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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人》

内容概要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的当代美国文学中，有两部小说经过三十多年时间的考验，已被认为是
“现代经典”：一部是黑人作家拉尔夫 艾里森（ＲａｌｐｈＥｌｌｉｓｏｎ， １９１４— ）的《看
不见的人》（Ｔｈｅ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Ｍａｎ， １９５２），一部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
—施咸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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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人》

精彩短评

1、i think it is more than a protest novel as the invisible man is pervasive. 开篇与地下室札记蛮像的⋯算是哈莱
姆文艺复兴影响下的作品吧。
2、不能丢掉的只有心灵
3、无处不见的自言自语。
4、09.1.6.关于美国黑人的遭遇，肮脏、黑暗、丑陋、鲜血淋漓的现实。
5、在读
6、记得答辩的时候导师问，作为一个从未经历过种族歧视的中国人，为何你会对种族歧视如此感兴
趣？
7、像《看不见的人》这样杰出的作品，在中国受到冷待是很奇怪的。翻译家施咸荣先生在《麦田的
守望者》序里说从二战结束到八十年代，这两部小说在美国是畅销不衰的。但《麦田的守望者》在中
国热烈追捧，而《看不见的人》饱受冷漠。可见作品好坏不能决定其的接受度，但它在那里，好读者
自然心领神会。
8、小的时候精通世界史，多少也是因为读书需要知道很多背景。因为第一次读什么也读不出，于是
希望多一些知识后再次阅读。我可以什么也不计较，但是绝对不能在读书上妥协。所以我是怪胎。
9、同时听Louis Armstrong的那首歌...
10、最适合我们当下阅读的书之一
11、可能比较有历史意义吧，但读起来没有任何读小说的愉悦。
12、初中在学校图书馆借的一本书，薄薄的一本，很快就看完了，完全不记得内容了，只记得很好看
，搬家之后弄丢了，后来毕业之前学校发了通知，说借的书如果没还会怎样怎样，不过我还是没有能
找到还给图书馆，，惭愧·····
13、so damn hard...
14、囫囵吞了个枣。（这书让我略想起浪潮这电影，个人归属感 集体狂热之类的
15、名字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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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人》

