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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奴十二年》

精彩短评

1、相当震撼
2、从自由人变努力再重获自由，太艰辛。
3、故事质朴动人非常好读，让我看到了我根本想象不到的世界。这段故事，以前只有在历史课被老
师一句南方种植园经济保留了奴隶制度草草带过，这本书给我太多的感动和不可思议，告诉我群体作
恶时的不以为然多么可怕，主人公的智慧和意志力都给我震撼。一本很棒的书。
4、，
5、文字挺简单的，吊人胃口的手法反复使用，让人不清楚哪些该带过哪些该期待，但内容上，真的
挺不容易的
6、看完了书，又把电影刷了一遍，书中有电影里没有的细节。
7、小说比电影好看，仅代表个人意见，小说中主角逃跑那一段看的我最感动，主角对自由的向往是
能够坚持下去的根源，小说很感动，写的挺好。
8、有幸出生在这个人身自由的时代，没有奴役。生活磕磕绊绊，好在没有约束。
9、心里有阳光 谁都没法伤害你
10、好像又陪着作者重新走了一遍他的奴隶生涯。到最后的成功出逃也让我跟着送了一口气。和电影
相比小说的细节更多一些

11、肤色之下，都是肉做的心，怎么待人之遇就不一样了呢？
12、遭受苦难时，心怀坚强的意志，为了自由而不断努力，从不放弃希望。自助者天助
13、这本书看的我昏昏欲睡，虽然作者的经历很有情节性，也体现了一些种族歧视的东西。但是毕竟
作者不是专业的作家，无法引人入胜，只是像写流水账，不能把人真正带到故事里。所以我决定还是
看电影去了。
14、不放弃就有希望
15、#書友集推书# @書友集 看来热血沸腾，读后感慨万千。早先欣赏过同名电影，血淋淋赤裸裸的奴
役已让人触目惊心。文字更多展现了主人公内心的煎熬，丰富了电影没有的内在形象。一个自由人莫
名失去了自由，成为了奴隶，这是多么痛苦的事啊！不独黑人的抗争，其他弱势群体想挣得一席之地
都不容易！
16、叙述太平淡，文笔也一般。没什么令人动容的点。有点失望。
17、一方面黑人的遭遇很让人同情，另一方面，即便是在那样黑暗的时代，法律竟然也有用，更为震
撼！！！
18、非常好。被作者内心的坚韧打动。“”回家“是他唯一的信仰。用客观的笔触还原了那时的美国
。生而为人，万物平等。好，很好。
19、曾经第一次接触这样的种植园这样的黑奴是在飘中浓浓绅士风格的裹携之下，这次却是令人不寒
而栗。
20、静读2016-01＃人人生来平等而自由！
21、触目惊心。还有就是，多学几门技能是多么重要！
22、若非正确的法律与政体，米国人至今还会很黑吧
23、也是因为男主德智体美劳全面出类拔萃 否则也活不到成书的那天。黑人的处境曾经不仅是不公而
且很危险 真是人渣不分种族啊。
24、不错
25、众星云集的政治片
26、超凡的记忆力和毅力才保证了这些历史的记录和流传
27、奴隶制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28、就文学性来说，这只是平铺直叙了自身的故事，并无精彩的文字描述。但就内容来说，这是人变
成物品的悲哀故事。没读过《汤姆叔叔的小屋》，对美国的奴隶制不甚了解，仅有的一些印象来自《
飘》，但是无法理解把人当成私有物品在非奴隶社会的时代，耶稣两千年来的传教真的失败。
29、自由人再次变为没有人生自由的奴隶。美国的一段黑历史。
30、让每个人用对待人的方式去对待其他人，从来就不是人的本性！这句话我第一次看到时深感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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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奴十二年》

，但读完《为奴十二年》，更多的从感性的层面上了解了奴隶制的历史，我只能感叹，有时候这句话
还真是对人性的贴切描述哇。

读完的感慨就是，不要标签化任何人，尊重每个个体。纵使人类有无数的弱点和人性的恶，但即使在
最黑暗的地方最压抑的制度下，仍然会有爱、勇气、善良和对自由的追求与向往，此亦是人类本性，
而这些就是人类存在的意义和希望所在。

