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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条人偶》

内容概要

故事发生在1874年的美国犹他州，讲述了一群内战后被废弃的发条人偶士兵，在酗酒成性的老兵迪奇
·塔克的帮助下，努力融入人类社会的故事。迪奇教它们钉马蹄、爬梯子、跳舞、炖汤，甚至教它们
像人类一样做爱。发条人偶虽然是机器人，却尽可能地想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为了达成这个愿
望，它们的所作所为看似荒诞可笑，实则感人至深，甚至会让你感受到意想不到的悲伤。
这是一部蒸汽朋克小说，它虽然发生在虚拟世界里，却着眼于人类社会的平等原则。作者把发条人偶
、前邦联老兵、美国内战、性、酗酒、幽默、排他主义和种族主义等多种元素糅合在一起，创作出一
部短小精悍的中篇小说。
这部小说获 2008 年星云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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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大卫·埃里克·尼尔森（David Erik Nelson）是一名科幻小说家，居住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安阿伯市。他
的作品曾被收入《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杂志（Asimov’s Science Fiction）和范德米尔夫妇主编的《
蒸汽朋克II：蒸汽朋克重装上阵》（Steampu nk II: Steampunk Reloaded）、《蒸汽朋克III：蒸汽朋克革
命》（Steampunk III: Steampunk Revolution）。
他的个人网站是：http://davideriknelson.com
本书由东西文库出品：http://site.douban.com/15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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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条人偶》

精彩短评

1、镜子
2、发条人偶就是我们自己。我看得见，却看不透事实的真相；我听得到，却听不到真实的声音，我
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
3、你可以去模仿 嘗試融入他們的世界 不介意曾被傷害過 寬容他們的所作所為 但卻依然不能被其接受
縱然你努力過 卻始終沒有結果 只有上帝知道這是為什麼
4、拥抱接受新的异动，或是装作看不见、没发生过
5、我如此努力，渴望融入你的世界。
即使那么笨拙，
受尽嘲笑。
6、设定赞，可惜太短。。。
7、还不错

8、有那么几个瞬间，让人细思恐极⋯
9、（还是忘标了）\仍旧是感谢干老师赠（电子）书/
10、时代感很强，战后小镇栩栩如生。蒸汽朋克味儿其实没多少，或然历史也只停留在一个设定而已
。写人的部分比写机器人的部分要好。后半段一直在纠结机器人的性这一点上，略显单调了。
11、故事还是短了点，就这价钱来说⋯⋯
12、严格来讲其实不太算蒸汽朋克，更偏重于讲人性而非科幻。
13、披着蒸汽朋克外表的现实小说。
14、看完后过了几个月感觉情节都忘光了。。
15、文似看山不喜平。前半部分无聊的要死，但是突然峰回路转，跌宕起伏。说到底，这篇文章讨论
的还是人性啊。人不要和人性过不去，机器人也是。
16、多看限时免。背景设在美国内战之后，关于战时中国机械人偶兵的战后命运，设定非常喜欢~~就
是想看这样的蒸汽朋克啊~~~不过后半的故事太着重于人偶对人类性行为的模仿，略单一~~（当然，
性行为在此是作为人类行为的典型）~~全书截屏保存~~
17、感谢主赐予我们萌神（。
18、继赛博朋克之后，对蒸汽朋克也莫名其妙地感兴趣起来。慢慢嚼着大本儿的《差分机》的空档儿
，把这篇当小点心看完了。感觉⋯很一般呐，概念上实在没什么新鲜的东西，内容搏出位吸引眼球的
路数，过誉了。这两天发现一个大惊喜：特德·姜。
19、这个人偶那。一个不知所所的故事。
20、没有很懂
21、写来写去都是写人类的不能算真正的科幻吧。
22、小中篇，标签科幻/steampunk，实则情节并未胜在天马行空，包着蒸朋外壳的human nature老生常
谈却意外地有趣好看。如“长得像一块扭曲的太妃糖”，简直无情。
23、让我想起铁男，匹诺曹和冢本晋也
24、混搭风个人不是很感冒，但作者的功力可圈可点
25、用时43分钟。via唐茶字节社
26、背景设定在美国南方小镇的故事总有让人欲罢不能的莫名气息，这是卡森麦卡勒斯的legacy，蒸汽
朋克的画面感，《塔克教发条人做爱》这名字会更酷。“这世上的怪胎都是不自知的；我发现，他们
的怪癖根本没有下限，因而会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然后慢慢侵蚀整个世界，就像楔子上比较窄的那
一头，慢慢地插进一堆易生蛀虫的原木垛。” & “我们生活在一个虚假的未来中，生活在一个荒谬的
世界里。这个世界顺着时间之河向前运行，而河水却在某处莫名地决堤了。”
27、换个角度看人类生活，那些我们在乎的，回避的，认为重要的或者轻视的事情。我们生活在一个
虚假的未来中，生活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顺着时间之河向前运行，而河水却在某处莫名的
决堤了。如今，未来与虚无的河水在乡间泛滥，淹没了理性和正义，只有上帝知道这一切会在哪里终
结。正如哈姆雷特王子所说，这是一个脱了节的时代，可这仍旧是属于我们的时代。
28、蒸汽朋克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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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条人偶》

