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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卡夫卡被誉为“现代文学的魔法师”、“20世纪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全部都是关于人类世
界这个庞大的寓言体系的一部分，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卡夫卡用简洁的文字和深刻的象征洞悉
人们生活的虚无、矛盾和荒谬，剖析人性的孤独、脆弱和绝望，以不朽而精辟的真知揭示生命及其生
命置身其中的世界的所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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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卡夫卡（1883-1924年），奥地利小说家。1883年出生于犹太商人家庭，18岁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和
法律，1904年开始从事写作。由于其生活在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的影
响，故其作品大多采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洞悉人世的荒谬、虚无与矛盾，揭示人性
的脆弱、绝望与无力。
卡夫卡被誉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其作品在世界文坛上引起了巨大的回响与高度的评价，掀起了一
波又一波的“卡夫卡热”。其最著名的作品有短篇小说《地洞》、《变形记》、《判决》，以及长篇
小说《城堡》、《诉讼》等。
卡夫卡被誉为“现代文学的魔法师”、“20世纪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全部都是关于人类世
界这个庞大的寓言体系的一部分，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卡夫卡用简洁的文字和深刻的象征洞悉
人们生活的虚无、矛盾和荒谬，剖析人性的孤独、脆弱和绝望，以不朽而精辟的真知揭示生命及其生
命置身其中的世界的所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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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公路上的孩子们
突然外出散步
出间远足
单身汉的不幸
心不在焉地向外眺望
归途
过路人
乘客
临街的窗户
树
判决
司炉
变形记
乡村医生
在剧院顶层楼座
在法的门前
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
饥饿艺术家
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
铁桶骑士
乡村婚事
猎人格拉胡斯
中国长城建造时
塞壬们的沉默
普罗米修斯
城徽
海神波塞冬
陀螺
一条狗的研究
夫妇
地洞
舵手
小寓言一则
论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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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现在读卡夫卡比以前容易懂多了
2、沉默的五号
3、有时候喜欢有时候讨厌
4、很早就看了  小时候觉仅仅觉得好可怜 作为儿子辛苦养家最后成为一只虫子 家人从原来对他的宽容
以及耐心变成了嫌弃和厌恶 ⋯⋯以前哭是因为他死了  在死之前都不想成为父母的负担 甚至理解家庭
对待他的一切  就连尸体  也成为垃圾一般 无人问津    他的死对家人来说是种解脱   他是个怪物「也可
以把他看成异类」我们世俗中也要你认为性格古怪你无法接受的人  但是你没资格去侮辱 蔑视甚至去
忽视他的存在 他也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希望  你在埋怨他是怪物同时  有没有想过他曾经想倾诉  却没
人愿意去理解他的心情   我觉得卡夫卡写的又让人感动又让人悲伤  感动儿子变成异类却从未失去希望 
依然有自我想法以及最美好的宽容  哭的原因就是一条命而已  没人为他会停留几步甚至一阵风他的回
忆就没了
5、爱的美好，敌不过现实的残酷。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太深，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的价值观
6、再荒谬的现实也是现实，也会日渐侵蚀咬噬最初的愿望，人都无法逃脱不断的退让妥协来适应这
个现实，直至千疮百孔不复当初。
7、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人在读变形记的时候和我一样总是会觉得这是个穿插着严肃话题的“笑话”？
有时确实会忍俊不禁，但是看到后面我内心始终觉得卡夫卡在这冷幽默的背后想要表达的是一种更深
层次的意义，而我惭愧的是我竟然不能用文字去表述它！好像我所接收的所有文字都在我脑海里胡乱
的打转我却因为我阅历浅薄而无法表达一丝一毫，也许是所谓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8、读书以某种非凡的目光领略世界？卡夫卡带你做噩梦⋯⋯
9、只对变形计这一个短篇小说有印象，看完感觉心里挺堵的，在某些情况下，其实什么亲情、爱情
根本不算什么，深究到底人性不过都是自私的，没有什么好责怪的，人人皆如此，利来利往、幸与不
幸都是有前提条件的
10、变形记
11、16岁的时候觉得看不懂，现在回忆满满的讽刺
12、荒诞又现实
13、哈哈，城堡很经典，我超级喜欢的文字风格!
