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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时代的柏林》

内容概要

修鞋匠卡尔、犹太人利贝曼夫人、建筑师施佩尔、经济学家沙赫特、中学生玛戈⋯⋯他们因为纳粹分
子的压迫，承受了相同的命运。希特勒时代的柏林，鲜花、掌声、雄鹰和旗帜，这些都只是粉饰的假
象，难掩弥漫城市的恐慌和窒息氛围。人民流离失所，怨声载道；而统治者冥顽不灵，一意孤行。本
书通过描写柏林各阶层人民的生活，见证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从畸形膨胀到穷途末路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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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时代的柏林》

作者简介

让·马哈比尼，历史学家、作家、记者。35岁时开始为《世界报》撰稿。他渴望成为一个“清醒的旁
观者”。还著有《十月革命时期的俄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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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时代的柏林》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冲锋时刻红色会议及三月啤酒节在膳宿公寓奥斯卡和奥托被希特勒玩弄于股掌所有一切源
于讹诈失业者、偷窃者和年轻的冒险家街上行进的影子军团超负荷工作的话务员们宣传家是如何包装
总理的“舞台”上的激情昂扬人为文狂哈瓦那与“Tickers”(电传打字机)许多S.A(冲锋队队员)，几
个S.S(党卫队队员)爱因斯坦漫步在施普雷河边演员与夜总会一辆鞑靼出租车离开柏林在“罗马尼基咖
啡厅”溜溜球、跳蚤和漂亮的小伙子在苏联大使馆德意志帝国议会大厦失火了在犹太教堂纵火者横行
的时代纳粹党赢得普遍欢迎S.S对抗S.A：一场地狱之战柏林大屠杀第二章 奥林匹克运动会高峰两位“
天使”上马肯平斯基的大男子主义我们渴求和平黑色军对抗白色军一杯啤酒，十普法宁展览、代表大
会、节日“Taratara”走姿还是正步赫尔曼“大叔”的“梦幻军舰”北方庆典德国国防军的首次游行第
三章 1938年：“水晶之夜”连环画教授受胁迫的外交官、巨头和将军记者们的聚会“湿”清洗和“干
”清洗过后“特殊的一天”齐柏林飞艇决斗场上的旁观者筑就世界之都柏林广播柏林的犹太民族11月
的夜晚人们涌入地铁总理府缺少阴谋希特勒被慕尼黑极端分子所救第四章 扑克牌的一方为富人作出的
安排一位柏林老妇的死波恩哈德路上在新总理府希特勒的50岁寿宴一名男子的穿戴可笑得像一只孔雀
两架飞机离开滕伯尔霍夫希特勒害怕了夜总会里的骷髅舞愚弄人的惨剧？城市在沉睡中在德尔布吕克
路上荒凉街头的扬声器“好啊，那现在该怎么办昵？”第五章 战争的号角穿着制服的玛戈向希特勒宣
誓人们低声抱怨这头“猪”S.S在实验室在U.F.A多赫夫广场飞行员和出色的演员票证、D系统、妓
女R.A.F袭击柏林在市中心耕地“骑士后代”不顾希特勒的反对希特勒在歌剧院林登勃格所看到的第六
章 194l：“上乘佳品ULTRA”对抗“神秘人物ENIGMA”在“炮兵营”两台转轮机在“格拉夫·冯·
施佩”的圣诞节理发师和调情者的担忧“上乘佳品ULTRA”登台亮相“米特”中的阴谋在蒂尔皮茨在
威廉姆街的地窖里取得教师资格的柏林人在工作卡纳里斯会助邱吉尔一臂之力吗？“鹰之日”夜航离
胜利还差很远失去痛觉的城市如何维持“均衡带来的灾难”？总理府的将军们忧虑重重在“贝利纳克
姆雷泽尔”的日子鲁道夫的逃跑“我的兄弟姐妹”古德里安预言，柏林将成为第二个巴比伦第七章
1942：辉煌的一年希特勒这位“缔造者”怕黑的“机器人”讨论“最后解决”方案的会议威茨本的“
小毛病”莫伊泽般的里斯持，埃绍般的邱吉尔柏林的葬礼迪耶普：夏日夜晚的幻想柏林到达顶峰为希