29、人 性丑陋，由一群机械人偶完美表现出来，人却由起初的好奇到抵制最后的毁灭发条人偶，心里
其实是明白的，只是名义上的道德不允许。虚伪！
30、读完才发现原名直白又打趣，译名太保守。战后或然历史的大背景下有这么一群学坏了的机器人
。有种疗伤PTSD的意思。
31、“哦，”我喃喃自语道，然后伸手揽过吉纳维芙的脖子，凝视着她防风灯似的双眼，“我们已经
沦为了工具手中的工具。”
32、借发条人偶的进化之路，暗喻人类种种非理性的行为
33、人性不为人类所包容，有一点可笑。
34、关于机器和人类，或者非人类如何进入这个荒谬的人类世界的有趣作品
35、我觉得吧，怎么说呢，其实我很喜欢蒸汽朋克风格。但是一旦是这类型的小说就逃不开科幻（机
甲？）这种。这个故事我不是特别喜欢，口吻有点像奇风岁月，但是没那个好。挺短的，很容易就结
束了。
36、蒸汽朋克是啥？
37、我们生活在一个虚假的未来中，生活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顺着时间之河向前运行，而
河水却在某处莫名地决堤了。如今，未来与虚无的河水在乡间泛滥，淹没了理性和正义，只有上帝知
道这一切会在哪里终结。正如哈姆雷特王子所说，这是一个脱了节的时代，可这仍旧是属于我们的时
代。
38、我为什么要在意两个铁架做爱？
39、带着蒸汽朋克的期待去读，发现并不太蒸汽。故事本身不错，篇幅虽然不长但涵盖的内容蛮多，
有点哀伤，但不至于让人太难过。以及字节社体验甚好，这么长的篇幅正好是拯救失眠神器~
40、仿生人的伦理学
41、短小精悍！直白直白直白，赤裸裸！
42、我竟然猜到了这篇小说的展开，我果然是长大了，更邪恶了。非常有趣的小说，与其说是蒸汽朋
克类型的作品，不如说是人工智能类型的，小说在人性和科幻方面都有很棒的展开，堪称佳作。
43、不被社会所接纳，无法融入社会。当周围的同事，邻居，朋友以乱搞关系为荣时，再不去就会被
孤立。
44、这是一个脱了节的时代，可这仍旧是属于我们的时代。
45、有意思
46、设定很不错
47、#小舞讀書#精彩絕倫的一部短篇小說 作者將多種元素雜糅在一起 但又不會讓人感覺很碎片 這也
是我讀的第一部蒸汽朋克小說
48、当你望向深渊时，你会感到它也在望着你，你想要追捕一只野兽，而最后你已经变成了它。
49、短而精，多看上付费买的电子书。
50、这么个小短篇居然要8块钱⋯⋯还挺猎奇的。教它们上楼梯、挤牛奶什么的不会，倒是ML一下就
学会了，还融会贯通，摸索出了套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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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梁清散/文“蒸汽朋克”四字一出，脑中立刻有无数具象化的东西浮现。齿轮、活塞、风镜，勒在
每一个着装华贵的女性腰上看着就喘不上气的塑型腰封，文明杖、高礼帽、长风衣，会跑的都冒着滚
滚白烟，会飞的都扇动着布撑起来的翅膀，再加上声音，必然充满了“咔哒、咔哒”的各种金属零件
碰撞咬合声，气味则要么煤烧得通红的粉尘加二氧化硫味，要么黏腻腻黑乎乎的机油味。长了蜘蛛一
样细长的机械腿的怪物，永不见晴朗阳光的灰蒙蒙下着细雨的天。这不是我们的世界，而是被称之为
“蒸汽朋克”的平行世界。但《发条人偶》里的世界，却又好像和它有点不同。故事发生在19世纪，
却并不在工业革命的中心，而是在美洲大陆上，南北战争刚刚停息，林肯总统也被暗杀之后的以“自
由”为名的美国。工业革命的气息并不浓烈，更多只是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的颓败、迷茫、无望和腐烂
的气息。这样的氛围，让人一下反应出来的不会是“蒸汽朋克”而是美国西部小说，那种通俗小说的
手法与暴力、血腥相结合的小说样式。小说中必然带有的不是煤油味道，而是点燃的发了霉的大麻味
；小说中不会有华贵的服饰和彬彬有礼的绅士，而是阴暗闷热满是苍蝇飞舞的酒吧和肥胖的下体永远
