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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与六便士》

精彩短评

1、虽然是没有听过的译者，但译文很好读，书感也很好。内容么，看完这本就想把毛姆所有的书都
读了
2、对于很多人而言，真正的矛盾并不是财富与梦想，而是安于现状和寻求改变。而这个矛盾，囿于
人们总是过度在意别人的想法，不愿改变，而导致人们往往抱着自己的六便士。你是要六便士，还是
改变后的自己？（p:打死我都当不了斯特里克兰，我也不想当，我只是被他的结局感动了）
3、看这本书的时候，总是不自觉想起大冰所写的那几本书，书中那些江湖儿女的生活状态。至于是
要月亮还是六便士，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体会。或者，这本身就是一
个永恒的话题，而被我们时常提起。
4、人生的选择也许并没有什么对与错，而只是在权衡之中。当你认为捡够了六便士，那便放任自己
抬头看看月亮。
5、当时也没看版本就找了个双语版买了。翻译得挺好的，各种英语幽默都保留得原汁原味。
6、这版翻译真的挺弱...打算再买一本其他译本来读
7、看完有些迷茫
8、不敢相信，竟然读了一本2016年4月才出版的书...翻译的还可以，但是有错别字...
9、这个系列的中英文版封面那句话很有意思。
10、看了很多，发现是这个版本，不过读来觉得译者也很用心，很多地方都不错，致敬。
11、里面描述的人性真可怕
12、真正的艺术是绝不会向世俗谄媚的，可是伟大的艺术家还是要活在人世间啊，注定的一出悲剧
13、我觉得我很像书中的迪尔柯。我还是很不理解何为艺术，怎么去对待生活，还得内心强大吧。这
本书很对我的胃口，顶！
14、我们每一个人仿佛都是注定的孤独。你的朋友、父母甚至爱人，只是你黑夜道路上的同行者，碰
巧相遇，互相慰藉。你不确定他们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时候会离开，更不确定你们是否赶往同一个
目的地。你试图向他们表达自己，也试图理解他们，但是最终双方都会发现这是徒劳的。除了你自己
，没人能真正了解你的孤独。你像画家一样，企图用画来展现空间、时间和情感。纵使你有再高超的
技巧，也无法实实切切的传达你的所见所想。所谓“印象派”“抽象派”无非是人类在孤独的牢笼中
可笑可悲的挣扎。
15、十年前真的读过么？我那段记忆貌似断片了..."只有诗人和圣人才会在柏油路上浇水，满怀信心地
期待能长出百合花来回报他们的辛劳。"毛姆的小说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比如"无望的爱""永恒的家园""
人物觉醒"等。所以不得不说<人性的枷锁>还是集大成之作。
16、斯特里克兰是飞出迷楼的伊卡罗斯吗？
17、“作家最看重的是了解，而不是评价。”
18、#201654#导读特长的那本导读看了一半就扔下了，这次翻到这版终于看完了。翻译挺好的。毛姆
果然会讲故事啊，真是给跪。
19、月亮or六便士，下次希望买一本纸书再看一次。 很多细节忍俊不禁，毛姆有意思。
20、月亮还是六便士，是一种选择。毛姆文学功底让人敬佩。
21、二刷毛姆
22、太好看了！
23、故事很吸引人，一直想看的书，开始看后很快就看完了。要继续看毛姆的其他书了。活得很透彻
的一个作家。各种人性看得很清楚。絮絮叨叨的说教很认同。

24、书是好的，翻译是弱了点
25、读完时意犹未尽，沉浸在作者所描述的世外桃源里，想象着那幅被烧毁的惊世之作，到底是怎样
的表达以至于会有那样强烈的吸引力。哲学+学医，看透本质，才能纯粹。中译本看完，再读英文，
被毛姆深厚的文学功底慑服。“当你去捡地上的六便士的时候，你就看不见月亮。”
26、#先吐槽一下这个版本的翻译，完全与文学不搭边儿，差点儿害我错过了这样一本好书#这个世界
上的孤独，只有诗人和圣人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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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斯特里克兰的自然与随性
28、可以说以前的循规蹈矩才到人到中年的叛逆吗？也可以说一名真的画家的养成需要这么有个性，
无所畏惧？整本书从前面的无从，到后面的震撼，蛮感人心的！
29、原来是新译者，看来家里纸质书还可以再翻一翻... 看tag里一堆kindle...