特勒戴孝为庆祝辉煌之年的晚会秘密勾当KINDER、KUCHE、KIRCHE7(教堂，厨房、孩子？)“大柏
林”的奴隶格雷茨工厂这边第八章 1943～1944：斯大林格勒之后的硝烟和鲜血大西洋的最后一场战役
赖曼咖啡馆的现实主义爱情进展迅速柏林的新指示“我的爱”(MEIN LIEBE)和“上帝”(GOTT)大教
堂起火没有除垢工具，也没有煤炭柏林的巴黎气氛《莉莉·玛莲》与肖尔兄弟的时代“迪城”蜜蜂还
在叫等待俄国人娜塔齐，标尸体的女人戈培尔在宣传部《无声的大海》接受训练的小学生们乌尔苏拉
看书并在日记上记录一份关于工人们的报道1944年5月1日跑马拉松的最后几圈在阿尔顿大酒店老虎逃
到了城市里发现弗雷德里克国王的当代人还活着第九章 战争尾声“Blutsauger”(吸血鬼)玫瑰剧院的最
后一出戏鬼子的花园施陶芬贝格投入工作古德里安遇见戈培尔无人驾驶飞机开始进攻柏林青年弗立契
的日子在集市的一次会面坦克的回转炮塔突然变向动物园周围的行动伤心欲绝的日子弗立契被埋葬卡
纳里斯的最后一战1944～1945年的《桥报》听堡卢斯讲话全面恐怖笼罩在人民法院奥斯特布龙纳的柏
林女人“军队风暴”，一群小狼战争结束参考文献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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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时代的柏林》

编辑推荐

修鞋匠卡尔、犹太人利贝曼夫人、建筑师施佩尔、经济学家沙赫特、中学生玛戈⋯⋯他们因为纳粹分
子的压迫，承受了相同的命运。希特勒时代的柏林，鲜花、掌声、雄鹰和旗帜，这些都只是粉饰的假
象，难掩弥漫城市的恐慌和窒息氛围。人民流离失所，怨声载道；而统治者冥顽不灵，一意孤行。本
书通过描写柏林各阶层人民的生活，见证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从畸形膨胀到穷途末路的全过程。然
而，这位大人物（指希特勒）并不需要别人教他怎样做，凭着自己的眼神和声音，他足以征服柏林城
，甚至是整个德意志。连他自己也知道，任何湊近他的人至少会发现，他那浅蓝色的明眸闪烁着一种
烈火般的光芒，烯烧着一种难以承受的激情。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穿着宽大的衣服和裤子构筑最后一
道防线。地铁及其里面的避难者被淹没了，这样可以多给希特勒几小时，希特勒一定会很快藏到总理
府底下“不可进入”的掩体中，保存实力以“拯救柏林”，直至最后一秒，他还以为自己担负着这样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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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时代的柏林》

精彩短评

1、因为想写一点关于文革的东西而并无多少史实，所以看了这本勉强来感受一些气氛，同是以贩售
恐惧为生的时代嘛。作者笔调游散，就像你走在街上莫名其妙的陌生人加入你稔熟的话题一样。同时
各种人名接踵而来，而翻译确实比较糟糕，于是比较考注意力。
2、出版社为什么要找一个这样的翻译，一点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大量的术语不知所云，现什么眼呐
，让读者上当受骗，已经把这本书撕掉了，送人和当垃圾都有可能误人，
3、这本特定时期的私人生活记录很不错，我们需要有新的叙事逻辑和方法与传统的伟人史观抗衡。
所以尽管对翻译很无奈，我还是小推一下这本，纯作交流。
4、写的比较乱
5、大一第一学期误打误撞读过的
6、很差，真的很差，你会觉得作者是个没大脑的苍蝇，我怀疑译者根本就不懂法语，是抱着一本法
汉词典猜着译的⋯⋯
7、这书的翻译是奇葩
8、这套书由山东画报出版社改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装帧稍好了一点点，插图却没有了，价格提高
了一半还多，只买了一本看看，还被气得要死。我怀疑这本书的译者根本没看懂原文，对二战的历史