腥臭潮湿的老妓女；无望的凶杀，无知的群众，这些在《发条人偶》中也都成为了故事主线。大战结
束，即将腐烂的小镇远处，山上巨大的风车正发出艰难的机械咬合声。风车下住着许许多多发条人偶
。他们是小镇上的异端，和那个可怜的独眼酒鬼窝囊废迪奇·塔克一样，来自于内战，简而言之就是
他们都是战后的退役老兵，丑陋、肮脏、带给人们痛苦的回忆，且毫无用处。迪奇和发条人偶们在战
场上曾互为敌人。不过没有了战争，敌对也就毫无意义，他们在小镇中共存，如同尸体和泥水，形成
了新的平衡。迪奇、发条人偶、小镇居民，都同样走在街上，他们互相厌恶、排挤、却共生。这样一
个世界让我们又找到了些蒸汽朋克的味道，那是一种混杂于人群中的久违的机械感，这些机械感来源
于一群模仿着迪奇，模仿着人类当众性交的发条人偶。蒸汽朋克相当具有包容性，它可以是维多利亚
式的，也可以是美国西部式的。杂糅能力之强，异乎寻常。在工业革命热火朝天之际，分化出来的平
行世界果然千奇百怪。威廉·吉布森和布鲁斯·斯特森笔下的《差分机》，是科技停止在蒸汽时代的
高度发达的科学世界。戴安娜·韦恩·琼斯笔下的《哈尔的移动城堡》，则是一个魔法与蒸汽机的世
界。乔治·马丁笔下的《热夜之梦》，是吸血鬼与蒸汽机的世界。还有些蒸汽世界里的人们以炼金术
为科学。这样想来，唯有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才是一个终于抛弃掉了蒸汽的世界。而就像所有蒸汽朋克
小说一样，《发条人偶》也是带有浓郁画面感的。小说里二代发条人偶细手细脚如幽魂一般游走于人
群之中的样子并不算什么，令人窒息的一幕便是迪奇对那些发条人偶的“驯化”。那是一种奇异的“
驯化”，迪奇在醉酒的状态下教了那些笨拙的曾经只是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发条人偶开门、爬梯子、挤
牛奶等等所有人类才会做的事情。这其中进入高潮阶段的是迪奇和胖妓女当众给人偶们演示如何性交
。令人唏嘘的是，在受到提示渐渐开始准备模仿的人偶走近躺在桌上敞开双腿的胖妓女时，胖妓女却
突然夹紧了双腿，半是嘲笑地向人偶喊道：“别想跟我干，你们这群机器人！”为什么不？要知道在
这次演示之前，迪奇刚刚跟主人公川添讲过在内战期间，女人们是如何跟狗性交来满足自我的。也就
是说，甚至于狗都可以和人性交，机器人却没有这个资格。或许发条人偶太危险，挤牛奶都会错手折
断奶牛的腿，当川添看到发条人偶走向胖妓女时，也同样为其捏了一把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
那些二代发条人偶，早已不是迪奇在战场上所遇到的佩戴刺刀、机枪的自主战斗武器，而是细手细脚
可以说几乎没有战斗力的机器人了。比起退伍士兵老迪奇，是更与战争疏远的族群，是真正没有经历
过战争，“不知道”战争的残酷、血腥的新族群，但是人们怕它们。这样的解释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因为作者还有更核心的主题——种族问题。代表了所谓平等、自由的北方的美利坚合众国，战胜后的
结果又是如何？主人公川添是个日本人，处于种族阶层的低端，只不过因为他是一位可以治些人病的
兽医，有一点价值，才能在镇上有生存之地。而那些发条人偶却在退伍老兵迪奇、胖妓女以及日本人
川添之下，甚至在狗的等级之下，它们根本不是生物就不该拥有生物的一切。也正因如此，发条人偶
在迪奇的驯化下变得越来越像人之后，镇上的居民感到不满和不安。结果显而易见，必须毁掉它们，
如同毁掉南方奴隶制度一样彻底。可悲的就是，经历了那样残酷且旷日持久的战争之后，终于没有了
奴隶制度，却仍改变不了种族意识和含有宗教意蕴的排他意识。更可悲的是，由于“平等、自由”的
提出，使得人们失去了言说每个人内心深处都仍旧根深蒂固的等级意识的道德合法性。简而言之就是
不满失去了宣泄渠道，只剩下一种集体的宣泄，也就是小说中所说的暴民行为。作者翻来覆去讲述着
一个看似简单却又毫无办法的社会问题。或许直到今天，在那个蒸汽的平行世界里的美国，仍旧没办
法去解决。蒸汽朋克就是这样富有魅力，繁杂、包容，可以阴霾、怀旧，也可以充满社会问题的现实

