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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巴恩斯最有野心、最受关注的作品！
十篇故事，半篇随笔
写尽人类历史的可笑与失落
上次世界末日，一只木蠹混进挪亚的方舟中。它目睹挪亚的所作所为和书中记载大相径庭。方舟在人
类历史上反复重现，它或是遭劫游船，或是泰坦尼克，或是核恐慌中的海上孤舟⋯⋯这个偷渡客也并
未离去，它冷眼看着历史如何被歪曲，歪曲的又如何成为“真实”历史；它附身于巴恩斯的妙笔，教
他以篇篇奇文拼贴出一部看似荒诞，但振聋发聩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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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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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偷渡客
二 不速之客
三 宗教战争
四 幸存者
五 海难
六 山岳
七 三个简单的故事
八 逆流而上 !
插曲
九 阿勒计划
十 梦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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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寓言几乎是最难懂的一类文字，希望以后有回来重读的机遇，也希望届时能妥帖地给一个评价。
2、真是英国人才写得出来的这种恶意曲解和挑战神权。但是不自大只是讽刺。开了一个玩笑
3、“世界历史没有爱便会陷入荒诞，没有爱就变得自高自大，野蛮残忍。”这是一本迷乱而精彩的
“世界史”，其实是一本小说。
4、虽然有几章看不懂，但是确实有趣
5、“我们更喜欢谁的真相，胜利者的还是受害者的？骄傲和怜悯是否比耻辱和恐惧更会歪曲真相？
”
6、啊好聪明啊以前看巴恩斯其他小说的时候是不是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啊
7、一般，没觉得特别好
8、依旧很犀利。而且还和进化论纠缠不清，有趣。
9、以船为意向串起人类虚情假意的历史中一些奇妙的犄角旮旯，每一篇玩一种文风，主题则涉及宗
教、心理、艺术、乌托邦等，狗血、恶趣味与深刻的洞察见解闪得你措不及防
10、很有趣 最喜欢头尾两篇 与虔诚信徒所想象的截然不同的末日和天堂
11、事情都搞糟了
12、不可抑制的好奇心推着我看完这本书。
13、2017.09 读完证实书腰上“最有野心”。但是那篇《山岳》看得挺糊涂。其间参杂的嘲讽，对人类
对自我。倒的确勾起一些思考。
14、重新解构的故事和意识
15、最喜欢1 好有电影感 不过拍成电影估计宗教人士要崩溃吧
16、之前孤陋寡闻了。绝对不可错过的大师。格局宏大，文笔足以支撑其想法。第一次读限于客观因
素时间比较碎片，仍叹为观止，倘以较为大段时间连贯阅读诸篇，感受则或更深。
17、最近都在看托宾和巴恩斯。相比托宾的肌肤之亲，巴恩斯更理性。两个人我都喜欢。这部世界史
，是杜撰，但很多观点，我愿意相信是巴恩斯自己的。如果想了解巴恩斯的立场，这本书应该是个不
错的入口。
18、第一本巴恩斯的书，是个惊喜。挺喜欢海难那篇
19、“插曲”是点睛之笔
20、最后一篇绝啦。
21、10个故事，1个意识流插曲，不同的体裁，看似毫无关系的故事，串起来作者心中的世界史。
22、1.即使爱令我们失望，尽管爱令我们失望，因为爱令我们失望，爱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爱多半
会出差错，但我们还是必须信奉它。
2.马克思：“历史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
23、除了第一篇和最后一篇，其他都好，架空的故事缺乏细节，读起来总觉得刻意。
24、太黑惹。。。等二刷。。。
25、寓言颇难懂，原谅我不懂。
26、诺亚方舟说是人类的救赎，而本书更像是对方舟和上帝的调侃。从风趣的小故事一直写到对历史
政治宗教及爱情的思考，整本啃下来你的思维也不小心被哲学家了一把。上帝信与不信，你也只能一
天天的过。
27、啊啊啊啊啊天才！
28、小说家和写小说的作家是不一样的（和写小说的“作家”就更不同了）。巴恩斯太聪明太细致，
以至于阅读他的小说，“器官的关联、血管的交叉比情感的纠缠或肌肉的交错更令我震撼”。也不是
对整个10 1/2章都那么有感，但超级喜欢1（伟大的政治寓言），3（法律文书的经典范本有木有！）
，8 1/2（有趣的爱情漫谈，深得我心~）。
29、Fantastic profanity story.