更是一无所知，连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都不知道，对冲锋队、党卫队、纳粹、盖世太保、国防军之间的
关系也看得一塌糊涂，对卡纳里茨、邓尼茨是什么人也晕头转向。译者自称对人名地名事件和专用名
词都是精确到位，但还是让我看得像看《尤利西斯》一样迷糊，经常发现一个本该认识但就是对不上
号的人名和地名，有时还会发现一个人在一句话里变成了两个人。这本书的作者感觉也不是很好，写
作方式也有一点毛病，本想写成一段一段画片拚出的波澜长卷，最后却写得像新小说派的小说一样，
用意识流手法流过一段段小事，结果整本书像打碎的七宝塔一样，拾不起来。对比那位瑞恩写的《最
后一役》，用二手材料拚凑与用一手材料加采访的天地之差，显而易见。
9、2010.12.27——2011.01.19
10、原来我看得很磕绊都是翻译得错么orz⋯⋯⋯⋯教练我要学法语⋯⋯
11、此书译得极差，这样的译者太不负责任了，连二战时的一些基本人名和史实都搞不清就来翻译，
看起来真是痛苦
12、翻译啊。。发指啊。。
13、翻译太渣了⋯⋯文风倒是很意识流
14、法国人写的
15、日常生活系列
16、一星给翻译，四星给原作者
17、一本翻译烂到让人无法读下去的书，和《兴登堡自传》简直是姊妹篇。
18、译的太烂，内容也很平淡。
19、译得太烂！可惜了有意思的内容，全乱作一团了
20、除了前言以外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号称是私人生活的历史，实际上只是视角不同的政治史战
争史。引人质疑的说法比比皆是。翻译也像是出自业余之手。
21、学校图书馆借的。果然一堆吐槽翻译，后半部分有点看不进了，作者每一个字都是带着Vorurteil
去写的，经常以外貌或人身攻击的方式来贬低第三帝国官员，好像每一个柏林人都是虚伪愚蠢的，或
许可怜的法国人的身份让他无法冷静地论证吧。
22、翻译是脑残
23、翻译一坨屎，到处硬伤，法西斯束棒译为“法西斯荧光棒”，两坨屎。
24、细枝末节繁多，信息量很大
25、书是好书，翻译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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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时代的柏林》

精彩书评

1、我买了，我看了，我怒了。P43： 日本大使已经意识到，继意大利墨索里尼之后，这第一支核心部
队预示着未来几年中将形成一支极为精锐的部队，一切决定命运的大胜仗也会在不久的将来降临 （这
么硬译您不累吗？）p50： 他讨厌这个没有雅利安人的国度，却还是信任墨索里尼，是他发明了作为
意法西斯标志的荧光棒，明确提出了法西斯主义这个概念  （荧光你个头啊，墨索里尼要参加非诚勿
扰?法西斯束棒!读过历史吗？)p51： 墨索里尼的女儿， 即其右膀助手的妻子。。。。。 （右膀助手？
右膀左手？左膀右臂！）p59：注1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它成为德意志的骨干力量，此时德国人
已在总人口中占了90%.....（神啊，译者究竟想说什么？哪个总人口？这么穿越，生生把一部历史著作
给翻成了乔伊斯或者品钦的小说了）P66: “阿道夫希特勒军”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分别控制的御用军
中的御用军，两军互相监督 。 （我没搞清楚，明明一个军，怎么就可以互相监督了？ 更何况这根本
不是军，是大名鼎鼎的党卫军第一装甲师--阿道夫-希特勒师！师！）p68注2： 自1917年始，苏联只有
四任外交部长，分别是：....莫洛托夫，格诺米哥。 （ 格诺米哥是谁的哥？葛罗米柯嘛，到过西柏坡的
，书不读，电视也不看？）p69： 希特勒在军队编制表里看到俾斯麦的幻想，似乎想向他寻求建议。 
（我爸是李刚......）p70： 历史学家....在陶克哈切夫斯基元帅身上花了不少时间.... （陶克你的头啊，红
色拿破仑图哈切夫斯基！我对译者的专业素养和知识储备直接无语）P85;空中战斗，后来幸免于难。
他拿到铁十字架后....（上面的我都忍了，但忍无可忍的是，把铁十字勋章翻译成铁十字架，这简直.....