Page 6



《发条人偶》

讽刺和探讨。可以是工业革命的缩影，也可以是种族战争的后续。亦可以用一些故事、行为的暗示来
提出更多发人深省的主题。比如说，到底为什么那些发条人偶要模仿人类，甚至到最后还要穿上人类
的衣服，佩戴上假的乳房以示性别。也或许正是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使得《蒸汽朋克》杂志上对此
篇作品的评论是，它更有成为一部长篇小说的潜质——太多值得探讨的点蕴含其中。一句题外话，蒸
汽朋克就像英语世界里的古装科幻小说，迷人、精彩，令人爱不释手。可如果在我们这里提到古装科
幻小说，却只被朝向穿越小说联想，真是可悲可叹。
2、一群来自古老中国的发条人偶，作为谢尔曼将军麾下所向披靡的傀儡军团，参与了美国内战。可
不论它们创造了怎样辉煌的战绩，战争结束后，它们便成了无家可归的流亡者，回不到遥远的东方，
也无法像人类老兵一样重新融入美国社会。于是，它们来到一座边陲小城外的山上，搭起了风车房和
塔屋，给自己一个容身之所；它们卸下了身上骇人的利刃和枪炮，换上了与人无害的四肢和躯体；它
们来到山下的小城里，好奇地观摩着人类的生活⋯⋯然而，一切都因一个名叫迪奇·塔克的家伙而改
变了。他开始向人偶们传授各种生活经验，开门、爬梯、挤奶，甚至是⋯⋯做爱。故事讲到这里，便
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迪奇对性的坦然，以及人偶们极强的理解和模仿能力，无时不刻不触动着小城
居民的神经。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必然只有一种解决办法：支持者和反对者们各自站好队，把
异己者从自己的生活中剔除出去，当做彼此都不存在。 人偶们面对残忍杀害同胞的凶手的同类，仍能
做到宽容和接受。它们孩童般纯真的头脑中，没有仇恨和猜忌，愿意选择相信和爱。面对人偶们的真
诚相待（虽然它们的方式并不是所有人能接受的），有的人选择逃避和自我欺骗，有的人选择接受并
坦然面对。离开的人们，和人偶们一起去构建他们渴望的新世界，而在小城居民们的眼中，他们就像
没有出生过一样，彻底消失了；而留下的人们，继续过去的生活，就像从不曾有一群发条人偶在小城
里驻足过似的。然而，在人们内心深处，这段看似荒唐的记忆是永远无法抹去的。这是我第一次翻译
蒸汽朋克类的科幻小说。起初，我是抱着新鲜和猎奇的心态，接手了这篇小说。重口的描写，直白的
用词，调侃的语调，奇特的构思，无一不吸引着我。同时，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挑战：如何尽量完
整地还原原文蕴含在字里行间的语言特色，如何正确地传达作者的每一个笑点和暗喻，如何再现出原
文读者眼中的每一幅生动的画面——这些都是需要仔细琢磨的问题。其中，最难处理的部分（也是最
触动我的部分）莫过于小说的结尾。吉纳维芙和“我”的那段“感情戏”尤为出彩，“时间之河”的
暗喻更是一个难点，哲学意味的语言有些晦涩，但也更引人深思。我很喜欢《发条人偶》这篇小说，
因而也努力想做出让自己和读者都满意的译本，我希望我做到了，不过，这都要交由各位读者来评判
。
3、五月的某一天在《发条人偶》刚刚发售的时候，我花了两个小时就读完了它。在这个碎片式阅读
时代的今天，每天能够拿出一个小时踏踏实实的啃一部长篇小说已然成为一项大工程，因此能从大长
篇里偶尔解放并掉进一部短篇是个不错选择。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部短篇竟使我如此印象深刻，让我
