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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母院-外国文学经典》

前言

雨果出入人世二百余年，被誉为伟大的诗人、伟大的戏剧家、伟大的小说家、伟大的散文家、伟大的
批评家等等，然而，哪一种头衔，都不足以涵盖雨果的整体。如果一定要找出一种来，我倒认为思考
者（思想家）或许堪当此任。    雨果不是一位创建学说的思想家，而是人类命运的思考者。    雨果的
诗文，一字一句，一段一章，无不浸透了思考。而千种万种的思考，最深沉、最宏大、最波澜壮阔的
，要算他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了。    思考人类的命运，主要体现在他创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
》和《海上劳工》的过程，换言之，这三部长篇小说，正是他思考人类命运的记录。    雨果由《巴黎
圣母院》（1831）开宗明义，继由《悲惨世界》（1845—1861）淋漓演绎，终以《海上劳工》（1866）
重彩结幕，历时三十余年，才算完成“人类命运三部曲”。    完成这三部曲，这三大部杰作，雨果就
无愧于人类命运思考者的称号了。    三部曲分别从宗教、社会、自然三个角度，来演绎沉重压在人类
头上的三重命运，即有史以来人类所承受的教理（迷信）的命数、法律（偏见）的命数、自然（事物
）的命数。    宗教、社会、自然，这三种主要的异己力量，是人类既需要又与之抗争的对象，因而也
就成为“人生的神秘苦难”的根源。    雨果作为人类命运的思考者，探根溯源，从深层意义上表现了
人类在自身的发展史中，与宗教、法律、自然所产生的矛盾这种永恒性主题。因此，构成雨果的人道
主义思想体系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海上劳工》，也就成为世界文库的不朽杰作。    
《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两部杰作，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开始构思的。但是，《悲惨世界》
从酝酿到出版，延宕三十余年。而《巴黎圣母院》的创作虽小有波折，时逢七月革命，小说的研究材
料和笔记全部散失，但雨果只用了五个月时间，一气呵成，显示出了他的天才与勤奋。    雨果以其浪
漫主义诗人的才情和文学创新者的胸怀，偏爱宏伟和壮丽，而巴黎圣母院又恰恰是一座巍峨壮美的建
筑，两者自然一拍即合。雨果打算写一部气势宏伟的历史小说，一开始酝酿，就决定以这座大教堂为
中心，讲述一段奇异的故事。    在雨果的笔下，巴黎圣母院绝不是一个完备的、定型并能归类的建筑
：它不再是罗曼式的，但还不是哥特式教堂，因而成为集万形于一身的神奇之体，成为令人景仰的科
学和艺术的丰碑。1831年，《巴黎圣母院》一经出版，它又成为文学的丰碑了。于是，这座大教堂和
这部小说就联结在一起，两座丰碑并肩而立，再也分不开了。    有了这部小说，巴黎圣母院在城心岛
上亭亭玉立，仪态万方，不仅多了几分风采，还增添了一颗灵魂。    笔者在欧洲参观过数十座大教堂
，都各具风采，有的甚至显得还要宏伟高大，还要华丽美观；但总是作为建筑艺术来欣赏。然而，唯
独见到巴黎圣母院，哪管只是在它的广场走过，哪管远远望见它的雄姿俪影，笔者也不免怦然心动，
有种异样的感觉，脑海重又浮现圣母院楼顶平台的夜景：    吉卜赛姑娘爱丝美拉达一身白衣裙，在月
光下和小山羊散步，敲钟人卡西魔多则远远地欣赏这美妙的一对；另外还有一副目光在追随着姑娘，
那是从密修室小窗口射出来的，淫荡而凶狠，密修室里幽灵似的主教代理弗罗洛正在窥视；教堂前的
广场上跑过一匹高头大马，那骑卫队长浮比斯不理睬吉卜赛姑娘的呼唤，向站在阳台上的一位贵族小
姐致敬⋯⋯    广场上一片火光，丐帮男女老少为救小妹子爱丝美拉达，开始攻打圣母院；可是，卡西
魔多不知是友，误以为敌，独自挺身出来保卫吉卜赛姑娘，从教堂上投下梁木石块，还熔化了铅水倾
泻下来；在熊熊的火光中，廊柱的石雕恶兽魔怪似乎全活了，纷纷助战⋯⋯    以这大教堂为中心舞台
，出现一幕幕惊心动魄、变幻莫测的场面，演绎着圣母院墙壁上刻的那个神秘的希腊词“命运”，并
将所有这些人物锁到命运的铁链上。圣母院也好像有了灵魂，有了生命，以天神巨人的身躯，投入人
世间这场大混战。    中世纪的宗教黑暗统治，正是锁住人的命运的铁链，而人同教会势力，同狭隘思
想相抗争，便酿成大大小小的悲剧。这些悲剧组成的15世纪巴黎的社会画面，由雨果的天才想象和创
作，从湮没的久远年代，更加鲜明而生动地显现出来。    雨果早在二十一岁时就讲过：“在瓦尔特·
司各特的风景如画的散文体小说之后，仍有可能创作出另一类型的小说。这种小说既是戏剧，又是史