14、强推。
15、破坏式美学
16、印象最深就是饥饿艺术家
17、卡夫卡遗作，没有结局的故事，就我而言过于冗长，讲述了一个外来人k在接近城堡并希望在城
堡所管辖的村子里谋求一个位置溶入这个村子，但终归遭遇种种失败。城堡对于村里的人就是一个神
一样的存在，无论这个神如何对待他们，他们都只能诚惶诚恐的接受，只能百分百膜拜这个神。荒诞
的世界，可怜的人。
18、早上五点起来 再赖个二十来分钟 四点起来小便的时候打了三只蚊子 肚子带环状纹 一只都是饱的 
铺床的时候又看到一只尸体 大概是黑暗中本能促使打死的 被子上有血迹 在58路车上把城堡看完 比起
短篇 卡夫卡驾驭长篇的能力值得质疑 可仍旧可以读出阴冷的味道 还有荒诞 却是现实
19、带着自有的视角看世界，他的文字中带有很多种的主人公的情绪，而对配角的驾驭有种点到即可
方式，细细读着，仿佛描摹了出许多投射在主人公身上的挣扎、悲伤、无力、可笑、每个人都是在自
身和人性间挣扎。
20、还记得简介说 卡夫卡用简洁的文字和深刻的象征洞悉人们生活的虚无、矛盾和荒谬，剖析人性的
孤独、脆弱和绝望。
21、只看了城堡 荒诞的预言。一副四面碰壁的迷宫，令人绝望。

22、#沐雨斋悦读#这套书竟敢说“卡夫卡用简洁的文字”，我是第一次见到说话如此罗嗦的作者。非
神学环境长大的我也无法理解那些宗教象征性。不就是个入职失败的故事嘛。讽刺官僚机构这个倒是
很赞同，天朝也差不多如此。另外本作几乎不幽默...
23、此书躺在家中已七年有余了。今日读毕，不知其中的K是否也会经历7年才能找到一条通向城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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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梦想之于K是人生最大的讽刺吧。
24、没看懂
25、翻译的一般！
26、大风天和K在书吧喝咖啡买本书闲看。我看不懂卡夫卡。
27、城堡
28、。
29、第一本比第二本好好多，他的故事越短的我越喜欢。
30、。。。
31、杰作
32、虽然没写完，但我仍然觉得城堡实在是太牛逼了~！
33、哎可怜的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后被家人各种嫌弃最后还被爸爸扔在身上的苹果给害死了，悲哀
34、我最喜欢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和《变形记》。他用他的生命换取了一点点精神之水，这对他个
人来说是可能是必然的，但不得不说，他因受到尼采的影响，也有点走火入魔了。
35、曾经的陪伴者
36、只看了城堡，表示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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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格里高尔的悲哀就在于他变形成甲壳虫一样的身躯和声音，却依然是和人类一样的思想。他可以
理解别人，明白自己对亲爱的家人造成的困扰。而自己对家人的亲近内疚不被发现，所有的爱被想成
是伤害。最后他带着悲哀和对家人的爱意死去，而家人对他的死更多的是轻松和安宁。是的，她们永
远也不会知道这只甲壳虫有着人的思想和情感。然而，就算知道，面对这样一个格格不入的怪物，要
曾有多深的爱，才能像格里高尔想的一样，和家人一起并排坐在沙发上⋯⋯
2、《城堡》：对作为个体的人一生奋斗历程的客观写照，只不过K对原始理想的坚持程度是标准的“
原教旨主义者”的做法。初始的理想，永远是在对世界的真正面目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做出的；所以看
起来再简单的理想，也可能注定无法实现。悲剧就在于，K把真正的奢求看作了自己的基本权利。真
相是，他可以要求多得多的、自己从前无法想象的东西(比如真爱，和雪地里的香槟)，但惟独不可要
求那个最简单的愿望得到实现。《在法的门前》：如果这是你的梦境，你会怎么选呢？《变形记》：
最后一刻，天使的亲吻化身为覆在他身上的灰尘。《乡村医生》：人是聪明的，没有人敢于了解他们
视之为无尽力量和希望来源的人/神的真实生活；即使知道世上根本没有万能的黑箱子。《普罗米修斯
》：一段时间以后，造物主便不会再让任何英雄名下永存的业绩占据任何生物宝贵的记忆空间——当
然这仅限于那些真正永存的业绩。
3、初三第一届上海书展，第一次买《变形记》，当时听过卡夫卡的名，作为一个被后世作家竞相追
