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王子》琐谈

主讲人员：丁筱青在介绍《小王子》之前，我们先来说说作者。这个讲座，我只做了两张幻灯片，请看第一张上有三幅图，一幅是作为作家的作者的照片；一幅是作为飞行员的作者的照片，这两种身份被圣一埃克絮佩里很好地融合到了一起。各位看中间的这一张。一个浪漫的国家，将一位浪漫、优美的作家，恭敬地放在民众生活无法离开的钱币上。因此，这样的钱币也显得很浪漫。所以我说，你们刚才眼睛不仅看着钱，而是看着一份浪漫。站在这张浪漫的钱上面的这张图片中小小的孩子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小王子”。《小王子》里面有很多插图是作者自己画的，在这个飞行员的画笔下小王子很有飞翔的感觉。这是一个很可爱的、优美的、想入非非的、内心挣扎着不断追求的小王子。很多人说，《小王子》就是作者的自传体的作品，作为读者，我们总是很喜欢或者也确实有必要从作品中去追寻作者的踪迹。那我们来看这个作者，这个不是小王子的王子。圣一埃克絮佩里出生在法国的里昂。可惜，父亲在他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幸运的是他有一个非常棒的母亲，一个非常聪慧、非常有思想的母亲。她是一个画家，作品曾经被博物馆收藏。这样一个母亲，成了儿子心中的精神支柱。难以想象，这样的支撑，一直支撑到她生命的最后。有一本书，就收集了这位作者写给他母亲的一百封信，情感真挚浪漫动人。这样的母亲，深深地影响了他。所以他小时候就会用小指头画下各种各样的插图，这也成为他后来和朋友交流的标签，他甚至觉得别人画的《小王子》的插图没有办法画出他心目中的小王子的形象，必须自己亲自动手。他的童年是温馨的，但是，那个时代却带给他很多信仰上的危机。他认为在那样



的年代里，人的精神是焦虑的，他要努力地寻找自身的支撑。后来，他找到了，这就是——飞翔。其实他最初不是飞行员，他是去考海军没考上，所以有人说命中注定他是一个要飞翔的人。有时我会想，如果他当时考上了海军，相信他一样可以成为小王子，因为他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飞翔。当圣一埃克絮佩里驾驶着飞机，在高空俯视人间，他看到的东西和我们在地面看到肯定完全不一样。当一个人的视线发生了变化，他内心的感触也与站立在地面上完全不同。孤独与满足相伴而行，飞翔，几乎成了他的精神康复之路。其实他的飞行历程也不是很顺利，他遭遇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幸的是他从小就爱胡思乱想。于是，他将自己的感触用文字呈现出来，写了不少关于飞行的故事，并得到了公众的认可，甚至还获得了法国的文学大奖，与此同时还收获了爱情。这个富有艺术才华的妻子，是著名的艺术家、雕塑家、画家，这个婚姻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带来了很多灵感，可惜，也给他增添了很多烦恼。所以，他们的婚姻生活并不是特别幸福，他们多次分合、合分。这个分合、合分不是我们中国意义上的离婚，是他们努力地在修复他们的婚姻。他们曾经一起住在美国两年多，就在那里，作者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创作了这本不足五万字的《小王子》，他们俩住的小白屋，也被称为“小王子之家”。《小王子》刚刚出版的时候，法国人的反应并不是特别的热烈。但是后来这本书却成为法国发行率最高的作品，被称为“仅次于《圣经》”。作者成了钱币上的标志，里昂的飞机场改成以作者命名的飞机场。梅老师那天也说，在法航的宾馆门口都有小王子的塑像。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对于法国人来说有多么重要，《小王子》这部作品对于法国对于世界，有多么重要。简单地说完作家，我们来谈谈作品。今天前面听课的时候，各位老师也都知道了故事的大致情节。我现在做一个简单的引入：在一个只有房子大小的星球上，住着一个



