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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导航

在群星灿烂的法国作家行列里，有一位同巴尔扎克、左拉并驾齐
驱的巨人，他就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者，兼有小说家、戏剧
家、诗人和政治活动家之称的维克多·雨果（１８０２—１８８５）。

作者简介

雨果１８０２年出生于贝尚松一个平民家庭，其父曾为拿破仑手
下的将军，母亲则是波旁王朝的拥护者。雨果幼年时随父军旅到过意
大利及西班牙，而精神上受母亲影响很大，因而他初期的创作有保守
甚至反动倾向，歌颂复辟政权。雨果自幼多才多艺，尤其热衷于文
学，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雨果刚满１６岁就夺得图卢兹百花诗赛
的金奖，１９岁出版第一部诗集，２０岁开始尝试戏剧，２１岁着手
写小说，直至８０高龄，仍然笔耕不辍，为人类留下了极其丰富而珍
贵的文学遗产。雨果成为真正的浪漫派是在１８２７年，这一年他发
表了著名的战斗性的浪漫主义宣言《（克伦威尔）序》，成为这一运
动的领袖。他反对古典悲剧的形式法则，主张戏剧应师从莎士比亚，
争取更大的自由与真实。１８３０年他的戏剧《艾那尼》在巴黎首场
演出，成为浪漫派和古典派的一场“决战”，两派观众，营垒分明。首
演的成功，被认为标志着浪漫主义对伪古典主义的胜利。他的《巴黎
圣母院》（１８３１年）、《悲惨世界》（１８６２年）、《九三
年》等长篇小说，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特别是他在法国诗歌艺术上的
建树，至今尚未见有出其右者。

１８８５年５月２２日，雨果在巴黎的家中逝世。法国为她１９
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举行了规模隆重的国葬。

创作背景

《巴黎圣母院》是雨果第一部具有巨大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的
长篇巨著。这部小说以雄壮宏伟的气魄，斑斓多彩的中世纪风貌，紧



张非凡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１９世纪现实主义与浪
漫主义充分结合的艺术风格而赢得世人的赞誉，成为浪漫主义小说的
著名代表作。可以这样说，１８３１年《巴黎圣母院》的问世，是雨
果以文学作品形式把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精神世界向世人作了一次彻
底的展示，同时也是雨果对其浪漫主义文学理想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巴黎圣母院》中的故事是以１５世纪路易十一统治下的巴黎社
会生活为背景。那时的法国社会已经结束了封建割据局面，君主专制
制度开始确立，王权和教会紧密勾结起来控制镇压平民百姓。当时的
教会由于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因此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不仅用虚
伪的说教麻痹愚弄人民，而且还在经济上残酷地剥削人民。教会拥有
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还享有种种特权。像小说中的巴黎圣母院就享
有“圣地”的特权，它可以不受法律的管辖。封建教会势力高高在上，
为所欲为，这就是１５世纪末期巴黎社会的现实。

当然，雨果描写中世纪的出发点决不仅仅是醉心于回忆。一方
面，他通过深入开掘中世纪专制主义造成的政治黑暗和社会不义，使
小说具有了独特的厚重的历史感；另一方面，他又站在七月革命后历
史发展的新水平上，对过去的旧时代赋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诗情，
通过借古喻今，将今天的现实借历史反射出来。这正是浪漫主义作家
热衷于通过历史题材来折射现实在取材上的特定反映。小说中所展示
的这幅中世纪巴黎社会生活的历史画面无疑同１９世纪３０年代的法
国社会有着生动的联系。人们从中世纪巴黎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中，
可以感受到波旁王朝所造成的深重灾难。而小说中所描写的巴黎的乞
丐们攻打圣母院的激烈壮观的场景，更可以说是七月革命中巴黎人民
推翻波旁王朝的艺术再现。反教会、反封建的主题是文艺复兴以来欧
洲进步文学的优良传统。雨果通过《巴黎圣母院》这部小说，在一个
更加宽阔的视野内，以更加深邃的目光透视了中世纪以来的宗教灾难
并对其进行了深刻再批判，同时也在告诫今天的人们要注意吸取历史
教训，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爱斯梅拉达这一形象集中体现了作家对理想人性的憧憬。她既有
美丽动人的容貌，又有纯洁的心灵和善良诚挚的品德，由于从小就生