译者真是学德语的吗？）最后来一整段，于诸君共赏译文之奇崛：p73 然后，希特勒看了描述世界恐
慌的快件：“英法惊呆了，华沙也为更糟糕的事做好了准备。墨索里尼气得口吐白沫，日本内阁也倒
台了。” 元首把两条爱犬布隆迪和布劳恩留在了拜恩州，他更喜欢那条犬呢？ 柏林正忙着准备于九
月一日向波兰全面开战。  （不光英法惊呆了，我也惊呆了；墨索里尼气得口吐白沫，我想贵导师许
钧教授也一定会口吐白沫。抱歉，我真的想说，他妈的狗屁不通）以上诸条信手拈来，下面是译后记
中最让人发指的部分：“翻译是一门海纳百川的艺术......译者也应随之而动，应在通才的基础上成为
专才。此书是我踏上翻译征程时跨出的第一步，完成译稿，掩卷沉思时，激动兴奋之情油然而生.... 译
者确实通，狗屁不通之通，译者也确实专，专门翻得让人看不懂之专。还什么“掩卷沉思”，什么“
激动兴奋”，我看您有那“沉思”和“兴奋”的功夫，还不如把译稿仔细打磨下。在“短短几个月时
间里”弄出这么个千疮百孔的玩意儿，还大言不惭感谢“我的导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许钧教授”
，只怕越感谢，贵导师越不敢当吧！！！网上随便荡一下译者的介绍：沈珂，南京大学法语系博士研
究生，已出版译作《希特勒时代的柏林》、《音乐教师和音乐神童》、《领事之子》。《领事之子》
的译者，豆瓣上显示的是许钧和钱林森。不管谁吧，这年头，不管翻得多烂，水平多臭，书倒是不愁
一本一本地出。古人自谦，常说自己的书刻出来祸灾枣梨，这四个字，本书当之无愧也。
2、我常恨自己不能懂个十门八门的外语。马克思先生说，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但是很不
幸，我人生斗争的兵器库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很多，却偏偏少了这一种，所以，读洋人的书只好依赖
翻译。我是读着洋人的小说长大的，先是俄苏，后是英法德，再后来是美国和拉丁美洲；文学读够了
，轮到历史艺术哲学美学，也都是洋人的多。二十五六岁了，才发现虽然“言必称希腊”，自己的根
却没扎牢，于是返回头来子曰诗云之乎者也，——但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谈论的范围。于翻译一道，我
虽是门外汉，但毕竟见过猪跑。读的多了，虽然见不到原文，不能肯定翻译的“信”，但译文的“达
”、“雅”还算晓得。老一辈的翻译家，大多学贯中西，虽然西谚说翻译是原文的叛徒，但译文却并
不觉得隔。这多少有点儿像当年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天衣无缝得让人感觉那老外就是说汉语的。
老一辈的翻译家，不仅仅做翻译，有很多人本身就是学者、作家、诗人，这样的起点和学养，决定了
他们的翻译进得去出得来，让人感到很享受。翻译开始出问题，大概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
那个时候，窗户打开了，很多过去没见过的东西全都涌了进来，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翻译，其
实直接造就了后来的“翻译体”，——说白了，就是怎么看都是汉字，可就是绕来绕去地让人丈二，
尤其是行文中再加点儿术语，那就更要命了。再再后来，老人儿渐渐走光了，新人一茬接一茬地长起
来，翻译一道，算是遇上了荒年。再读洋书，就越来越想丢开了，——无他，别扭耳。毛病出在哪里
，其实一目了然。现下的翻译家们，懂外语的多，懂汉语的少；当然，他们是否真懂外语，我因为少
了一种武器，不敢妄加揣测，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们的汉语水平一定是有限的，而且知识尤其是常
识的储备不足。站着说话不腰疼，评论别人毕竟容易。翻译这行很苦很难，这首先是需要读者和论者
