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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今中外，多少真正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一经问世，即遭到无情的非难、攻击、批判，甚至查禁、
焚毁，仅仅凭仗历史的公证，才最终获得其应有的地位，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彪
炳千古。
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传世之作《包法利夫人》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一例。
福楼拜动手写《包法利夫人》，是1851年9月19日在卢昂近郊的克罗瓦塞别墅。
经过将近五年呕心沥血的创作，直到1856年5月才完稿。
但誊写人誊得一塌糊涂，他又不得不仔细校正，至5月31日，才寄给《巴黎杂志》他的朋友杜康。
《巴黎杂志》是一家半月刊，将手稿搁置了3个月，才决定从10月1日至12月15日，分6期连载《包法利
夫人》。
但该刊审读委员会致函福楼拜，认为他的小说需要删节，请他把删节的全权交给编辑部。
福楼拜未予理睬，仅在来函背面写了“荒谬透顶”4个字。
从10月1日至11月15日发表的几部分，倒是未作删节。
及至12月1日那一期准备付印之时，编辑部一位负责人对出租马车里发生的场面(即莱昂与爱玛从卢昂
大教堂里出来后，乘出租马车疯跑全城那一段)，忽然感到担心，说：“这一段不合适，我们还是把它
去掉吧。
”福楼拜对此十分气愤，但为了不使编辑部为难，便说：“你们要删节，悉听尊便，但你们必须说明
你们作了删节。
”于是，编辑部加了一条脚注：“审读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删去此处的一段，因为它不符合本刊的编辑
方针。
特此说明。
”事情并未到此止步，接着12月15日那一期，编辑部又决定删去几处。
福楼拜确实恼怒了，经交涉，在小说正文底下刊出他的抗议：“《巴黎杂志》出于我不赞同的某些考
虑，在12月1日那一期里已删去了一段。
在编辑这一期时，他们又顾虑重重，认为必须删去好几处。
因此，我声明对后面发表的部分不负责任，读者看到的仅是片断，不是整体。
”《包法利夫人》一发表，立刻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引起了轰动。
当时负责严密检查所有出版物的帝国检察署，看到这部轰动性小说，《巴黎杂志》在发表时竟“顾虑
重重”，多次删节，该刊审读委员会还特地声明，所删去的部分“不符合本刊的编辑方针”。
这还了得！
检察署高度警觉起来，对陆续发表的每一部分仔细研究，很快决定对这本书的作者福楼拜以及《巴黎
杂志》发行经理洛朗·比沙和印刷商比耶提出公诉。
福楼拜等很快收到传票，审判于1857年1月31日开始。
负责宣读公诉状的是代理检察长埃内斯特·皮纳尔。
此人是帝国政府豢养的一条鹰犬，后来出任内政大臣。
他在公诉状里，指控《包法利夫人》“败坏公众道德，诽谤宗教”。
其重点打击对象是作者福楼拜。
公诉状最后要求法庭从轻处理杂志发行经理和印刷商，“至于主犯福楼拜，你们必须严惩”。
这篇公诉状尽管十分蹩脚，许多地方十分可笑，但至今仍值得一读。
它使我们看到，在资产阶级极权制度下，检察机关怎样不择手段，罗织罪名，扼杀真正优秀的文学作
品，达到钳制舆论，巩固专制统治的目的。
它是一个时代的回声，不仅说明了那个社会制度及其专制政权的反动，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偏见和狭
隘。
出庭为福楼拜辩护的是儒勒·塞纳尔律师。
他在辩护词中肯定《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书”，“一本诚实的书”，“这本书的思想，从头至尾
是一种非常合乎道德、合乎宗教的思想”，“它是通过揭露令人发指的道德败坏来弘扬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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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纳尔是巴黎律师公会成员，曾任国民议会议长，可谓声誉卓著，而又雄辩机警。
他的辩护词很有特色。
当时，他如果不从肯定《包法利夫人》非常合乎道德和宗教这个前提入手，而从维护言论自由和维护
艺术之于道德的独立性人手来进行辩护，那将是非常笨拙的。
他不仅论证了《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书，而且肯定了它的艺术成就，强调它是作者长期深入、细致
观察生活的结晶，赞扬了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甚至大胆肯定现实主义的描写方法。
作为一个律师，在当时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就在开庭前夕，当时影响很大的诗人拉马丁，约见年轻的作者(福楼拜那时年仅35岁)，对他表示支持
。
福楼拜问他：“先生，我因为写了这部作品，正受到轻罪法庭追究，指控我违背了道德和宗教，这一
点你想得通吗？
”拉马丁斩钉截铁地回答：“亲爱的孩子，在法国没有一个法庭能给你定罪。
有人如此误解你的作品，并下令对它提出起诉，这非常令人遗憾。