31、愤怒与无助并存
32、自由
33、英专课学到美国历史，就顺便看了，各种一气呵成
34、文学性没太可揪的，主要是真实的反映了一段黑暗的历史
35、相比电影，还是更喜欢书。
36、没读下去
37、平铺直叙，很生动也很感人。看《汤姆叔叔的小屋》时，哀其不幸，但也怒其不争逆来顺受。可
见，任何时候人都应该向不公、不幸抗争。
38、人生该怎么定义
39、“鼓吹自由平等的爱国言论与奴隶的镣铐声混合在一起。国会大厦之下竟然还存在着奴隶市场。
”
“我是一个贫穷的黑人，属于被践踏，被贬低的种族。他们卑微的呼声被他们的压迫者忽视。”
“我不祈求天国的乐园，由于人世的压迫和忧患，我所祈求的天堂是安息，永恒的安息。”
40、主人公的记忆力真是惊人啊 在没有纸笔记录的情况下十几年前待过的地方 周围人的名字都记得很
清楚 或许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太过刻骨铭心吧⋯⋯
41、看了书不想看电影的小说，12年啊，漫漫回家路啊
42、感觉译者水平可能需要磨练，没能达到"雅"，纪实还好。
43、因电影才知道书。作为小说来看，文笔实在欠佳，当做纪实性自传来看令人动容。与飘带有浪漫
气不同，飘中农奴主是心存善意，而为奴才是黑暗的现实。不过与那凄惨生活对比，被环境的同化“
南方黑奴只要不挨打，就比北方自由人还幸福”才真的可悲。对我能接受到关于思想自由独立的培养
教育感到无比庆幸
44、显性的枷锁已经破除，但有些无形的东西依然存在。主人公的坚持和坚强闪着光辉，最近学到了
意义疗法，配合着一起鞭策吧
45、比汤姆叔叔小屋更真实 更直白少故事性 不夸张 却字字戳心 描写了他的苦难十二年
46、平凡的叙述中有一种震慑人心的力量，我想这都源于自由的力量和生命的厚度。
47、生病在家休养，结果看得自己热血沸腾
48、黑人黑暗的历史啊
49、终于找回读书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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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小说中对于所罗门为奴十二年期间的描述比较平淡，还呈现了不少有关于蔗糖等制作过程的描写
，可能是为了突出故事的真实性。残酷的奴隶生活并没有磨灭所罗门的意志，虽然有几次他已经深深
的绝望，但还是坚持恢复自由身，与奴隶制度抗衡。每次看到对奴隶鞭打、折磨时，都很感慨曾经那
段灰暗的历史，同时也庆幸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2、今天终于读完了为奴十二年这本书，心中有很多感慨。对于这本书早有耳闻，可没想到真正读下
来是这般的震撼。所以，它是我在豆瓣的第一篇书评。首先，我不得不佩服所罗门·诺瑟普，请原谅
我不愿称他为普拉特。从一名普通平凡的自由人瞬间成为低贱的黑奴，命运仿佛和他开了一个巨大的
玩笑。命运的无常，这是第一关。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是我？这大概是每个在不幸遭遇面前的人普
遍都会抱有的疑问。然而比起命运，所罗门·诺瑟普的不幸遭遇更多归咎为人性的丑恶。面对第一个
难关，他试图为自己的自由之身分反抗，然而这仿佛以卵击石。真正的公义在黑暗丑陋的人性面前无
法得到彰显，很难想象这些信仰者上帝，每周都会诵读《圣经》的人，到底从上帝那儿学到了什么。
当言语无法为他作任何辩解，等待他的只有不分青红皂白的鞭打。他学会了沉默，但与此同时，他在
等待，因为他还坚信自由在等待着他，而他终将能到达神圣的彼岸。第二关是长达十二年的为奴生涯
。这里面实在有太多幕触动我的情景，我不能想象在和平的年代，居然会有这种残暴蛮横的制度，吞
噬着人类的文明。这十二年里，他和大多数黑奴一样过着衣不蔽体饱不果腹的生活，每天就在各种咒
