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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邮差》

内容概要

末日之战后，人类世界原有的社会秩序彻底崩溃，退化成物质匮乏、弱肉强食的荒凉废土。
幸存者戈登在野蛮黑暗的美国大地上寻觅着昔日的荣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人们误认为“重建后
美国”的邮政督察，成为未来与重生的象征；而他身上的邮差制服和内心深处的理想主义也点燃了这
个绝望民族的希望，人们纷纷投入到重建邮政线路的事业中。但与此同时，他也引起了生存主义者集
团的注意，这些暴虐之徒四处追剿戈登，妄图揭开“重建后美国”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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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邮差》

作者简介

大卫·布林（1950-  ）
美国当代著名科幻作家，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获空间物理博士学位。
布林最有名的作品当属太空歌剧“提升”系列，该系列由《太阳潜入者》《星潮汹涌》《提升之战》
《光明礁》《无限的海岸》和《天空的距离》六部小说组成。其中，《星潮汹涌》获世界科幻大奖星
云奖和雨果奖，《提升之战》获雨果奖。
除创作科幻小说外，布林还为一百多家政府机构和企业担任顾问，并一直活跃在电视与广播的多种科
普节目中。2007年8月，布林曾作为嘉宾出席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并发表精彩演讲，其
渊博的学识和幽默的个性给中国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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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邮差》

精彩短评

1、三星给作者，一星给自己。译者不给力，责编我遭殃。故事还是不错的！真实感人！去买吧！
2、主旋律⋯⋯
3、整体很好，但唯独不太喜欢最后的战斗，9/10
4、原文非常屌，废土范儿。之所以才两星是因为原译者太废，全靠编辑改的
5、尽管自我崇拜的爱国主义天真到不好意思笑得太大声，但到底是冷战没结束的时候，反正大卫布
林一向这样爱国爱人爱地球，这是他可爱的地方，后启示录不捆绑反乌托邦就很难得，还依然是个硬
汉的核。对后启时代科技退化对女性主义的影响不是特别关心，倒一直更希望有人能给指点一下，四
眼儿们眼镜碎了之后还有生存下去的可能吗？
6、除了似有生硬的女权强调，似有过度诠释的三个神话，似有破坏美感的变异人战斗，都很喜欢，
尤其是量子化的章节分述。
7、文笔倒还可以，只是情节简单了些
8、布林在书里讨论了末日废土常见的人性和政治题材，但是居然还有女权，而且还很深刻，这个我
始料未及。剧情也相对没有好莱坞末日电影那样暴力和血腥，克制之中有着深刻的思考，故事本身也
有巨大的内涵可以挖掘。
9、本为凑单《来博维茨的赞歌》小说，结果却看停不下来。让人世界观和情节都很棒，如同黑暗中
的希望之光。
10、《莱博维茨的赞歌》前传。
戈登就是那位先知。
11、三百多月的小说，我熬夜看完，真是故事情节很好看的作品。
12、难得的末日主题的科幻小说不一样的写法，末日之下各种主义和思潮蜂拥而起，结尾不知道是不
是意味着有第二部
13、我的菜
14、最后的政治正确结局有点雷⋯⋯
15、末世之中，一个普通人因缘巧合获得了一套邮差的制服，成为连接各个独立据点的关键，最后带
领人们战胜了大反派自私主义者组织，为人类带来文明重建的曙光。
16、非常喜欢，理想主义
17、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总比没有强
18、想不到布林还写过这种小说
19、三星半，典型美式爱国主义孤胆英雄的科幻故事，废土气息非常浓厚，看起来很带感，中间居然
还夹杂了女权主义，看的时候心里一直wtf？
20、一口气读完，重新定义了我心中的邮差形象。
21、没有想象中的好，说现实不现实，说是童话又没有那么童话。不过末世人们需要什么，这本书确
实给了我们一个回答。如同很多人所说，前半比后半强，独眼巨人和变异人的人插入实在是太突兀了
，和本书的整体氛围真是不太搭，批评一下出版社，纸张质量真是渣啊
22、除了末世中少见的希望之外，这本书还探讨了女性在这种极端情况下的积极作用。作者并没有过
度阐释女权思想，而是充分考虑了两性在物理及相应社会功能上的差异。尽管如此，女性仍保有生杀
予夺的大权：“在我的噩梦中⋯⋯如果她们的儿子显露出可能成为恶棍的迹象，她们就淹死他们。”
但“女人那么明智，不会走向极端。这或许正是我们的最终希望所在。”
23、相比大卫布林的其他几部，这个少了些想象力和曲折的情节，但贯穿始终的爱国情怀更胜一筹
24、好书
25、先后看过电影和原著，个人更认同电影剧本的改编思路。
26、非常之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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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邮差》