体谅的，但体谅归体谅，对现下很多翻译家的粗疏却不能宽宥。翻译这事儿，其实是座桥梁，沟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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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桥梁的质量于是就显得很重要。事关知识，实在大意不得。我手头上现在放着
一本书——《希特勒时代的柏林》，这是一本好书，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因为这是一种“小写的历史
”，全是当时人们生活的细节，可以做“大历史”的绝佳补充。作者让·马哈比尼是法国的历史学家
、作家、记者，他的笔伸进希特勒时代柏林的许多角落，为我们描绘了从大人物到小市民的芸芸众生
相。我充满期待地翻开这本书，准备以此书作为刚刚读完的那本《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的餐后
咖啡。然而，我被此书的翻译兜头浇了一瓢凉水，时下翻译的两个毛病在这本书的翻译中暴露无遗，
——汉语差，常识弱。汉语差，于是文字拧巴；常识弱，让人啼笑皆非。书中错讹处俯拾皆是，让人
瞠目结舌，不忍卒读，于是，这本薄薄的书，被我用红笔批注得墨迹淋漓。如果是一般的书，我可能
就原谅它了，因为译后记显示译者是个年轻人，而且译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翻译的难以及“通”与“
专”之间的关系。但我之所以不愿意原谅这本译著，是因为出版社和译者的导师轻易地就让这样一个
粗陋的产品过了关，因为它更像是一份学生的翻译作业而非合格的出版物；而且这本书又是法国外交
部和法国驻华使馆“傅雷”百本图书资助计划的项目之一。我想，傅雷先生地下有知，看见这样一本
译著，可能会气得坐起来，提笔重新译一遍。据译者的导师在前言中说，这书属于法国阿歇特出版社
“日常生活丛书”之一种，他们准备从该丛书中选三十种译介给中国读者。我本来是打算把这三十种
买全的，因为这种“小写的历史”的确非常有意思，但是，在读过这一种之后，我彻底打消了购买其
他二十九种的欲望，——因为我不想再让翻译坑了。
3、我怀疑这本书的译者根本没看懂原文，对二战的历史更是一无所知，连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都不知
道，对冲锋队、党卫队、纳粹、盖世太保、国防军之间的关系也看得一塌糊涂，对卡纳里茨、邓尼茨
是什么人也晕头转向。译者自称对人名地名事件和专用名词都是精确到位，但还是让我看得像看《尤
利西斯》一样迷糊，经常发现一个本该认识但就是对不上号的人名和地名，有时还会发现一个人在一
句话里变成了两个人。这本书的翻译者自称是第一次翻译书，建议首次翻译应该选择自己熟悉的领域
，而不是自己最无知的领域。 这本书的作者感觉也不是很好，写作方式也有一点毛病，本想写成一段
一段画片拚出的波澜长卷，最后却写得像新小说派的小说一样，用意识流手法流过一段段小事，结果
整本书像打碎的七宝塔一样，拾不起来。对比那位瑞恩写的《最后一役》，用二手材料拚凑与用一手
材料加采访的天地之差，显而易见。
4、本来还剩下几十页就看完了。。。可是忽然觉得。。。即便耐着性子啃完。。。除了浪费我的人
参之外。。。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嘛。。。我看这本书的初衷也没有办法达到。。。果断送去积尘算了
。。。PS：其实也是我自作孽、、、评分这么低、、、书评里大家又众口一词地讨伐翻译、、、我还
是执迷不悟=。=  活该=。=
5、“1942年1月1日，一位小姑娘在记事本上写道：“我们跳了整整一夜的舞，心里想着前线获胜的士
兵，他们不久就可以回来度假。”整座城市都被圣诞树勾勒的分外妖娆，只是大家认为灯火管似乎没