骂鞭打中度过，日复一日地工作，像机械像畜生，不，甚至比他们还不如。到底要多少的勇气和力量
才能在这种环境下坚持下来，我问自己，因为面对如此残酷的环境，我能想到的只有死亡。无论是长
期忍受来自奴隶主的鞭打身体上所造成的伤痛，亦或是逃跑时一个人在莫大的沼泽地里孤身前行的恐
惧，又或者是深夜想到曾经幸福美满的过去，每一样，都是致命的。但庆幸的是，曾经作为自由人的
他比其他黑奴更多了一份韧性。我一直觉得是自由的信念在支撑着他，而他在书中也曾多次提起过。
曾经有一句话“金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如今，我仿佛顿时明白了。
没有自由，那么一切都是毫无意义。当你的人身权利完完全全属于另一个人呢，你只是一件物品，你
的主人对于你有任何的权利，所谓的金钱和爱情在你面前根本狗屁都不如，因为你连自己的生命都无
法掌握。书中提到奴隶们一年中最高兴的就是圣诞节放假那几天，因为他们终于自由了，哪怕只是暂
时的、短暂的、片刻的，于他们而言，都是上帝的恩赐，生活的瑰宝。因为恰恰懂得并且拥有过这份
珍贵的自由，所罗门·诺瑟普从来没有放弃过等待。我一直觉得这十二年来，比身体折磨更难忍受的
，是漫无边际的等待。坚信自己能逃离奴隶主，一直在沉默地等待机会。无数个看似可靠的机会，却
都一一破碎。就如同在黑暗中熊熊燃烧的火焰，慢慢一点一滴地消失，到最后，只能在无边的黑暗中
告诉自己，也许上帝会怜悯你，而你听到的是，静默。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每一天这样的等待都不
曾消失。只是还要等多久？一年？十年？还是一辈子？有多少人会选择认命。我至今都觉得所罗门·
诺瑟普的遭遇是个奇迹。而这与他本人对自由的坚持密不可分。庆幸的是，他的事迹被广泛流传后，
世人对这种蛮横残暴的奴隶制度给予了批判，最终，它被废止了。我想，这大抵是对每一个曾深受过
奴隶制迫害的人，最大的安慰吧。
3、我是先看了书再看电影的，很明显的感觉是，电影虽然表现某些残酷场景时画面感更强，但是在
呈现黑暗的奴隶制度、奴隶生活的力度没有书来的强烈。编剧对原著改编后，删除了很多情节，而某
些情节的缺失，导致了电影给人的精神震撼度降低很多。如果单说这本书的话，语言基本是朴实无华
的，很有种外出多年打拼的游子回忆诉说自己的过往经历的语调。为作者最终有幸获救的同时，同样
是敬佩他强大的心理支撑信念。12年的奴隶生活一直都在寻找各种机会逃走。也能说，因为他的智慧
和拉小提琴的技能，一点一滴都有帮助他活下去。
4、我们生活在今天的自由人已经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社会，一群人在法律的包庇下公然地对另一群
人的权利、尊严进行没有底线的剥削。当一个黑人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成为一个奴隶主的“高级牲畜”
，黑暗，无尽的黑暗便笼罩到他\她的身上了。只要主人乐意，他\她的一切——甚至是生命——都听
由主人摆布。但是更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整个社会对这种制度的认可。奴隶出门必备的通行条，专门为
逮捕奴隶而成立的官方巡捕队，以及一群对逃跑奴隶如狼似虎的猎狗...这是一整个社会对黑人群体的
恶意。
5、这是随手拿起的一本鸡汤书，没仔细看书前的介绍，因为故事非常的简单易懂，哗哗哗的就看完
了。这本书是美国黑人所罗门的自传。所罗门是19世纪美国的一位黑人，从父辈开始已经获得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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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奴十二年》

