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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渐入佳境，另外两本The Glory不知道啥时候出
2、面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后第二次大屠杀的威胁，以色列空前团结保卫了自己的种族。时隔2000年重返
耶路撒冷。令人振奋的6日战争！他们如此聪明，却不得不为和平奔走，如此富有，却不惜倾尽财力
捍卫家园。他们如此努力，光辉而沉重的生命责任感。banzai!
3、马基雅维利的世界。
4、第二部说了第三次中东战争。。巴拉克和艾米莉的爱情故事，确实让小说增色
5、以色列后期确认军事强国的路程，强敌环绕依然立而不倒⋯
6、读完，觉得一般。似乎不太值得花时间。
7、直到现在我还是扼腕叹息 以色列两次送走了西奈
8、经典的“六日战争”，现代战争的中途岛。
9、敬佩与感动，以色列就是一个充满信念和希望的地方。不过总感觉以色列军人对于性真是充满了
无限的热忱！
10、英雄们如愿登上圣殿山，和平的希望也就此被关进了黑盒。 
11、非常好看的历史小说，以小说的笔触细腻地把大历史背景、战争、生活、爱情、价值观串接在一
起，三场大的中东战争-独立战争、苏伊士战争和六日战争和涉及其中的英雄人物都特别鲜活。尤其最
后的六日战争，从军事战斗到政治博弈的较量，看起来很过瘾。更加体会到timing的重要性，经验、
直觉和果断合二为一，就是扣动扳机“咔嗒”一声响。
12、下部比上部要好看一些，收复耶路撒冷旧城还挺热血的
13、政权和地位都是要靠枪杆子打出来的
14、第二部小说比第一部还要精彩，特别是关于以色列如何在各种纠结中发动战争，并且在一次次争
吵中做出大胆的决策，让人回味无穷。
15、精彩的六日战争，眼睁睁看着一直在战斗的以色列战力如何迅速提升。
16、ZICK ZION！
17、借助小说人物的搭建完美的楔入到一段伟大的富国历史之中！由点及面，由小扩大，将整个建国
史展现在世人面前！普利策奖得主的功力确实很赞！个人的小愿望就是中东战争再连贯一些就好了！
18、生存权必须是打出来的
19、这群刚从奥斯维辛的废墟中爬起的人，用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却完成了过去两千年都没有完成的
历史任务！犹太人重回耶路撒冷绝对算得上20世纪的一大奇迹，200万犹太人面对7000万虎视眈眈的阿
拉伯人却能不断地取得胜利，支撑他们的就是对复国的希望和不胜利毋宁死的信念。
20、原意是给4.5星
21、反映以色列奠定中东强国历程的小说。尤其“六日战争”部分，虽然早已知晓，但沃克笔下更显
荡气回肠。
22、20年前曾经很热衷犹太复国主义的书，记得是上海三联出了一套好几本板砖，跟风看过，现在全
忘了，还得靠《中东史》来补习小说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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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第二本比第一本还要更精彩，这时候已经不再是开国草创之时，以色列已经用实力和诚意为自己
打出小小的一片天地，因而不再像开国之时那样处于几乎完全的孤立状态，而是参与到了大国政治的
牌桌之中。而这本书在描写这场大牌局的每一个侧面，都实在精彩无比，第一个侧面，是以色列与美
国外交中的谈判、沟通、博弈、交易，把许多事件和方法写的详尽入微、让人身临其境，简直可以作
为一本高级外交术参考教材来阅读。第二个侧面，则是以色列军人们的生活，思想，以及他们在战争
时的心理、选择、重担，同样刻画得非常出色，把他们凡人的家庭烦恼、军人的职责重负、犹太光复
者的深厚感情这几重身份和感受刻画得惟妙惟肖。第三个侧面则是联合国会议的虚伪滑稽，尔虞我诈
，几乎所有人都是在那里信口开河，真正决定战争走向的两个超级大国早就在会议之外送出无数军火
，在联合国会议上却又每个人都主张着和平和平——当然，他们表面的华丽辞藻之下都只想要对自己
有利的和平。两个超级大国各怀鬼胎，法国政府无足轻重的代表像个小丑一样说什么“四个超级大国
”如何如何，而其他小国要么是美苏双方受到授意的马前卒，要么就只是想说些好听的废话在国际上
挣点儿面子，至于阿拉伯国家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外交谈判桌上都再度表现得低能可耻。事情实际的发
展几乎和这些虚伪的小丑剧完全没有关系，战争的决定不在这里做出，和平的成果也不是在这里取得
的，联合国的作用实际上是一个“相对体面”（比起殖民时代那些少数几国的秘密瓜分会议而言）的
牌桌，赢家可以在这里把自己的成果经过虚伪辞藻包装缓冲之后扔到桌面上而不会引起爆炸，而输家
可以在虚以委蛇的和平呼声中相对体面地认输退场，而不至于太下不来台。好吧，如果小丑戏能缓解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机，那这小丑戏毕竟还是值得演下去的，但是我们可得切记，小丑戏本身是无法
依靠的，这里甚至不是真正的决策者们相互摊牌的地方，而仅仅是做给大家看的。所有真正的成果都