赞叹于它的出色，珍贵，以至于难以忘怀。《发条人偶》被标志为“蒸汽朋克小说”，然而在读过后
我却很难认同，或者说，它的重点根本不在于“科幻”、“蒸汽朋克”——你会发现它甚至不怎么着
科幻的边，甚至没怎么套用科幻元素。至于蒸汽朋克，也只是借用了其角色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这一时
代背景罢了，丝毫不存在蒸汽朋克所强调的元素混搭、历史情境反叛等背景结构。那么《发条人偶》
说的是什么呢？若是以一个笼统的词组概括，我会说“Human Nature”。当然了，哪有小说不是在讲
这个的？无论是借由科幻还是自然背景，小说的主旨永远离不开人性嘛。可为什么我还是要强调这是
这它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因为我在通篇看到的并非是什么发条人偶，而是人，各式各样的人，没有宏
大的科幻舞台和时代，也没有夸张的科幻人物借喻和指代，只有综合复杂的人性。若一部科幻小说并
不存在所谓的“科幻舞台”，那么构成它的舞台是什么呢？在第一章里你就会找到答案——现实世界
中的现实背景，准确的说，是过往的历史年代。这个故事发生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重建时期、第二次
工业革命阶段。那时的美国，是仅仅从一场又一场战争中走出，一次又一次斗争中挣扎动荡的时代。
在经历了前一个世纪的民主自治革命，她的人民又迅速投入了西进运动、移民、社会改良运动等等的
进取步伐。废除奴隶制的“南北战争”无疑是使她迈入进步的又一个里程碑，然而在那之后的年代里
，在硝烟过往之后，人们是否就此步入了一个更为宽容的环境？小说给予的答案是否定的。故事中当
时的社会复杂多样，各色的移民，教徒，亚裔，退伍老兵群居在一个小镇里。多种族的环境并没能使
人们彼此友善相待，而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对异教徒的强烈敌意，以及对待移民的歧视和冷漠。发条人
偶的异端性在最早时并不是太显眼，他们最先被用作战斗型的雇佣兵，战后偶尔在市民的生活中游荡
，他们对市民毫无威胁，不做偷盗，无欲无求无传染病，毕竟他们只是由蒸汽机和缝纫机所组成“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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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罢了。我印象深刻的是主角迪奇以狗暗喻人的那段独白。当狗被人类驯化成为“人”时，便以为
自己成为了主宰，而事实却正相反，狗的本质仍旧是狗，永远成为不了人。那么什么才是人？你真的
了解人性吗？这些问题便是促成迪奇所想要驯化发条人偶人性化的最初原由。于是人偶们在迪奇的指
导下开始学习如何进入人类社会，从简单的开门关门、爬楼梯、下棋，到干农活、烹饪，结果笑话百
出，很是糟糕，显然的，他们并不那么适应人类社会。失败迫使迪奇进行了一次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
：教人偶们做爱。大醉的迪奇与酒馆老板娘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人偶们亲自示范如何进行人类之间的