小王子，这个星球上，只有三座火山，两座死火山，一座活火山。不要怕，这个活火山也就像我们的烟囱一样。另外还有一些小花小草，小花也是早上盛开，晚上就败落了，还有一些称为面包树的，有潜在危险，这些树是一定要及时清除的，否则迅速生长后会影响到星球的安全。小王子每天在干什么呢，他的工作就是整理他的火山，清理杂草，照看他的星球上的一切，而他最爱的就是看日落。我们总是觉得日出很好看，很有生命的力量，日落有什么好看的呢。其实，很多时候不同的心情，我们需要不同的东西，所以，日落和日出本没有太大的区别，区别在于观看者的心情，小王子看日落一天可以看几十次，是因为他很忧郁、很孤独、很迷茫。突然有那么一天，不知道从何处来了那么美丽的一朵玫瑰花，于是有了一段很有趣的交往。这个过程刚刚张老师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再多说了。玫瑰花的出现很有戏剧感，首先不知道来自哪里，其次，准备出场的时候，千呼万唤，层层铺垫。出场的时候又矫揉造作，甚至不可理喻……这样的超越常规，令小王子选择离开自己的星球。尽管临走前，他明白了玫瑰花的一切言行，其实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在表达着自己，但他还是开始了自己的寻找之旅。寻找，是一般童话故事模式中的一种。通常是先有离开，然后有回头，中间寻找的过程就是童话的中间进行曲。在小王子寻找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其他的六个星球。这六个星球都很小，住的都是成人。国王也罢、酒鬼也罢、商人也罢、地理学家也罢，包括爱虚荣的人……。这样的人，他们都拥有自己很小的星球，他们在自己很小的星球上行使着自己的权利，用自己的方式存在着。而小王子的进入显得格格不入，这个格格不入不仅仅是小王子和他们习惯的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小王子在情感上、在很多方面与成人世界的格格不入。最后小王子到了地球，到了无边的沙漠，空间突然一下子被放大了很多，在这里，小王子遇到了因飞机失事而降落在这个沙漠上的“我”。于是有了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个故事。（前面我提到过，作者的飞行生涯并不是很顺利，他有很多



次失误，其中就有一次被迫在沙漠里停留了一段时间。这些都成为他在作品中呈现给我们的东西。）在这里，他遇到了飞行员“我”，“我”也遇到了“小王子”。于是有了他们之间越来越深入的交流，于是有了下面的各种人物的出现。比如说“蛇”，比如说“狐狸”，比如说“玫瑰花园”。小王子最后的离去，我个人一直认为这很正常。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这正是追寻后的结局。这样一个作品读了以后，我们一定会有很多复杂的感觉。今天张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讨论了很多问题，真的很有挑战性。孩子们喜欢玫瑰花也罢、喜欢狐狸也罢，你觉得玫瑰花幸福也好、你觉得狐狸幸福也罢，其实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我们没有必要把成人的观点强加给他们。现在读得懂与读不懂或者读懂多少不要紧，等到他再长大一点，再来回忆的时候，就会知道，作品中的很多深刻隐藏在简单背后，好的作品需要反复阅读回味。好在我今天要面对的各位都已经了有了很丰厚的阅读背景，都已经对社会有比较深刻的认知，所以，我比张老师轻松了好多好多。20世纪，在外国文坛上有一个文学流派叫“存在主义文学”，它在战后的法国表现最为兴盛， “存在主义文学”是在“存在主义哲学”影响下产生的一个流派。在存在主义哲学家的眼睛里面，这个世界极度荒谬，并且以很多现象表现出来。同时，存在主义哲学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叫做“自由选择”。即每个人都有自我选择的权利。这样的思想，也较大地影响了本书的作者，所以有人曾经说：《小王子》是最伟大的存在作品。用这样一种角度，我们来看看《小王子》是如何表达 “荒谬”和选择的。在这个作品里面，荒谬最集中表现在那六个星球上。在六个小小的星球上，住着六个自以为很伟大的人。我们看那位国王，国王穿的袍子，几乎遮盖了整个星球，小王子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可是国王却要求小王子行臣子之礼。国王甚至说，我没有命令，你不能打呵欠。国王一定要表现出威严，偏偏这个威严



是荒谬的。我们再看看那个爱虚荣的人，他需要别人的欢呼声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让自己喝醉是为了忘记自己是一个酒鬼，本身就很荒谬。看一看，我们的世界里是不是充满了这样荒谬？……在小王子的眼里，那个“点灯人” 的工作相对而言有一点意义，但是，他的前提却是服从，在这样的前提下，忙碌的“点灯人”毫无自己的思想和感觉。小王子喜欢那个星球，只是因为那个星球可以看到比他的星球更多次的日落，并不是因为喜欢这个只知道服从的点灯人。成人世界的荒谬，儿童无法接受，于是，小王子选择离开。落到了地球的沙漠上，似乎不是他自身的选择，但当他明白事情的本质，他进行了自由的选择，包括他选择放下自己的躯体离开。很多深刻的东西，是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在这个作品当中，作者就表达了这样的感觉。前面梅老师说，最近有几个很了不起的词，进入了我们的空间。其中有一个词，叫做“象征”。那我就来说说“象征。”这样的一部不足五万字的作品，这样一个以童话方式呈现的作品，它要说什么？刚刚有老师提醒我说那朵玫瑰花，就是他妻子的象征。确实作者也曾经写信给他的妻子说：你就是那朵玫瑰花。其实在这样的一部作品当中，象征是无所不在的。有一些是直白的、透明的象征，比如说我们很容易就把玫瑰花理解成爱情，把那只狐狸理解成是一个智者等等。作品中还有一些隐晦的、深层次的象征。在这个作品里面，是有很多全方位的象征的东西放在那里。比如说，作品一开始，一条蛇吞掉了大象的图片，有人认为二战就是有人有一种蛇吞大象的欲望。而这《小王子》的故事，不仅仅是对某一个事物的象征，其实是人生的一种象征，蕴藏着作者自己的一种情感和一种深刻表达。这样的一部童话作品，和我们习惯上阅读的那种童话作品，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那天刘老师讲的《柳林风声》，我们可以清晰地寻找出情节的线索，较准确地把握住形象的特征。可是我们来看一看《小王子》这部作品，我们却发现，它并没有非常曲



