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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房子》

内容概要

皮乌拉市由一个落后的小城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而森林地区仍处在原始状态中，仍然是国内
外冒险家活动的舞台。他们勾结官府，占岛为王，杀人越货，对土著民族进行掠夺和剥削，这不禁使
人想起了拉美30年代土著主义作家们的作品，但《企鹅经典丛书：绿房子》的容量更大，所揭示的主
题也更为深刻，它涉及了整个秘鲁北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社会上的各式各样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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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房子》

精彩短评

1、初看这本书，被错综复杂的结构搞得一头雾水，但当我逐渐熟悉了这种风格，并耐心理清思路，
这本书给我带来了非同一般的阅读感受和乐趣。非常棒，略萨，无愧大师称号！！
2、小说的内容并不怎么吸引我，倒是小说的结构很稀奇，头一次看到这么碎片化宛如螺旋式迷宫一
般结构的故事安排。
3、怪我太年轻浮躁，还是隔日重读吧
4、我的一个朋友说作家的目的是审判，略萨是这样的作家
5、《绿房子》略萨真像是疯子啊，又或者是天才的电影导演。他的故事肆意妄为，完全不顾那些笨
蛋读者了。然而懂他的人如果一路跟着他走到最后，只能大呼过瘾！空间时间人物全都模糊了，只有
情节和对话，这不就是泥潭一般的生活本身吗。
6、去年夜里骑车购于三联海淀店，夜里在店里看到三点多
7、最近读的小说都是这样，跳出时间线，跳出人物关系，同时叙述许多人。也许一个时代，就是这
样去展现的吧。不同于以前的四世同堂，穆斯林的葬礼之类。充满一种失败和无助的疏离感
。20161008。
8、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这本书看着特别慢，而且不是一般的累，因为它的许多长章节根本不分段
，眼睛都看疼了！！以下评论摘录自豆瓣：《绿房子》的叙事结构是好玩的智力游戏。全书由4部分
和1个尾声组成，每部分有一篇“序言”和若干章节，每章又包括若干场景。内容上，略萨写了5个故
事，通过打破时空次序的方式，5个故事被切割成情节小块安排进不同场景。在人为制造的阅读困难
里，读者的兴趣和注意力被充分调动，一边阅读，一边排序。除了编码式的整体结构安排，略萨在这
部小说里也运用了“中国套盒”的写作方法。在一个套一个套一个的叙述者转换过程中，将故事向前
推动。而实际上，个人觉得这本书一点都不好看，起码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南美文学中我特别钟情《
霍乱时期的爱情》），除了分段问题，碎片化和无明显逻辑性也不是我的偏好
9、首次见识这种零碎化的写法，情节间跳得很快，要跟用心读才能跟得上故事。
10、早闻略萨大名，第一次读。混乱又破碎的叙事结构会让人觉得在阅读过程中像是在梦境中一般，
支离破碎。完全打破了时间线的叙事方式也更加本质地给南美的题材多加了层魔幻的外衣。某种程度
上讲，这不是小说的本质，而是现实的本质。没有逻辑，故事松散，支离破碎，就是现实。
11、南美洲的作家写的书都是这样，很长的人物名字，不停的变换着场景和人物进行叙事，你的记忆
力要非常好，第一记住名字，第二根据不同场景的叙事把它们组装起来，那样你才能得到应有的享受
，像《百年孤独》一样，但看完真的很累
12、叙述技巧，令人叹为观止。特别钦佩略萨让两组对话相互穿插，这种方式与其说制造了阅读障碍
，倒不如说形成了一种张力，同时带来了别样的紧凑感，这在《城市与狗》中已经有所展现，但那主
要还是在结尾的时候，也许略萨就此发现了这种叙述的高妙，并颇为自得，所以在这本《绿房子》 里
，让其成为了一种格外重要的手段。
13、没有想到如此的好。
14、巴尔加斯·略萨老师的结构有一种像是在读推理小说的乐趣。
15、奇葩
16、要理清逻辑需要看的很仔细且很有耐心。喜欢每个人物的悲哀。
17、略萨像拍电影一样讲故事
18、碎片化的阅读体验，不过不妨碍作者展现出一个色彩斑斓的秘鲁，可能只有在拉美，一个拉过皮
条的琴师才能如此受人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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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房子》

