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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英国情人
2、一段年少的爱情伴随了这个女人的一生.
3、没有比她更自恋更迷人的女作家了。
4、仅仅是不合口味。

5、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从克莱尔身上看到自己，因为孤独无聊而做出奇怪又疯狂的事，同时也庆幸
自己的症状比克莱尔轻。
6、记住了“干净可以代替时间”，这就是女性作家的思维。比较而言，还是更喜欢福克纳的“坐在
三轮上，向后张望的时间”
7、名字差点让我跟《情人》混淆了，其实这个名字本身就很特别，实际上应该是《英国薄荷》，源
于女主角对法语“情人”和“薄荷”发音误差，看完整部小说，它的深意才能完全理解。而这本书也
确实很特别。首先，全书通篇是对话，但是读着的时候却完全不会混乱；其次，人物和事件从他、他
的角度不断丰满起来，是很有趣的一个过程，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最后，因为她是，杜
拉斯。
8、老实说，我只把小说部分看了，剧本版的没有细读，但仍旧很给力啊，继续杜拉斯！
9、泛滥
10、玛·杜的书里如果不出现几个执念的古怪的或者极端的人物那就不算是玛·杜的书。。。
11、看似平常的对白也能深刻不已
12、译者后序写得很精彩，看后想要读原版了。
13、我。特。么。的。精神奕奕的一天。就在地铁上读这本书的。过程里。废了。三页看的脑子里都
是浆糊。对。这种。充满对话。又不写清楚每局是谁说的。的这种。很讨厌。
14、心理问题
15、薄荷和情人会弄错，谋杀对象会弄错，全世界都是错乱的模样，不如，改变一下。
16、2015年2月15日读，2015-50。
17、因为杜拉斯
18、她只是看起来安静，可是心中的念叨从没停止。不是要停止什么状态，或许再过段时间会是这样
，但现在不是。是恰巧在肚饿的时候手里捏着一块巧克力，困倦的时候有人递过来松软的抱枕，是在
看到从没看到的斑点就开始痴迷。我想她经受着痛苦，付出着决绝的努力，为了阻止自己。直到剁碎
尸体。她爱薄荷和花园。
19、你的文字让人精疲力尽。溺死其中都可以。
20、我们不要这么平静好不好
21、读完广岛之恋就读它,开始了不少于四次,最后坚持读完,忽然发现杀人不需要理由.
22、没看懂 但有回忆
23、非常喜欢。全对话的形式的表现力。很奇怪，看完小说形式，觉得戏剧形式有画蛇添足之感，那
是杜拉斯写的吗？
24、觉得很一般，所以一直疑惑怎么评价那么高，原来我是当《情人》看的。
25、。
26、杜拉斯的书需要在足够的时间下慢慢读。
27、不是我喜欢的
28、开始读起来有些吃力，一本奇怪的书，全是用双引号来写，全部是对话，你要集中精力，不能象
其他书那样躺在床上散漫地读，但是读着读着渐渐地溶了进去，各个角色的音容笑貌渐渐清晰，思维
跟着角色变换，慢慢地把故事揭晓。

英国情人，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书名，缘于女主角克莱尔的一个口误，她常把花园中一种英国薄荷误
念为“英国情人”，但她又常在这些“英国情人”下缅怀着她的少女时光，她的那个初恋情人，那么
这个书名或许也具有某种象征的意味，我甚至一直怀疑她把杀死的表妹的头颅埋在了那些英国薄荷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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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层次太丰富了！
