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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山》

内容概要

在瑞士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有一所名闻遐尔的国际疗养院，年轻的主人公去探望生病的表兄，不
料却身不由己，一住七年。须知，那是一座魔山！在魔山中，他不仅遇见了许多不寻常的人和事，尝
到了爱情与生离死别的酸甜苦辣，还跟游荡在山中的叔本华、尼采等的精神幽灵对过话⋯⋯七年后，
当他终于冲出魔山时，已判若两人。“魔山”实际上是本世纪初动荡不安的欧洲的缩影。
  长篇小说《魔山》是１９２９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１８７５－１９５５）的主要代表
作，堪称这位大文豪创作生涯乃至德语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是最早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手
法相结合的现代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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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山》

精彩短评

1、经典
2、经典的一本小说，对于青春中的问题，给予我很大的启示。
3、魔书
4、看了N年了，补记。有空再读一遍。
5、和穆齐尔比，mann，只是拥有一张德意志身份证。。
6、阅读这本书是如此痛苦，我前后断断续续看了有半年之久。我实在是不愿意看那些长篇议论，好
多在我看来都不知所云啊，也许....只能说它超出了我的思想理解范围。
7、禁书！这本书在德国是禁书！
8、其实在寻找自我意识探索意义的过程里，思想最丰盛的时候反而是作为人对于世界的存在是最虚
弱的时候，在行动和思考间找平衡一失足就会跌进重置的时间概念里耗尽生命⋯另，我觉得这书像是
脑洞记录一样⋯创造角色让自己的思维生长辩论消亡是个挺梦幻的事情呀。（喜欢那些突然的趣味点
写得也好但真是好长啊⋯⋯
9、2006-03-01 遗失
10、看它得有毅力啊
11、诺贝尔
12、忘了读没读过了。。。
13、高三看的，不知道说了什么。
14、别了——多保重！
15、疯了
16、我道行浅呀！
17、一开始很难读的书。
18、经过历时三个半月的阅读，今天终于合上《魔山》最后一页。这本书是以死亡为主线来写的，通
过数种人物死亡的方式作为衬托，表现出“魔山”中的人们慵懒、舒适、无为、醉生梦死的生存状态
。“睡鼠”卡斯托普在这种生存状态中度过了没有通常时间观念的七年，最后被一场战争唤醒，走向
战场，走向死亡。觉醒要靠一场战争来唤醒，不知道是对虚无的否定还是对虚无的肯定？托马斯·曼
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还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是个谜~
19、我真的读完了！！！！！
20、托马斯·曼-魔山·长到七天，短至一年。
21、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感觉自己有点像卡斯托普，既软弱又坚强，想成为赛特姆布里尼那样的人
，但是最后还是被卷入茫茫的乱世之中。
22、文学
23、平生最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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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山》

