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诺贝尔文学奖名著快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诺贝尔文学奖名著快读>>

13位ISBN编号：9787541125850

10位ISBN编号：7541125857

出版时间：2007-7

出版时间：四川文艺出版社

作者：易丹

页数：394

译者：夏丏尊,谢不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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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诺贝尔文学奖名著快读>>

前言

　　诺贝尔文学奖是最具权威性的世界级文学大奖。
该奖是根据炸药发明者、军火巨头、实业家、慈善家瑞典人阿尔弗雷德·伯恩哈特·诺贝尔
（1833-1896）遗嘱设立的五个奖项之一，一年一度的评选和颁奖活动由瑞典学院负责。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都是有成就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作品或有艺术创新，或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贡
献，抑或有助于推动人类前进的理想，具有时代的代表性。
虽然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结果往往会引发一些争议，但从1901年开始至今的这项活动，却无可非议地
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的一个文学事件。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和文学爱好者了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及其作品，我们编写了这本《诺贝尔文学奖
名著快读》，希望在较小的篇幅内，给读者提供一个有关lOO年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他们的作品
的概貌，以及欣赏这些作品的指南。
　　为此，我们从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开始，选取了我国已经翻译出版的作家、诗人和
剧作家的代表作，收集在本书中。
针对每一部作品，我们设置了6个栏目：背景链接、内容概要、精彩片段、欣赏导航、授奖评价、获
奖感言，概略地介绍了获奖者的生平、文学历程和入选作品的内容；节选作品的精彩片段，辅以欣赏
作品的指南性文字；也摘录了瑞典学院在授奖仪式上对获奖者的评价文字，以及获奖者在答谢宴会上
的演讲片段，以图为本书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作品的语境。
　　尽管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就开始颁发，但选入本书的作品并没有超过100部。
首先，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进行，评奖活动中断了数年；其次，2002年度的获奖者，匈牙利作
家埃姆勒·库尔特兹（Imre Kertesz）的作品尚未译介到中国；另外还有几位获奖者是历史学家或哲学
家，如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蒙森（Theodor MPmmsen），德国哲学家鲁道夫·欧肯（Rudolf Eucken
），法国哲学家昂利·伯格森（Henry Bergson）和英国哲学家本特兰·罗素（Bentrand Russell），考虑
到本书的特性，他们的作品没有选入。
实际上，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获奖同这几位获奖者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但考虑到丘
吉尔本人在中国读者中的影响，以及他的《回忆录》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性，我们选入了他的作品。
另外还有一些获奖者，其作品译介到国内后并没有引起读者的广泛注意，我们也就一并省略了。
不过，我们在本书的附录中列出了所有获奖者的名单，以便读者参照。
　　一共有5位作者参与了本书各章的撰写工作，他们是：马千（完成17章），王彬（完成16章），卢
浩（完成18章），林咏（完成15章）和陈明义（完成15章）。
为本书提供图片的是：罗韵希、任兆祥、郭健等。
全书由易丹审定完稿。
在这里，本书的编者要感谢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以及在本书编写工作中提供了帮助的伍厚恺教授
、刘亚丁教授、周小丁先生等。
　　如果这本读物，能帮助爱好读书的朋友们找到一些进一步了解和欣赏20世纪世界文学宝库的线索