有必要。冰天雪地里，有轨电车行驶着，车灯发出柔和的光线。所有的夜总会，戏剧院都人满为患，
每家每户歌声、笑声不断，甚至街上巡逻的警察也收到精致的小礼物。”即便上面这段文字涉及到战
争，初读之下，所有的人都不免在它的出处问题上达成统一意见，即它是拷贝自舒比格、安房直子或
别的童话作家笔下，至少，原作也是一部类似《芒果街上的小屋》那样的文学作品，散文或者小说。
然而，大跌眼镜的事情往往紧随着确之凿凿的态度。这段干净美妙的文字首现于一部历史著作第 117
页，《希特勒时代的柏林》，作者让.马哈比尼，看其姓氏可知这是一段法国人眼中的德国现代史。显
而易见，这本关于二战前后德国首都历史的书籍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已经超出了我们对相同领域的阅读
经验范畴，后者以美国史学家威廉·夏伊勒的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为标志。《希特勒时代的柏林
》译自法国阿歇特（Hachette）出版社出版的“日常生活丛书”系列，就其叙述视角而论，与朱鸿召
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格外相似，都是以某个时期某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域内的日常生活来重
新诠释那段历史；就其对细节的忠诚和挖掘程度，可以跟由著名历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 ·
杜比主编的《私人生活史II：肖像中世纪》并论，都是用大量笔墨描述历史细节以期撩开“公共舞台
” 的历史天然的无法自我揭开的面纱。这些并非是偶然的撞车事故。透过“日常生活”和“细节”这
两个关键词，不难发现一些苗头，尽管现在才露出了尖尖角，但已经指明了历史研究的两个大方向：
历史学家不再偏爱“大人物” 们，大多数“小人物”越来越引发他们的青睐，受到应有的尊重，可以
想见，名留史册将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你的行为符合某种价值，并被自己或别人的文字或者其它媒
介所记载，严谨的史学家也许就会用文字为你砌出一方容身之地，如让.马哈比尼书中的修鞋匠卡尔、
犹太人利贝曼夫人、建筑师施佩尔、经济学家沙赫特、中学生玛戈、记者乌尔苏拉等。特别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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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乌尔苏拉的父亲，一位从1933年起再没说过一次“民族主义者”这个词的老人，伴着地窖里昏暗
的蜡烛，坐在一张皮扶手椅里读着福楼拜的作品，旁边一架手风琴放在摆拖把的小地毯上。他不听广
播，对日夜轰鸣的警报声也充耳不闻。附近的人都来指责他：我们的街区一周发生了1700起火灾，你
就不能做点有用的事？他微笑着：“得试着理解一切。”跟在操场上接受S.S黑衣军官训练的小学生们
相比，这位读福楼拜拉手风琴的安然的老人俨然就是战时德国的希望和文化的化身。历史研究的另外
一个趋势，是高度的真实，这必须而且只能通过细节来复原重构。在“公共历史”频频被篡改涂抹至
面目全非的境地里，日常生活中的细节珍贵凸显，因其芜杂，难以被某种恶劣的意志所歪曲，也因其
芜杂，增加了历史研究的难度，为了获得一个较为接近真相的细节，需要付出常人难以设想的耐心和
精力，还必须具备犀利的甄别力。以赛亚.柏林说，从人的扭曲的气质中造不成笔直的东西，同样也可
以说，从历史的扭曲的资料中找不出真实的东西，因此，日常的细节值得深挖。1942年，德军在迪耶
普战役中获胜，柏林在为胜利欢呼雀跃，宣传家戈培尔展示了一组照片：一堆堆迪耶普的死尸、一辆
