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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喧囂的孤獨》

内容概要

新版本增加
●漫步赫拉巴爾的寧靜小鎮（圖 / 文　林蒔慧．捷克布拉格查理士大學語言學博士）
●喧囂的感動（各界讀者推薦）
●硬皮精裝，適合收藏
一九五四到一九五八年之間，赫拉巴爾曾於布拉格一處廢紙回收站當了四年打包工。據他自己說，他
到這?工作之後不久，便產生了要寫這麼一篇小說的想法，這個想法在他腦海?醞釀了二十年之久。廢
紙收購站的四年生活給他的感受如此之深，使他一直沒有放棄這個題材，而是不斷地對它加以補充，
進行反覆的深刻思考。
故事主角是在廢紙收購站工作了三十五年的打包工漢嘉，他把珍貴的書從廢紙堆中挑出來，藏在家裡
、藏在腦裡，他狂飲啤酒、啃噬著書本裡的思想和詞句，他從一無所知的青年變成滿腹詩書的老人，
韓波的詩文、老子的《道德經》、萊布尼茨的情史，是他信手拈來的記憶，康德的話語是他感傷喃喃
的聲音。
這是一個愛情故事——老打包工漢嘉和他經歷過的情人，他的工作，他的時代，還有他當作廢紙打包
的書，以及他的生命。
他打開他珍愛的書籍，翻到最動人的一段，放在層層疊疊的廢紙中間，打成一個包，外頭再裹上一幅
複製的名畫。儘管擺放壓力機的地下室蒼蠅成群、老鼠橫行，這潮濕惡臭的地窖卻在他的遊戲裡，在
他的微笑裡成為天堂。
一九七二年，赫拉巴爾開始寫作，他曾三易其稿：先是詩、次是散文、完成則為一部憂傷的敘事曲。
第一稿作者自稱是「一部阿波里奈爾式的詩稿」，因為他「把整個故事看成僅僅是抒情詩了」；第二
稿改為散文，用的是布拉格口語，但他覺得缺乏嘲諷味兒，即我們在文中感受的黑色幽默。他認為主
人公，一個通過閱讀廢紙回收站的舊書而無意中成為的文化人，用口語作獨白不很合適，於是又改用
作者所說的「一絲不苟的嚴謹語言，捷克書面語」寫出了第三稿。這一稿讀來猶如一部憂傷的敘事曲
，他滿意地說：「直到現在這個故事才是動人的。」到了一九七六年，本書終於完稿，但當時無法問
世，只得放在抽屜?。直到一九八九年底才由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
二○○九年，正是本書問世的二十週年。
本書特色
赫拉巴爾《過於喧囂的孤獨》出版二十週年紀念版
「我為《過於喧囂的孤獨》而活著，並為它而推遲了死亡。」──赫拉巴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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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喧囂的孤獨》

作者简介

赫拉巴爾（Bohumil Hrabal）
捷克作家，生於一九一四年，卒於一九九七年。被米蘭．昆德拉譽為我們這個時代最了不起的作家，
四十九歲才出第一本小說，擁有法學博士的學位，先後從事過倉庫管理員、鐵路工人、列車調度員、
廢紙收購站打包工等十多種不同的工作。多種工作經驗為他的小說創作累積了豐富的素材，也由於長
期生活在一般勞動人民中，他的小說充滿了濃厚的土味，被認為是最有捷克味的捷克作家。
作品大多描寫普通、平凡、默默無聞、被拋棄在「時代垃圾堆上的人」。他對這些人寄予同情與愛憐
，並且融入他們的生活，以文字發掘他們心靈深處的美，刻畫出一群平凡又奇特的人物形象。赫拉巴
爾一生創作無數，作品經常被改編為電影，與小說《沒能準時離站的列車》同名的電影於一九六六年
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另一部由小說《售屋廣告：我已不願居住的房子》改編的電影《失翼靈雀》
，於一九六九年拍攝完成，卻在捷克冰封了二十年，解禁後，隨即獲得一九九○年柏林影展最佳影片
金熊獎。二○○六年，改編自他作品的最新電影《我曾侍候過英國國王》上映。 被捷克《星期》週刊
於世紀末選出「二十世紀捷克小說五十大」第二名的《過於喧囂的孤獨》，命運亦與《失翼靈雀》相