精彩书评

1、托马斯曼的这本书总感觉风格和卡夫卡，还有马尔克斯的风格有点像，可能水平有限，读他们的
书，很晕乎，还是喜欢马克吐温和海明威，比较容易懂
2、穿越疾病与死亡的黑暗　　在汉堡通往瑞士阿尔卑斯山的火车上，一间小小的软席车厢里，坐着
年轻的工程师汉斯·卡斯托普，他随身带着一只鳄鱼皮的手提包，冬大衣挂在车厢的衣钩上，他的腿
上盖着一条苏格兰格子呢旅行毯，身旁有一本打开的书，书名叫《远洋船舶》，此行他是去山上的贝
尔霍夫疗养院看望生病的表兄⋯⋯这是曼的小说《魔山》的开头。载着汉斯的火车不断升高，把他同
习以为常的山下生活分开，在此我们看到空间显示出人们通常只以为时间才有的力量（空间本身成为
时间的一种形式），拉开了空间和时间一样造成遗忘，曼在这里停止了叙事让思想浮现：“空间是使
我们产生遗忘的方式，是使我们的肉体远离熟悉的环境，进入一种原始的、了无牵挂的状态。”它出
现在小说的开篇，同时也暗示着这是一部充满辩证思维的小说。　　汉斯在疗养院的七年，正是回到
了小说家所指称的这种状态。小说第一章，汉斯抵达车站时，表兄告诉他：“在山上人们对时间的概
念是比较马虎的。”还有一句：“在山上，人的观念也得改变。”小说由此进入了正题，对时间及其
相关的生死、爱情、道德和艺术的不同概念使这座山在青年工程师眼里具有了“魔力”。有评论家认
为，使这部作品跻身现代派巨作之列的一个原因就是时间在记忆中成为了某种角色（曼在美国对听众
讲解这部小说时说，“《魔山》的一大主题是时间的秘密”）。在这部小说的七个章节的开头，曼几
乎都在以某种方式对时间进行思考，其中的内容涉及时光的流逝、我们体验岁月的不同方式、时间在
我们身上延伸和收缩的各种形式、时钟静态的旋转和运动的对比以及讲述故事的方式等等。然而这种
主观化了的时间对《魔山》来说不过是一条进入其中的通道，对小说家曼来说，如何处理小说中的时
间是对他小说技术的一个挑战（在曼那个时代，按常规时间叙述的19世纪小说已经限制了小说进步的
可能）。　　小说交待，汉斯出场时23岁，“还是一张白纸”，带有几分德国“教育小说”中那种典
型人物的鲁莽无知和可笑的天真。他起初只打算在山上待三个星期。他以一种冷漠的挑剔眼光观察身
边的病人，发现他们行为古怪、颓废，却还热衷于男欢女爱之事。但是汉斯上山的第一个晚上就做了
梦，他梦中的忽悲忽喜、忽笑忽哭已经是他得病的先兆。果然三个星期快满时，他身上出现了越来越
多的症状：无休止的乱梦，发烧和流鼻血，他不得不成为疗养院的一个正式病人。院长贝伦斯告诉他
，山上不仅有利于治病，更有利于发病，“它会使你潜伏在体内的问题得以暴露，让病发出来”。曼
在这里巧妙地暗示，这些病症并非来自体外的感染，而是他自身内部的问题，同时也暗示读者，可以
把这部小说读解成对时代的疾病的诊断并对它进行治疗的故事。　　至此，汉斯在身体上、肉欲上和
智力上的冒险已经开始。首先出现的是闯入他情感世界的女病人克拉芙蒂亚·肖夏（在疗养院的一次
狂欢中勾引和被勾引的这一场面极富戏剧性），随后是他精神上的两位导师，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塞特
·布里尼和他的论敌—古怪的犹太耶稣会士纳夫塔。为了探索生命的“神圣而又肮脏的秘密”，汉斯
开始阅读一系列书籍，他问自己：“生命究意是怎么回事？”他意识到，“谁也不知道生命产生和开
始燃烧的那一自然的瞬间”，“它既非物质，也非精神，而是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由物质承载的现象
⋯⋯它是某种秘密而可以感觉到的东西，在宇宙纯洁的寒冷中移动⋯⋯承载它和使它成形的是某种觉
醒了的物质追求，即那种有机的、存在和腐烂着的物质本身，那发出气味的肉体”。这是小说中最为
出色的章节之一，曼这样谈到出现在小说第五章的这一有着实证哲学式的浩繁的场面，“经历了疾病
、死亡和腐朽之后，这个年轻人对人这一至高无上的结构或具独创性的生命产生了认识，这时人的命
运也成为他天真的心灵里真正关怀的事情”。　　在书中余下的将近一半的篇幅中，塞特·布里尼和
纳夫塔，汉斯的两位精神上的导师的冲突占据了主要地位，人文主义者塞特·布里尼崇尚法国自由的
民主精神，而纳夫塔则是个完全反对个人主义和自由意志论的神秘主义者，他把灵性看作生命的基础
，认为知识的源泉是信仰而不是智力，这两个人的思想(和性格)都有一种喜剧式的夸张，但他们这种
冲突在本质上是严肃的，代表了欧洲两大互相冲突的思想体系，而且这种冲突时刻折磨着汉斯的心灵
和精神。小说的后半部分描写了汉斯解决这一冲突的企图，曼把这一节称之为“雪”，这是现代文学
中最为著名的场景之一。两位导师教给他的是对生命的两种绝然不同的看法，他感到有必要在生存的
极限中独立去求得理解。在小说的第623页，汉斯扛着雪撬，置疗养院的规定于不顾，独自一个人向山
上走去，结果遇上暴风雪，迷失了方向。昏睡中他梦见一个天堂般的文明世界—一个阳光明媚的地中
海边古典和谐的画面，紧接着，又出现了一幅充满惊恐的人的牺牲的幻像—在一座神庙的一尊雕像背
后，两个光着上身的灰色女人正撕食一个孩子。小说行进到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的结论：“人应该主

