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滨逊漂流记》名著导读和知识点

作品背景：

笛福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资本主义开始大规模发展的年代。1702 年，他发表《消灭不同

教派的捷径》，讽刺政府的宗教政策，因而被捕，并被判处枷示三次。出狱后，从事编辑报

刊，还写了不少政治、经济方面的小册子，因言论关系又曾三次被捕。1719 年，笛福发表

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鲁滨逊漂流记》。

这部小说是以亚历山大·赛尔柯克在荒岛上的真实经历为原型的。据当时英国杂志报导：1704

年 4 月，赛尔柯克在海上叛变，被船长遗弃在距智利海岸 900 多公里的胡安一费尔南德斯群

岛中的一个叫马萨捷尔的小岛上。4年零 4个月后被航海家发现而获救。那时，赛尔柯克已

忘记了人的语言，完全变成了一个野人。笛福受这件事的启发，构思了鲁滨逊的故事。但在

小说的创作过程中，笛福从自己对时代的观感和感受出发，以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冒险进取

精神和 18 世纪的殖民精神塑造了鲁滨逊这一形象。

该小说发表多年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于世界各地，并被多次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

内容简介：

鲁滨逊·克鲁索出生于一个体面的商人家庭，渴望航海，一心想去海外见识一番。他瞒着父

亲出海，到了伦敦，从那购买了一些假珠子、玩具等到非洲做生意。

第四次航海时，船在途中遇到风暴触礁，船上同伴全部遇难，唯有鲁滨逊幸存，只身漂流到

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他用沉船的桅杆做了木筏，一次又一次地把船上的食物、衣服、枪

支弹药等运到岸上，并在小山边搭起帐篷定居下来。接着他用削尖的木桩在帐篷周围围上栅

栏，在帐篷后挖洞居住。他用简单的工具制作桌、椅等家具，猎野味为食，饮溪里的淡水，

度过了最初遇到的困难。

他开始在岛上种植大麦和稻子，自制木臼、木杵、筛子，加工面粉，烘出了粗糙的面包。他

捕捉并驯养野山羊，让其繁殖。他还制作陶器等等，保证了自己的生活需要。还在荒岛的另

一端建了一个“乡间别墅”和一个养殖场。虽然这样，鲁滨逊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离开孤岛的

办法。他砍倒一棵大树，花了五六个月的时间做成了一只独木舟，但船实在太重，无法拖下

海去，只好前功尽弃，重新另造一只小的船。鲁滨逊在岛上独自生活了 15 年后，一天，他

发现岛边海岸上有一个脚印。不久，他又发现了人骨和生过火的痕迹，原来外岛的一群野人



曾在这里举行过人肉宴。鲁滨逊惊愕万分。此后他便一直保持警惕，更加留心周围的事物。

直到第 24 年，岛上又来了一群野人，带着准备杀死并吃掉的俘虏。鲁滨逊发现后，救出了

其中的一个。因为那一天是星期五，所以鲁滨逊把被救的俘虏取名为“星期五”。此后，“星

期五”成了鲁滨逊忠实的仆人和朋友。接着，鲁滨逊带着“星期五”救出了一个西班牙人和

“星期五”的父亲。不久有条英国船在岛附近停泊，船上水手叛乱，把船长等三人抛弃在岛

上，鲁滨逊与“星期五”帮助船长制服了那帮叛乱水手，夺回了船只。他把那帮水手留在岛

上，自己带着“星期五”和船长等离开荒岛回到英国。此时鲁滨逊已离家 35 年（在岛上住

了 28 年）。他在英国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妻子死后，鲁滨逊又一次出海经商，路经他

住过的荒岛，这时留在岛上的水手和西班牙人都已安家繁衍生息。鲁滨逊又送去一些新的移

民，将岛上的土地分给他们，并留给他们各种日用必需品，满意地离开了小岛。

作者简介：

丹尼尔·笛福（1660~1731 年），英国作家。英国启蒙时期现实主义丰富小说的奠基人，被

誉为欧洲的“小说之父”，“英国小说之父”和“英国报纸之父"等。

笛福生于伦敦一个油烛商家庭，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从事商业的同时，他还

从事政治活动，代表当时日益上升的资产阶级出版了大量的政治性小册子，并因此被捕。笛

福直到晚年才开始创作小说。写《鲁滨逊漂流记》时，他已 59 岁了。此后，他又创作了《辛

格顿船长》《杰克上校》《摩尔·弗兰德斯》等小说，这些小说对英国及欧洲小说的发展都

起了巨大的影响以及作用。其代表作《鲁滨孙漂流记》中，乐观又勇敢的鲁滨逊通过努力，

靠智慧和勇气战胜了困难，表现了当时追求冒险，倡导个人奋斗的社会风气。

主要人物：

【鲁滨逊】

17 世纪中叶，鲁滨逊·克鲁索出生在英国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他本可以按照父亲的安排，

