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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

精彩短评

1、对于我这种阅书不多的人，看此书真的还看了一遍还得往前翻翻看细节。不注意看就会被含糊掉
了。还好书本的代前言说的很详细，也能捋清人物关系。
2、其实挺压抑的
3、太多跟主线无关的对话，很难读
4、喜欢第二部分的SOS，辛辣讽刺毫不手软，引发的乱子一环扣一环，最后推动小高潮真是笑死人（
喂），喜欢这种写作的手法，斯城的“模范市民”个个都很精彩，释然的环节一针见血，把第一篇虚
幻的泡沫一一戳了个粉碎。三篇都是参与者，却也带有幕后观察的性质，直到第三篇完全成为局外人
，却又有一定的比对性，结构很有趣。另外，这本的翻译很棒。
5、第一遍快速读完后一头雾水，仔细读了李国庆先生先生所作的代前言才明白了金字塔所寓的深意
和戈尔丁想要表达的“爱”的主旨。提醒自己，读书需要足够耐心与阅读的技巧，是时候改掉自己长
期养成的浅层阅读的惯性了。
6、什么鬼
7、学校刚上的精装书，修正时期读读。
8、我记得少年派的结尾有个抉择：是选择有动物的故事，还是没有动物的故事。如果选的是有动物
的故事，上帝的道也在其中。这是一个考验人性的选择。而戈尔丁的这部作品，同样也布置了这样的
问题。全书贯穿的是对世俗欲望和精神的抉择，到处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选择题。主人公面对精神和世
俗、欲望和理性这一系列抉择，最终臣服于金字塔式的阶级社会里。透过他的视角，我们还看到了一
对对强烈的象征：尖酸势力的母亲与善良木讷又极度压抑的父亲，精神世界高贵优雅的老师彭斯与她
的虚伪又趋利的小男人亨利。再扩大来看，整个斯城都被笼罩在金字塔式的阶级社会里， 中心的高墙
白瓦到街道尽头的破烂棚屋；奥利满脑子的牛津梦与肉欲和彭斯枯燥单一的音乐生活。整个世界看起
来压抑又消极，而解决之道，就在于读者怎么看待故事以外的那道箴言了。
9、还可以，但本书名气不大， 争议不小
10、译文的书从装帧到设计印刷都非常喜欢！有质量保证！戈尔丁的<金字塔>是我读的他的第一本书
！谁的青春不冲动？谁的十八岁青春不满腹荷尔蒙？十八岁的我还没有表白的勇气，可我们对女孩子
的感觉大抵都是一样的吧！冲动之下又满是担忧，满是无可奈何，那种焦虑不安焦躁不已的心情简直
就是在说读者本人！戈尔丁的文字很美，连贯性好，翻译的也很有保障！
11、神秘之书~