30、荒诞 
31、有种想要表达荒诞但是用力过度
32、首章诺亚方舟间涉形喻全篇，最惊喜的是第五章《海难》最后继第三章《宗教战争》后又提到木
蠹（时间？）对艺术（历史）的侵蚀。很有意思的地方：《宗教战争》的法理神学论争；《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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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由意志（？）与头脑意识的对峙；《海难》对灾难变为艺术的释放——放大——解释过程的见识
，认为米开朗基罗的构图取向决定了诺亚方舟在往后的绘画领域罕见其踪的观点；《三个简单的故事
》第二部分神话（这里是鲸吞约拿）投射现实和在历史中实现的看法，第三部分犹太人沉重的海上放
逐；《逆流而上！》对原始部落最终行为的推测；《插曲》爱不会改变历史，但能让我们勇于面对和
反抗历史，不至于向历史向胜利者的真相投降。并且其作为半章也自指“爱是世界历史的赘疣、畸变
、正题之外的牵强附会，正因为并非必不可少才至关重要”，但读起来最费力；《梦》梦见醒了。
33、巴恩斯开的不是脑洞，开的是黑洞！
34、给想象一把钥匙
35、很好看 最喜欢第一章 不觉得有用力过度
36、今年要把巴恩斯都给看了
37、左边是文学，右边是历史，一搅，就浆糊了
38、宗教战争写的好玩极了。
39、机智幽默，大有深意
40、4。幸存者：虚构，你保留一些真相，以此为主干编织一个新的故事。
41、最近看的书里面难得一见的好书，虽然插曲部分让我觉得有点奇怪
42、结构太棒。
43、荒诞故事集，如果拍成电影会很有意思
44、“历史会不会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不对，这个过程过于宏大，过于考究。历史
只是打了个嗝，我们又尝到它多少个世纪前咽下的生洋葱三明治的味道。”
45、寓言类，字面意思都懂，内涵却很难读懂，只能借助别人的解读。10又1/2章篇篇独立，题材多样
，内容也完全不同，实际上却由诺亚方舟这一线索贯穿起来。用作者自己的想法解读历史上真实发生
的事件，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是面目全非的历史，被篡改的历史，真相已无从知晓。
46、纵贯全篇的故事线 章章独立又联合 看最后一篇时听的歌很是浪漫 “我们完事之后，这颗心就一
直躺在血迹斑斑的报纸垫上，只能煮了吃，而且也不会好吃。我翻阅了烹饪书籍，想看看我能用它做
些什么。我还真找到一种菜谱，是在心里面填料再佐以米饭和柠檬块，但听上去不太诱人。它肯定配
不上发明这道菜的丹麦人给它起的名字。他们把这道菜叫做'热恋'。”

47、【2016.11.20~11.22】（19.2万字，339页）堪称2016年的阅读惊喜，如同遍尝山珍海味而味觉麻木
后，沉睡多年的味蕾再次觉醒。萨拉马戈试图用“失序”打碎一个世界并重新建立，在本作中看到了
同样的努力。巴恩斯对神话的重写与颠覆，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写作，比约翰·巴思或巴塞尔姆更为
辽阔清晰、格局庞大。在反神话的虚构中，隐喻层层叠叠，冷嘲热讽的黑色幽默圆融自洽，异常理智
而又热情勃发，只有纯粹的文学，而无哲学的僭越。各章连缀而互有关联。 活灵活现的大嘴巴木蠹，
对上帝充满了牢骚与不屑，画家对灾难的有意剪裁与选择，正是譬喻了政治和历史对事实的选择性记
忆与遗忘。共同的主题是关于人与水的灾难，只是书中最后三章，仿如快速前进的列车突然急刹放缓
，失去了惊艳的爆炸感。三百字的短评实在言之不尽。
48、世界史片段的重构
49、“我们的恐慌和痛苦只有靠慰藉性的编造功夫得以缓解；我们称之为历史。”
50、这解构历史的方式不错，看了两章才发现是小说集，总的来说对于历史的观点很合我胃口，但是
，那1/2章的歌颂爱情是什么鬼？不小心漏出的小清新文青马脚？莱斯特城是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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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偷渡者》---诺亚方舟。 上帝挑中诺亚一家（包括家畜飞禽走兽）逃离大洪水。然后，在这场逃