，他受过教育，也结婚生子，凭自己的能力生活得衣食无忧。但是，那个时代的奴隶制和种族歧视依
然存在，这种不公平的制度终于把灾难带给了他。因为一次偶然事件，他被人骗到远方，以奴隶的身
份卖给别人，从此开始了奴隶的艰辛生活。所罗门不可以向任何人告知自己的自由人身份，因为那样
会使奴隶主蒙受损失，只会招致奴隶主把他卖到更加偏远的地方；所罗门也不可以逃跑，他曾经因为
躲避杀戮而在沼泽地荒野中逃生，但是根本无法生存或逃出生天，因为没有证明在身的黑人，只要一
露出在公众面前，会被任何人抓捕。在这种情况下，所罗门只有日日计划获得自由，却大部分时间都
在等待机会。书中描述很多跟他一样的奴隶，有的生下来为奴，蒙昧无知，对酷刑和劳作全都认命；
有的曾经自由甚至过的是比较高等的生活，但是为奸人所害，最终在哀伤中死去。所罗门之所以最终
能够重获自由，我觉得有几条必要条件：首先，他向往自由，无时无刻不为自由追求和计划；其次，
他受过教育，有着过人的智慧和胆识，他不仅依靠自己的聪明头脑使自己和其他奴隶生活的更好，也
最终因为行事缜密成功获释；最后，他有强壮的体魄和战斗力，为奴十二年也依然保持健壮。以上几
条缺一不可。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很难设身处地去想当年黑人奴隶的遭遇，只有在书中体会到
九死一生和苟且偷生的震撼。所罗门是废奴主义者，他的经历就如同现实版的《汤姆叔叔的小屋》。
当然，他可能也没想到，今天的美国总统，居然是黑人，这是美国人权进步的一大标志。我也想到现
在的公司管理。过去的工作环境，不流行跳槽和换岗，往往也助长了领导和下属之间的隔阂和冷漠，
有的领导对待下属也忘记了公平、理解和尊重。值得欣慰的是，在人人自由的今天，人们的就业越来
越趋向于按劳分配和凭本事吃饭，所以上下级的关系越来越融洽，随之而来的是互相尊重和效率更高
。这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我是看完书才知道同名电影是去年奥斯卡的大热获奖影片，与电
影相比，我更喜欢读书所带来的画面感，让想象给我更加广阔的空间。
6、《为奴十二年》看完了。奴隶的悲惨生活，让人悲伤，让人心痛，更让人震惊。当一部分人被另
一部分人奴役，人间就变成了残暴的地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国际歌
》的曲调在耳边萦绕，当了解了奴隶的悲惨生活，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国际歌》作于1871年，索罗
门.诺瑟普《为奴十二年》写于1853年，两者仅隔18年。在那黑暗的年代，能发出起来的吼声，令人肃
然起敬！无论人们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如何不屑，我想在百多年前，以《国际歌》为代表的世界共产主
义运动，砸烂枷锁，解放奴隶，对劳苦大众而言，居功至伟！1853年，是中国的清代咸丰2年，中国在
秦朝就废除了奴隶制，比美国早了近2000年，社会进程本领先于美国，为什么现在美国民主政治反优
于中国？是不是郭沫若把历史进程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
会，共产主义社会本来就是不科学的，错的？1853年，此时太平天国起义已有两年。此后不久，美
国1861年爆发了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奴隶们真的起来了，为了自己的自由。向帮助索罗门的加拿大
人致敬！虽然他很害怕，但他的信仰战胜了恐惧，让索罗门重获自由！
7、我有一个梦，梦想这国家要高举并履行其信条的真正涵义：“我们信守这些不言自明的真理：人
人生而平等”。 我有一个梦，我梦想有朝一日，在乔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和昔日奴隶主的
儿子能够同坐一处，共叙兄弟情谊。 我有一个梦，有朝一日，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以肤色而
是以品行来评判一个人优劣的国度里。我今天就有这样一个梦想。——马丁.路德金我理解了马丁.路
德金的梦想——读《为奴十二载》有感生活在现在这样安全的环境下的我们，恐怕很难想象黑人诺顿