捧的作家，这是一种质量的保证，无需怀疑。因为那是近十年前的中国，那时天还很蓝，云也很白，
姑娘的脸蛋会红。作为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年，还没见过人心冷暖，市中心的房价远不到一万，上下学
骑个自行车就可以，电脑对于学生还是个奢侈品，砖家还是专家，叫兽还是教授，所以生活中看不到
微博上那些光怪陆离的现象、比作家还有想象力的现实，所以也看不懂卡夫卡。那本书在我看完第二
遍后借给了寂寞，他没还，我也就当送了给他，做个纪念。作为一个故事，《变形记》是新奇的，即
使诞生百年，在现代小说中它的结构和想象力依然是超前的。卡夫卡创造的，是个永恒。“一天清晨
，当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甲壳虫”。
当年马尔克斯看了《变形记》，读了个开头，震惊于小说可以这样写，写下了《百年孤独》。莫言看
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读了个开头，震惊于小说可以这样写，写下了《红高粱》。后人以前人
作为肩膀，一个个踩上去，一个个露出了头，然后一个个成功了。追溯源头，到了卡夫卡这里。幸好
卡夫卡也有源头，他同样踩在了前人的肩膀上，让我接了地气，没把他当成触不可及的人。知道了文
学是连续传承的，没有突然冒出的刺头。有个根一直扎根于地下，我舒了口气。甲壳虫是卡夫卡在书
中的隐喻，通体全黑，壳硬，带刺，腿多。卡夫卡在书中不断地写出格里高尔的孤独与和家人的陌生
，这也是卡夫卡一生的写照，他写作的来源——痛苦。善良单纯的格里高尔即使在变成甲壳虫后依然
念念不忘他的家人，想着他们的生活，一直念叨着自己第二天醒来可以重新上班，继续赚钱养活全家
。就算他这么想，但也吓坏了协理，吓坏了父母，连最爱他的妹妹也因此变得敏感、不愿见他，每天
早上转动着门把手提醒他她要进来了，让他躲躲好，一开始给他准备好各种食物挑选一直到后面随意
的剩菜剩饭，连他不吃，都不再上心。格里高尔从开始的自责到期望到最后的绝望，这是故事的起承
转合。最后他把自己给饿死了，死前看着窗外的晨曦，他感到一切都是安静的，身体由于连续的绝食
变轻，背部被他父亲用苹果击中的凹陷处，也不再感到发炎。“他对家人怀着温情脉脉的回忆和爱意
。他必须消失这个观点在他身上比他妹妹还要坚定”。格里高尔在孤独绝望中选择了这个方式，在最
后那晚想听妹妹弹琴的愿望也被众人的惊恐与愤怒所击碎。文章最后的结局变得光明，一家人如释重
负，妹妹在父母看来经过此事变得愈发成熟有女人味，一家三口都在憧憬自己那份有前途的工作及未
来光明的生活。荒诞的笔调笼罩到最后，这光明的结局也只是以隐喻的方式加重了格里高尔的不幸，
也即卡夫卡的痛苦。雷蒙德·卡佛说过，你不是你笔下的人物，你笔下的人物是你。全书的灰暗气氛
一直持续到最后，留给人的思考就像好莱坞cult片中结尾惯用的悬念感，给予人要拍第二部的假象。
终生的孤独成就了卡氏写作的永恒主题， 这也是他一生的生活状态。订婚后的反悔，做事的反复犹豫
，所以终生未娶。作者的一生，也即他作品的素材来源。卡夫卡作为表现主义的先驱，隐喻这个手法
在他书中被反复运用，在《判决》中父的强势与子的唯诺源于他父亲与他的关系，《在法的门前》则
是他法学博士的背景，《饥饿艺术家》则是那个社会上人的真实写照，《地洞》的篇幅在他的短篇小
说中算是长的了，展现的即是他想生活的状态，需要一个保护的严密的壳，让他只露出个脑袋看天下
，而其他的一切都被包的严严实实，动弹不得，好似敏感脆弱的人喜欢低头双手抱膝缩在一角。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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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对时政是冷漠的，对社会是漠不关心的，这并非是因为他的冷酷，而是他的敏感，战乱中的国家让
他面对这个失望的世界所必须表现出来一种不关心，他把这种无法改变的痛苦变成文字，从而成为不
朽。据说他一生没有离家超过四十公里以外，这点倒有点像现代哲学的巅峰康德，一生未离开他所生
活的小镇。生前作品反响一般，死后被人到处认族作宗，有点像王小波，有点像前半生的普鲁斯特。
这也为他作品的暗色基调，孤独的生前画上完美句号。他因为痛苦而写作，因为绝望而写作，因为孤
独而写作，这些感觉的来源，皆是因为他热爱生活。他把这些情感放进了文字，生前没人知道。我想
，幸好那时没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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