精彩书评

1、末世的题材多种多样，人们面对生存环境改变的态度才是最精彩的，同时也有很多类似的历史规
律可循，《疯狂的麦克斯》《未来水世界》《艾利之书》等电影，辐射系列游戏，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时期，对于人类至关重要的因素，被隐藏了起来，而作家用这种架空的世界，
无限放大这种因素，使得故事张力十足。能源，土地，信仰，文化，这些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东西，
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如果少了其中一个或者几个的时候，剩下的就是作家所推断的推理题的结果
了。作家所遵循的又是历史上的类似情形，相差无几，就像亚洲人的神明和亚洲人长相一样，是同样
的道理。
2、# 一迄今为止，**《莱伯维茨的赞歌》**仍然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后启示录作品。没有之一。**《发
条女孩》**格局不够开阔，需要一个三部曲来支撑扩充；**《来自新世界》**单纯靠着情节取胜，结
果本末倒置，失去了后启示录作品应该具有的深刻；**《美铁之战》**系列，也同样如此，背景设定
好了之后，就抛在了一边，上演无休无止的宫斗，乏味无聊。至于《末日邮差》，则是非常好的平衡
了设定与情节之间的关系。书很薄，三百页左右，故事也是很简单。所有的情节都紧紧扣住“末日”
的背景展开，没有过度的讨论人性，没有设计太多阴谋，绝大篇幅集中在主线。唯一的故事，就只是
人们遭遇大灾难恢复重建中，可能会遇到的种种困难。这种简约与克制，正是这部作品的精彩所在。
这正如《莱伯维茨的赞歌》相同。# 二和其他的作品不同，这本书发生的时间，仅仅是灾难发生的17
年之后，所以很多人还怀有对着正常社会的记忆印象，可以因循去重建正常的社会，恢复原来的秩序
。但就是离着灾难不远，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作者就给我们展现了，在特殊情况下，人类在短时间
可能会走向何种的境地。男主人公戈登自然独树一帜，他就是孤胆英雄，他不需要任何的社会关系，
单纯依靠自己的实力，就能生存下去。当然，这也是他的运气，在书的一开头他就被抢劫，但是侥幸
不死。更多的人则是团结起来，建设了自己的家园。像是汤普森女士的社区，奥克利其镇，俄亥俄大
学，卡玛斯山谷，甚至是反派的霍恩主义者们，也建立了自己的社团。而这些看上去雷同的社群深层
的凝聚力与目标，却有着千差万别的不同。这种千差万别，造成了整本书的冲突。安全的考虑是所有
社区的基础。但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发展方向上，却各有不同。奥克利其镇就是传统的美国小镇，一
直维系着灾难前的秩序，也向往着恢复之前的世界；俄亥俄大学，则是利用高科技手段，给人以虚妄
的幻想，让人勉强团结起来，静观其变；卡玛斯山谷，作者明确的就说他们是新的“嬉皮士”，无政
府主义，现实中的无秩序，反而提供了他们实践理想的空间；至于霍恩主义者们，则是希望利用武力
，在北美大陆上建立一个等级制的帝国。这些社区对于未来的展望不同，也就给了男主人公不同的对
待。与这些团体的互动，也就成为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三之所以说这本书是《莱伯维茨的赞歌》
的前传，一个原因就是戈登可以与传说中的“莱伯维茨教士”两者合二为一。当然，在细节上来人有
着千差万别。但是同样的，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都通过自身的努
力，为着灾难之后混乱无序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想象。莱伯维茨是通过建立修道院，以教士的身份保
存知识积蓄力量，为人类留下文明的种子。而戈登则是通过自己的跋山涉水，试图在北美大陆重新建
立起邮路，将散落在美国的各个社区联系起来，让这些单独的社区再次聚集，重建原有的家园。戈登
的努力是否成功不重要，关键是他为灾难后的普通人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可以实施的办法。他也会成为
后代人口中的先知，他的故事也会成为一则则的传奇。后来人对他的模仿，对他理念的实践，就是《
莱伯维茨的赞歌》的第一个故事。# 四故事中列举的不同的社区，一方面它们在叙事上有作用，可以
与主角互动，推动情节。而在另一方面，它们对于主题也具有衬托的作用。如果希望重建家园，需要
的是行动，单纯的自得其乐，是没有效果的。通过虚假的希望凝聚人群，一时可以，但是持续不了。
俄亥俄大学的人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也就是从他们这个社群内部出现了分裂，而其他所有”正面“的
社区，都没有出现这个状况。无政府主义者的小国寡民似的想法，同样难以成为主流的意见。仅仅以
为自己社区的存活就是最终的目的，这种单纯的想法是难以面对外来的冲击的。故事最后的高潮，也
正是霍恩主义者对卡玛斯山谷的武装袭击。至于建立起一种依托于剥削制度的帝国，那更是万万不正
确的方法。在**《美铁之战》**里面，美铁联邦成功了，但是最终的结果，这种人为的等级制还是被
瓦解。”历史的终结”在现实中没有发生，但是所有的虚构作品，都会以这种作为结点。戈登的思想
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在书中他一再引用的政治理念，就是来自**本杰明·富兰克林**。所以，也有人
认为这本书是美国建国的简史。而作为一部后启示录作品，它则更像是一个政治寓言。# 五在书中第
二部分，有提到了**独眼巨人**，实际上就是超级电脑。在阅读这部分的时候，因为电脑为主人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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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邮差》

