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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绝对：王尔德 里尔克 茨维塔》

内容概要

几千年以来，西方称它为上帝；法国大革命之后，“绝对”以“民族”的形式，然后以“阶级”或“
种族”的形式被带到尘世。今天，在这些宗教和政治的形式中仍然不想放弃“绝对”的人还有很多。
近代三位伟大的诗人王尔德、里尔克、茨维塔耶娃把“绝对”置于他们人生的中心。他们不仅仅满足
于创作出令人难忘的艺术作品，他们更要以他们本身的生命去达至唯美和完美。然而，这导致了悲剧
性的后果，为什么呢？
托多罗夫通过阅读王尔德、里尔克、茨维塔耶娃生前和友人的通信，梳理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探寻
“绝对”的生命轨迹，对诗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提出深刻的质询。三位诗人力图达到无限与崇
高，他们的道路各不相同，却都以悲剧告终：王尔德堕落，里尔克抑郁，茨维塔耶娃自杀。他们的绝
对追求成就了深刻完美的作品，但他们具体有限的人生却充满辛酸与不幸。托多罗夫在力求理解诗人
命运、为我们全面展现他们形象的同时，也对生活的艺术作了一番思索。作者试图激发我们去思考：
在有限的、相对的世界里，一个美丽又感觉丰富的生命其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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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绝对：王尔德 里尔克 茨维塔》