诗；既风景如画，又诗意盎然；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理想主义的；既逼真，又壮丽；它把瓦尔特·
司各特和荷马融为一体。”这种看似夸大其词的预言，几年后便由他的小说《巴黎圣母院》实现了。 
  正如作者所预言的那样，《巴黎圣母院》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作。    这部小说讲述
的一个个故事，塑造的一个个人物，都是那么独特，具有15世纪巴黎风俗的鲜明色彩，都可以用“奇
异”两个字来概括。推选丑大王的狂欢节，奇迹宫丐帮的夜生活，落魄诗人格兰古瓦的摔罐成亲，聋
子法官开庭制造冤案，敲钟人飞身救美女，行刑场上母女重逢又死别，卡西魔多的复仇与殉情，这些
场面，虽不如丐帮攻打圣母院那样壮观，但是同样奇异，有的也同样惊心动魄，甚是催人泪下。    书
中人物虽然生活在15世纪，一个个却栩栩如生：人见人爱的纯真美丽的姑娘爱丝美拉达、残疾丑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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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善良的卡西魔多、人面兽心又阴险毒辣的宗教鹰犬弗罗洛、失去爱女而隐修的香花歌乐女、手挥
长柄大镰横扫羽林军的花子王克洛班，等等，他们的身世和经历都十分奇异，却又像史诗中人物，比
真人实事更鲜明，具有令人信服的一种魔力。    不过，书中最奇异的“人物”，还是无与伦比的巴黎
圣母院。她既衰老又年轻，既突兀又神秘；她是卡西魔多的摇篮和母亲，又是弗罗洛策划阴谋的巢穴
；她是爱丝美拉达的避难所，又是丐帮攻打的妖魔；她是万众敬畏的圣堂，又是蹂躏万众命运的宫殿
。她的灵魂是善还是恶，总与芸芸众生息息相关⋯⋯    毫不夸张地说，这部小说也改变了这座大教堂
的命运。巴黎圣母院的名气远远超过所有教堂，大半功劳应当归于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许多
游客都是读过小说，或者通过不同途径知道这个故事，才慕名去参观巴黎圣母院的，这是物以文传的
绝好例证。    雨果于1802年出生至1885年去世，83年的历程，从帝国走到共和。在给雨果举行国葬的
时候，卡西魔多似乎又飞身登上钟楼，趴到大钟玛丽的身上拼命摇摆：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格外哀婉，
同自动送葬的二百万民众的“雨果万岁”的呼声汇成奇妙的哀乐。一声声的钟鸣，所表达的何止是沉
痛，还隐隐含有遗憾。巴黎圣母院望着雨果的柩车驶向塞纳河左岸，安葬到先贤祠，她心中何尝不在
想：“雨果啊雨果，葬在先贤祠，固然是一种殊荣，但是，你在我这里长眠，才真正死得其所！”    
李玉民2004年3月18日于北京花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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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Page 4



《巴黎圣母院-外国文学经典》

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雨果（Hugo V.） 译者：李玉民  李玉民，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教学之余，从事法同纯
文学翻译20余年，主要译作，小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幽谷百合
》，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莫泊桑的《羊脂球》、《一生》、《漂亮朋友》等
；戏剧：《缪塞戏剧选》、《加缪全集。戏剧卷》等；诗歌：《艾吕雅诗选》、《阿波利奈尔诗选》
等；选集：《缪塞精选集》、《阿波利奈尔精选集》、《纪德精选集》。主编：《纪德文集》（5卷
）、《法国大诗人传记丛书》（10卷）。在李玉民的译作中，有半数作品是他首次向中国读者介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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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本序 作者原序 勘定本说明 第一卷 一、大堂 二、彼埃尔格兰古瓦 三、红衣主教大人 四、雅克科坡