Page 4



《金字塔》

精彩书评

1、写在前面：本文为李国庆先生所做的代前言，本人因欣赏该篇代前言对《金字塔》的解读，因而
将其不太恰当地放置书评区。也是希望为其他版本的《金字塔》的读者提供阅读这篇代前言的小小平
台。正文：一《金字塔》说简单则轻松好读，说复杂则耐人寻味。先说简单。小说分三大部分，由主
人公奥利弗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贯穿联系。第一部分是奥利弗十八岁那年的夏天，几乎是整整一个月的
逐日经历。中心事件是他和斯蒂伯恩城下层女孩艾薇的一段风流史。尾声是两年之后两人的再次相遇
：艾薇恶意地报复了奥利弗的薄情寡义，在公共场合谎斥他在她十五岁的时候强奸了她。第二部分叙
述了奥利弗在牛津大学上了一学期后回家度假，参加斯城歌剧社演出，结识了伦敦来的专业导演埃弗
林·迪·崔西先生。埃弗林向暗示了自己的易装癖，甚至同性恋倾向，也指出他暗恋的伊莫锦并非他
想象的那么完美。奥利弗最后从少年的迷恋中解脱，但对埃弗林的暗示却懵然不解。第三部分的时光
向前推进了二十多年，奥利弗四十五岁，故地重游，在童年的音乐老师的墓前回首往事。这部分有两
条情节线索交叉并行。一是奥利弗跟老师彭斯的师生关系，如何从表面的热爱到真心的憎恨；一是彭
斯和亨利的情人关系，如何从畸形的痴恋到疯狂的绝望。结果是已经成人的奥利弗认识到自己和亨利
一样，毕竟达不到为爱可以生死相许的境地，而是只肯付合理的代价而已，于是离去。二关于结构，
戈尔丁有过提示，说是仿照贝多芬的鸣奏曲设计的。根据这个线索，第一乐章便是主题：奥利弗和艾
薇没有爱情的男女关系。中间乐章是谐谑曲，包括舞台上的闹剧和奥利弗无法理解的埃弗林暗示的非
男非女关系。第三乐章是主题的变奏与重申，即亨利与彭斯之间同样没有爱情的男女爱情关系。尽管
都是始乱终弃的“乱爱”，这两对男女关系表现不同。艾薇与奥利弗是青少年；亨利与彭斯是成人。
艾薇有美丽的肉体，下贱的出生，低俗的精神；彭斯是丑陋的肉体，高贵的出身，优雅的精神。于是
，奥利弗只要艾薇的肉体以满足自己的生理欲望和精神安慰——战胜对手鲍比，填充暗恋伊莫锦不遂
的空虚，却鄙视她的出身，绝不敢公开展示两人的关系，也鄙视她对流行音乐的爱好，从没有用心去
理解她的精神世界，最终还是带着一腔迷惘分手。亨利要的是彭斯的出身所带来的金钱，作资本供他
发展商业，却把肉体和代表高雅的精神生活的音乐抛在一边，假惺惺地将“天堂即音乐”镌刻在了她
的墓碑上。结果是奥利弗出卖了灵魂得到了生理的满足，以音乐交换了化学、精神毒气取得人生的成
功；亨利牺牲了爱情得到了资本，以道德交换了商业的蓬勃发展。艾薇是带着死亡的心灵逃离了斯城
，进一步走向以肉体交换生活的道路；彭斯是肉体死亡，精神疯狂，脱离了斯城，去到那对她来说并
不美好的音乐天堂。故事不同，主题一样。如此分析，主题与变奏果然存在。另外如彭斯的小轿车在
第一部分中陷在水潭里，在第三部分中陷在路旁渠沟里等细节，不妨看成是音符的重奏、旋律的呼应
。作者给予的另一个暗示是书名。就结构而言，众所周知，金字塔是由四方形的底座和三角形的立面
组成的建筑。所以，康普顿分析说，这部书的故事都围绕着斯城广场展开。在此基础上建成的金字塔
的四个立面分别是斯城的居民、阶级、音乐和性。居民有奥利弗、艾薇和彭斯构成三遍，阶级由上中
下构成，音乐由音乐喜剧、爵士乐和古典乐构成，性由被压抑的、淫荡的和理想的构成。具体而言，
奥利弗代表了人类的心灵，艾薇代表肉体，彭斯代表精神；中产阶级包括奥利弗的父母，上层是医生
埃温、报纸老板克莱默，老道什利等，下层则是杂货坊的居民以及在小酒馆门口闲逛的流浪汉们；音
乐喜剧指的是《多情国王》，爵士乐是艾薇爱情的音乐，古典乐当然是彭斯和奥利弗欣赏的那一些；
压抑的性由彭斯代表，淫荡的欲念可由奥利弗对艾薇的态度中看出，理想则出现在他对伊莫锦的幻想
中。更进一步观察，书中人物也大多是三角关系，比如，奥利、鲍比和艾薇，奥利、艾薇和伊莫锦，
奥利与父母等。就功能而言，金字塔是保存死尸的场所。作者原先以它来命名小说的第三部分，明显
地暗示彭斯居住的房子。那里黑沉沉，空荡荡，阴森森，是童年奥利弗的梦魇。而彭斯便是其中的一