精彩短评

1、不能把王尔德换成狄兰·托马斯、史蒂文斯曼德尔施塔姆或者吗？
2、很无聊。中规中矩的传记。
3、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托多罗夫梳理三大诗人王尔德、里尔克、茨维塔耶娃以各自不同方式探寻“
绝对”的生命轨迹，对诗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提出深刻的质询。 
4、站立在“有限”的门前，却忍不住窥视门后“无限”的完美
5、内容不是很糟。但感觉法国文艺气氛笼罩下存在一种弊病，不够硬朗。译者很多地方很有草率之
嫌，很多书名人名明明有通行标准（译法），却偏偏在此处“自译别称”，给阅读造成困难。
6、绝对与美的追求 孤独感的保持
7、关于三人的评述虽然通俗，也时有醒目之处。但是要拔高到”走向绝对“、并且从历史和时代方
面予以解释（最后一章），过火了一些吧。
8、這樣的書不能算作理論書。雖然題為“走向絕對”，作者意在“走出絕對”，反思了浪漫主義的
“生活”與“藝術”二分法。
9、“绝对”指向了的极致与封闭，以及被掩埋的他者
10、走向绝对，亦步亦趋。
11、王尔德那段读的比较认真 后面有关“绝对”的概念强调多了就无聊了
12、每个人都会以想象力来使真实焕发光彩，尝试让他的日常生活具有某种和谐形式（或者至少为没
有能做到这一点而遗憾）。『绝对』是迷人的，而『相对』缺乏这种气质。
13、读着蛮累，空闲陆陆续续翻完了，但有些八卦很八卦，有些观点很好，有些看不懂，翻译很流畅
14、题材很好
15、简略翻完，反倒觉得最后一章比较好,,,,还是比较喜欢里尔克，大概是因为没有仔细读过其他二位
的作品
16、托多羅夫為何最近書寫得都變那麼平易近人...
17、还可以
18、对于评论类的文章，我从来都不感冒，读的云里雾里的，心好累，因为王尔德才看的，怎么办？
19、大致翻过去了，里尔克部分读得比较详细，感觉视野有点小
20、批评家妄论艺术家。
21、太爱王尔德，怪才的天才思维！
22、一本概述性质的书。王尔德把生活艺术化，里尔克将艺术生活化。印象最深是王尔德篇最后一句
：生活像一只老虎一样把我撕碎了。
23、讲的草，又想讲的高深
24、翻读了里尔克、茨维塔耶娃和最后Todorov对“寻求绝对之意志”作出评述的三章。wonderful that
Todorov gets the precious dew for which the painful geniuses sacrificed their life, and helps us see it in a different
light (a fluid and changed tradition.东方的眼光在里面微不足道，但是没有这一点东方的眼光，也许未必
能点到结论章节中最后落脚的地方，“绝对”当然是存在的，只不过“解脱/救赎”不在他方，而在此
时此地，在照料风俗的行动中（引蒙田也是恰到好处。）
25、读不下去，大概是我的问题，而非书的问题吧。但文字非常不吸引人。
26、前言恶心我了好久，跟中学生写的伟光正应试作文似的。但我是王尔德的脑残粉，所以只要书里
别黑他太狠，是不会打四星以下的。
27、⋯⋯果然比起这种论文式，我更期待个人传记，少点评断，多点记录。
28、与“托多洛夫”这个名字代表着的一切相比，内容太一般了，翻译也很一般，看完对托多罗夫既
得的名誉和地位充满了怀疑。。牵强，没有任何亮点，绝大部分句子处于划线也行，不划也无所谓的
精彩程度。
29、托多罗夫读多了容易厌倦，很八股。
30、前三章认为王尔德追求绝对的生命的美，里尔克弃绝生活追求绝对的艺术，茨维塔耶娃追求绝对
的个人主义，最后一章指出他们与二十世纪左右派的极权主义，皆是德国浪漫主义之后的一体两面。
但艺术家基于个体的绝对，无论如何不能进行政治上的集体主义实践。书写得不错，翻译还算流畅，
但不出彩，有些惯用的术语如费边社译成法比安社团；普加乔夫译成布加契夫；最绝的是54页《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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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最后“带柄小烛台留在了王子身边为王子献身”，众所周知是燕子死了，原文到底是啥能让翻
译如此离谱？最后，书装帧不错，无腰封，精装线订，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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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不是搞文艺学研究的，但我是学文科的，我知道王尔德在文学史中的地位，通过本书，我们可
以进一步了解到相对与绝对在文艺中的份量。那是一个不读书，不知道自己份量的时代，也是一个读
了书，反而忘记自己份量的时代。总的评价，就是好的很
2、偶然發現了Todorov這本書契合我的博士論文的主題，浪漫主義藝術家的自我概念。所以迫不及待
拿來閱讀。不能算是嚴謹的理論著作，但所討論的內容倒是實在的很，”痛苦的浪漫主義藝術家“這
一刻板印象。本书探讨了三位文学家王尔德、里尔克和茨维塔耶追求“绝对”的经验过程。绝对这个
词在西方哲学语境界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也许与本书通俗学术的写作性质有关，Todorov并没有在此
深究绝对这一概念。于他，绝对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体验，“导向某种完满充实状态，让我们感到一种
内心的完善。瞬间的，同时又是永无止境欲求的感受，因为幸好有了这种感受， 我们的人生才不会白
白活着，因为幸好有了这些珍贵的时刻，我们才获得更加美好，更加富有意义。”绝对更是一种自发
的追求，“向往完美、向往内心的完整、向往更高尚的生活是内心计划的组成部分。”然而困惑在于
这种对绝对的向往会把主体带往何方，并且这种探寻对于人生的作用和幸福之间的关系。考察这三位
作者的动机似乎非常个人化。T通过大量阅读书信，在这些文件中作者讲述他们自己、他们对生活的
选择、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因为书信介于“纯私密性和公众性之间，他已经是对他人说话、作者对此
人作自我描述和分析，然而这个他人是熟人而不是无人称的人群。”在本書的結論部份，作者再一次
體及，這些書信洩露了這樣一個真理：藝術家的日常生活與他們的藝術作品密不可分，儘管作家們似
乎一再是在強調兩者之間的斷裂。本书最有价值的是最后一章“与绝对一起生活,” 不光作为对前述
三位作者讨论的总结，同时将他们“走向绝对”的历程放置在人类历史的宏观层面。三位艺术家都认
为以其艺术的力量可以达到“绝对”，然而这一过程痛苦而悲剧。 这一悲剧与西方绵延千年的二元论
传统有关，“人既人生有限。又具有一种向着无限的开放意识。”人类的双重性造成了两种世界，“
一个就是此岸脚下有限的坏世界，另一个就是天上高处他方无限的完美世界。”对于大多人来说这个
两个世界彼此隔离，唯有少数选民（艺术家）可以通过努力而到达彼岸。二元论在西方与基督教个别
派系有关，进入到欧洲文化传统之中。二元論是如何與現代性相融合的？作者提供了如下的大
綱1789-1848:兩種塵世絕對的確立（集體性和個人性）- 既關注美有關注國家政治命運。Schiller, Early
Romantics, Wagner1848-1915：革命的失敗引起了兩條路的分道揚鑣- 波德萊爾，藝術影響世界屬於幻
想- 馬克思：不關心美學教育- 王爾德、里爾克等人位於此列。1916-1945：一戰後，兩種形式以不同的
方式重新相互作用- 先鋒主義藝術家想要將他們的創造性行動範圍覆蓋整個生活。—&gt;Where is the
example??- 獨裁者們採取了自由狂放的藝術家態度來創造一種新人、新社會、新人民。—&gt;綜觀全書
，這個論點似乎沒有展開討論，非常之突兀。當代- 關於民主制度的反思- 民主制度不給予公民們提供
共同的處方來完善內心，它讓每個人為自己負責。生命意義不在這一制度其中- individualism 與消費主
義的結合。最終，作者希望讀者們能夠超越“浪漫主義”二元論。- 啟示：走出絕對- “與其詆毀塵世
人生和詛咒我們被判定的物質性，還不如想辦法讓低俗與崇高、現實與理想、相對和絕對、通常和高
尚之間的連續變得容易一下，因為也可以是的無限文明化。與其看到塵世生活和天國之間有一個不可
逾元的深淵，還是從相信天國現時在出發－－僅就人們對他些許認知而言。選擇不再是理想主義和現
實主義之間，而是它們根本上的分離和毗鄰之間。浪漫派針對現實選擇夢想，繼而，一切都像是這個
現實因為他們試圖抵制它而懲罰了他們：繼逃避之後輕易的滿足，是痛苦的面對人們的苛求。另一個
解決方法不是放棄夢想，而是承認它的地位。於是人們尋求一種更艱難、更強烈、更持久的酬勞、由
日常的美給予的酬報，它讓人在生活本身中去發現生活的意義。既不是為生活犧牲藝術，也不是將生
活供奉於藝術的祭壇之上，也不是將做人與某生存封開。絕對或者無限、或者神聖等，與折現觀念所
提議的正相反、其本身不是一種善—完美的另一種稱謂。因為生活時有終結的和相對的，這樣講善之
虞生活之外，冒有拒絕接受人類處境的危險。作為不完美的人，飛天使的人，我們不可能是種生活在
心醉神迷之中，不可能只是陶醉於完美之中。”- “在個人生活中追求完美並不意味著聲明一切日常
的生存過日子都是無可救藥的平庸，要發明另一種生存狀態來替代；而是說要學會從內在來使它發光
放彩，要學會使它更加明亮又重拾緊湊。那些接受浪漫派學說的人們知道在他們日常生活中過絕對的
生活，但是他們不知道把這種生活經驗結合進他們的學說中去。 ”- “他們以各自痛苦的命運告訴我
們應該當心哪些陷阱：夢想和現實渾殽不清、忘記了個人的社會屬性、摩尼教義、唯美主義。接受了
浪漫派積習的教訓，我們可以在我們的公共生活核四生活中，在孤獨或者愛情中找到意義和美。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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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該從過去帶到將來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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