30、心心念念已久，买了最便宜的电子书版本。翻译soso，但至少没有矫揉造作。这是一个艺术家，
从‘社会附属品’角色中脱离，追求自己的取向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超脱版的‘追梦记’（这里
始终觉得梦不适合主人公）。Anyway, 这本书之所以这么受欢迎，一是艺术家的离奇人生如明星们的
八卦一样戳中人们的好奇点。二则，斯特里克兰有追求自己的取向的勇气还有行动力。每个人心中都
有一个梦想，不见得每个人都在追逐自己的梦想，而斯特里克兰做到了，读者与这位艺术家的纽带就
在此。而且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感情，梦想附加在查理的身上，从代入感发展到代理满足感。 我个人比
较好奇毛姆设定的这个画家真的是天才型还是努力型？ 因为只说天才型的话，他真的付出了让任何的
形容都会很苍白的努力。但毛姆的motive是高更，所以答案很明了
31、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追求真理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为了获得真理，他们不惜把他们世界的
基础掀得天翻地覆。
32、原以为作者告别画家的时候是结束，没想到是真正的开始
33、高尚与卑鄙
34、把人性分析的那么透彻，网上说，你总能在毛姆的书里找到自己或是其他人的影子。
35、所以真的是译林的这版翻译的问题吗？真心觉得叙述太冗长了，描述不精致，无数次想放弃终于
看完了。
36、"我自问是不是在他灵魂深处有某种根深蒂固的创作本能，他生活的环境把这种本能掩盖了，让人
看不清楚，但是它持续不断的顽强生长，就像生命组织中癌细胞的生长，直到最后他占据了他的整个
生命机体，迫使他不可遏制的采取行动。"
人生应当选择月亮还是要那六便士？
37、看到最后的篇章竟有些鼻酸是自己没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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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很多人的评论都提到月亮和六便士分别象征梦想和现实，我却在此之外还感到一丝“彼之蜜糖，
我之砒霜”的意味。这是一个关于男主角斯特里克兰四十岁之后人生历程的故事，却也是一个以斯特
里克兰为线索、牵引出几个和他相关的人的人生历程的故事。这些相关的人士可以分为斯特里克兰的
朋友和情人，可以分为理解艺术家的人和不理解艺术家的人，但我更喜欢这样的分法：追逐自我梦想
的人和对前者嗤之以鼻的人。斯特里克兰的原配太太无疑代表了后一类人，他们的月亮就是手中的六
便士。或者说，他们追逐的就是六便士，那么月亮便也无需高悬夜空，用钱买一个月亮灯放在床头还
更实在。他们在意世俗的标准，在意旁人的言语，他们想要过上以社会通行价值观来看的中上层生活
，他们想要自己可以说上话，想要自己的话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同或对别人产生影响。而男主斯特里克
兰是前者，甚至包括可怜的同情心旺盛却被戴绿帽子的斯特罗伊夫，从某个方面来说他也是一个追逐
自我的人。现实生活中，从少年时代便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树立了人生理想的情况固然令人羡慕
，可我总觉得梦想并不是需要在某一个时间点就出现并确立下来的，有的人可能很早就和自己的梦想
相遇然后携手前行，但可能更多的人不是那么幸运，因为懒惰和怯懦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东西，而它
们都会妨碍一个人和梦想碰面，又有很多人，在兜兜转转后终于看到了站在路口的梦想君，但真正走
前去牵起它的手的能有多少？又有多少是躲在转角偷望着它，然后懦弱地走掉？四十岁的斯特里克兰
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激情，那种对美的欲望可能像一朵已经受够雨露润泽必须要伸展怒放的花一样从
他的身体的土壤挣脱，而思斯特里克兰选择果敢地撕裂旧的自己、让它钻出来、缝合新的自己、跟它
走吧。“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多少人嫌这句话是给不努力的人开脱、给不负责的
人找借口，那是因为很多人说出了这句话就停止了，就好像摆脱了苟且走到了远方。要走到远方就必
须经历苟且，它们不是互相排斥的两样东西，它们是相依存在的。就像斯特里克兰在作画的路上经历
的贫穷、饥饿、病痛，对斯特里克兰太太来说这些是她避之不及的甚至想踩在脚底下的六便士，但对