不过，为了我们国家和我们时代的荣誉，任何法庭都不能给你定罪。
”事实证明，拉马丁的断言是真知灼见。
面对《包法利夫人》这部杰作，面对德高望重的塞纳尔律师逻辑严密、雄辩有力的辩护，面对许多著
名作家的声援和抗争，巴黎第六轻罪法庭在“判决书”里虽然指出，“在本庭受到起诉的这部作品应
该受到谴责”，但不得不承认，公诉状所指控的段落，“无论从它们所阐述的思想还是它们所描写的
情景，仍属于作者试图塑造的人物性格的范畴”。
因而宣告作者福楼拜以及《巴黎杂志》发行经理和印刷商“无罪”，“不予追究”。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它不仅是福楼拜的胜利，也是整个文学界的胜利。
福楼拜本人充分意识到这个胜利的重大意义，他说：“我这场官司是整个当代文学的官司。
人们攻击的不是我的小说，而是所有小说连同创作小说的权利。
”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往往产生与其愿望相反的结果。
这场官司不仅为《包法利夫人》做了广告，使它在两个月内销售量达15000册，此后又一版再版，而且
进一步确立了这部作品的历史地位。
《包法利夫人》描写的，是一位小资产阶级女性因不满夫妻生活的平淡无奇而通奸，最后身败名裂，
服毒自杀的故事。
这样一个桃色事件，无论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向来的爱情小说里，都是司空见惯的。
何以经福楼拜写出来，便惊动了帝国政府检察署，立即对作者提出公诉，给他加上“败坏道德，诽谤
宗教”的罪名，要求法庭“必须严惩”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要分析一下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便昭然若揭。
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着眼点不在写她的爱情故事，而在写她从纯真到堕落，从堕落到毁灭的前因后
果，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戕害人性，腐蚀人的灵魂，甚至吞噬人的罪恶本质。
爱玛出生于外省一个殷实农家。
和许多乡下女孩子一样，她聪明伶俐，天真淳朴。
可是，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无论巴黎还是外省的中上层资产阶级，都把女孩子送进修道院接受一
段教育，培养贵族式的思想感情和言行举止，为日后进入上流社会打下基础。
爱玛的父亲鲁俄老爹爱女心切，也赶时髦，把她送进卢昂的修道院。
爱玛生性敏感，感情热烈，想象丰富，在修道院里，“修女们在训诫时，反复拿未婚夫、丈夫、天国
的情人和永恒的婚姻这些概念进行比较，在她的灵魂深处，唤起意想不到的柔情”，而宗教音乐课上
所唱的抒情歌曲，全都“格调低下，音调轻浮，使爱玛窥见了诱人而又变化莫测的感情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修道院禁欲主义的说教，只能起反作用，越发刺激她受压抑的情感和对爱情的遐想。
不仅如此，1830年前后风靡人心的消极浪漫主义，配合天主教卷土重来的活动，也渗透进了修道院。
正是在修道院里，爱玛接受了浪漫主义传奇小说的熏陶，成天满脑子情男、情女、眼泪与吻、月下小
舟、林中夜莺、凭窗盼望白翎骑士前来幽会的女城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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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与她出身的环境和她日后的家庭生活，格格不入。
正是社会提倡的修道院教育，腐蚀了爱玛稚弱的心灵，在她灵魂深处播下了淫糜的种子，做成了堕落
的温床。
试想一想，如果没有这种教育，日后的爱玛及其生活道路，必然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由修道院陶铸出来的爱玛·鲁俄小姐，怀着对爱情的憧憬结了婚，成了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是乡镇医生，按理说在乡间算得上一个体面人物，可是他平庸无能，感情迟钝，与爱玛幻想中
的骑士相差十万八千里。
爱玛所期待的爱情没有到来。
而沃比萨尔的舞会却向她展示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生活。
在这里，她体验到了奢侈豪华的生活的滋味，看到了养尊处优、浪荡调情的贵夫人，看到了曾经在王
宫里很吃香、在王后娘娘床上睡过觉的老公爵，还同那位风度翩翩、颇有骑士派头的子爵跳过舞。
这次舞会，是涉足社交生活的爱玛所上的第一课，使她在修道院时期所产生的天花乱坠的幻想，变成
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方式，在她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后来她的一切渴求和梦想的背后，都浮现出这次舞会的难忘情景。
包法利夫人本来并不是个坏女人，尽管受了这些教育和影响，在迁居永维镇之后，她还是一度发狠躲
避莱昂的追求，力图当一个贤妻良母，甚至试图帮助丈夫在事业上创造惊人的成就，名扬天下。
但是丈夫太无能，太不争气，险些断送一条人命，使她受到不堪承受的打击，觉得包法利这个姓氏给
她带来的只有屈辱，因此本已岌岌可危的贞操观念，才彻底崩溃了。