，编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编者　　2003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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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留下了难以计数的精美绝伦的文学珍品。
该书精选了自1901年起最具代表性的诺贝尔文学奖名作83篇，并用深入浅出的文字对它们进行了较为
全面的介绍。
该书主要内容有《天鹅》、《驶向拜占庭》、《圣女贞德》、《修道院纪事》、《百年孤独》等，其
中的每一篇文章中均附有背景链接、内容概要、精彩片段、欣赏导航、授奖评价、获奖感言等单元，
这对爱好读书的读者进一步了解和欣赏20世纪世界文学宝库提供了丰富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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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846年出生于意大利。
二十岁时他从军校毕业，加入军队，开始写一些具有爱国风味的短篇故事，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
意大利军旅生活》。
1886年，《爱的教育》出版，为他赢得世界声誉，使他的创作生涯达到顶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诺贝尔文学奖名著快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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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杜齐[意大利]1907《基姆>（小说）/罗德亚德·吉卜林[英国]1909《骑鹅旅行记》（小说）/西尔玛
·拉格洛夫[瑞典]1911《青鸟》（话剧）/莫里斯·梅特林克[比利时]19]3《吉檀迦利》（诗歌）/罗宾
德拉纳特·泰戈尔[印度]1915《约翰·克利斯朵夫》（小说）/罗曼·罗兰[法国]1916《思维之鸽》（
诗歌）/魏尔纳·海顿斯坦[瑞典]1919《奥林匹亚的春天>（诗歌）/卡尔·施皮特勒[瑞士]1921《克兰
比尔》（小说）/阿纳托尔·法朗士[法国]1922《利害关系》（话剧）/哈辛特·贝纳文特·伊·马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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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莱蒙特[波兰]1925《圣女贞德》（话剧）/乔治·萧伯纳[爱尔兰]1926《母亲》（小说）/格拉
齐娅·黛莱达[意大利]1928《桀骜不驯的女性——维格迪丝》（小说）/西格丽德·温塞特[挪威]1929
《魔山》（小说）/托马斯·曼[德国]1930《大街》（小说）/辛莱克·刘易斯[美国]1931《祖辈》（诗
歌）/埃利克·阿克塞尔·卡尔费尔德[瑞典]1932《有产业的人》（小说）/约翰·高尔斯华绥[英
国]1933《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小说）/伊凡·亚历克塞雏奇·蒲宁[俄罗斯]1934《六个寻找剧作家
的角色》（话剧）/路易吉·皮兰德娄[意大利]1936《毛猿》（话剧）/尤金·奥尼尔[关国]1937《蒂博
一家》（小说）/罗杰·马丁·杜加尔[法国]1938《大地》（小说）/赛珍珠/（珀尔·塞登斯特里克·
布克）/[美国]1939《暮年》（小说）/弗兰斯·埃米尔·西伦佩[芬兰]1944《谢士亭的最后历程》（小
说）/约翰内斯·威廉·扬森[丹麦]1945《相逢》（诗歌）/加贝拉·米斯特拉尔[智利]1946《荒原狼》
（小说）/赫尔曼·黑塞[德国]1947《背德者》（小说）/安德烈·纪德[法国]1948《荒原》（诗歌）/托
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英国]1949《喧哗与骚动》（小说）/威廉·福克纳[关国]1951《沉落地狱的
电梯》（小说）/帕尔·拉格奎斯特[瑞典]1952（爱的沙漠》（小说）/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法国]1953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回忆录）/温斯顿·丘吉尔[英国]1954《太阳照常升起》（小说）/欧内斯
特·海明威[关国]1955《莉里亚》（小说）/赫尔多尔·拉克斯内斯[冰岛]1956《秋天序曲》（诗歌）/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西班牙]1957《局外人》（小说）/阿尔贝·加缪[法国]1958《日瓦戈医生》（
小说）/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苏联]1959《死寂的吉他》（诗歌）/萨尔瓦多·夸西莫
多[意大利]1960《往事》（诗歌）/圣-琼·佩斯[法国]1961《德里纳河上的桥》（小说）/伊沃·安德里
奇[南斯拉夫]1962《愤怒的葡萄》（小说）/约翰·斯坦贝克[美国]1963《记忆之一——海也不再有了