具活尸。后来作者又以此总冠全书，无疑是将整个斯城包括在内了。事实上，斯城在英文中就有“死
产、死水”之意。而它的居民代表克莱默（Claymore），名字就是由“泥土或肉体”和“较多”两个
字拼成的，所以意思便是“肉体多而灵魂少”，亦即“行尸走肉”。三解读现代作品，尤其是像戈尔
丁这样以寓言风格名世的作品，往往会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之感。张中载先生就
曾指出，戈尔丁作品的“广阔的诠释天地构成了极强的挑战性”。读者不妨自己揣摩。在戈尔丁建造
的这座金字塔上，无疑可以看到三十年代英国社会等级森严及其后果。奥利弗明白，在斯城有一条无
形，“人人都不提这条线，但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所以，演剧那种高雅的事，斯城居民有一半无
资格参与。为了显耀等级的高贵，埃温医生每年都要给奥利弗礼物；小埃温则直言奥利弗是他的奴隶
。为了向上爬，艾薇出卖了肉体，亨利出卖了爱情，奥利弗出卖了音乐天才。从这座塔的另一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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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能看出社会环境对青少年成长的重大影响。在这戈尔丁的主题中是一种拓展。他有一句名言：
人制造罪恶有如蜜蜂制造蜂蜜，并直称自己相信原罪的存在。他在跟凯里的一次访谈中谈到，人是生
而自私的，而自私与原罪这两个词可以互换。这是他早期作品的一贯主题。在《金字塔》中，戈尔丁
把视野扩展到社会的压力对人格塑造的影响。奥利弗时时感到斯城的这种无形压力，不管是在海尔街
上还是在那片性感的树林中。由于与艾薇交媾被父亲看到，后来又由于艾薇被逐，彭斯变疯，他直到
多年之后，唯一的见证人父亲去世，自己又有了家小、金钱、地位的陪伴，才敢重回故乡。同样，艾
薇尽管是韦莫特上校的性虐待受害者，却因在琼斯医生的嘴角留下一个吻痕而被驱逐出城，在伦敦真
正堕落。彭斯则因畸形地反抗性压抑而裸行，尽管那是她最平静、最幸福的一刻，却被斯城一致唾弃
，送进精神病院，被诊治得重又痛苦不堪才放回那座坟墓。在这一切之上，我以为，这座塔尖上闪光
的最高主题是爱。这就是作者在卷首放了那条古埃及箴言作为引语的用意所在。那句话说明白了就是
“与人相处要有爱心，有爱心则生，无爱心则死”。作者在小说中更借艾薇的十字架上的铭文重申了
这一点：爱可战胜一切。当然，你可以说这句话在书中只是一个反讽。奥利弗尽管辨音能力高强，但
不管对于男女之爱、同性之爱还是师生之爱，他都无法辨明。亨利也是一样。彭斯希冀他的真爱，哪
怕是一点点，他都无法给予。他和奥利弗一样，都太热衷于在社会等级的阶梯上攀登，看到的只有肉
欲和现实利益。即便是对音乐，他们也不真爱。亨利也有一副好嗓子，结果也为了开车行而埋没了。
斯城的其他居民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对同类有打探隐私的兴趣，却无一丝怜悯或同情。然而这正是
斯城之所以是死城的缘故。艾薇得出男人都是野兽的结论。彭斯告诉奥利弗她情愿救火灾中的小鸟而
不是孩子。这座城里的人没有爱于是心死，于是虽生犹死。有人据此便说这是戈尔丁对人心黑暗的深
刻洞察，因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悲观主义。不过，作者也许还不至于悲观至此。戈尔丁还提到过，原罪
是可以消除的，那就是用爱。从爱学习无私，最好是从小开始，通过父母或者通过保姆，通过人与人
之间非凡的关系。我们毋宁把卷首那句箴言看做是他的希望，他看出的一剂药，一剂“可以治愈斯城
所有病症的药”。（因篇幅较长，手打过程中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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