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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人性思考的独特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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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德国作家贝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写了一段不伦之恋，但却让

人觉得理所当然，令人感动，引人思考。在爱情与历史的交织中，作家对伦理与

历史有其的独特的思考，叙事技巧上更有其独特的运用，尤其是在情节设置与人

物塑造方面。全书贯穿着对二战历史、人性与存在的深度发问与反思，表现出了

施林克既是一个职业法学家，也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的品质， 因此在他的作

品里，除了正义，还有人性与人道，直接与人类的心房对话。体现了他在思辨明

晰的同时，对于人性与存在的深度把握，独立思考的态度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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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作家贝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先后获得了汉斯•法拉达奖，意大利

文学奖翻译著作大奖以及“世界报”文学奖，并且使德语书籍第一次登上了纽约

时代杂志的畅销书排行榜冠军。《纽约时报书评》评价说，“感人至深，幽婉隽

永！小说跨越国与国之间的樊篱，而直接同人类的心灵对话。”小说已经被译为

了 35 种文字，吸引了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年龄阶层的读者，不少名家以

及普通读者都争相在报刊和互联网上由衷地推荐其书，很多人都说了同一句话：

“我把它一夜读完。”  

小说叙述的是15岁的中学生米夏偶遇了37岁的公车售票员汉娜并和她迅速有了

秘密的关系，他和她做爱，出游，为她朗读，直到有一天，汉娜突然消失了，他

再也找不着她。直到米夏长大，成为法律系的大学生，出现在审判纳粹分子的法

庭上，才愕然发现汉娜作为战犯站在被告席上，原来她因羞于暴露自己是个文盲，

而去做了不需要识字的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 终还因执意要隐瞒不识字的事

实，而承担了更大的罪名，被判终生监禁。汉娜入狱之后，他不断给她寄去朗读

磁带，但从不去探望，也没有只字片语，直到她将被提前释放前，米夏才去看了

她，并为她安排好了出狱之后的生活。但是，就在可以出狱那天清晨，汉娜自缢

了。  

小说的表面情节是写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年与一个饱经风霜的女人的感情，但施林

克将这段不伦之恋娓娓道来，却不会引起人道德上和生理上的反感，相反，对他

们的情欲描写，以及做爱前后，少年给女人朗读华美的篇章等情节的描写，都不

乏正常恋情的诗情画意，让人觉得一切竟是那么的顺理成章。同时在这段爱情背

后，寄寓了深刻的历史寓意和严肃的思考，小说对爱情、民族、罪恶、生命的沉

重思考，澄澈而厚重。曹文轩在序里这样表达他的阅读感受：“这里，只有严肃

的主题，严肃的思考与严肃的语言。没有无畏的调侃，轻佻的嬉笑和缺少智慧的

所谓诙谐。这是一部典型的德国作品。阅读这样的作品，容不得半点轻浮的联想，

而阅读之后就只有一番肃然起敬。我一直将庄重的风气堪称是文学应当有的主流

风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应当对此有所把持......在 20 世纪文学普

遍放弃感动而一味——甚至变态追求思想深刻的当下，再一次阅读这样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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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说，我们心中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感激之情.......”   

