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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个世界》

内容概要

《看，这个世界》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观察和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
“我已经说过，我很早就意识到存在着不同的观察方式，因为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大都市。严格说
来，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找不到一个过去，一个我可以进入和考虑的过去，这种缺失让我
感到痛心。”
“ 我知道自己父母的情况，但是再往前就不清楚了。我家祖上的事含混模糊。父亲还是个婴儿时，我
爷爷就去世了。传给我的家史仅此而已。现在我们追忆的只是一个家族传说，有些内容夸张浪漫，或
者完全是编造的，因此不能信以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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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个世界》

作者简介

V.S.奈保尔（V.S.Naipaul）：
英国当代作家，文化巨匠。1932年生于特立尼达岛上一个印度移民家庭，1950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英
国文学，毕业后迁居伦敦。50年代开始写作，作品以小说、游记、文论为主，主要有《毕斯沃斯先生
的房子》、《米格尔街》、《自由国度》、《河湾》与“印度三部曲”等。作品在全球享有盛誉，半
个世纪里，将里斯奖、毛姆奖、史密斯奖、布克奖、第一届大卫·柯恩文学奖等收入囊中。1990年，
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200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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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个世界》

书籍目录

一 芽中有虫
二 一种英国式看问题方式
三 视而不见：印度方式
四 迥然有异
五 再说印度：圣雄及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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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个世界》

精彩短评

1、阅读深度不够读不太懂，但是我可以读得出来，这本书翻译的实在不好
2、真的真的不好。
3、奈保尔的非虚构作品，还是写印度的最好。
4、我脸颊上太阳的铜币，独木舟在此加强太阳的威力。
5、世界在你眼中 还是你在世界里
6、机场候机物料看到译者才买的，除了第三篇后半段以外其他的读的我昏昏欲睡啊。。。这种风格
的不和我口味啊，拖沓啰嗦白开水外加散。。。
7、你说你身体要是再棒点是有多好
8、也许奈保尔的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并不大，并有可能让你怀疑他的人生格局，但是仔细想来书中呈
现的这五章其实就是他的全部世界，出生和成长之地、接受教育和成名之地、传说中的故乡以及他的
读本和朋友们......正是这些构成了他最终的世界观。这是读奈保尔的第一本书，当初完全冲着翻译家
和69折的优惠买下的，读后觉得庆幸，下一步会找来《米格尔街》来看~~
9、第一次读奈保尔，慢慢习惯他的叙述手法：追述式、考据式、还原式。被他所还原的事实冲击，
但这种冲击没有获得惯常的戏剧化释放，所以意犹未尽却只能接受，因为它更接近真相。此书翻译有
精英化倾向，稍显艰涩但不忍释卷。
10、A Writer's People: Ways of Looking and Feeling，同样的书，同样的译者，为什么09年南大社出了一
版，书名译为《作家看人》，14年南海社换了书名又出了呢？
11、床头读物
12、"每种写作都是特定历史和文化的洞察力产品" 沉重的过往以及复杂的现实处境，我们该怎样去处
理，是主动的视而不见，还是被动的视而不见。前者需要领悟，而后者需要克服。
13、一个人的经历有时是幸运有时是不幸，但是在视角拓宽和深入方面，我觉得，额，奈保尔好像有
点不幸⋯⋯
14、没怎么看懂。奈保尔的随笔（杂文？）很散。翻译生硬难读。
15、看世界的角度
16、第一篇慢慢适应 第二三篇看得认真 后面两篇开始游离了 第一本奈保尔 很好奇他的米格尔街长什
么样子 现在 有点头疼
17、看奈保尔还是要看风土人情
18、这本书买来整一年了，这两天拿起看才发现是《作家看人》的再版。
19、殖民地视野反思固然是好的。。。但。。。我真的不喜欢奈保尔的语感
20、孙仲旭翻译的不错，文字精确，没有无需添加的废话，不会让个人的文字习惯盖过作者的文字。
奈保尔的思维、观察角度较广泛、深入，客观分析他人写的书。
21、翻完才发现是孙先生翻译的
22、他的成长，文学和世界观。他不算友好，对文学界的老友并不推崇。“我要是早点细读过他的作
品我们的友谊可能就不会这样长久了。”讲到甘地和佛陀的对比，甘地的各种矛盾。对比《包法利夫
人》和《萨朗波》，写作花费的查阅资料的功夫和结果不一定成正比。过度植入自己的感受不顾读者
注意力，百科全书式的灌输也不得法。孙仲旭的译笔不错。
23、评论著作。
24、一星送给孙先生
25、看的时候十分跳跃，因为还没看过奈保尔的小说，以前游记式的文字现在还算熟悉。对于印度，
奈保尔依旧和很多身居在外的作家一样，矛盾又时刻关注，其实隐约觉得他未曾站在本土彻底的想过
一些问题，当然只言片语也还是能抓住些实质的。
26、嘴炮型作者，犀利但略嫌囉嗦，看得不是很順暢。
27、眼瞎前 能看一本是一本
28、就是奈保尔损人的书评吧
29、孙仲旭译。讲福楼拜的那一节比较有意思
30、书中评《包法利夫人》的文字大赞。
31、不简洁，但还是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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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个世界》