Page 4



《魔山》

宰矛盾冲突，而不是相反” ，“我的心底会保持对死的信仰，但要是我们赋予死亡超过思想的行为的
权力的话，那么我完全记得，对死亡和死者的信仰是邪恶的，是同人类相敌对的，为了善和爱的缘故
，人不应该让死亡主宰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曼自己的声音。　　这是小说中最为光明的
一个瞬间，接下来，大战爆发了，疗养院里出现了更多令人不安的事情。表兄约阿希姆死去了，布里
尼和纳夫塔的决斗预示了小说悲剧式的虚无主义的结局。汉斯结束思想的历险下了山，在平原地区参
加战斗，解决他内在冲突的不是他的努力和思想，而是外在的历史干预。我们最后看到汉斯，是他正
混杂在一群年轻的士兵中间，穿过战场上的硝烟和污泥向前冲锋。他一边冲，一边唱着自己最喜欢的
舒伯特的《菩提树》，这首歌的主题正是日尔曼的Liebestoa,即爱与死的主题。　　1912年，当《布登
勃洛克一家》的作者心情轻松地着手写这个故事时，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写得这么长，在最初的设想
中，这是一个叙述在疗养院遭遇生死问题的轻松的短篇故事。曼把它发展成700多页的大寓言，无疑有
一个秘密的转折（在这之前，他的小说写的多是古老的城市贵族家庭的没落）。曼写《魔山》花了12
年，这不光是文学上的事情，对曼来说，这更是一个理清内心的信仰并加以修正的过程，因为一系列
的现实打碎了世界的平衡，并改变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应该承担的责任。正因为此，曼让汉斯进
入一个全新的时间系统，使他在情感上、知识上和政治上走到了冲突的边缘，获得了一种“提升了的
”体验，而做到这一点，他必须穿过疾病和死亡的黑暗，对此，曼这样说：“只有通过疾病之路，才
能达到崇高的健康境界。”
3、　　在瑞士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有一所名闻遐尔的国际疗养院，年轻的主人公去探望生病的
表兄，不料却身不由己，一住七年。须知，那是一座魔山！那么魔山究竟是什么呢？应该就是一战前
的欧洲。也就是说此书是一个德国人的欧洲小说，如果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是法国人的欧洲小说
的话。　　１８７０年德法战争结束后，直到１９１４年欧洲基本上没有过战争（只是几个小国与土
耳其发生了战争）。按茨威格的说法：１８７０年到１９１４年是欧洲的黄金时期。　　记得在初看
此书时，觉得怎么都是病人，而且怎么都没一个人能够病愈。不过从现实角度，穷人们是没“功夫”
得病的，就算得了也没可能去疗养院。而在疗养院中的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们，换句话说，这些得
病的人都可以算是欧洲的统治阶层了。　　在这个疗养院中，各色人等各种思潮纷纷扬扬地展现在读
者面前。相比于其他民族，德国人的特性就是古典音乐和哲学，前者托马斯·曼用《浮士德博士》加
以表现，而此书则重点放在哲学上，当然最后也有着音乐的因素。　　汉斯·卡斯托普是德意志市民
的代表，而其表兄约阿希姆则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的象征（两者并非一回事，普鲁士被形容为一支有国
家的军队。只是其统一德意志后其精神成为德意志精神的主流），另外通过塞特姆布里尼、纳夫塔又
有着烧炭党、耶稣会、共济会。还有着殖民者荷兰人佩佩尔科恩，招魂术、弗洛伊德精神病性学理论
等等。可以说欧洲近代的哲学、思想都在书中有着体现。要“真正”读懂此书我至今觉得不太可能，
也只能囫囵吞枣了。　　当然作者的立场倒是非常明确，对魔山以及人们甚至不是讽刺，而是直白地
否定。书中可以说没有一个“正常”人，甚至没有一个可以治愈的人。要么如同约阿希姆一样死去，
要么如同卡斯托普一样慢慢等死（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一次大战，那么这疗养院似乎可以“
永存”，院中的病人们只有这种结局）。　　所以这魔山是欧洲，或者说是老欧洲，它已经病入膏盲
，只有来一次彻底地翻天覆地的变革（战争革命）才够摧毁它。想到这我联想到了当今的美国和欧洲
文明。魔山又诞生了吗？　　（写于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８日）魔山是一座什么山，这个书名的感觉与
《癌症楼》非常相似。　　书中描写在高山上的一个疗养院。主人公休假三周去看表哥，可一呆就是
七年，入魔了，魔是什么？时间、各种哲学观念还是其他的，没人知道也没人明白。　　老一套的书
评又说什么资本主义已经得病，腐朽，颓废，什么资本主义的象征。真是如此吗？托马斯·曼是批判
现实主义作家吗？我很怀疑。这本书是不是对人性（在疾病前），人生（时间），人的思想（各种哲
学观）和人的生活（各种表现）的探讨和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对人性、人
类、文明的反思到达了顶峰。我想这本书也应该是如此吧！要抛开传统社会主义批判观去认知这部书
，我想我还是肤浅了些。
4、&quot;为了善和爱的缘故,人不应让死主宰和支配自己的思想.&quot;这是全书唯一的斜体字.我现在
也记得很清楚.这是卡斯托普经历了那场差点夺走他性命的暴风雪之后感悟到的吧.其实魔山想表达的
当然远远不止这个.我想,它是个庞大的世界,充满了未知的力量,萦绕着令人迷惑的气氛,很多的爱情,死
亡,仇恨,欲望,友谊,变故,纷争,离别...分杂不一的文化,思想,信仰, 人生哲学,政治立场...所有的这些都被笼
罩在魔山波澜不惊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之下,一切震撼和争鸣都变成空虚. 魔山是一座死火山，内部争
鸣，外表死寂。我为魔山之上的气氛着迷。闲散，空虚，萎靡，挥霍⋯⋯这是&quot;下面的人”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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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山》