这是引人深思历史的庄重的小说。当然，施林克在别的地方暗示人们也可以这样

读《朗读者》：这是一部伟大的、需要细心呵护的爱情故事，他把它隐藏在一个

历史寓言里，犹抱琵琶半遮脸。主人公米夏从十五岁触摸到恋人的身体开始，他

的生命和她的生命就一直有无法割裂的关系，即使恋人不辞而别，即使八年之后

在法庭重逢，他和她的对话与见面都极少，但通过朗读，他们从没有在彼此的生

命中消失。在米夏的感情生活中，再也无法挥掉汉娜的影子，他在别的女人身上

寻找她，但感觉总是不对，即使是已经和他生下了一个女儿的妻子，他 后还是

觉得不对，离开了她孤独地生活下去。他们的爱情跟《洛丽塔》《呼啸山庄》、

《伤心咖啡馆之歌》里面的爱情一样奇异，疯狂，情欲与道德，爱与罪无法逃离，

无法抛弃，通通压在主人公的身上，这样的刻骨铭心与感动无疑也相当沉重，如

此复杂而刻骨的爱，不带任何邪恶与肮脏之感，让人自然而然地忘却道德伦理上

的不适，让感动直达心房。  

中国先锋作家马原说：“文学本身就是在困境中寻求突围的过程，这是人们的一

种内在需要。” 有雄心壮志的作家，大概都有一种内在的需要，就是突破写作

的困境，写出别人所不能及的，表达出自己的独特观察与思考，这样的作品才有

它的张力与更厚重的存在价值，这也是严肃小说比通俗小说的更高追求，《朗读

者》不被看作是一个纯粹追求怪异效果的通俗小说，而被看作是一部有深度的雅

俗共赏的小说，原由也在这里。  

可以看到，在此书中，对于伦理，施林克有他的独立思考，同时对于历史，他也

有着独特视角。对于历史，他所秉持的不是简单的是非观，而带有小说家的对人

性的浓浓关注和对人类处境的同情。 

“集中营的囚犯.....在我眼里，这些被告现在还是，也永远将是深陷麻醉之中，在其中已经多

少变作了化石。那时，我一旦深究这种铺天盖地的麻木不仁，也就同时深挖出一件事实，那

就是它不但沉沉地压在犯罪者和受害者身上，即使是我们所有人，我们的法官、陪审团、检

察官或者书记员等等，他们天天要面对这些事实，也是深受影响。” “罪犯们是被迫到集中

营去执勤的？还是出于自愿去的？受害人是自己忍受迫害，还是也施加于别人？这当中应该

有巨大的差别，这项差别的重要性表现在它具有 大程度的决定性。”   
施林克站在罪犯也是有弱点的人的角度来审视他们，而非单纯地把他们看作是罪该千刀万剐

的施害者。在深究他们犯罪的动机，他发现了人性普遍弱点的存在：愚昧、麻木不仁，以及

发现了人无法逃避的被阴差阳错的命运所作弄的悲哀。  
对汉娜的那句反问的描述，更是从历史的思考到人性的观察，视角来了个转换，提问的人和

被问的人都转换了，施害者反问审判者：“要是您的话会怎么做呢？”她不知所措地问，没有

任何挑战的意图，但这却是一个极有挑战力度的问题，审判者哑口无言了。施林克对于审判

者——法官的反应所做的描述和议论，明显地寄托了他在人性上的思考。他强调了汉娜提问

时的茫然与真诚，法官的搪塞与勉强，对施害者与审判者的感情，有理与无理，罪恶与审判

之间，不再那么决绝，对于汉娜，作者慷慨地赋予了一层同情。他要表达的是，像汉娜这样

的人，不是出于什么伟大的信念而主动参与加害，他们往往是由于无知，被偶然的因素拖曳

进去，譬如汉娜成为纳粹分子的初始原因，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是文盲的事实，而放弃了之

前的工作，参与到纳粹的罪恶中，对于她来讲，纯粹是找工作时的机缘巧合。这种动机的盲

目，人性的纠缠的刻画，而不是截然的敌友，善恶，是非的划分，成为了人的真实，反映了

普通人性的某些弱点。  
由于历史和个人因素的某种结合，他们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被偶然拉着堕落，“要是您

的话会怎么做的？”正如法官的哑口无言，所有不完美的凡夫俗子都难以回答，人性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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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么的符合人之常情，若在相同的境地，那些罪与错完全有可能发生在所有人身上。施林

克在努力地摒弃简单的指责与评判，借助文学细腻而形象的表现，对无所顾忌和理所当然的

评判发出质疑，引导人对历史的罪恶与人性的罪恶加以思索，独树一帜地揭示了特定的历史

条件与人性弱点的纠缠。抛弃明确的是非评判，转入严厉的良心审问，从个体进入历史，融

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对个体的尊严，人性的复杂的理解与一体，提供了一个更深邃与开阔的

视野。  
全书贯穿着这样的对二战历史、人性与存在的深度发问与反思，表现出了施林克既是一个职

业法学家，也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的品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仅要写作，而且还要

在生活中承担某些使命....“朗读者”的主题确实是我一直关注和思考的，它是我这代人的主

题.....在这个人化和德国化的题材上，人们看到了包含在其中的某些相通共同的东西......一代

人的罪恶还将置下一代与之同在罪恶的阴影之下——这一切都是具有普遍性的主题。 因此

在他的作品里，除了正义，还有人性与人道，直接与人类的心房对话。体现了他在思辨明晰

的同时，对于人性与存在的深度把握，独立思考的态度与勇气。  
不过这种思考与观察，一直贯穿的严酷的、深层的、无法回避的事实，不是直接的呈现，而

是在简洁澄澈的字里行间交织着的。作家始终借助的是文学的形象而动人的表达，以取得雅

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小说不像生活，生活喜欢一帆风顺，但小说更追求跌宕起伏的曲折与剑

走偏锋的矛盾。细读这部小说，会发现作者在情节设置和形象塑造上的匠心独运。  
15 岁少年遭遇一个 37 岁的，从年龄上可以做他妈妈的女人。这从道德上是受非议的之事。