30、英国情人 英国薄荷
31、被单视角独白的叙述方式吸引购买阅读，都忘了这才是第一本杜拉斯，四五年过去我几乎不记得
内容了，早知这样我当年不如去读《喧哗与骚动》
32、我们这一辈子都在怀疑，到底能不能永远相爱。
33、咖啡店的书，略读了一遍！
34、这是第一本。我读杜拉斯的第一本。
35、看杜拉斯就是累，剩下舞台剧版本，还是先做reading吧
36、虹影也有本书叫这名可她还是大言不惭说如果杜拉斯不死没准会抄袭她。。。。
37、我感觉要去看一下王道乾译的版本
38、全书分两部分，小说版和剧本，小说通篇是对话的表现形式，看着吃力的可以看剧本，脉络更清
晰。三个对话，分别从三个人的角度描述一个凶杀案。
39、她把身边的人们当成是无法通过普通途径去了解的块垒；她的花园是一种永恒的宁静；干净对她
来说代替了时间的位置；她的心是一扇没有门户的房屋，风吹过什么也不留下。
40、后面的剧本没读
41、算是杜拉斯“散漫式”小说中，较为易懂的一篇。
42、莫测
43、剧本勉强明白，小说没看懂。
44、我就是爱这个女人的风格
45、情人好多啊
46、我觉得我读不懂杜拉斯，可能是心境的缘故吧，于是只留下了一点抑郁的回音。
47、孤独吞噬着所有生命力

48、意识流啊？
49、肢解的回忆录展示的畸形人格。
50、本书分两部分，《英国情人》是小说，《塞纳-瓦兹的高架桥》是舞台剧本，两种文类讲述的是同
一桩谋杀案。借着杜拉斯那本著名的《情人》的光，这本叫做《英国情人》的书名其实有点讨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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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关于《英国情人》英国情人，原来只是薄荷；克莱尔承认自己是凶手，只是因为她不能容忍别人
错误的推断；皮埃尔以为克莱尔想要杀死的不是她表妹而是他自己；而对克莱尔来说，她只是希望在
将要度过的日子里有一个花园⋯⋯残忍的凶杀不过是个体力活儿～～～身体并不重要，但是头一定要
藏好！如果必须不停的说，然后录下来，就会发现脑袋里的那些东西原来一片混乱⋯⋯
2、创伤记忆、对镜移情与破坏冲动———评杜拉斯《英国情人》把伴随廿年的聋哑厨娘-表妹大卸十
块，九块抛下高架桥下交会的不同火车而奔赴法国各地，剩下头颅不知去向。为何如此残忍谋杀？动
机与目的到底为何？最后当然牵出一个疯女人。疯狂是杜拉斯最常见的主题，也是所有残破后果的最
终根由。而她疯狂的事由，在断裂破碎的、多声部的叙述中勉强可拼凑出一个投入到极致、热烈到极
致因而疯狂到极致的爱情故事，它必将失败，必将由最终的被抛弃来强行将事件与时间缝合。惯常的
不可能与绝望，反而让爱情永生，让曾疯过痛过哭过愤怒过诅咒过的当事人陷入往昔的黑洞，在无尽
的反复记忆叠加与重构中，无限增值的孤独恍如千万只蝙蝠，哗啦啦一齐挤入内心，让每夜都是自我
咬噬的失眠夜。从此她的个人时间，只有过去，这一开始是不由自主的沉溺，久而久之，就逐渐成为
有意识的自我放纵。她不愿断裂，也就断无新生。在她的主观时间意识里，爱情之后的所有时间都是
失落与虚耗，二十多年都只是漫长的同一日，同质而空洞，被排斥在严密封闭的昔日宫殿之外，毫无
渗透力因而只是无足轻重的冗余。但是，这静止的、固定的毫无出路，终究是漫长的囚禁，自然死亡
迫近的威胁，让她更盼望新的可能性、一种质的断裂与差异。是的，她是被监禁在黑暗地狱的欧律狄
刻，越来越焦躁，也越来越绝望，也因意识到这绝望而堆积对世界越来越深刻的愤怒与憎恨。她彻夜
呼唤她的拯救者，她个人的奥尔弗斯。她在意识中构造出并反复精雕细刻的奥尔弗斯，其面容肯定只