理解无法介入的世界。它充满病态和死亡的气息。而人们却在享受着疾病，也在泰然地等待着死神的
来临。文中的哲理和思辩让我觉得充实觉得深刻.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塞姆布里尼和纳夫塔的争吵.
我喜欢汉斯.卡斯托普。他是个纯粹天真的孩子.他曾苦恼,彷徨,迷茫,而他也终究在魔山找到了自己想要
的.魔山之于汉斯.卡斯托普,是个远离&quot;平地&quot;嘈杂与庸俗的魔力之境.他在这沉静的高山之上
安静地思考,寻找他自己的人生意义.他勤恳地探索,在塞姆布里尼,纳夫塔这样的人身上选择着,思考着,
接受着不同的思想. 在这里,他也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爱情.我喜欢那一段,卡斯托普忆起了他几乎已经忘记
了的中学时代.灰色眼睛,大而突出的颧骨,他鼓起勇气向他借了一支铅笔.希培.有着细长的远山颜色眼睛
的男孩. 卡斯托普爱上了同样有着灰蓝色眼睛的舒夏特.慵懒而锐利,粗鲁而高贵.毫无征兆.摧枯拉朽.
&quot;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但却美好.再说我得走了,而且赶快.&quot;可他仍旧躺着,想来想去,回忆着往
事.终于,他站起来.  &quot;喏,再见,谢谢!&quot; 他自言自语,泪水涌进了眼眶,脸上却带着微笑.阿希姆是个
坚定而又有责任感的人.他身上集中了&quot;德国军人的所有美德&quot;,可讽刺的是,他在军旗下效忠的
夙愿却永远也没法实现.我觉得他的死是意味着什么的.说起象征,我一直觉得在魔山中暗含着无数的哑
谜,它们都在对我们暗示着什么,神秘又内敛.还有无处不在的数字&quot;七&quot;,简直魔咒一般,有着说
不出的味道.卡斯托普最终离开了魔山,他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带着他的所有疑惑和所有答案.我是在
学校的图书馆读完&lt;魔山&gt;的.临窗安静的位置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我仍然记得读书时,曾经清晰地
嗅到了魔山之上有股浓雾的味道,弥漫开,眼前是一片无尽的雪白.还有,餐厅一头,舒夏特正&quot;
咣&quot;地一声关上了玻璃门,回声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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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魔山》的笔记-第1页

        深刻性和教育性就甭说了，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一部挺有趣的书，几个主要人物都蛮有趣，里面
好些段落看得我大笑，甚至有的句子或场面过后每次回想起来还是忍不住笑（但有时同一个句子另一
译本却完全没有笑点⋯Orz），不过此译本也有个别错误和不通之处（对照钱鸿嘉译本和原文判断）
，所以正在对照此本中我摘抄出来的段落再把钱译本浏览一下（已经发现有些段落简直好像说的都不
是一个事儿似的⋯⋯晕）。虽然要读通对我来说需要顺带补充好些背景知识，但同样也不失学习的乐
趣啊，所以真是蛮有趣的~

2、《魔山》的笔记-第157页

        不知道是不是和100年前的人在看待幽观上有很大的区别，，反正在序言里所做的介绍，我在书中
无法体会，，是我迟钝，，还是书太无聊，，，，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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