经历的事情——自己前几天还与妻子儿女在一起，高高兴兴地享受着生活的美好，为什么现在却在昏
暗的地下室里，连拥有自己名字的权力都没有，说声自己是自由的就会被鞭打？这前后的巨大反差令
人揪心，也让我们对当时黑人的处境有了一定的了解。没有为什么，因为诺顿是一名黑人。他在人贩
子手中，一起住的黑人小男孩还期翼着他的妈妈能救他出来，他的妈妈来了，但与预想的不同的是，
她没能救出自己的儿子，反而连自己和女儿也被抓了去。而在人贩子卖黑奴的时候，那个母亲乞求着
买主不要将他们分开，但是人贩子不会管这么多，他不肯卖出母亲的小女儿，想养大了之后再离手，
牟取更多的钱。买主福特先生问道，难道你没有一点良心的吗？人贩子只是冷笑。这是一种多么残忍
无理的行为！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最残忍的莫过于将她的孩子从她的身边夺走！这些白人仗着自己的
肤色，自认为是天生的贵族，毫不愧疚地奴役着可怜的黑人，而白人和黑人之间，除了肤色之外，有
什么不同？他们也是人，在自己的孩子离开时，也会伤心难过地大哭，但是白人人贩子不以为然，甚
至因自己豢养的“牲畜”居然会“像人一样”伤心大哭而感到好笑。也许买主福特先生还是保留了一
点良知的，但是这点良知也在诺顿惹祸上身后因怕惹麻烦而消失殆尽，他只是个伪君子罢了！他亲手
将诺顿送到了“黑人终结者”埃普斯手中，仿佛进入了晦暗的地狱！埃普斯性格暴虐，动不动就喜欢
鞭打黑奴，也许是这残忍的奴隶制让他们渐渐变得残暴的吧。每日目睹受苦难的人，听奴隶们被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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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痛苦的尖叫，扭动的躯体，在受不住鞭打死去后被狗撕咬、吞掉，奴隶主早已变得麻木不仁，甚至
引以为乐！埃普斯先生对自己手下的一名女黑奴产生了一种畸形的情感，但是这却遭到了埃普斯太太
的嫉妒，在埃普斯先生喝醉时，他会顺着太太的嫉妒与报复心理，疯狂地鞭打帕西，而可怜的帕西承
受着这一切，尽管这一切都不是出自她的本意。她的心被痛苦和不幸辗地支离破碎，脸上带着忧心忡
忡、悲惨可怜的表情。这些奴隶主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就是奴隶的主宰，他们对奴隶所犯下的一切罪
恶，都是应当的，他们还认为奴隶们只会怯懦地宽容忍让。但是诺顿就从来没有放弃过生的希望，正
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要的是生活，不仅仅是这样的苟且偷生！他会读写，会拉小提琴，他在北方
是一名自由人，他还有妻子儿女在等着他回去。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些，即使是在最灰暗的时刻，他
保持着头脑的清醒，等待着自由的降临。这种对自由的虔诚的渴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不服输的
信念与意志，都值得我们敬佩。无论在何种环境下，我们都拥有追求幸福美好的权力，凭什么要放弃
？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诺顿度过了这十二年，他隐忍着，表面上对奴隶主服从，为自由而不懈努力
着。书本最后的结局当然是美好的，诺顿在一名善良的木匠的帮助下，从埃普斯手中逃脱，回到了自
己的家人身边。但是诺顿的故事结束了，也许在南方的种植园中，还有无数个像诺顿一样的可怜的黑
人！甚至在今天，黑人还是会遭到一些歧视。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全力，让这种无理
的现象消失。每个人生而平等，在人格上拥有同样的地位，没有人有权力去奴役别人！它还告诉我们
，我们都应该去努力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

Page 9



《为奴十二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