诺勒老板 五、卡希魔多 六、爱丝美拉达姑娘 第二卷 一、从卡里布迪斯漩涡到希拉礁 二、河滩广场 三
、“以吻还击” 四、夜晚街头追逐美女的麻烦 五、麻烦续篇 六、摔罐成亲 七、新婚之夜 第三卷 一、
圣母院 二、巴黎鸟瞰 第四卷 一、善人 二、克洛德弗罗洛 三、怪兽群牧人更怪 四、狗和主人 五、克
洛德弗罗洛续篇 六、不得民心 第五卷 一、圣马尔丹修道院院长 二、这个要扼杀那个 第六卷 一、公正
看看古代法官 二、老鼠洞 三、玉米饼的故事 四、一滴泪报一滴水 五、玉米饼故事的结局 第七卷 一、
山羊泄密的危险 二、教士和哲学家原本两路人 三、钟 四、命运 五、两个黑衣人 六、户外大骂七声的
效果 七、狂教士 八、临河窗户的用场 第八卷 一、银币变成枯叶 二、银币变成枯叶续篇 三、银币变成
枯叶终篇 四、抛却一切希望 五、母亲 六、三颗不同的心 第九卷 一、热昏 二、驼背独眼又跛脚 三、
失聪 四、陶土瓶和水晶瓶 五、红门钥匙 六、红门钥匙续篇 第十卷 一、格兰古瓦连生妙计 二、你去当
乞丐吧 三、快乐万岁 四、坏事的朋友 五、法王路易的祈祷室 六、火焰剑闲逛 七、夏多佩驰援 第十一
卷 一、小鞋 二、白衣美人 三、浮比斯成亲 四、卡希魔多成亲 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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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司法宫大厅虽然号称世界之最（须知索瓦尔那时尚未丈量过孟塔吉城堡的大厅），
这一天要挤进去谈何容易。通向司法宫广场的五六条街道犹如河口，不断涌出一股股人流，从住户的
窗口望过去，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人流的汹涌波涛越来越扩大，冲击着楼房的墙角，而
那些墙角又像岬角，突进围成如不规则状大水池的广场。司法宫高大的哥特式门面正中一道大台阶，
上下人流交汇在一起，又在接下的台阶分成两股，从两侧斜坡倾泻到人海浪涛中；这道大台阶就是一
条水道，不断向广场注入，犹如瀑布泻入湖泊中。成千上万人呼喊，嬉笑，走动，简直甚嚣尘上，沸
反盈天。这种喧嚣，这种鼓噪，有时还变本加厉，有增无已。涌向大台阶的人流受阻，折回头来，乱
作一团，形成了漩涡。原来是府尹衙门的一名弓箭手在推搡，或者一名警官策马冲撞，以便维持秩序
。这种传统实在值得称道，是由府尹衙门传给总督府，又由总督府传给骑警队，再传给我们今天的巴
黎保安队。 面孔和善的市民，成千上万，密密麻麻，站在门口、窗口，爬上天窗、屋顶，安安静静，
老老实实，注视着司法宫，注视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而且时至今日，巴黎还有许多人，喜欢围观看热
闹人所形成的场面，只要猜想人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就已经觉得很有意思了。 我们今天1830年的人
，假如在想象中能有机会混杂在15世纪的这群巴黎人中间，同他们一起前呼后拥，摩肩接踵，跌跌撞
撞地挤进原本十分宽敞，而1482年1月6日这天却显得特别窄小的司法宫大厅，所见的景象不无兴趣，
也不无吸引力，周围本来全是古旧的东西，我们看起来反有全新的感觉。 如果读者愿意，我们就力图
想象，读者和我们一同跨进这座大厅，跻身于这群短衣短袄打扮的嘈杂的平民中间，会产生什么印象
。 先是耳朵一片嗡鸣，眼花缭乱。我们头顶是双合圆拱尖顶、雕花镶木、绘成天蓝色、衬着金黄色的
百合花图案；脚下是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几步远有一根巨大圆柱，接着一根又一根，总共七根，
沿中轴线一字排列，支撑双圆拱顶的交会点。前面四根柱子周围摆了几个小摊，卖些闪闪发亮的玻璃
和金属饰片制品；里面的三根柱子周围安有几条橡木长椅，年长日久已经磨损，被诉讼人的裤子和讼
师的袍子磨得油光锃亮。沿着大厅四面高高的墙壁，在门与门之间，窗户和窗户之间，边柱和边柱之
间，不见尽头地排列着自法腊蒙①以下法国历代君主的雕像：无所事事的国王耷拉着双臂，低垂着眼
睛；勇武好战的国王则昂首挺胸，双手直指天空。此外，一扇扇尖拱长窗上的彩绘玻璃五光十色，宽
宽的出入口所安的门扉，都精工细雕，富丽堂皇。总之，拱顶、圆柱、墙壁、长窗、镶板、宽门、雕
像，所有这一切，从上到下，绘成天蓝和金黄两色，一望金碧辉煌，光彩夺目。不过，在我们看见的
时候，大厅的色彩已略显暗淡，到了公元1549年，尽管杜·勃勒尔还沿袭传统赞美过它，而其实它几
乎完全消失，只剩下厚厚的灰尘和密密的蛛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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