折变化的情节，却穿插着一些回忆的思绪。不断地影响着时空的变换。所以有些评论家认为，这种没有情节主线贯穿的童话作品，它的微妙是必须通过我们反复地阅读才能够得到的。在《小王子》中，作者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一种热爱，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对于友谊、爱情、责任等等的追寻。所以我们刚才所说的哲学意义上的荒谬，自由选择的目的，都是用来表达对于友谊、爱情、责任等等，对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真善美的一种追寻。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叙事结构。出走，中间经历磨难，最后再回来，这是一种童话的模式，《小王子》同样是以这样的一个基本模式存在的，但是在这样一个寻觅过程当中，作者融合了一个时空转换的过程。读过这本书的老师应该记得，这个故事的开始，并不是一个和小王子有关的故事。是“我”回忆自己六岁时候看图片、自己画图，然后寻找成人认可的过程。这张图几乎就成了对成人的测试表。当成人看不懂图片的时候，“我”就会和他们做成人的游戏，和他们聊成人关心的故事。而这种事情一直延续到六年前，六岁时候的故事一直延续到六年前。大家看中间有一个时间段，是一段成长过程，这段成长过程是模糊的。读者可以感觉到，这个人尽管长大了，但是他是有童心的。事实上，后来在沙漠当中，确实验证了这一点，当“我”在沙漠当中见到小王子的时候，最初的交流没有办法进行。所以，小王子会说：大人好奇怪。但是慢慢地小王子的言语表达，小王子的想象、纯真的状态，唤醒了“我”的童心，于是，“我”和小王子有了非常好的交流，从此星空对“我”而言就有了更丰富的意义。正是这样一个没有丧失童心的大人，才能够作为成人与孩子之间沟通的桥梁。这就好像我们现在说的桥梁书一样的，看上去有点似是而非，但是你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桥梁。中国一个很年轻的作家写了一本叫《嘭嘭嘭》的作品，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受到《小王子》的启发。作品里表述，孩子的面目是清晰的，孩子的眼里，没有童心的成人，面



目很模糊，而有童心的人面目是清晰的。《小王子》中的“我”就应该是这样一个面目清晰的人吧。这种时空的模糊与变化，让我们恍惚间就很容易进入。其实很多童话的进入方式，孩子们都懂，因为童话本身就是让我们自然进入的一个东西，只要你像梅老师说的那样“相信童话”，不要给孩子特别标出，这是童话，让他们自然地进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空的转换下，你说是倒序也罢，你说是顺序也罢，都不要紧。在倒序和顺序中，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事情就是从我们身边开始的，只要你拥有童心，你就可以达到这个境界。所以，你读完《小王子》以后，看见天上的星星，你的感觉也许会不一样。你进入沙漠的时候，你也许会记起，表面上荒无人烟的沙漠，其实它的心是一口清泉。我们不要看表面，就像狐狸对小王子说的那句话，真正的好东西不是用眼睛看出来的，是用心灵去感知的。所以这些叙事结构上的变化，让我们可以很清晰地感觉到，小王子的寻觅过程和“我”的寻觅过程当中的一个个交叉，一个个重叠，其实小王子的追寻，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我”的追寻。所以作品结构非常符合作品所要表达的内容，非常新颖、自然，对于人生的追寻，对生命意义的追寻，构成全书一个大的背景。让我们惊叹那么深刻的东西，怎么可以这样变化，怎么可以用这么简单的方式来表达。经历了磨难的小王子，来到了地球上，终于找到了答案，也就是童话的最终的结局。这样的结尾是很开放的，留给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在这段寻找过程中，我们总不会淡忘关于“驯养”的问题，其实这个词对于孩子来说略显深奥，可是大多数翻译者还是用的这个词。有一个很著名的翻译者说：他当时担心孩子对“驯养”这个词不太理解，所以他试图把它翻译得非常亲近、浅显，叫“和什么什么相处得很好。”但我总觉得这个词不够表达这个词语本身所赋有的含义，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了“驯养”这个词。程玮老师说：在这个地方，我特地保留了“驯养”这