依靠殷实的家产过一种平静而优裕的生活。然而。一心想外出闯荡的鲁滨逊却当上了充满惊

险和刺激的水手，航行于波涛汹涌、危机四伏的大海上。后来遭遇船难而流落荒岛，英国流

亡贵族鲁滨逊在极度与世隔绝的情况下，运用水手时代训练而来的地理方位标示、天象人文

观测、日移与潮汐变化登计法等与奥妙的自然搏斗，同日,记录下自己的荒岛生涯，并随时

等待时机逃离绝境。鲁滨逊在自治的日历星期五这一天，救下了食人族男孩星期五，星期五

是被食人族作为祭祀的祭品带到荒岛上来的，无法再回到他的部族。随着两个人的朝夕相处，



鲁滨逊面对一个与自己不同种族、宗教及文化的人，慢慢改变了自己，两人发展成亦父亦友

的情谊。这份文明世界所缺少的友谊成为鲁滨逊后来经历 20 多年荒岛生活的精神支柱。

【星期五】

星期五是一个野人，有一次在沙滩上差点被另一个部落的野人吃掉，但鲁滨逊最后救了他，

正好当天是星期五，所以鲁滨逊就给他命名为“星期五”。也由于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他才

得以存活下去，并回到了家乡。星期五是一个朴素、忠诚的朋友和智慧的勇者，他知恩图报，

忠诚有责任心，适应能力强，他和鲁滨逊合作着施展不同的技能在岛上度过了许多年，星期

五的到来让鲁滨逊圆了归家梦，自己则做了鲁滨逊的助手。星期五要求上进，很快就融入了

文明人的生活，是个乐观，可爱的人。

名家点评：

《鲁滨逊漂流记》虽并非一本名著，但却是对自然作了满意的论述。

——法国思想家卢梭

艺术成就：

【叙述角度】

在笛福的概念中，小说中的第一人称的叙述人，都是历经种种罪恶，最终成为富人并进行忏

悔的人。这种忏悔之意在鲁滨逊还没有离开荒岛时就已经出现了。在鲁滨逊孤独无助时，《圣

经》是他信念的支撑，他也用圣经统治了星期五，因此他“有理由相信，我们俩人最终都能

成为真正的悔罪人，我们能够在心灵的忏悔中获得安慰，悔过自新。”作者之所以能写出这

样的文字来，是和他的宗教思想分不开的。

笛福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是因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能拉近读者与小说的距离。“笛福的

小说叙事风格自然，不同于其他的小说和浪漫文学作家他叙述的故事具有真实性，当读者读

起来的时候，令读者无法不相信有一个真实的人正在向读者讲述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故事。

【心理描写】

在塑造主人公鲁滨逊的时候所用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就是心理描写。通过一系列的心理描写

展示了鲁滨逊的思想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他的性格特点。当鲁滨逊在海上遇难时，

他认为“毫无疑问，我从此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仅这么一句话，却很准确地将鲁滨逊失



去同伴后伤心、沉重的心情表现出来，同时也很好地烘托了他自感前途一片渺茫时的复杂心

理。在写鲁滨逊开拓荒岛时，就写出了他前后从凄苦到快乐的心理变化。如“尽管我目前过

着孤单寂寞的生活，但也许比生活在自由快乐的人世间更幸福”这句话充分的体现了鲁滨逊

此时对孤岛的归属心理。而在“不速之客”这一篇章中，作者又用心理对比的手法，来衬托

鲁滨逊的那种心理落差后的痛苦。这些心理的描写，细腻而深刻，都给读者留下了很深刻的

印象。小说还经常穿插一些人物的议论，比如“天不总是蓝的，水不总是清的，草不总是绿

的，花不总是艳的，人生也不可能一帆风顺！”“花要凋落，草要枯黄，但春天又给它们生

机。”之类的议论突出人物性格。

作品还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环境和人物心理的描写，还采用了很多日常生活用语，这些开

辟了英国小说发展的新阶段。

【结构】

小说的结构一目了然，思路非常清晰。全书以鲁滨逊冒险的经历作为线索展开，讲述他如何

离家出走、逃脱海盗、流落孤岛，如何在孤岛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以及最后又是怎么样成为

富翁、如何回到英国等等。这些情节用一条线的形式引出来，使小说的结构非常紧凑、清晰。

同时，在清晰的思路下，故事情节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让读者的心情也跟着胆战心惊。

既流畅又峰回路转的情节，正如一条潺潺的溪流般吸引着读者的眼球。比如写鲁滨逊在某一

天，突然听到从海上传来了几声枪响。原来是一艘经过的船。他赶紧生起火来，传递信号。

可是，那艘大船却在自己眼前触礁沉没了，获救的希望再次破灭，鲁滨逊又被重新抛入了孤

独的痛苦之中。

这样的记叙方式在文中屡见不鲜，它扣住读者的心弦，让读者在峰回路转之中体会小说的精

彩所在。

【后世影响】

《鲁滨逊漂流记》是笛福的代表作，它的价值首先在于成功地塑造了鲁滨逊这个崭新的人物

形象。他是资产阶级文学中最早的正面人物形象之一，以其坚强的意志、积极的进取精神压

倒了因循守旧、委靡不振的贵族人物。

《鲁滨逊漂流记》共分 3 卷，第 1 卷于 1719 年 4 月出版，到 8 月即重印了 4 次。同年出版

了第 2卷。1720 年出版了第 3 卷。读者熟悉的是第一卷。到 19 世纪末，第 1 卷的不同版本

已出版了近 700 版。



练习：

该作主要讲述了主人公 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一生志在 。一次在

去 航海的途中遇到风暴，只身漂流到一个 上，开始了段与世隔绝的生活。

他凭着强韧的意志与不懈的努力，在荒岛上顽强地生存下来，经过 天后得以返

回故乡。

答案：

鲁滨逊·克鲁索 遨游四海 非洲 无人的荒岛 28 年 2个月零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