性爱，并要求他们进行实践。令人意外的是，人偶们竟逐渐学会了如何进行一场真正的“性爱”。他
们开始约会，开始懂得诱惑和挑逗，懂得在自己的金属躯体上装上人类的性器官，甚至在意想不到的
场合下翻云覆雨。而目睹了这场荒谬的人偶进化过程的民众们再也无法忍受如此异端的行径了，他们
无法认同人偶们的举动却恰恰是在模仿人类性行为的真实写照，于是丧心病狂的自发组织了起来，对
人偶和迪奇进行了洗劫和烧杀。“回望我的一生，我发现自己一无所获，我看得见，却看不透事实的
真相；我听得到，却听不到真实的声音，我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可我慢慢开始明白，或许还有另
一种更好的办法，注定了是要由我来发现它。”迪奇确实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他驯化发条人偶，引
导他们像人类一样生活，最后发现，人偶们像镜子一样反射着人类，甚至比人类更像人类，他们那些
“不堪”的行径在作为人类自然天性的本能，竟是人类自己最想泯灭掉的人性。发条人偶不是人类，
他们观察人性，模仿人性，只想与人类为伴，一起构建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屠杀，没有歧视的世界。
他们同时也是人类，正如镜面一样反照着人们心中真实的渴望：那将不会是一个虚假的未来，因为更
多的人正在祈祷着一个充满着悲悯、善意，和宽容的世界。
4、详情：http://site.douban.com/151743/widget/notes/12460186/note/275244012/ 此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
阐述过“蒸汽朋克”在类型小说中的灵活性问题，以及为何蒸汽朋克主题可以出现在几乎任何种类的
文学体裁中。大卫·艾瑞克·尼尔森的这篇《发条人偶》就极好地证明了，蒸汽朋克能够融入任何种
类的幻想小说，并且达到精彩绝伦的效果。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可圈可点；全文引人入胜，言之
有物——能够读到这样一篇小说，对我来说并非常事。而《发条人偶》正是如此。在这篇小说里，尼
尔森先生把发条人偶、美国内战、性、酗酒、幽默、前邦联老兵、排他主义和种族主义等多种元素糅
合在一起，创作出了一篇短小精悍的中篇小说。它讲述了发条人偶们如何超越本身作为机器的存在，
而努力融入社会的故事。诚然，它是一篇蒸汽朋克小说，但同时，它也着眼于平等原则、人类社会，
即使它是在讲述一个虚拟的世界。另外，我奉劝你们不要被它的标题所欺骗。虽然小说里的确涉及一
些人偶们的不雅之举，但尼尔森先生所要讲述的是一群特殊“难民”的故事，它们虽然只是机器，却
尽可能地想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为了达成这个愿望，它们的所作所为看似荒诞可笑，实则
感人至深，甚至会让你感受到意想不到的悲伤。 　　 小说中还涉及一些美国后内战时期的生活场景
，但主要着重于对机械难民，也就是发条人偶的描写，战争结束后，它们选择在犹他州的一个边陲小
镇附近安家。小说中的“我”，是一名日本兽医（也可以说是一名医生，他的身份并不十分明确），
名叫川添。他是社区里值得尊重的一员，但也因他的亚裔身份而遭到排挤和不信任。出于一名科学工
作者的好奇心，也为了满足他的窥视欲，川添一直有目的地监视迪奇·塔克以及他向发条人偶们授课