她也曾一度试图到宗教中去寻求抵御情欲诱惑的力量，可是自称“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的本堂神甫
，对她心灵苦闷的倾吐却无动于衷，根本不理解，使她的希望归于彻底幻灭。
社会给她造成了堕落的温床，而在她本能地一再反抗、挣扎时，在社会上却得不到任何救助。
而罗多尔夫、莱昂这类道德败坏、专门玩弄女性的男人，却一再勾引她。
这样，她便不可避免地成了他们的虏获物，最终堕落为不可救药的淫妇。
显然，包法利夫人之所以陷入堕落的泥坑，祸根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是资产阶级社会的
腐蚀和引诱。
我们可以说，是那个堕落的社会造成了包法利夫人的堕落。
包法利夫人的致命错误，在于她不懂得豪华淫逸的生活和浪漫传奇的爱情，需要物质财富作为基础。
她的家庭环境，无论她父亲还是她丈夫的家境，都不具备这种物质条件，而她却偏偏要去追求那种不
可能属于她的生活。
在她寻求爱情和幸福，却沦为别人的玩物的过程中，她不知不觉地将丈夫的薄产挥霍殆尽。
这便给高利贷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唯利是图、精明狡猾的奸商勒乐，看准了包法利夫人的弱点和处境，拿物欲作为诱饵，让她签署一张
又一张借据，使她积债如山，而一旦发现她身上再也没有油水可榨时，便串通法院，扣押包法利家的
财产抵债，并且张贴布告宣布拍卖。
包法利夫人被逼到了家庭破产、身败名裂的绝境。
她求助于情人，情人们推诿搪塞；她求助于税吏，税吏无动于衷；她求助于公证人，公证人花言巧语
，企图乘其危难占有她。
这时的人世，对包法利夫人是那样冷酷无情！
在她面前只剩下一条路，就是结束她尚年轻的生命。
事实再清楚不过：包法利夫人是被资产阶级社会逼死的——除了这个结论，人们还能得出什么别的结
论呢？
作品所描写的包法利夫人这个悲剧人物是一个典型，是被资产阶级社会摧残的千千万万妇女的代表。
作者本人就说过：“就在此刻，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在法国的十二个村庄里受罪、哭泣！
”被逼致死的包法利夫人遭到社会唾弃，而引诱她堕落的情人罗多尔夫和莱昂，却逍遥自在，甚至步
步高升。
作品结尾的这一笔，更饱含了辛辣的讽刺和血泪的控诉。
福楼拜说：“任何写照都是讽刺，历史是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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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讽刺和控诉，构成了《包法利夫人》强烈的批判效果。
《包法利夫人》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七月王朝，但它所揭露和批判的，主要是第二帝国的社会现实。
难怪作品一问世，就立刻掀起轩然大波，“遭到政府攻击，报纸漫骂，教士仇视”，帝国政府迫不及
待地要拿作者问罪。
这正是这部作品的巨大成功，正是这部作品继《红与黑》和《人间喜剧》之后，成为19世纪批判现实
主义又一部杰作的根本原因矗罗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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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包法利夫人》是福楼拜的成名作。
小说通过对一名小资产阶级女性爱玛悲剧性的情感生活的描写，描写了一幅19世纪法国的社会风俗史
。
虚荣的农庄之女爱玛满怀对爱情的向往嫁给了乡村医生包法利，但丈夫的平庸和婚姻生活的平淡使她
的爱情理想破灭，从而变得郁郁寡欢。
包法利为了她的健康移居永维镇，但这个小镇依然令她不堪忍受。
在农展会上，她受到地主罗多尔夫的引诱，不久遭到遗弃。
后来爱玛又与莱昂厮混，再次遭到遗弃。
爱玛在偷情生活中债台高筑，最后在绝望中吞砒霜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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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福楼拜 译者：罗国林福楼拜(1821～1880)法国作家。
生于法国西北部鲁昂城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
父亲是鲁昂市立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
他的童年是在父亲的医院里度过的。
因此，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明显带有医生的细致观察与剖析的痕迹。
福楼拜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尝试文学创作。
1841年他就读于巴黎法学院，22岁时因被怀疑患癫痫病而辍学，此后他一直住在鲁昂，专心从事创作
，终生未婚。
《包法利夫人》是福楼拜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于1857年完成的。
这部作品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也成为他的代表作。