能是她昔日爱情的男主角，卡奥尔的那个英俊警察，也就是说，“过去”穿越被封闭的黑暗隧道，又
被投射到未来，在明媚的背景下，笑容燦过朝阳地走向困境中的她。这只是复活与再生，是不死之爱
的轮回，因为被如此构造的未来，并无质的差异或新质的生成，它只是简单的复制性重复。她作茧自
缚、画地为牢，永远走不出过去。我们应该忽略她的自欺而赞美她对爱情无条件的执着、赞美她永恒
的爱吗？在半透明的清醒与半模糊的自欺之间，在过于冗长的被动等待中，她饥不择食、饮鸩止渴，
抓救命稻草般地孤注一掷，把所有想象、情感、欲望等主体性，倾泻式地投射到阿尔丰索身上。他当
然只是卡奥尔警察的影子。这是最绝望因而最热烈的一次移情，是她生命史上最后一个重大事件，因
为它攸关其性命，无疑是生存论上的终极意义给予。但是，聋哑表妹竟然肆无忌惮地敞开肉身勾引阿
尔丰索【注一】，油然而生的嫉妒中，她还发现，表妹不仅是饥饿的夺食者，而且是卑污的告密者：
把她的一举一动都向她丈夫报告，而她不爱的丈夫，早已被她的冷漠折磨得疲惫不堪而逐渐心如铁石
（“盼望着她自杀”）。她害怕他们合谋，“没到时间就把我送进疯人院”——这无疑是把她打入地
狱更深一层，让她所有期待与筹划彻底失效，在禁锢中静静走向死亡。她被想象与仇恨毒害着，把表
妹视为禁闭的、阻碍的、破坏性的敌意世界的组成部分，让她最后的寻找注定无结果，让她的越界与
新生胎死腹中，让她一生注定失败落空。累积的愤恨全数倾注到表妹身上，因而铤而走险，任由攻击
性与破坏欲肆意蔓延，在六十多岁时把自己塑造为残忍分尸手。在上述简略而不甚准确的复述与分析
中，有心人可能已经看到《广岛之恋》的影子，尤其是女主角丽娃，简直又改名换姓重生。永不可治
愈的创伤经历、永不可断裂因而永不可逾越的创伤记忆之刀锋，以及，挣扎着寻求当下替代品的变态
自我救赎，因顽固移情而将现在与历史纠缠为一个死结、在其中自欺式沉溺与放纵，但来自未来的威
胁--爱情必将被抛弃被终结的命定结局，总是提醒着动荡着那片刻间的放纵，连快感的享用都被痛苦
与不安所浸润【注二】。她终将从自欺的灯火中走出，一步步没入无爱无望无信的深夜......【注三】
凡此种种，不是屡见不鲜吗？在《劳儿之劫》中、在《副领事》中、在《直布罗陀水手》中、在《长
别离》中......，可以说，杜拉斯几乎所有小说与电影，都是对一个隐性元叙事的不断重复与不停改写
，衍生出一个庞大的家族相似性。这是杜拉斯在其几十年漫长书写中所孜孜不倦、不厌其烦地营造的
、痛苦与颓废的不朽爱情神话，它在所有差异性情境里都活生生地呼吸着几乎所有人的呼吸
。------------【注一】：在第119页：“很久以前，都有十二年了，我曾盼望他爱我，阿尔丰索，盼着
他把我带进村子和他一起生活，可这种爱情一直没有发生。有一次，我等他等了整整一夜，我谛听各
种各样的声响，我们本来可以重新开始这种爱情生活的，卡奥尔，在一起过日子，可他没来。”第128
页：“阿尔丰索这个人还需要女人。我的年纪比他大，年龄的差别总夹在我俩之间，它从来没有缩小
过。所以我怀疑他会不会把注意力转移到玛丽-泰莱丝.布斯凯身上去了。”以上两段引语，可明显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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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移情+投射机制的发生、过程与结果，以及她对这结果所做的想象性因果解释，把表妹构造为一
个阻碍者、破坏者和抢夺者，是其最大威胁。但也暗示了已被意识到的年龄差异其实也是一个跨越不
过的鸿沟。这也暗示，表妹很可能是被幻想出来的敌人，是女主人自身内在阴影的投射，表妹很可能
无辜被屠杀。【注二】：她(们）已在过去这场强烈而深刻的情事中被一次性耗尽了，以至于无法再去