精彩书评

1、如果只把《看不见的人》作为黑人文学的代表作来看待，那你大概就低估了作者的意图，作者在
小说中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怎么对待美国社会里混杂的阶级与种族问题。序言中我们得知，艾
里森深受赖特影响，而赖特的《土生子》也是在讨论着与这本小说同样的问题。一个在社会阶级中处
于下级的黑人的生存困境，只不过因为赖特所在区的黑人其实更严重，所以他的《土生子》反对种族
歧视的色彩比较浓厚。但是艾里森生活在种族歧视不是那么严重的区，他就不那么注重种族歧视（但
并不是没有关注），使他的作品意义更加深远。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狠狠地批判了
历史主义，又提个人主义正了名。同样是20世纪的作品，《看不见的人》无疑也具有这样的思想。小
说对历史主义的反抗表现在主人公的思考中：“如果历史不是一位通情达理的公民，而是一个满脑子
狂妄诡计的疯子”。这个思考真的很大胆，怪不得编者的序言中就这么犀利地指出艾里森塑造的主人
公的局限性——个人主义分子。你看，编者也是这么局限，一个人只要稍微对历史有点怀疑态度，就
被定义为个人主义。这与小说中兄弟会那些指责主人公为个人主义分子的无知白人有什么区别？先不
说个人主义这个词是否就是贬义的，就这么一个非白即黑的结论是否太过草率。个人主义异于利己主
义，所以我们无法职责一个人对历史的思考。有趣的是，美国社会的核心思想就是自由，自由思想浸
润下的美国人必须舍弃兄弟会那种的集体主义思想，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于兄弟会作者是持着一种讽
刺态度的。正因为历史主义在马克思的作品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因此得出'无产阶级&quot;是有史以来
最先进的阶级的理论。把无产阶级选为有史以来最先进的阶级跟把黑人选为有史以来最低下的民族这
两种思想之间有着共同之处，只不过一个处于理论的强势方，一个处于理论的弱势方。因此，30年代
的工会轰轰烈烈，而30年代的黑人却只能成为一个“看不见的人”。他无法融入到工会中，他与兄弟
会的白人也无法和谐相处，白人的无产阶级需要黑人，但是这种需要更像是利用：他们要与以拉斯为
代表的黑人种族主义团队作斗争。所以，《看不见的人》比《土生子》更具体的一点是，他选择的两
个敌对方是白人无产阶级与黑人。值得玩味的是，小说中代表资产阶级的诺顿先生倒是对黑人报以同
情，把种族歧视的臭名推给贫穷的白人，这也是美国小说中管用的伎俩，《杀死一只知更鸟》也是这
么一个例子。种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互相交错使得《看不见的人》变为一本特别复杂的书，这种复杂
性也体现在它的技巧方面。20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一个共同特点是吸纳了很多现代派的手法，对心理
活动的无限制的描写使得小说都快成为意识流了，所以人们也忍不住把这部作品与另外一个技巧上现
代派，内容上现实主义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作比较。我认为，太过沉重的话题如果糅合进太复
杂的技巧会使得作品的可读性降低，因此会使得很多读者望而却步。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部小说的
立意，以往黑人文学反对的对象太过笼统，而这次局限在两个同样受着压迫但却不合作的群体之间的
斗争，就会让人不得感叹：你不懂我的伤悲，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我也不知道，戴着马克思主义光
环的白人无产阶级与拴着达尔文物竞天择思想脚镣的黑人，怎样才能找到一条和解之道？
2、【作品鉴赏】　　本书是当代美国黑人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具有西方当代小说的许多特点：思想
内容上提出了个人在荒谬的宇宙里的处境问题并探索自我本质；艺术上大胆创新，现实主义与超现实
主义相结合，在运用黑色幽默手法上开美国后现代派文学的先河。因此这部小说在1932年刚一出版，
立刻受到英美评论界的普遍赞扬。有人称它是自己一辈子读到过的最佳美国黑人小说，留下最深刻的
印象。也有人赞美本书最具美国文学的特点。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德尔摩·施华兹甚至认为现有的文
学评论语汇用来评论本书都不免显得“肤浅与浮夸”。在本书出版13年之后，美国的主要书评周刊《
图书周刊》邀请200个作家和评论家投票选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最优秀的美国小说，大家一致选
中了本书，可见其影响之大。在主题思想上，本书以存在主义的观点探索人的社会异化和自我异化问
题，通过主人公在荒诞，敌对的环境里失去和寻找自我的故事，描写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和西方让会的
精神危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不见的人”，这个人物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被西方评论家们奉为
“当代人的典型”。尽管主人公是黑人，书中也描绘了黑人生活和当时社会上的种族歧视，组织者并
不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主活中的种族问题提出批评或抗议，而是用抽象人性的概念来描绘和反映人的共
同命运以及现代社会黑人与人之间不正常的、无理性的关系。作者认为，最能说明人的自我异化和在
敌对环境里的荒谬处境的，莫过于美国黑人，因此他采用象征手法以黑人为例，通过“看不见的人”
的经历及他的思想演变，以抒写整个人类的命运和处境。存在主义的中心问题是人的地位问题。在古
典文学中人是神，是英雄；在现代派文学中人是虫，是懦夫、瘪三、流浪汉，是本书主人公“看不见
的人”。卡夫卡在《变形记》里描写了现代社会里的人如何变成了甲虫；艾里森在本书中也用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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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人》

寓言形式，写一个无名无姓的普通黑人在敌对的、异己的环境压迫下完全失去自我存在的意义，终于
成了一个“看不见的人”，借以说明人的自我异化已达到虚无的程度。在今天的西方社会里，精神文
明已遇到越来越深刻的危机。人沦为机器，个人已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西方作家们觉得今天的世界
已无法理解，也无意去理解，于是把描写重点转向人物内心世界，着意抒写个人的沉沦和精神空虚，
作家本人往往怀着悲忿、绝望和恼怒的心情，对世事万物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加以冷嘲热讽，用一种
超现实的、某些评论家称之为“黑色幽默”的夸张笔法来曲折地反映和讽刺现实。艾里森也倾向于把
今天的世界看作是现实与梦幻交错在一起的荒诞世界，因此在描绘这一世界时，也就运用一种现实主
义与超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新方法，用扑朔迷离的笔法把现实世界抽象化或漫画化。作者根据创作实践
的需要，从现实主义到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凡是足以为他的小说服务的，
无一不用。整个故事发生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现实很象梦魇，外部世界常常通过黑色幽默式的夸张
或歪曲，结果反能更集中地反映出其内在的精髓。作者善于用象征手法揭示美国社会的混乱和人与人
之间的隔阂。主人公从南方到北方，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越来越看出这个世界的疯狂与荒诞，作
者的风格也相应起了变化，从现实主义到表现主义到超现实主义，用不同的手法和技巧来反映主人公
的内心世界和他眼里的这个既现实而又非现实的物质世界。在语言的运用上，本书也别具特色。主人
公的生活环境改变了，叙述的语言文字也相应起着变化，圣经、古典文学、布鲁士歌曲、南方白人的
修辞、哈莱姆的黑人俚语都运用得恰到好处。全书用第一人称口述，语言既口语化又形象化，有个美
国评论家认为，“从马克·吐温以后，还没有一个美国作家能够再创造如此丰富、幽默的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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