仿，這部小說於一九七六年完稿，但遲至一九八九年才由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僅次於
哈薩克（Jaroslav Hasek）的《好兵帥克歷險記》。
有人用利刃、沙子和石頭，分別來形容捷克文學三劍客昆德拉、克里瑪和赫拉巴爾，他們說：昆德拉
像是一把利刃，利刃刺向形而上。
克里瑪像一把沙子，將一捧碎沙灑到了詩人筆下甜膩膩的生活蛋糕上，讓人不知如何是好。
赫拉巴爾則像是一塊石頭，用石頭砸穿卑微粗糙的人性。
譯者簡介
楊樂雲
女，1919年出生，1944年畢業於上海私立滬江大學英語系。曾先後在捷 克斯洛伐克駐華大使館文化處
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世界文學》編輯部長期工作，對捷克文學及其歷史文化背景深有
瞭解，數十年來在這一園地辛勤耕 耘，翻譯介紹過捷克許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包括詩歌、小說、戲劇
、散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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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漫步赫拉巴爾的寧靜小鎮
林蒔慧（捷克布拉格查理士大學語言學博士）
二○○八年二月，因緣際會，我又來到了捷克中部的小鎮寧布卡（Nymburk），並且準備在此停留一
個星期。還記得，去年冬天當我第一次來到寧布卡小鎮時，冷冽的空氣是我對它的第一印象，而今年
也不例外，只是在冷空氣中似乎還多添了些關於赫拉巴爾的想像。
或許很多人對於寧布卡小鎮感到陌生，尤其是相較於捷克著名的觀光城市布拉格，或者是克魯諾夫
（?esk? Krumlov），寧布卡真的是個默默無名的小鎮。不過，對於熱愛捷克當代文學的人們而言，寧
布卡的魅力絕對令人無法漠視，因為捷克當代著名作家赫拉巴爾就是在這裡度過他人生大半的歲月，
而他那些令人驚艷不已的文學作品也大都與這個小鎮有關。
赫拉巴爾於一九一四年在捷克第二大城市布爾諾（Brno）出生，一九一九年便因為繼父工作的關係隨
著父母親遷居至寧布卡的啤酒廠。他們一家就居住在啤酒廠內的員工宿舍，一直到一九三九年全家才
搬至寧布卡鎮內一棟兩層樓的房屋。因此，小赫拉巴爾的童年可以說是在這間啤酒廠度過的，他日後
也根據在啤酒廠的生活點滴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物完成了相當著名的作品《革新年代》（或譯為《剪掉
辮子的女人》，捷克原名：Post?i?iny，一九七○年初版，英譯名：Cutting It Short）。該小說描寫二十
世紀初的捷克第一共和國時代，以一位啤酒釀造廠經理以及他年輕又新潮的妻子為小說的主人翁，小
說內容再現了世紀之初捷克社會生活歡樂且充滿希望的一面，使捷克讀者陷入一種濃郁的思鄉懷舊情
感之中。該部小說在一九八○年由捷克新浪潮電影導演伊利?曼佐（Ji?? Menzel）改編成同名電影，引
起廣大迴響。現在，寧布卡啤酒廠出產的啤酒已改名為Post?i?iny，也出產貼有赫拉巴爾肖像的啤酒。
赫拉巴爾在晚年時更在此地應啤酒廠的要求立了個紀念碑。他不改一向戲謔的口吻，要求將紀念碑置
於牆壁的下方，並寫上「我並不想設立任何的紀念碑，但是如果必須的話，那將只會在小狗灑尿的高
度⋯⋯」。
一九三五年，赫拉巴爾離開寧布卡小鎮，進入布拉格的查理士大學攻讀法律。一九三九年因為當時的
德國納粹政府關閉了捷克高等學院而導致他學業中綴，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後，赫拉巴爾才獲得法學學
位。但是擁有法學學位的他卻從未任職律師或相關職務，反而從四十年代末起便開始從事各式各樣的
行業，其中包括公證處職員、倉庫管理員、鐵路工人、旅行社業務員、郵差、列車調度員、保險公司
職員、鑄鐵工廠的臨時工、甚至做過廢紙回收站的打包工、舞臺佈景工、電影臨時演員等十多種不同