》（诗歌）/乔治·赛菲利斯[希腊]1964《厌恶》（小说）/让-保尔·萨特[法国]1965《静静的顿河》（
小说）/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苏联]1967《总统先生》（小说）/米格尔·阿斯图里亚
斯[危地马拉]1968《雪国》（小说）/川端康成[日本]1969《等待戈多》（话剧）/萨繆尔·贝克特[爱尔
兰]1970《古拉格群岛》（小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苏联]1971《马楚·比楚高峰》（诗歌）/巴
勃罗·聂鲁达[智利]1972《莱尼和他们》（小说）/亨利希·伯尔[德国]1973《人树》（小说）/帕特里
克·怀特[澳大利亚]1975《希特勒纳春天》（诗歌）/欧全尼奥·蒙塔莱[意大利]1976《赫索格》（小
说）/索尔·贝娄[美国]1977《海的大地》（诗歌）/文森特·阿勒克桑德雷[西班牙]1978《傻瓜吉姆佩
尔》（小说）/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美国]1980《离去》（诗歌）/切斯瓦夫·米沃什[波兰]1981《
迷惘》（小说）/埃利亚斯·卡内蒂[英国]1982《百年孤独》（小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哥伦比亚]1983《蝇王》（小说）/威廉·戈尔丁[英国]1984《皮卡迪利的伞》（诗歌）/雅罗斯拉夫·
塞弗尔持[捷克斯洛伐克]1985《弗兰德公路>（小说）/克劳德·西蒙[法国]1986《路》（话剧）/沃尔
·索因卡[尼日利亚]1987《六年以后》（诗歌）/约瑟夫·布洛茨基[美国]1988《续天方夜谭》（小说
）/纳吉布·马哈福兹[埃及]1989《蜂巢》（小说）/卡米洛·何塞·塞拉[西班牙]1990《往与返》（诗
歌）/奥克塔沃·帕斯·索洛萨诺[墨西哥]1991《伯格的女儿》（小说）/南丁·戈迪默[南非]1992《奧
梅罗斯》（诗歌）/德里克·沃尔科特[西印度群岛]1993《宠儿》（小说）/托妮·莫里森[美国]1994《
个人的体验》（小说）/大江健三郎[日本]1995《托伦人》（诗歌）/谢默斯·希尼[爱尔兰]1996《和石
头交谈》（诗歌）/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波兰]1997《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话剧）/达
里奥·福[意大利]1998《修道院纪事》（小说）/若泽·萨拉马戈[葡萄牙]1999《铁皮鼓》（小说）/君
特·格拉斯[德国]2001《你说我要谁的命》（小说）/维迪亚德哈尔·苏拉吉普拉萨德·奈保尔[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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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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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天鹅》　　[法国]苏利·普吕多姆　　1901年获奖　　背景链接　　1901年，首届诺贝尔文学
奖的颁发极为引入关注。
瑞典学院经过再三讨论，在放弃了托尔斯泰、易卜生以及卡尔杜齐等著名作家后，决定将首届诺贝尔
文学奖授给法国诗人、散文家、哲学家苏利·普吕多姆，以“表彰他的诗作，它是高尚的理想、完美
的艺术和罕有的心灵与智慧的结晶”。
　　苏利·普吕多姆(Sully Prudhomme)原名勒内·弗朗索瓦·阿尔芒·普吕多姆，1839年生于巴黎。
他两岁时父亲就告别了人世，他在母亲的叹息和哀怨中度过了忧郁的童年。
环境的影响使他从小沉默寡言，但也促成厂他爱思考的习惯。
小学毕业后，他顺利地进入了巴黎著名的波拿巴中学。
在学校里，他爱上了文学，常常手不释卷地阅读前辈作家的著作，但不知怎么回事，他的数学成绩却
更好，几乎每次考试都得第一，于是他下决心投考巴黎最有名的大学之一：巴黎综合工科学校。
他轻而易举地通过了理科类的中学毕业会考，可天不作美，偏偏在这个时候他得了严重的眼疾，不得
不放弃了科学梦，转攻文科。
从学校里出来后，他当了一段时间的公证人，后来又在一家公司当工程师，业余开始写诗。
　　普吕多姆初期的作品深受巴那斯派的影响，精雕细刻，工整严谨。
他在诗中谈论爱情、宗教、科学和艺术，并试图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强加给读者，带有很强的教谕性
质。
这期间，他出了《诗行与诗节》《考验》《孤独》等许多诗集，写了包括《碎瓶》《天鹅》《银河》
在内的不少好诗。
　　普吕多姆曾经追问自己究竟是诗人还是哲学家，他说：“感谢上帝没有肢解我，让我当一个单纯
的诗人或哲学家。
”的确，普吕多姆是一个富有哲理的诗人，或者说是一个富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
他的诗带有明显的哲理意味。
在他的诗中，处处可以找到康德、黑格尔这些哲学大师的思想痕迹，有时他甚至直接在诗中与他们对
话，这颗沉思而孤独的灵魂，常常躺在草地上，看蓝天和白云，放纵思想的野马，沉思宇宙(《天空
》)，沉思人生(《坟墓》)。
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欲念，充满了生与死、希望与失望的斗争(《内心搏斗》)。