活在一个自由的、内部较为和睦平等的环境中，她的性格自然外露，
朴实完善。从作品的一开始，她就是作为一个从外貌到内心都散发着
青春美丽与纯洁自然的超自然的形象出现的。无怪乎小说的第二卷开
始部分写到爱斯梅拉达在格雷沃广场上翩翩起舞，诗人甘果瓦“被这个
灿烂夺目的景象迷住了”，竟不能分清她究竟是凡人，还是仙女或天
使。爱斯梅拉达的童年是不幸的，尚在襁褓之中就被吉卜赛人偷走，
从小随着吉卜赛部落到处流浪，以卖艺为生，饱尝人间的苦难和辛
酸，因此她富有同情心，肯于帮助不幸的人们。穷诗人甘果瓦深夜误
入乞丐王国，将要被乞丐们吊死，这时，爱斯梅拉达挺身而出，认他
做丈夫，碎罐缔结婚约为期四年，救了他的命。尽管她并不爱他，但
却宁肯用这种方式来保护他。伽西莫多曾受副主教克洛德的指使，在
深夜劫持过爱斯梅拉达，并因此被抓受刑。当他遭到鞭打后在烈日下
被公开示众时，口渴得发出痛苦的呼号，围观的人们对他没有怜悯和
同情，只是尽情地报以嘲笑和辱骂，就连他的义父克洛德经过此处认
出他时都赶紧低下眼睛，回头便走。又是爱斯梅拉达不计前仇，将水
送到这个可怜人干裂的唇边。这一高尚的举动使伽西莫多冷酷的心第
一次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他干枯的眼睛里第一次流出了眼泪。由此可
见，爱斯梅拉达那绚丽柔和的外形美完全不同于俗艳，而在本质上象
征着光明。

外表丑、内心美的典型———伽西莫多

小说中另一个令人同情的形象是圣母院的敲钟人伽西莫多。他相
貌奇丑，生来就是独眼、驼背、双腿畸形，后来耳朵又被钟声震聋。
他从小被父母遗弃在圣母院，险些被那些善男信女们当做“小妖怪”烧
死。后被副主教克洛德收养。伽西莫多是在一个封闭的、充满敌意与
仇视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由于身有缺陷，长相怪异，所以世人的嘲
笑和憎恶始终伴随着他，他干脆拒绝与外界交流，甚至以粗野凶狠来
对待来自外界的伤害。圣母院是伽西莫多的宇宙和整个世界，在这
里，他把自己对生活的欢乐和希望全部注入到洪亮悦耳的钟声中。只
有钟声能给他带来无限的安慰和快乐。伽西莫多最崇拜最敬畏的是义
父克洛德。克洛德收养他，给他洗礼，找奶娘喂他，教他说话、念
书、写字，最后还让他当了圣母院的敲钟人。伽西莫多好像是一个最



卑微的奴仆，只要克洛德做一个手势，他就会唯命是从，为之赴汤蹈
火。因此，当克洛德要他去劫持爱斯梅拉达时，他像往常一样习惯地
服从了。这时的伽西莫多应当是丧失了人性的，对克洛德只有奴性，
而对外界只剩下了野性。

伽西莫多这一形象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他的性格变化正体现了
雨果一贯主张的以爱感化人、以道德感化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即爱
情、善良、仁慈等道德力量最终将能够战胜邪恶，挽救人类。以伽西
莫多为代表的广大平民身上，本来就蕴藏着真善美，只是由于封建专
制制度和宗教的压迫摧残，人性才被掩盖起来。然而，伽西莫多在爱
斯梅拉达的感召下，从一个野兽变成了一个人的事实，清楚地表明：
人类应该而且能够战胜宗教势力和专制制度造成的深重灾难，走向自
由和民主的新时代。