的工作。在這段時期，赫拉巴爾仍常常回到寧布卡小鎮，並在一九六六年開始了他在寧布卡近郊克爾
斯地區（Kersko）的小木屋生活。
對於大戰之後的捷克人來說，「小木屋」（chata）是個可以暫時逃離現實生活的地方，幾乎家家戶戶
除了住家以外都有一個週末放假時可去的小木屋。有的小 木屋十分簡陋，有的小木屋則像個小別墅，
但是都是當時捷克人在現實生活夾縫中僅存的烏托邦。因此，無論赫拉巴爾在哪裡工作，他總是會悄
悄地回到寧布卡近郊的小木屋，把他在生活中的所見所聞紀錄下來，成為後來那些寓意深刻、耐人尋
味的文學作品，而這樣的生活模式一直持續到他的晚年。
在寧布卡小木屋附近，大約十分鐘的步 行距離，有著一間小酒館「守林人」（Hajenka），據說赫拉
巴爾在小木屋寫作之餘，總是會來到這間小酒館一邊喝著從小陪伴他長大的Post?i?iny啤酒，一邊和當
地人閒聊，在杯觴交錯之際也勾勒出一部膾至人口的小說《雪蓮花祭》（捷克原名：Slavnosti sn??enek
，一九七八年初版，英譯名：The Snowdrop Festival）；這部小說主要是描寫當時林業工人在森林工作
的生活情景，故事最後在小酒館的鬧劇中結束。導演伊利?曼佐在一九八三年將之改編成電影，而電影
中那場著名的小酒館鬧劇便是在這間「守林人」小酒館取景拍攝完成。
赫拉巴爾也常常光顧附近的藍星飯店（Modr? Hv?zda Hotel）。藍星飯店離小木屋大約有五分鐘車程，
在那裡他遇到了服務生領班約瑟夫（Josef Van??ka），從約瑟夫口中赫拉巴爾聽到了一位服務生的傳奇
故事，這使得赫拉巴爾文思泉湧，並在短短十八天內便完成了著名的《我曾侍候過英國國王》
（Obsluhoval jsem anglick?ho kr?le，一九七九年初版）一書。該書的主人翁恰巧也名叫約瑟夫，書中透
過約瑟夫的獨白，穿插著虛幻與具體的歷史史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情節發展緊緊 抓住了讀者的心
。同樣地，導演伊利?曼佐在二○○六年將此書改編成同名電影，且榮獲各項大獎。
赫拉巴爾晚年因為喪妻且膝下無子，再加上疾病纏身，便比較少來寧布卡小木屋了。一九九七年，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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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巴爾在布拉格的一間醫院墜樓過世，有人說他是因為住院時在窗邊餵鳥，結果不慎掉下窗外；也有
人說他是因為厭世而跳樓自殺。後者的說法或多或少是根據他在《過於喧囂的孤獨》一書中的半自傳
性獨白；該書的主人翁是位廢紙回收站的打包工，他在成捆的舊紙堆中長期閱讀被廢棄或是被禁的文
學經典作品，使他非自願地接受了教育和文學薰陶，進而思索人生的價值和老子的學說，但是，這些
思索最終卻使他選擇自願地結束生命。
姑且不論關於赫拉巴爾過世的各種傳聞，晚年孤獨的赫拉巴爾又回到了寧布卡，與家人合葬於近郊的
赫拉帝緒特地區（Hradi?tko）的墓園。
漫步在寧布卡的我，大概可以想像赫拉巴爾對於此地的眷戀：這安靜的小鎮似乎是可以無盡地包容赫
拉巴爾那天馬行空但卻寓意深遠的思緒。
譯序
一個「中魔者」的「愛情故事」
◎楊樂雲
《過於喧囂的孤獨》是捷克當代著名作家博胡米爾．赫拉巴爾 （Bohumil Hrabal，一九一四—一九九
六） 的代表作，是他許多優秀作品中思考最深、醞釀最久的一部傳世之作。
博 胡米爾．赫拉巴爾被稱為本世紀下半葉捷克先鋒派作家最重要的代表。他出生在布爾諾，童年和青
少年時期均在小城市尼姆布林克度過，父親是該市啤酒釀造廠的經 理，母親為業餘演員，家庭生活優
裕。一九三五年入查理大學攻讀法律。一九三九年德國納粹佔領軍關閉了捷克斯洛伐克所有的高等學
府，赫拉巴爾因而輟學，戰後 回校完成學業並取得法學博士學位。自一九三九年起，有二十餘年時間
，他先後從事過十多種性質不同的工作，當過公證處職員、倉庫管理員、鐵路工人、列車調度 員、保
險公司職員、鋼鐵廠的臨時工、廢紙收購站打包工、劇院佈景工和跑龍套演員等等。一九六二年以後