但在小说里，这是一个极巧妙的情节，少年的迅速成长，恰因为遇上一件不寻常之事，例如

被退学，离家出走，受到刻骨铭心的伤害，遭遇了一个成熟的异性等等，这些背离少年主人

公平常生活轨迹的事件，让主人公突然一脚踩进完全陌生的境地，甚至踩进了成人的世界，

展开不凡的心灵之旅，心智与观念在事件中转折性发展。米夏就是在成为汉娜的秘密情人之

后，克服了生理上的疾病和学习上的障碍，“克服了难为情，并且具有一种理直气壮，天生

占有的气概”，从青涩少年蜕变成为了成熟的男人。  
在小说中，还有个情节的设置同样的不凡，在 15 岁的米夏和 37 岁的汉娜的感情像普通恋人

一样渐渐深厚的时候，故事像普通的言情小说一样发展之后，作者突然来了一个急转弯，让

汉娜突然间消失了，一段逐渐发展的恋情空落落地断了线没入悬崖，少年的心受到巨大打击，

成长的历程又转进另一番风景。作家设置他们再次相遇的时候，米夏已经成人，是一名法律

专业的大学生，他参与了对纳粹份子的审判，而汉娜恰恰在被告席上，他们的关系和力量已

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米夏在从前的恋人关系中，从失恋的痛苦中已经得到成长，他不再是

从前那个受她摆布，千依百顺的小男孩。少年和少妇的力量变化，标志着成长的一个转折。

汉娜为什么会神秘失踪，她过去的种种与常人不一样的举动，她的命运为什么会走到法庭的

审判席上，悬念在后面慢慢地一个个打开，一个个秘密终于明了。这样的故事，叫人一读即

欲罢不能，因此有很多读者都说过这句话，“我把它一夜读完”。这个转折，让一个伦理故事

突然间罩上了历史的阴影，打上了德国年轻一代与上一辈的结，一场道德的灾难由此铺开。

如果没有这层对历史深延的思索，这个故事的力量不会如此厚重。这个爱情与历史的衔接，

既出人意料，又符合逻辑，不露匠气。作为曾经是侦探故事作家的施林克，对悬念的设置，

讲故事的技巧太了然于胸了，做到了无痕迹轻而易举。  
他让故事从一个隐隐的神秘开始，随着情节一步步扑朔迷离地发展，主人公不由自主地纠缠

进一团剪不断理还乱，完全不知身在何处的纷繁复杂之中。这种纠缠不仅表现在故事结构的

层面上，也贯穿在它的思想内容之中，通过这种纠缠，让这个小说世界慢慢呈现它的复杂，

小说的可读性和吸引力更强。 
而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可以看出施林克的新意来。一个有野心的作者总是尽力

去创造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天地，塑造烙上他自己印记的独特的人物来。如果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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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物与那个天地的格局相吻合，就会让读者惊喜地体验到艺术真实的快感。当

然这种吻合是在作者艺术世界里的适合，而不是与现实的吻合。  

在文学史的女性长廊中， 常见的是两种女性形象，一是纯洁的“圣女”，二是

淫邪的“欲女”，《朗读者》里的汉娜的形象却是独特的一类，孤独，执著，傲

慢，乖张，特别有张力。少年初遇她的时候，她是一个电车售票员，但之前，战

争期间，她曾经是纳粹集中营的女看监.....她一个亲人都没有，孤零零地生活，

陪伴她的只有她的双重秘密：不识字的秘密，曾经是纳粹分子的秘密。她一个人

孤孤单单地在世上谋生，随时有被捕的可能，但她身上依然洋溢着鲜活的气息，

精力充沛，倔强非常，为了保护她视为 大耻辱的不识字的秘密，一语不发地换

了又换工作，到处漂泊。她很傲气，对别人的冤枉，直接反击，对自己犯过的错，

直认不违。她很冷酷，曾经冷酷地目睹一群妇女儿童活活烧死，她是个罪人，但

对于米夏来说，他一直忘不了她，对读者来说，她也是个让人记忆深刻的角色，

在小说的末页提出了些问题，其中的一个是“米夏为什么会爱她？”  

为什么米夏会爱她？为什么读者会深深记住她？  

在布鲁克斯和沃伦合著的《文学鉴赏》一书里，他们评论福克纳笔下的艾米丽时

说：“许多评论家曾经说过，悲剧里时常出现某个英雄。他惯于我行我素，始终

按照他自己的信念待人处世，他是那样执着于追求，或者是那样执着着于生活，

因此，他不可能接受任何妥协.......可以肯定地说，爱米丽小姐的高傲、孤独

以及独立不羁会使我们想起典型的悲剧人物形象。”   

从这个角度来说，汉娜和艾米丽有着相似的魅力，沉默，神秘，我行我素，固执，

孤独，高傲，独立不羁，即使她有凶残的纳粹的一面，但她作为一个独特的女人，

对米夏来说，有着无法替代的吸引力，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对我们来说，留下的

印象也极其深刻。追溯起来，汉娜这个人物形象，在《孤星血泪》中的南茜，《献

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里的艾米丽和《伤心咖啡馆之歌》里的艾米丽都有她的

身影，但纵观整个小说史，这类特别有张力女性的形象并不多。  

在形象塑造和情节设置的艺术手法上，在对伦理与历史的思考上，施林克都表现

出了他的巧妙之处，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作家，都是在努力突围的作家，在艺术上

和在思想上突破前人的陈词滥调，烙上自己的光彩，《朗读者》就是这样的作品，

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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