出了非常不正确的意见，我有了一种错觉：人工智能的觉醒。联系到《终结者》系列，在那里面是先
有人工智能的觉醒，试图统治人类，然后发生了审判日，人类社会瓦解；而在这个里面，如果是因为
人类社会瓦解，而促使人工智能进化觉醒，试图统治人类，那就非常有意思了。而这部作品是1985年
写成，正好是《终结者》之后的一年。如果有这样的设计，就太精妙了。当然，最后的设计不是这样
。对它的评价，我也就重新考虑。这部分的情节过度设计，与书中其他的部分非常不搭配，反而影响
了整体性。如果平淡的处理，其实会更好。# 六总之，这部作品是后启示录作品中非常好看，非常重
要的一部作品。只有了解了它，才会更深刻理解《莱伯维茨的赞歌》的种种。
3、1这本书又被翻译为《末世邮差》。讲述了当世界被毁灭之后，一个叫做戈登的男人从求生到复国
之路。很遗憾，我没有查到这本书在美国的出版日期，估计是在1985年。可以肯定的是其出版绝对早
于1997年——因为在1997年年底，这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上映。当然，这部作品出版也不会太早。毕
竟荣获过轨迹奖最佳科幻长篇小说的称号。在《末日邮差》中，我们的世界已经毁灭于2013年。2美国
人民是挺喜欢《末日邮差》这部作品的。粗略来看，原因有四。一是这是一部充满了启示录味道的作
品。世界末日、无政府、不同派别在美国辽阔苍凉的土地上厮杀⋯⋯所有的政府阴谋论形态，在这部
小说的背景和情节中栩栩如生。二是这是一部美国建国史小说版。仅举例一点足矣。美国建国前，特
别是被英国殖民后，美国呈现的正是小说中所描写的状况。非常多的城镇（庄园主）面对的是来自不
同政府的武装力量。小说中，在世界末日到来以后，幸存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在没有电力设施等通讯
条件下，形成了互不来往、也很难来往的一个个独立的小村落，需要抵御所谓的“生存主义者”的猎
杀。三是这是一部构建了末世景象的小说。人人都可以谈谈末世，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象。这些想
想往往支离破碎。所以，建立一套末世景象，包括其中的利益关系、生存条件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我们可以很省力地从《末日邮差》中看到充满了电影镜头感的情景。四是关于谎言和正义。当世
界毁灭，人类的生存系统近乎于无，道德系统、伦理系统几乎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但能够让人类延
续的，恰恰是人类的意识形态。戈登从一个只求生存的流浪汉，意外获得邮差的装备，编造了美国重
建的谎言。一路送着原本并不存在的信，一路传播自己心中的王国。至少他重建了多地的邮政系统—
—有人开始送信，开始联系散落的幸存者。戈登遇到了和自己一样说着谎言从而聚拢人们的“独眼巨
人”。也遇到了明知道戈登说谎依然愿意跟随他的人们。此刻，谎言已经变成了希望，并被众人附加
了正义感。3《末日邮差》的故事情节和框架构造，与2015年前后出版的科幻小说比较，过于平淡和老
实。读者在追求无限夸大的刺激，这部小说明显没有提供。于是，在国内引入这部小说之后，能听到
的读者反馈是：“不好看”、“一般”、“翻译太烂”之类。只能说，中国的读者被营养过剩的夸张
情节惯坏了，没有看到这部小说背后的拷问。这些拷问都是关于存在于目前人类世界中的非物质的意
识形态。比如为什么人们会接受一个极其庞大的谎言？因为谎言会切中人们的希望。谎言越庞大，与
希望吻合的部分也越多。此刻，“谎言”就会被众人重新定义为“目标”。谎言没有消失，它变成了
人们可以接受的形态。比如为什么小说绘歌颂聚集求生存的人们，否定强者杀戮弱者的生存之道？这
与作者的观点紧密相连。在作者眼里，生存并不是等价的，而是有高低之分的。比如权利的设置。作
者认可并构建了一个充满奴性的大众。面对戈登，大众选择相信他，而放弃了自身去寻求真相和未来
的机会。这让我们反思，身为大众一分子的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只是跟随别人，忘记坚持自己？《
末日邮差》的外延还有很多，如果很好奇，不妨读一读。－－－－－－－－－－－－－－－－－－－
－－欢迎添加我们的公共微信book-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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