是在这之外取得的。另外达扬在这本书中的表现根本不是个真正的英雄，而是个装成英雄的篡位者，
实际上所有的战争计划在他上任前早已由拉宾他们准备完毕，他所作的就是跳出来在民众面前进行英
雄鼓舞士气的表演，然后将一切荣誉收归自己。而且为了确保自己的演出效果万无一失，他对实际作
战的方针极其保守，他为了玩这个游戏，差点儿让以色列错失推进到苏伊士运河、夺回犹太旧城、拿
下戈兰高地三大战果（他坚决反对这三件事，为了不让自己的凯旋演出有蒙上任何污点的风险，而到
了必须打的时候，他又糊弄和支开别人自己行动，冒着造成混乱的危险也要独占功劳），幸亏以色列
的民主体制还有人能够制衡和节制他。关于达扬的这一段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从古希腊时代以来的那些
军事僭主们一贯是如何玩这个权力游戏的。
2、《希望》是普利策文学奖赫尔曼·沃克于1993年推出的长篇巨著，译成中文后1、2册共计近七十万
字。这部小说以以色列建国初期的几次战争为背景，从独立战争到6日战争都有所涉及。因为有了这
样的叙事背景，小说的气势倒也不能不说宏大。从前线的隆隆炮声到洛杉矶的演讲，纷繁复杂轰轰烈
烈，让人目不暇接。《希望1》的封面宣传上有“全景式展现最真实的以色列建国历程”和“一本书
看懂以色列建国史”的字样，而在《希望2》的封面上则有“全景式展现巴以的由来与演变”和“一
本书看懂巴以冲突”的字样，但是实际上，《希望》系列只是历史小说而已，并不是一套关于以色列
建国的史料。换句话说，如果你以为这是一本《三国志》，其实它只是《三国演义》。本书作者在书
的最后《历史注解》中声称这是一部“艺术创作”，并援引了《韦代词典（第九版）》中关于“艺术
创作”的定义：“偏离事实⋯⋯美术家或作家为了获得效果而施行。”因此作者还声明：“故事中的
人物并不代表现实中的人，任何对虚构角色的‘真实’身份猜测纯属八卦式的无意义行为。”看到这
句话我感到汗颜，因为我在读完《希望1》之后还试图百度过“兹夫·巴拉克”，结果出来的相关网
页都同时和《希望》相关。当然，小说中也出现了戴维·本-古里安、摩西·达扬等真实存在于历史中
的人物，不过作者让他们的出场都很随意：本-古里安这位“以色列之父”，时任总理的人物，作者直
接把他扔在了为了鸡蛋而碎碎叨叨的女主妇旁边。当然，这毕竟还是一部以以色列建国为背景的小说
，其主要背景和情节还是基本忠实于史实的，作者在《历史注解》中对于哪些是史实都有所标注。独
立战争和六日战争的基本面还是真实而准确的。当然，这些战争在小说里往往是一种戏剧化的表现，
“堂吉诃德”约西·尼灿总是那么勇猛，并且用他的勇猛而宣告着种种胜利。小说中对以色列与美国
的外交事宜也基本符合事实，“约翰·肯尼迪总统对果尔达·梅厄的保证是有记录可查的，小说中逐
字逐句地援引了原文”，只不过，作者在讲述以色列与美国周旋的时候穿插了大量以色列武官和美国
美少女之间的浪漫故事，这种穿插更适合习惯于好莱坞战争片中一定要有一些浪漫爱情元素的读者。
人物也好，史实也罢，一部历史小说最重要的是写出当时人的心境，或者干脆说是表达出一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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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我觉得本书做得还不错。整部小说当中，以色列人没有人喜欢战争，不论是军人的妻子娜哈玛
还是战斗英雄约西，但是战争一旦开始，以色列人就开始盼望以至夺取战争的胜利。在小说中，六日
战争的结果似乎就取决于双方的士气：以色列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战，而阿拉伯国家给人的感觉似乎只
是为苏联而战，至少是认为有苏联给他们撑腰而不必太用心。结果，不论是小说中展现出来的情景还
是真实的历史，六日战争的结果还是取决于以色列部队的速度，比如对埃及空军的偷袭，几乎就是在
埃及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进行的。以色列早就将态势视为战争状态，而埃及则直到战机尚未起飞就被摧
毁的那一刻才意识到战争的真正来临。以色列的建国得益于美国的帮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小说
中对这一点也表述得相对清楚。至于美国为什么会帮助以色列，逻辑很简单：美国的敌人帮助了以色
列的敌人，所以负负得正，美国要帮以色列。有人说六日战争的根源在克里姆林宫，小说中对这一说
法倒没有涉及——因为小说基本只写了以色列这一方，而没怎么涉及“对方人”。现如今，苏联已经
解体，但六日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仍在持续，巴以冲突、阿拉伯难民等问题仍然并将继续存在。本书作
者认为“当且仅当”以色列国防军一直强大下去，“中东的和解才会来临”。作为六日战争的绝对胜
利者，以色列当然可以认为很有“希望”，但沦为难民的阿拉伯人却不知道属于他们的“希望”在哪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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