随后他又创作了《萨朗宝》（1862）、《情感教育》（1869）和《三故事》（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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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中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下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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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永维寺（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从前嘉布遣修会在这里建了一座寺院，但那座寺院现在连遗址
也看不见了）是距卢昂八法里的一座村镇，地处阿伯维尔大路和波威大路之间、利约尔河盆地底部。
利约尔河是一条小河，汇入昂代尔河之前，在河口推动三座水磨。
小河里有鳟（zun）鱼，星期天，孩子们常到河边钓鱼玩。
　　一八三五年之前，去永维镇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只是在这一年前后，才修了一条村间大路，
连接阿伯维尔大道和亚眠大道。
马车从卢昂运货去弗朗德勒地区，有时也走这条路。
然而，永维镇虽然有了新的出路，却仍然裹足不前。
人们不设法改良耕作，依然死守牧场，收入再低也不在乎。
这座懒惰的镇子不位于平原边上，自然只好向河边发展。
远远望去，只见它平躺岸边，就像一个牛仔躺在水边睡午觉。
　　街对面的广场人口，便是教堂。
旁边不大的墓地，围着齐胸高的围墙，里面坟冢（zHong）遍布，一块块年久依旧的墓石，平躺在地
面，整个墓地像铺上石板似的，夹缝里长出的野草，自然地形成了一方方规整的绿畦（ql）。
查理十世在位的末年，教堂重建过一次。
现在，木头圆顶的上部已开始朽坏，蓝色的顶盖有些地方陷了下去，现出黑黑的坑。
大门上方，本来放风琴的地方，辟成了男人祭廊，有一架楼梯盘旋而上，木屐一踩，咚咚直响。
　　永维镇的大广场，约有一半给菜市场占据了。
广场的一角，靠近药店，是镇公所。
它是按照巴黎一位建筑师设计的图样建造的，外观颇似一座希腊神殿，底层有三根爱奥尼亚式圆柱O
，二楼一条半圆拱腹回廊，尽头的三角楣上绘有一只高卢公鸡，一个爪子托着宪章，一个爪子举着公
理天平。
　　不过，全镇最引人注目的，当推位于金狮客栈对面奥梅先生的药店。
特别是晚上掌灯之后，红的和绿的短颈大口玻璃药瓶，把两种彩色的光远远地投在地面，使店面显得
光彩夺目。
整个铺面上方，横跨着一块金字招牌：奥梅药店。
柜台上有几架固定的大天平。
天平后面，店堂里端，有一扇玻璃门，上方写着“配药室”，半中间里底金字又一次写着“奥梅”二
字。
　　此外，永维镇上就再也没有什么可看了。
仅有的一条街，长超不过步枪的射程，两边有几家店铺，到大路拐弯的地方止步。
出街口往右拐，沿着圣一约翰山脚，走不多远，就到了公墓。
　　自从下文要讲到的事情发生以来，永维镇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
白铁皮做的三色旗，依然在教堂的钟楼顶上转动；铺子门口的印花棉布幌（Huang）子，依然迎风招
展；药店的胎儿标本，像一束束白色火绒，浸泡在浑浊的酒精里，日渐腐烂；客栈大门口一对古老的
金狮，日晒雨淋，早就暗淡无光.，像两只鬈（quan）毛狗望着过往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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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福楼拜）肩负了开辟一条新路的使命。
”　　——（法）波德莱尔　　　　“（福楼拜）几乎像康德一样更新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更新了
认识外部世界现实的理论。
”　　——（法）普鲁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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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包法利夫人(名家名译双色插图青少版)》是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福楼拜的代表作。
《包法利夫人(名家名译双色插图青少版)》是继《红与黑》、《人间喜剧》之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
的又一杰作。
作品以极其简洁而细腻的文笔，描写了富裕农民的独生女，美丽的主人公爱玛，因不甘与忠厚老实的
丈夫过平庸的生活，两次发生婚外情，后均遭情人抛弃；又因过度消费，债台高筑，终于被迫自杀的
故事。
福楼拜通过这个富有激情幻想的妇女爱玛的经历，再现了十九世纪中期法国的现实生活，深刻揭示了
浪漫主义的追求与庸俗鄙琐的现实生活的尖锐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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