爱一个异质的、不同的男性个体，她（们）总是习惯性地把记忆与想象结构而成的意向对象投射到外
界。移情是把属于自己的部分强加给陌生对象。每次情事，都是重复，重复之重复，边际效应越来越
稀薄。自欺的移情被对象不可消除的尖锐差异性所刺破后，也就意味着情事的狼狈退场。因而它总只
是短暂的、露水般的再三出轨，周而复始。【注三】：第103页：“是他使我离开了上帝。上帝之后我
便只看到他一个人。我只听他的，他对我来说就是天地万物，后来有一天，我就再也没有上帝，就只
有他了，就只有他了。”原初被爱者的力量确实大，支配了她全部精神与意志；另一方面也说明她完
全的臣服和无条件奉献，面向他而“无限地弃绝”，不断脱落身上的社会属性如道德名誉等，甚至背
离最高的大他者上帝。她把自己清空为一个干干净净的容器，纯粹的空，献祭给他，等着他把她填满
。这种放弃与投入的疯狂，也就暗示着一旦失败，她必将缺乏所有支援尤其是宗教上的扶持，孤立无
援地承担毁灭性打击，不疯才怪。他是她唯一的所有物，但这种关系不平等不稳定，她（们）是卑微
女奴，屈辱地、甜蜜地、胆战心惊地等待其肉身上帝的任意性判决。这个专制的、暴躁的、贪婪索取
的、专属于她个人的上帝，力量过于强大，在实质关系解除后的几十年，还专横地统治着她（们）的
情感与精神，迫使她在每次自我慰藉式的补偿性出轨中，都是按照他的形与神来找寻觅替代品，追索
他稀薄的影子。但是，摹本毕竟是摹本，永远够不上原本，也因此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取而代之。
摹本终将被抛弃，成为影子序列中的一环。所以，每次邂逅，都是在重演结局早预先写好的不可能爱
情，以其情感深度（不免几分矫揉）赋予超出色情艳遇的更多，但终不免沦为同质样本之一。而原本
（在此情境下，是永在主体之外、永不可被占有的欲望客体，如同拉康所谓的objet a)，则永远在地平
线外闪烁着唯一性的光辉，剧烈摇荡着这些女性受虐狂的神经。
3、最初买这本书的时候，杜拉丝刚刚在小资中兴盛起来，小资也好像刚刚探出脑袋。听说她有本书
叫情人。很多人都在文章里写，带着那种怅惘欣赏的口气。所以我也要看，看看杜拉丝和她的《情人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时还没有学会刻薄评估别人的看法。那时我才十几岁，在书店里怯生生地问
，有《情人》吗？店员没有听清，嚷起来道，什么书？《情人》⋯⋯好像觉得自己脸颊都要红起来了
，原来那还是一触及爱情就要害羞的年龄。没有。于是勉强买了本《英国情人》。想想也许应该是差
不多风格的书吧。可是却没有看完，实在看不下去，实在看不下去。五年之后，我发现这本书竟然没
有看完过，就在一个重翻简奥斯丁的下午，鼓起勇气顺便把它也读了。读之前觉得，这是本迟了很多
年的书。而读之后想，如果它确实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糟糕的话，也许是早了很多年。有时遇到一些电
影一些书，我会想几十年之后再重读。偶尔也会产生如果我把世界上的书都读完了那该怎么办这样可
笑的念头，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件事真正让人眷恋。
4、一开始把书名写成《英国病人》了，呵呵，结果也是一部名著呀，本书是一个故事两个写法，一
个小说，一个剧本，小说没看明白，剧本一下子就明白了剧情，了解剧情的捷径啊，至于想表达的深
层次问题没有用心去琢磨，这样读书不求甚解行不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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