斯特里克兰来说，这些不算什么，可能这些是他追逐月亮而去的路途上碰到的小蚊子吧。我看有人说
斯特里克兰太自私，以梦想为借口抛妻弃子，但反过来想想，是不是因为斯特里克兰的妻子和他本就
不是一类人呢？斯特里克兰太太抬头望去的月亮对斯特里克兰来说是最不值钱的六便士，而太太不屑
一顾的六便士，在斯特里克兰那里却是星空中一轮皎洁的明月。斯特里克兰在岛上的第二位妻子，爱
塔，虽然让斯特里克兰在临终前还是发出“女人就是想抓住男人”的讥讽，但在他经历的情人里，年
轻的爱塔无疑是最支持他梦想的那一位。是的，作为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我常常痛恨周围的人以所
谓顺利人生的标准来衡量我的经历，但这样的恼怒不也正说明了我还未走出斯特里克兰太太那一类的
圈子么。“彼之蜜糖，我之砒霜”，什么时候能够不再羡慕人家说的甜、不再害怕人家说的苦，才是
真正理解这句话，而不是把它用作安慰剂。我晓得我的评论会是一篇不太负责任的读后感，因为我没
有去了解斯特里克兰的原型画家高更的生平，也没有去了解毛姆写作这本书时候的时代语境，而只是
在对用翻译过后的另一种文字勾画出的一个人物和他的故事阐述我的所感。但不管评论的质量高低，
它确实是一件很勾人的作品，平凡的语言透着幽默，朴素的辞藻却字字诱着你翻开下一页，一气呵成
，酣畅淋漓。
2、读这本书算是这个炎热夏天第一件完成的事。很久没有看外国文学，起初拿起觉得文风好陌生，
等到Strickland离家开始竟一发不可收拾，完全被吸引到里面去，不自觉沉浸到作者视角里，感受到酣
畅的展开。书里的人物总是很容易鲜活在眼前，明明只有三两笔的描写，刻画却十分精准。不得不说
是一种享受，当眼神穿越字里行间，仿陪伴于作者身旁，自如的与一张张面孔打着交道。当你看到作
者与这些角色的交流，往往讶异于这些神奇的剖析，一如作者深邃的眼神把每个人看得很透。说
回Strickland，其实在书至一半我脑海里想起的是《海上钢琴师》的男主。我向来是对这种角色定位不
能太加欣赏的：主角最终的选择，即使在看了许多评论的解析，究其一生的环境、历程种种，还是不
能使自己多出一分认同。这里倒不是对电影有任何不喜爱，必须说明。然而在Strickland身上，即使他
做出了许多疯狂之事，对旁人来说带来的各种不幸与困扰，他对月亮的孜孜的追逐和他魂灵与肉体的
交锋，总能让你没法厌恶这个人，大概，这就是所谓“有趣的灵魂”吧。说到底，每个人的人生不过
是月亮和六便士的组合。Strickland也好，Tim Roth也好，都是属于天才类的人物。天才即有种种，我
等芸芸大众自不言说。须知这世上生来向往月亮最终奔向六便士的，从始至终不懈追寻月亮的，碌于
六便士忽而奔向月亮的⋯⋯各色人等组成了这个世界，很难说哪一种就会成为你人生的范式，也无从
比较优劣。或许这正是世界的可爱之处。至于我么，呵，想要月亮也想要六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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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继宏翻译版本的《月亮与六便士》，传说是阅读比较顺畅的译本。20世纪初，一个稳稳当当生活
的英国中年又中产，他人眼里无趣，善良，循规蹈矩的交易所经纪人，安分的职员，体贴的丈夫，慈
祥的父亲，40岁那年，留下一张内容为“晚饭准备好了”的纸条，他离开了自己17年的妻子和两个孩
子，去巴黎绘画，从此贫困潦倒，最后在南太平洋岛上疾病而终。故事才仅仅一口气读到第十八章，
已经深深抓住我的心，小说借旁观者（我）以世俗观念，世俗人的口气，质问，批判逃到巴黎的男猪
脚斯特里克兰：”每个人都像你，世界就完蛋了，绝大多数人都在做普普通通的人”你偏要甩掉一个
一个身份，奔赴陡峭的山岭暗流涌动的深海，“难道你不爱你的孩子们吗”？答“我对他们没有特殊
感情”“难道你连爱情都不需要吗”答说“爱情只会干扰我画画”。“你太没人性了”答说“我同意
”“如果你永远不能成功你觉得抛弃一切值得吗”答“我必须画画，我控制不住自己””灵魂中深埋
的本能，迫使他行动，完全不在意天下人的咒骂鄙视，一种让人火冒三丈的自由。”小说写作于1918
年到如今近百年，仍然打动读者，正因为唤起一代又一代读者共鸣。有多少人，都暗藏一点如主人公
一样，灵魂的焦虑和狂躁，但是在现实的庸常和理想的梦幻中，真正不在意他人和社会习俗冲出去，
选择”一种让人火冒三丈的自由”，也真没几个人做得到。必须承认，我做不了勇敢如斯特里克兰的
命运斗士，不管不顾，甩掉家庭，社会，组织，挣钱糊口种种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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