拉姆·斯托克这部小说的审美价值感到怀疑，有关研究是越来越普及
，越来越深入。
    《德拉库拉》为何如此受欢迎?也许它讲述了一个惊悚的故事，给人们的闲暇生活增添了一点波澜，
一点乐趣。
也许它暴露了人性的丑陋，让人们看到自身的阴暗面，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
也许它歌颂了正义，鞭挞了罪恶，激励人们积极生活、勇敢向上。
但更重要的，也许它提供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一个社会窗口，展示了西方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种种社
会危机。
《德拉库拉》问世的年代，正值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
这是西方工业化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社会中的“人”按照工业化发展逻辑越来越“物化”的时期。
“物化”的终极效果造成了人性的分裂、异化，对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道德价值观形成
了威慑和颠覆。
“德拉库拉”不啻于这种威慑和颠覆之源：它改变纯洁妇女的本性，使之成为贪婪、纵欲的禽兽；它
从外邦侵扰英格兰，动摇英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它提倡宗教怀疑，鼓励异端邪说，惧怕任何神圣之物
；它敛财聚物，相信金钱万能。
一句话，它是物质上丰富、精神上倒退的“现代畸形人”的象征和代表。
    “德拉库拉”的人物原型，据西方学者考证，是中世纪罗马尼亚著名历史人物弗拉德·德拉库拉。
1970年，美国两位历史学家麦克纳利和弗洛里斯库在费城罗森巴克博物馆意外发现了当年布拉姆·斯
托克创作《德拉库拉》的笔记。
这些笔记表明，布拉姆·斯托克在构思这部小说时，曾研究过东欧吸血鬼的资料，接触过弗拉德·德
拉库拉伯爵的史实。
他们由此撰写了专著《追寻德拉库拉》，大胆地把《德拉库拉》中的吸血鬼伯爵同现实生活中的弗拉
德·德拉库拉挂起钩来。
弗拉德·德拉库拉，1431年生于罗马尼亚西格伊索拉要塞，父亲任职特兰西瓦尼亚都督，后又受封瓦
拉奇亚公国亲王。
出于政治纠纷，年幼的德拉库拉曾被土耳其人扣为人质，并在长期的关押中目睹了国家沦陷、父亲被
谋杀。
获释后，德拉库拉开始率军复仇，并最终打败了土耳其人，夺回了失去的土地。
战后，成千上万的土耳其战俘被各种刑罚折磨，最终活活用尖木桩钉死，为此许多编年史都将他描述
为暴君。
然而，布拉姆·斯托克为何要借用这样一个暴君作为人物原型，而且书中有关他的经历几乎没有提及
，这依然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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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书本中的“德拉库拉”同现实生活中的德拉库拉伯爵并无多大联系。
也许当年布拉姆·斯托克带着妻儿在约克郡海滨胜地度假时，曾在公共图书馆接触弗拉德·德拉库拉
伯爵的史实，因而下意识地采用了他的名字。
也许布拉姆·斯托克起初确有把弗拉德·德拉库拉伯爵的史实写进小说的打算，但后来计划有了变更
。
    在小说结构上，《德拉库拉》采用了西方传统的书信体形式，这种形式在18世纪很流行，其优势是
可以隐去叙述者，让作品中的人物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和心理，如塞缪尔·理查逊的《帕梅拉》、卢
梭的《新爱洛伊丝》、范妮·伯尼的《伊芙琳娜》等等。
布拉姆·斯托克用这种叙述方式，固然有花样翻新之意，但更重要的是借助其人物心理刻画的优势，
营造阴沉、诡谲的恐怖气氛。
而且，布拉姆·斯托克在具体运用时，视角变换十分频繁，既最大限度地制造了情节悬念，又始终如
一地保持了读者的新鲜感。
此外，书信形式也不再限于一般的个人来往信件和日记，而是增加了航海日志、备忘录、电报、剪报
、墓志铭、留声机录音等等。
正如大多数西方学者所公认的，布拉姆·斯托克的《德拉库拉》已经突破了传统的书信体叙述框架，
把这种小说创作技巧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
    1997年，《德拉库拉》诞生一百周年之际，美国费城罗森巴克博物馆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
作为活动的一个部分，该馆展示了与这部小说有关的资料，并影印出版了布拉姆·斯托克创作这部小
说所做的部分笔记。
与此同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交流了研究《德拉库拉》的最新成果。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布拉姆·斯托克的这部伟大著作的不朽。
    上海大学外国文学教授    黄禄善    200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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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拉库拉》讲述一个邪恶的吸血鬼的恐怖经历。
东欧吸血鬼之乡——特兰西瓦尼亚——迎来了一位名叫乔纳森的英国年轻律师，他因房地产业务前往
该地与德拉库拉伯爵会面。
但不久，乔纳森便发现，这个外貌英俊的伯爵其实是个吸血鬼，而且自己已身陷囹圄，成为侵害对象
。
后来，他瞅准一个机会，设法逃离了城堡，但身心受到很大摧残。
与此同时，在英国，乔纳森的未婚妻米娜和她的朋友露西度假的海滨胜地也因吸血鬼德拉库拉的作祟
频频出事。
不久，德拉库拉开始引诱露西，她因而梦游墓地，撒手人寰，但她死后也成了德拉库拉的同类，到处
嗜食儿童鲜血。
在范·赫尔辛博士的帮助下，众人摧毁了实为吸血鬼的露西，又全力追捕德拉库拉，捣毁了他在伦敦
的许多巢穴，并与他斗智斗勇，终于将这个邪恶的吸血鬼化为乌有。
整部小说情节跌宕、诡异，气氛阴森、恐怖，读来令人震悚、愤懑，并陷入久久的深思。