辆坦克裸露的骨架、粉碎了的船舰，以此颇具说服力的描绘出一副“欧洲堡垒”刀枪不入的画面。一
切都一帆风顺，可《人民观察家报》偏偏发表了逝世通知：”为胜利戴孝，为元首、人民和德意志戴
孝，为德国未来而牺牲的英雄们戴孝。“让被蒙蔽的柏林人嗅到了在埃尔阿拉曼惨败的隆美尔的血腥
气，细节又一次战胜了说谎的独裁意志。对细节的观察，不得不绕开此书去提以赛亚.柏林，他的记忆
力最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11月爆发，我们——我全家和我家的朋友们——几乎都不知道。第一
个信号是发生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总罢工。各种各样的报纸消失了。我记得有一家自由党人
的报纸名字叫做《白天》，后来改名为《傍晚》，又改为《夜》，再改为《子夜》，最后改为《黑夜
》，再过四五天吧，它终于被查封了。”报纸名称的轮番更迭的细枝末节堵住了所有歪嘴和尚的嘴。
此书还有一个文本上的显著特征，就是历史和文学的界线的模糊化。从史料中来，以文学的手法来叙
事，最大化的增强了历史书籍的阅读美感，在拿丰富的有说服力的史料来使人折服的同时，还不忘以
精致的结构和颇有美感的语言来包装以助一臂之力。许多语言都是非常活泼生动、极具张力的，“一
只粉嫩的手，手指张开，摆在一台打字机上——这就是登在昂格里夫另一份纳粹报纸上的事”，用来
形容柏林遭受空袭后的惨状；“逃出来的老虎跑着跳着，就像在追赶一只羚羊，其中一只被燃烧弹烧
成绿色，一头大象死命地叫着Prost”，这一幕描绘的是发生在动物园里的火灾，给读者带来强烈的艺
术冲击力，以及乔治. 奥威尔式的隐喻。这是历史和文学界线模糊或者说两者取长补短带来的第一个
层面上的优势。自然与作者让.马哈比尼除历史学家外，兼有的作家和记者的身份密不可分。有点遗憾
的是，让.马哈比尼在著述中仅仅成功的运用了文学语言，并没有借助文学特有的思维从某个新鲜的角
度提出创新的关于那段历史的某种观点。文学思维——新颖的历史观点，这应该是历史和文学界线模
糊带来的第二个层面上优势，也是最高级别的。《希特勒时代的柏林》最不可忽视的缺陷是对注脚的
节省，这给对二战德国国内状况不熟悉的读者的阅读造成相当大的障碍，并严重的削弱了作为历史书
籍应有的可信度，特别是在文本语言已经全盘文学化的状况下，不少对历史有兴致的读者因其缺乏历
史著作应有的无微不至的注脚，将其视作“不可靠”的虚构作品，彼此擦肩而过。《希特勒时代的柏
林》[法]让.马哈比尼著，沈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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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希特勒时代的柏林》的笔记-第117页

        
在柏林，1942年1月1日，一位小姑娘在记事本上写道：“我们跳了整整一夜的舞，心里想着前线获胜
的士兵，他们不久就可以回来度假。”整座城市都被圣诞树勾勒得分外妖娆，只是大家认为灯火管似
乎没有必要。冰天雪地里，有轨电车行驶着，车灯发出柔和的光线。所有的夜总会、戏剧院都人满为
患，每家每户歌声、笑声不断，甚至街上巡逻的经常也收到精致的小礼物。龙德施泰特是惟一一个阴
沉着脸的人，他离开柏林，因为反感这儿所有的一切。他还是喜欢和战士们一起在冰冷的木棚里吃年
夜饭。他拿着用来应急的锅悄悄地逃出柏林。现在他能够听到彼岸迎接新年的欢乐与笑声。希特勒进
军柏林、普鲁士、德国乃至世界，差一个月就满九年了。
所有的恐惧都源于未知，所有的悲凉都源于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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