專門從事寫作。多種多樣的生活經歷為他的小說創作積累 了豐富的素材，他曾說過：「我的作品實際
上是我生活的註釋。」也正是由於他長期生活在普通勞動人民中間，他的小說才有那樣濃厚的鄉土氣
息，被認為是最有 「捷克味兒」的捷克作家。
赫拉巴爾的創作生涯起步較晚。在一篇題為〈我為什麼寫作〉的文章中，他回憶說：「二十歲以前，
我壓根兒不懂什麼是寫作， 什麼是文學，中學時期我的語文成績經常不及格。」但二十歲以後，他迷
上了文學，並在寫作中找到了極大的樂趣。他起初寫詩，但從未出過詩集，後來轉而專寫小 說。
赫拉巴爾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底層的珍珠》於一九六三年問世，那時他已四十九歲。不過，他的小
說創作活動實際上在五○年代或更早一些時候便已 開始，只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的小說大多未
能與讀者見面。《底層的珍珠》出版後立即受到重視，許多評論家看出作者已是一位有獨創性的成熟
作家。次年， 他的另一本更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說集《中魔的人們》出版，引起很大的反響。「中魔的
人們」原文 pabitele，是赫拉巴爾自己造出來的一個捷克新詞，用以概括他小說中一種特殊類型的人物
形象。由於這個詞以及由之而來的 pabeni （中魔）在詞典中無從查找，赫拉巴爾在不同場合曾對這個
詞的含義作過反覆闡釋，他說「中魔的人」是這樣一種人，他們善於從眼前的現實生活中十分浪漫地
找到 歡樂，「善於用幽默，哪怕是黑色幽默來極大地妝點自己的每一天，甚至是悲痛的一天」。中魔
的人透過「靈感的鑽石孔眼」觀看世界。他看到的汪洋大海般的美麗 幻景使他興奮萬狀，讚嘆不已，
於是他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沒有人聽他說的時候，他便說給自己聽。他講的那些事情既來自現實，
又充滿了誇張、戲謔、怪誕和幻 想。由於這個詞是赫拉巴爾生造的，譯者只得憑自己對這位作家及其
作品的理解和體會，姑且譯為「中魔」。另有譯者建議乾脆音譯為「巴比代爾」並附以說明。這 也未
始不是個辦法。
六○年代初，捷克文壇在擺脫了僵硬的教條主義文藝路線的束縛之後，作家們都在尋找和探索新的創
作道路。赫拉巴爾把「中魔」看作 他創作實踐中的一個新嘗試，想「看看小說能否以另一種形式寫成
」，「寫出從形式到內容都一反傳統的作品來」。他的「中魔的人」表面上看來豪放開朗、詼諧風 趣
，但他們透過「靈感的鑽石孔眼」展示的世界與現實形成強烈的反差，從而映襯出主人公處境的悲慘
，帶有悲劇色彩。
《過於喧囂的孤獨》是赫拉巴爾晚 年的作品，在風格上與他的早期小說略有不同。這部小說通過廢紙
收購站的一個老打包工漢嘉的通篇獨白，講述他在這?工作了三十五年的故事和感想。赫拉巴爾曾 於
一九五四—一九五八年在布拉格的一個廢紙回收站當了四年打包工。據他自己說，他到這?工作之後不
久，便產生了要寫這麼一篇小說的想法。這個想法在他腦海 ?醞釀了二十年之久。廢紙收購站的四年
生活給他的感受如此之深，使他一直沒有放棄這個題材，而是不斷地對它加以補充，進行反覆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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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直到主人公漢嘉 與他自己融為一體。這部小說的寫作過程也不很一般，他推倒重來一共寫過三
稿：第一稿作者自稱是「一部阿波里奈爾 式的詩稿」，因為他「把整個故事看成僅僅是抒情詩了」；
第二稿改為散文，用的是布拉格口語，但他覺得缺乏嘲諷味兒，即我們在文中感受的黑色幽默。他認
為主 人公，一個通過閱讀廢紙回收站的舊書而無意中成為的文化人，用口語作獨白不很合適，於是又
改用作者所說的「一絲不苟的嚴謹語言，捷克書面語」寫出了第三 稿。這一稿讀來猶如一部憂傷的?