精彩书评

1、在小长假里，花了三个晚上和一个下午读完了巴尔加斯·略萨的《绿房子》。不得不说，这是一
次具有相当强度的阅读体验。 小说一开始即信息量巨大，我不得不一边读一遍在纸上记下人名。在这
之前，还没有哪一本书从第一页起就阻碍我的阅读。 然而，从第一页到第十四页只有一个自然段。 
简直让人想撕书。 叙事节奏 我们可以看到略萨对故事节奏的控制。 想到这样一个比喻，就像伐木。
一开始是慢吞吞的往复机械运动——似乎没有什么成效，直至最后一刻——树木轰然倒塌。 以第三部
利杜马的部分为例。 第三部前面几小节的叙述，节奏非常慢，几乎全部是人物对话，到最后一节，略
萨突然加速，矛盾集中爆发，情节如水银泻地，叙述被压缩至底，读者原本置身于平原大地，而后忽
然发现自己身处山巅。 不是不敢呼吸，是不能呼吸。 就像是炎炎夏日里一口气喝掉的一杯冰啤酒。 
嗯。 结构 拉丁美洲的西语作家们都喜欢玩结构，相比科塔萨尔《跳房子》和著名的《佩德罗·巴拉
莫》，略萨的《绿房子》不遑多让。 作者打乱了叙述顺序，全书分成四部及结尾。 结尾是唯一正常
的部分。 前四部中，每一部分成若干小节，每一小节又被分成了若干段故事，这些故事互相串联交叉
，形成了一种网络状的叙述。读一个小节，事实上是读了若干个小故事的一小段。 好像很乱的样子。
然而，正真的阅读困难并不在于此——略萨把叙述过程本身也打乱了。 请看下面一段摘录： “他们
会对他这么低声下气？”赛尔瓦蒂卡说到，“他们会这样，我从来没想到。”A “你们怕我了，”塞
米纳里奥笑着说，气也消了，“拍我马屁了。”B “男人们到了关键的时刻就不逞强了。”琼加说道
。A A和B显然是我加上去的。A是作者叙述的故事，B是故事A中人物正在叙述的故事。作者未加任何
提示，当故事A和故事B中出现同一个人物时——如上文中的小琼加，在故事B的后续发展中也有戏份
——读者们早已在风中凌乱。不幸的是，这种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 这种写法，就像电影中的蒙太奇
——很奇妙的效果。 这样的叙述通常会是相同的人物，甚至相同的场景在不同时间线上的再现，或者
是不同人物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认知。 简单讲，就是一种叙事的交错，一种对比，在这种不间断的、穿
插的对比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线性叙事中所看不到的视野。在线性叙事中，不管是第几人称，不
可避免地，我们终将受到主视角——即主人公的影响，而《绿房子》并没有一个主人公。略萨想让我
们看到一种全貌，尽管它看上去混乱不堪。 解决了这个问题，对这部小说的阅读一下子简单了。 至
于连续写十四页不分段，理解不能。 秘鲁与屁鲁 有人说，略萨写了五个故事，实际上只有一个。 在
这如蛛网般平滑、黏腻的叙事中，试图发觉作者的意图，绝非易事。书的最后有一篇不知道是谁（反
正我不知道）写的研究文章，除非是文学专业的读者，建议直接省略。在这篇味同嚼蜡的文章里，有
一个形容词倒是不错，碎片化。 书中绿房子指妓院。可《绿房子》有一半多的篇幅并没有写妓院。甚
至写到妓院的章节，也并没有对妓院中的故事多加笔墨。在书中，我们反复看到如下场景：暴涨的河
水，阴沉连绵的雨天，独木舟，茅屋，圣玛利亚德聂瓦镇泥泞不堪的道路，绿房子的绿色，皮乌拉黄
昏漫天的沙尘⋯⋯反正，略萨写了不少东西。 皮乌拉城和圣玛利亚德聂瓦镇，所有故事都发生在这两
个场景。 皮乌拉从一个和谐的沿海小城镇慢慢发展成了现代化的大都市，这是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
。 远在森林地区的圣玛利亚德聂瓦镇仍旧是大贵族、冒险家和土匪们的乐园，土著人备受剥削，贵族
们享受着掠夺来的资源和当地“文明人”的尊重，而一个歹毒的日本人靠着一批杀人越货的土著可以
占山为王⋯⋯ 然而，这些并没有直接反映出略萨要表达的东西。 在全书的结尾，绿房子的缔造者安
塞尔莫先生死了，其他人仍旧活着，尽管，是不那么快乐、不那么体面然而平静地活着。 鲍妮法西娅
，全书中最无辜的角色，即便最后失掉了整个人生，还是那么热心肠，还是那么无所谓。为什么？因
为她本来就没有自己的生活。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心里一惊——事实不就是如此吗？从她被带到教管所
开始，她的生活就已经写满了不幸。 利马杜，最后的结局让人唏嘘。 伏屋，让人恻隐。 聂威斯，让
人心疼。 还有安塞尔莫、拉丽达、阿基里诺、“讨厌鬼”⋯⋯ 然而，这也不是重点。 这些人甚至都
不算中心人物。 他并没有说，这个人怎样怎样，那个人又怎样怎样，我要写的是谁谁谁⋯⋯这些不是
重点。 重点是变化。 绿房子代表着变化。 皮乌拉在变，整个秘鲁在变，原本没有绿房子，没有高楼
大厦，没有汽车，也没有富人居住区——也没有白人。 现在一切都有了。 从无到有就是变化。 加西
亚神甫是变化的坚决抵抗者，他抵抗了一生，结局又怎样呢？在人生暮年被整个街区的小孩骂做放火
犯。同塞瓦约斯医生一样，他深知这些年发生了什么，只是无力改变。 改变不一定是坏的。至少，有
一部分是好的。 略萨要讲的整个故事，好像书中不断出现的什锦拼盘，他把故乡的原材料摘洗干净（
并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洗净”），做好，组合成盘，端到苍蝇飞舞的可疑餐桌上，这味道，他自己
是知道的，至于我们知不知道，喜不喜欢，那就不是他的事了。 是这样吗？ 就是这样。 最后 手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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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房子》

有一本更厚的《酒吧长谈》，只能留到国庆假期再读了。 

Page 5



《绿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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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