　　1875年春，乔纳森·哈克因公出差去特兰西瓦尼亚，拜访德拉库伯爵。
乔纳森其实并不想去，因为再有几个月他就要和他美丽的明娜结婚了，他现在不想离开她。

在德拉库拉城堡逗留期间，他坚持写日记，每天他都有越来越多可怕的事要写。
为什么他只有在夜晚才能见到德拉库伯爵？
为什么他在镜子里看不到伯爵？
那三个有着血红的嘴唇的锋利的长牙，夜晚来到他屋里的美丽女人又是谁？

在英国的家里，明娜和她的朋友露西待在一个海边的小镇上。
她期盼着乔纳森的来信，而他却音信全无，明娜有些害怕了。
也许乔纳森病了，或是身处险境⋯⋯
当然明娜并不担心自己或者她的朋友露西。
住在一个安静的英国海边小镇上，什么样的危险能发生在这两个年轻姑娘的身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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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布拉姆·斯托克
(1847-1912),爱尔兰作家，出生于都柏林，创作了科幻小说《水晶杯》，魔幻小说《命运之鞋》，长篇
小说《卑微职员的义务》，同时他还担任《都柏林邮报》特约戏剧评论员，后任《爱尔兰回声报》编
辑。

　　1897年出版的《嗜血幽灵——德拉库拉伯爵》为吸血鬼形象翻开了新的一页，吸血鬼传说能够成
为一个流传至今的现代神话，《嗜血幽灵》实有奠基之功。
它启发了此后了许多作品的灵感，成为魔幻经典之作；而布拉姆.斯托克也被誉为“鬼怪小说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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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乔纳森·哈克的日记
第二章　乔纳森·哈克的日记(续)
第三章　乔纳森·哈克的日记(续)
第四章　乔纳森·哈克的日记(续)
第五章　露西和米娜的书信
第六章　米娜·默里的日记
第七章　《日报》8月8日剪报
第八章　米娜·默里的日记
第九章　米娜·哈克写给　露西·韦斯滕拉的信
第十章　西沃德医生写给　亚瑟·霍尔姆伍德的信
第十一章　露西·韦斯滕拉的日记
第十二章　西沃德医生的日记
第十三章　西沃德医生的日记(续)
第十四章　米娜·哈克的日记
第十五章　西沃德医生的日记(续)
第十六章　西沃德医生的日记(续)
第十七章　西沃德医生的日记(续)
第十八章　西沃德医生的日记
第十九章　乔纳森·哈克的日记
第二十章　乔纳森·哈克的日记
第二十一章　西沃德医生的日记
第二十二章　乔纳森·哈克的日记
第二十三章　西沃德医生的日记
第二十四章　西沃德的留声机日记，范·赫尔辛口述
第二十五章　西沃德医生的日记
第二十六章　西沃德医生的日记
第二十七章　米娜·哈克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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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接着，两旁的远山中，传来一声更响亮更尖厉的号叫。
狼嚎!我吓得魂不附体，恨不得立刻跳下马车逃之天天；马更是又惊又怕，跳起来横冲直撞，幸好车夫
拼命拉住，马才没脱缰绳。
过了几分钟，我慢慢适应了这种声音，马也安静了些。
车夫便跳下来，到马跟前，摸摸它们又在它们耳边喃喃低语，就像我曾见过的训马员那样。
这一招还挺奏效，虽然马还在发抖，但能驾驭了。
车夫又回到坐位上，抖抖缰绳继续赶路。
这次车一直跑到路头，车夫猛地把马向右一拉，拐向下面一条窄窄的小路。
    又是一片树林，树枝在道路上方缠成拱形，我们仿佛在隧道中穿行，两旁嶙峋山石高高屹立，威风
凛凛，似乎在为我们保驾护航。
风越来越大，山风呼啸而过吹得树枝哗哗作响。
天更冷了，飘起了细雪。
不一会儿，周围就一片雪白。
    狗叫声越来越小，狼嚎声却越来越大，好像群狼正缩小包围圈，不断向我们逼近。
我害怕极了，马更是惶恐不安；车夫却不动声色，一路上还左右看看。
黑暗中，我什么也看不见。
    突然，我看到左边闪出一道微弱的蓝光。
车夫看见后，立刻勒住马跳了下来，旋即消失在黑暗夜色中。
狼嚎声越来越近，我该怎么办?在这紧急关头，冷不丁车夫又冒了出来。
他什么也没说，回到坐位上，继续赶路。
我睡着了?总在做梦?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场可怕的梦。
有时，蓝光离路很近，我隐约看见车夫的动作，他快步走到蓝光旁(光线很弱，连周围都照不见)，捡
起石头堆成个形状。
这时，我看到一幅奇特的景象：车夫站在蓝光前，我的视线却透过他的身体，看见那蓝光像鬼火似的
颤悠。
但这种景象转瞬即逝，我想这是暗处眼睛疲劳产生的幻觉吧!    有一会儿，我们没看见蓝光，马车快速
穿过黑暗的长廊，狼嚎声仍不绝于耳，似乎正紧随车轮狂奔。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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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德拉库拉>>

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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