他试图以诗歌为武器，探索宇宙和生命的运动，探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内容概要　　诗人追随巴那斯派提倡客观、冷静、“无我”，摒弃个人感情，强调诗的形式美和
雕塑感，主张远离生活、躲避社会的艺术主张。
《天鹅》是最典型的一首，突出地反映了巴那斯派的艺术趣味。
美丽、洁白的天鹅在幽深宁静、纹丝不动的湖面漫游，这正是诗人心目中美的象征。
　　精彩片段　　天鹅　　幽深宁静的碧湖光滑如镜，　　天鹅划着巨蹼在水中滑行，　　无声无息
。
它两肋的羽绒　　犹如春雪在阳光下消融；　　可它的巨翅，在微风中抖颤，　　坚定，洁白，如一
艘慢船。
　　美丽的颈脖，俯视着芦苇，　　忽而伸得长长，潜入湖水，　　忽而优雅地弯曲，如一株植物，
　　它把黑喙藏进耀眼的颈脖。
　　有时，它慢慢地蜿蜒前行，　　沿着阴暗宁静的松树林，　　厚厚的水草发丝般拖在身后，　　
它划着水，缓慢而闲悠。
　　为永不复返的岁月哭泣的幽泉，　　诗人倾听内心的洞穴，都使它兴奋；　　它懒洋洋地游着，
柳叶一片　　无声地擦过它的素肩。
　　有时，它远远避开幽暗的丛树，　　优美地，从深蓝的岸边游出，　　为了祝捷它所赞美的白色
，　　它选中了阳光辉映的水泽。
　　而后，当湖水与湖岸朦胧不清，　　当一切都变成模模糊糊的幽灵，　　当菖兰和灯芯草纹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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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雨蛙清朗的叫声响彻天空，　　当一道长长的红光把天际染黄，　　黄莺在月光下闪闪发亮
，　　这飞禽，在映照着乳白和紫红，　　美丽的夜色的灰蒙蒙湖中，　　如同钻石当中的一个银瓶
　　翅包着头，沉睡在两重天空之间。
　　(选自《孤独与沉思》　胡小跃译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　　欣赏导航　　普吕多姆走上诗坛之时
，正值巴那斯派崛起之际。
当时，浪漫主义文学已成强弩之末，慢慢地失去了往日的雄风。
人们厌烦了浪漫主义的多愁善感和无病呻吟，那种一览无余的感情泛滥已经倒了读者的胃口。
此时，诗坛需要一种与浪漫主义背道而驰的流派或潮流来冲击和清洗。
巴那斯派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它以传说中文艺女神缪斯居住的巴那斯山为名，以缪斯的真正信徒自居，提倡客观、冷静、“无我”
，摒弃个人感情，强调诗的形式美和雕塑感，主张远离生活，躲避社会。
由于人们的逆反心理，巴那斯派在法国诗坛上风靡一时，并迅速形成一股诗潮。
偏爱哲理、思维严密的普吕多姆与巴那斯派的美学思想一拍即合。
他积极地参加了巴那斯运动，追随巴那斯派的艺术主张，成了该派的活跃分子。
　　普吕多姆用自己的作品为巴那斯派的理论现身说法，《天鹅》是最典型的一首，突出地反映了巴
那斯派的艺术趣味。
首先，诗人客观如实地描述天鹅的外形和动作，写到了天鹅的“巨蹼”、“羽绒”、“巨翅”、“颈
脖”、“黑喙”，详尽细致。
不厌其烦，身体的各个部位基本上都写到了。
诗人在诗中不搀杂任何主观感情，不加任何评价，整首诗犹如一张写实照片，清晰、明了、逼真。
　　其次，诗的节奏徐缓，色调冷淡，透出一股宁静平和之气。
美丽、洁白的天鹅摆脱了人间的纷扰和尘世的喧嚣，独自在幽深宁静、纹丝不动的湖面漫游，这正是
诗人心目中美的象征。
　　普吕多姆在巴那斯运动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他的《天鹅》和《碎瓶》都被当做是该派
的经典诗篇。
然而，他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诗中也没能完全排斥感情成分。
普法战争刚一爆发，他就走出了“巴那斯山”，奔赴社会参加战斗，写出一批战斗性社会性都很强的
现实主义诗篇。
由此看来，普吕多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至少算不上一个坚决的巴那斯分子。
他之所以靠拢和参加巴那斯运动是因为该派所追求的客观、真实、冷静、准确的目标与他严格精密的
科学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相符合。
但如果我们注意到他的诗一开始就带有浪漫主义的痕迹和象征主义的色彩，我们就不难理解他最终为
什么离开巴那斯阵营，进入更高级的哲理世界。
像他这样一位清醒而深刻的诗哲是不可能看不到巴那斯派明显的弊端和短暂的命运的。
　　授奖评价　　心灵深处对爱的渴求、无法驱散的疑虑和伤感，成为他作品中常见的主题，这些作
品形式完美、措词严谨，并富有一种精雕细琢的美感。
他的诗色调丰赡华丽，对音韵旋律不十分注重，但在他所创造的形式中，却使感情与意念的表达更能
伸缩自如。
他的整个心灵在这些诗中层露无遗，他娓娓而叙，柔顺而不流于伤感，那种高贵、深邃的沉思和无法
抑制的哀怨深深地引起读者的共鸣，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忧郁的气息使人人为之感染。
　　获奖感言　　普吕多姆因病未出席颁奖仪式，故获奖感言从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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