个有点冷僻的词，我翻阅了法文、英文、和德文的词语，想找出一个能让小朋友更容易理解的词汇，最后我还是放弃了。因为我记起，在我第一次读《小王子》的时候，少女的我就记住了“驯养”这个词，可以说，从那时起，我就已经被《小王子》“驯养”了，它是我最亲爱的一本书。其实有的时候一个词，你最初阅读的时候也许不能完全理解，但是，可能就是这一个词，会让你一辈子记住，会让你用一辈子的精力去慢慢地丰富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丰富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一个道理，是狐狸讲的吗？没错，这样的道理是狐狸讲的，但这样的道理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为什么会引起我们大家的共鸣？为什么很多老师在讲《小王子》的时候，一定会讲到“驯养”这段，会重点说到“驯养”？是因为我们人生当中对着这个词的体会很多很多。在这个作品中，就是这样，以一种简单的形式表现出来，以童话的方式呈现深刻的道理。在这个作品中表现得比较多的是儿童和成人的对比，它使用了一种儿童的视角，在孩子纯真的视线里，成人的世界多么荒谬，成人的世界多么需要改善。如果说成人的世界中已经有了太多的荒谬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作品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美好的状态，不需要太大的空间，一间房子足够，不要太多的东西，让你安然就好。不要有太多太多的朋友，有就很好。这样的状态难道不值得向往吗？有人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在《小王子》里面，会有那么小的一个星球？我们来看一看，小王子生活的星球是很小的，其他的六个星球也很小，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通过对立来说明人类的孤独。显出人类的那种“小”的生活的困境，表达了我们生存空间的问题，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个蛮哲学的东西，表面看上去这是一个物理空间，其实要说的是一种精神空间，在这个强烈地对比当中，来表达一种精神的困境。有人问，作者为什么会选择沙漠？关于沙漠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象征意义，有



一种说法是沙漠是纯洁的，它表示在下面隐藏着心灵之眼，沙漠之泉水。又有人说沙漠象征我们的精神绿洲已经被沙漠化。我觉得这不要强求什么标准答案，因为它是开放的，沙漠的这个意向本身就有很多种解释，沙漠可以构建很多想象的空间。刚才张老师放的音乐片里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沙漠的背景，为什么小狐狸会说：你的头发像麦浪一样金黄？我感觉，其实他那个头发和沙漠的感觉是非常相像的。所以如何去解读，我觉得都不要太细化。刚才我在上台之前，梅老师谆谆教诲说，不能把它太过于细化。确实好的文学作品，不能支离破碎地去肢解，大家用心去读就好。成人在世间辛苦的生活，极易疏忽、忘却事物的本质，而孩子涉世未深，眼睛明净，到容易道破人生本质。通过《小王子》，我们可以看到整本书用一个孩子的眼睛去看世界，用一个孩子的心去判别是非，去寻找自己的心灵最最需要的东西。狐狸也罢，玫瑰花也罢，你把玫瑰花解释成爱情也罢，你把它解释成友情也罢，你把那一种呵护解释成一种爱也罢、责任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你从小王子当中读到了什么，读一个作品，我们在读什么？不仅仅在读作品本身，其实我们在读我们自己，在读我们阅读这个作品而产生的共鸣，我们在读很多让我们感动的东西，然后再把我们自己的感觉投射到作品里去。所以，作品才要反复读，所以解读才是各种各样，所以，这个作品才会一次又一次地被人拿起，然后怦然心动、永生难忘。各位老师，请再来看看第二章图片。《小王子》有很多版本，这就是《小王子》各种各样的封面。我选了一部分，把它们层层叠叠地展示在这儿，让你们看看薄薄的《小王子》有多么大的魅力。所以好的翻译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小王子》本身的优美，而且还通过汉语本身的魅力展示出来，真是一箭双雕。亲近母语约请了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程玮老师来翻译《小王子》，程玮老师是一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同时又是一个受过多年法国文化熏陶的人，她翻



译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既准确又优美。我说的一定到底有没有？各位老师读了以后自然明了。小王子要回到他的星球去，我们也要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但我们的追寻一定还会继续。一个长大了还有童心的人，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长大了还有童心的人，是一个可爱的人。小王子是可爱的，我是可爱的，相信大家也是可爱的。谢谢。（根据讲座录音整理，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