事曲，他滿意地說：「直到現在這個故事才是動人的。」他自己被感動得幾乎落淚。小說完稿的時間
是一九七六年，但當時無法問 世，只得放在抽屜?。一九八七年，作家瓦楚利克用自行刊發的形式將
它出版，讓它與讀者見面。這部佳作直到一九八九年底才由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正式出 版。
赫拉巴爾小說中的主人公都是一些普通人，是他自己與之等同並稱之為「時代垃圾堆上」的人。這些
人的處境往往很悲慘。《過於喧囂的孤獨》中廢紙 回收站的老打包工漢嘉就是一個處於社會底層的普
通人。他孑然一身，沒有妻兒，沒有親友，終日在骯髒、潮濕、充塞著霉爛味的地窨子?用壓力機處理
廢紙和書 籍。他渾身髒臭，當他偶爾拿著啤酒罐走出地窨子去打啤酒時，他那副尊容會使啤酒店的女
服務員背過身去，因為他手上染著血污，額頭貼著被拍死的綠頭蒼蠅，袖 管?會竄出一隻老鼠。就這
樣的生活，他年復一年度過了三十五個春秋。他沒有哀嘆命運的不濟、社會的不公，卻把這份苦差事
看作他的love story，把陰暗潮濕的地下室看作「天堂」。他說三十五年來，用壓力機處理廢紙和書籍
使他無意中獲得了知識，他的「身上蹭滿了文字，儼然成了一本百科辭 典」，他的腦袋「成了一隻盛
滿活水和死水的罈子，稍微傾斜一下，許多滿不錯的想法便會流淌出來。」他滿懷深情地講述他的「
愛情故事」，訴說他對視如珍寶的 書籍的青睞，細緻入微地描繪讀書的樂趣，以及從廢紙堆中救出珍
貴圖書給他帶來的喜悅。他沉痛地傾訴當他目睹人類文明的精華、世界文化巨人的著作橫遭摧殘 時，
心頭感到的痛惜與憤懣。由於這一切都出自一個普通老打包工之口，讀來格外扣人心弦。
《過於喧囂的孤獨》或許可以說是這位作家的最後一部傳世之 作。他自己對這部作品曾說過這樣的話
：「我之所以活著，就為了寫這本書」，「我為《過於喧囂的孤獨》而活著，並為它而推遲了死亡。
」誠然，赫拉巴爾在這部 作品?傾注了他全部對人類文明和進步的深刻思考，無限的愛和憂慮。
赫拉巴爾的晚年過得不幸福。他沒有兒女，妻子去世後他生活孤單。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捷克政體改變
之後，輿論界對他偶有微詞，不公正的指責刺傷著他敏感的心。 一九九六年底，他因患關節炎、脊背
痛住進醫院。次年二月三日，正當他將病癒出院之際，人們發現他突然從病房的五層樓窗口墜落身亡
。這一悲劇是出於自殺還是 由於探身窗外餵鴿子時的不慎失誤，無人說得清。它將永遠是個謎。對於
廣大讀者來說，在悼念、惋惜之餘，不免要把這個謎與他筆下經常出現的人物聯繫起來加以 猜測，感
到它多少帶有些「中魔」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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