性格复杂的副主教———克洛德

与爱斯梅拉达和伽西莫多这两个性格鲜明突出的形象相比，克洛
德可谓《巴黎圣母院》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人物。表面上看来，作为圣
母院的副主教，克洛德的确是一个宗教势力的代表人物，他对爱斯梅
拉达不择手段地追逐和迫害，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教会的虚伪和凶残，
也体现了他性格中丑恶的一面。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与许多作品中
那些被无情鞭笞的阴险奸邪、堕落无耻的神甫不同，克洛德决不仅仅
是一个被嘲笑、被讽刺、被批判的性格单一的形象，作家在对其批判
的同时，还流露出深切的同情。再者，克洛德是个神甫，但神甫并不
等同于教会和神权。克洛德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他所崇信的宗
教一手造成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克洛德这一形象所蕴涵的丰富的社
会内涵和思想内涵以及所体现的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绝非一
个单一的否定性结论所能包容的，必须做全方位的审美关照和多层次
的考察分析才能显现出来。

克洛德曾经是个善良的人，这是我们不应忽略的一点。在神学院
里他是一名苦修博学的优秀学生。十六岁时，他在神学、教育学等方
面的造诣已经远远超过比他年龄和地位都高得多的教士和神甫。十八
岁时，由于他性格中好学、专注、深刻和虔诚的一面，他在修道院中



赢得了人们的赞誉乃至敬仰，很快成为颇有名望的副主教。那时，克
洛德性格中也不乏慈悲和善良。当一场瘟疫夺去他父母的生命之后，
他毅然承担起父母的责任，精心抚育尚在襁褓中的弟弟；后来他又出
于怜悯之心，收养了被人遗弃的畸形儿伽西莫多，并像父亲一样亲近
和保护他。他还帮助过穷途末路的甘果瓦，给予他知识和学问，使他
成为一名学者和宗教剧作家。可以设想，如果克洛德不是神甫，如果
他不是在宗教禁欲制度中长大，那么，如此博学、善良的他一定会有
属于自己的健康的性格和幸福的生活。

毋庸置疑，克洛德对爱斯梅拉达的爱情是真挚热烈的。爱斯梅拉
达的美唤醒了他追求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力量，同时也唤醒了他对宗教
的怀疑和背叛的情绪。他感到“身上有什么东西倒落了，再也立不起
来，有什么东西压在我身上，使我再也不能逃开了”。在爱情面前，上
帝、教义、信仰全都见了鬼！在上帝和爱情之间，在他的神和他的偶
像之间，他毅然选择了后者。克洛德曾对爱斯梅拉达剖白道：“假如你
去到地狱里，我愿和你同去。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这个。你所在的
地狱，对我就是天堂，看见你比看见上帝还快乐！”在爱情的追求中，
他做出勇敢的抉择，抛弃了他的事业、前途和信仰，从道貌岸然的副
主教变成了痴迷的情人。他陷入了情网，不能自持，于是便鬼使神差
般地跟踪爱斯梅拉达，嫉妒所有同她接触的男人，为爱情而魂不守舍
放声哭泣，最后竟不顾尊严和骄傲跪倒在爱斯梅拉达的脚下。然而，
克洛德的爱情并没有得到回报。刻板的修道生活，使他未老先衰，三
十多岁便已经秃顶。又由于长期与世俗正常生活的隔绝，他对爱情一
无所知。他不知道自己幽深复杂的精神世界别人根本理解不了，他的
爱只是一厢情愿、盲目的爱。他和爱斯梅拉达之间处处存在着不和
谐、不相称，他们之间不可能有一条正常的爱情之路。当一次次的努
力失败后，克洛德陷入十分可怕而又尴尬的境地：他背叛了上帝，自
我情欲又未得到满足。整个精神支柱坍塌了，又无所适从。因为绝望
和嫉妒，他开始将正当的追求转化为残酷的迫害，完全丧失了理智，
最终成为了刽子手。当然，即便是在作恶的时候，克洛德身上人性的
某些方面也没有完全泯灭。法庭审讯爱斯梅拉达时，他曾在道袍的掩
盖下怯懦地旁观着；当刽子手对姑娘施刑时，他竟用衣服里的尖刀向
自己的心窝刺去，试图以自我惩罚来补偿自己的罪孽；当第一次把爱



斯梅拉达送上绞刑架时，他不敢正视绞刑的执行，匆忙地逃到旷野
中，痛苦得难以忍受。由于作家给他的人格中注入了一些积极合理的
成分，就更使得他的毁灭和性格的扭曲裂变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也
使得我们在对他痛恨之余，又往往产生一些悲悯、惋惜和惆怅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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