的过程，课程的内容是有关边陲小镇里的各种生活常识，可授课的方式却拙劣至极。整篇小说内容深
刻感人，笔触娴熟出彩，然而，真正抓住读者眼球的，是对发条人偶们各种滑稽古怪的行为的描写。
迪奇·塔克教它们爬梯子、跳舞、炖汤的片段一定会让你笑出声来，不过，在我看来，最精彩的应当
是人偶们学习各种农场杂活的描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将它视为我读过的最有趣的场景描写
。为了充分说明这一点，我决定与你们分享小说中的一个片段。 　　 “迪奇试图教人偶们给马钉马
蹄铁，可它们却给一匹马、四分之三匹马、四头奶牛、一头母猪和三只鸭子钉了蹄铁。之所以会有四
分之三匹马，是因为它们害的一匹好马成了三条腿的残废（它的第四条腿完全被折断了；还好希的儿
子赛斯及时帮它绑上了止血带，当时，他碰巧正在父亲隔壁的马棚里，至于他当时具体在干什么，到
最后也没解释清楚，总之他听到了受伤的马发出可怕的惨叫声）。除此之外，迪奇还开设了教授挤奶
的课程，人偶们挤出了十六加仑的牛奶（可这些蠢东西却自作主张地把那些牛奶存放在鸡笼里，等到
人们发现的时候，牛奶早就馊掉了），惹毛了一头奶牛，它们竟然还去给一头公牛挤奶，这直接导致
其中一个人偶被公牛踢成了碎片。” 　　 尽管对读者来说，发条人偶们学习农场杂活的描写已经足
够有趣了，但小说真正进入主题，是从迪奇·塔克教人偶们做爱开始的，这让我们多少有些明白了，
成为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了融入某个群体，有些人会想尽一切办法，而发条人偶们也不例外。 
　　 《发条人偶》被提名2008年的星云奖，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虽然，它没有获奖，也没有入围最

Page 8



《发条人偶》

终候选名单，但它完全有这个实力。我认为，读者们一定会很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有趣的科幻小说。
我必须再多说一句，这个故事完全可以继续扩展开来，写成一系列有关发条人偶的长篇小说。希望尼
尔森先生能看到我的这个建议。 　　 最后，如果你是蒸汽朋克迷，是西部小说爱好者，对人类的创
造性尝试感兴趣，热衷于发条人偶，或是单纯地希望读到一个幽默的故事，以及享受引人入胜的小说
情节，那么，我一定要向你推荐大卫·艾瑞克·尼尔森的《发条人偶》。 书评人：威廉姆·H·罗斯
三世 译者：梁涵。@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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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发条人偶》的笔记-第七章

        “然而，誰也無法驅散那永遠埋葬在人們內心的真實感受——我們生活在一個虛假的未來中，生
活在一個荒謬的世界里。這個世界順著時間之河向前運行，而河水卻在某處莫名地決堤了。如今，未
來與虛無的河水在鄉間氾濫，淹沒了理性和正義，只有上帝知道這一切會在哪裡終結。正如哈姆雷特
王子所說，這是一個脫了節的時代，可這仍舊是屬於我們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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