离中，一些动物并不以此为幸运，他们开始另一场逃离，逃离方舟逃离上帝。这是政治寓言。政客们
牙尖嘴利老谋深算，连环陷阱一个接一个，帮闲吃里扒外抽血吸髓，有人打着政府的名誉借机生利捞
钱捞名；有人看破玄机愤然离场，更多是傻傻分不清丝瓜藤和肉豆须的散户，被面前吊着的永远也吃
不到的红萝卜牵着步步惊心。“诺亚方舟”从头至尾就是上帝的一场阴谋。海选搞得煞有其事，最强
联姻配得轰轰烈烈，打着各路明星走着星光大道，人马蜂拥而至，再来一次花儿与少年，老少通吃，
小鲜肉PK花样姐姐，满足几多老男人小女人的幻想，最后一招奔跑吧XX把孩子牢牢拴在荧屏前。娱
乐嘛，博全民一笑即可，才发现，真正笑得开怀的不是屌丝，一集一百万，看，笑也是有代价的。所
以最先上不了方舟的，就是清醒者和糊涂虫。上帝选人是有技术的，这个技术就是虔诚，不要能力，
不要精明，只要常汇报够虔诚。所以诺亚被选中。虽然他没有航海技能。“风暴来临他就犯傻”“他
只会诈唬和祈祷”，而被诺亚选中带上方舟的动物，不过是“从此想吃我们哪一个全由他挑”。他是
上帝的全权代表，所以他可以仅凭喜好就认定鸽子代言“和平”，虽然真相是乌鸦带回的橄榄枝。他
喜欢恭顺的良品动物（猪羊鸡），这样即使离开方舟也可以吃他们一代又一代。我是猪“天生没有报
复”，所以活该被欺负。短短31页，堪比《动物农场》的短篇。最后巴恩斯写到“身为木蠹，不是我
们的错”。《不速之客》像富兰克林修斯提这样的，是巴恩斯讽刺的一类人。新闻播报员，他们既是
政府的传声筒，又身兼娱乐主持，总之，“说”而优则“书”，四处演讲，顺便打击一下娱乐圈。接
下去故事出乎意料。旅行，遭遇劫匪，生死选择。弗兰克林不是利他主义者，他只是别无选择。在这
场生死博弈中，富兰克林终于做了一回“英雄”，只是在公众看来正相反，就好比在屈辱条约的签订
人，永远被历史深深钉牢在卖国贼的耻辱柱，世世不得翻身。在那种情形，需要替罪羊。富兰克林到
底成了帮凶。他至少救过她（情人），此事过后，她再也没有同他讲一句话。“舍己为人就是这样，
少不了被误解”。《幸存者》有一种长大，就是你最虔诚的信仰某一天被最残酷的方式粉碎。这种伤
不被同情，没有道友，别人笑你太天真。他们不知道你曾有多真诚的信仰过。她一直执着的找一个答
案，而生活给她的不过是嘲笑“政治是男人的事，你不懂别乱讲”“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他们
要小孩掏钱去看鱼”“连鱼都被剥削利用，然后污染中毒”“我们一定要看事物的真相，我们不能在
依靠虚构，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海滩》对于那场海难，我们的认知仅仅停留在那幅画《梅杜萨之
筏》，对于学过画画的，看到的是完美的躯体，凝重的表情，特有的落暮的色泽，娴熟的技巧，还有
画里面汹涌的感情，至于画面外那个故事，到成了陪衬。对于学法律的，只看见诉讼的可能与人性的
道德之间成败的较量。而非黑白的证明。人性不可假设。那个事故是一场诉讼教材。在小说家眼里，
根据幸存者的描述，加以加工，多些惊悚多些想象，只要博读者眼球，真相重不重要又有什么关系。
那场事故早已成为人们饭后的谈资，而真相就像绝望时飞来的白蝴蝶，惨白，无趣。原来，人们只喜
欢围观，围观一场灾难。《山岳》生，身不由己；死，亦身不由己。佛格森不相信上帝，临终却要走
一遍虔诚的仪式，因为笃信上帝的女儿怕父亲入不了天堂。佛格森小姐始终坚信能找到证据来超度父
亲的亡灵，带着女仆，一路追寻神山的踪迹。只是受到惩罚的却是自己。佛格森小姐坚信上帝，却依
旧不能选择死（按自己的意愿死），这一点，父女殊途同归。巴恩斯用自己的语言重新演绎了历史上
最著名的事件。考据已经不重要，原本就是旧瓶装新酒。渗透了现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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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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