32、第一次读奈保尔并不是他的印度三部曲，而是这本可以说是书评的书吧。不是很喜欢他的语言写
作方式，极为坚硬，但不否认他的观点犀利知识背景渊博，改日深读。
33、“那里有座火车站。”
34、米格尔街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呀
35、言辞犀利的点评和讽刺。
36、对世界范围文学的审视，极具洞察力，到被人称为尖酸刻薄的程度。
37、自负得无以名状。弃书。这个版本的译名文不对题，应用回《作家看人》。
38、前半损人部分看得比较难受，后半的路数稍微舒畅些。
39、觉得还是09年南大版的译名《作家看人》更好些，奈保尔的嘴真厉害啊，对毛姆、格雷厄姆等同
代作家的评价简直刻薄
40、与其说是奈保尔对文学基因的认祖归宗，毋宁说这是一本后殖民时代印度文化研究的民族学之作
。亮点之一是对圣雄甘地的“祛魅”，母亲禁食，梭罗，曼彻斯特不吃早餐协会等经历为他的圣雄法
则提供灵感，亮点之二是学者之间的互撕，让文学创作成为生活所迫的生存之道，认同“文如其人”
，而非“作者已死”，似乎作家在文学之外总嫌啰嗦，奈保尔是例外。
41、孙仲旭翻译得还行，可惜奈保尔这书写得挺没劲的，格局也小。
42、无条件的奈保尔支持者。
43、在年轻的我看来就是一个老头子唧唧歪歪的在唠叨他遇到的作家们和作品们。不过非常非常实在
，却不是平铺直叙，比一般的评论容易看进去得多，注意，是进去。有穿越感。
44、文字举重若轻。
45、以后再读吧！我觉得外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是个问题
46、仅是个人看法，孙仲旭对这本书的翻译不太走心
47、喜欢看奈保尔讲甘地的部分。另外我感觉这个翻译不是很好读啊⋯⋯还是孙仲旭译的呢。
48、奈保尔的书充满浑厚的底蕴。
49、“我要是早点细读过他的作品我们的友谊可能就不会这样长久了。”讲到甘地和佛陀的对比，真
不令人觉得舒服。对比《包法利夫人》和《萨朗波》，写作花费的查阅资料的功夫和结果不一定成正
比。过度植入自己的感受不顾读者注意力，百科全书式的灌输也不得法。孙仲旭的译笔不错。
50、译者已逝，作者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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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Page 7



《看，这个世界》

章节试读

1、《看，这个世界》的笔记-第36页

        根本不存在有可能接纳我父亲的印度式或者殖民地式或者自白式的写作传统。他早年经历的那么
多痛苦，在另外一个社会有可能造就他成为一名作家的素材，始终未能得见天日。

“震惊于每一堵说谎者般矗立的墙。”

2、《看，这个世界》的笔记-第59页

        他（格雷厄姆·格林）以为他自己的世界是唯一重要的世界，他就像《情感教育》中的福楼拜，
以为十九世纪中期法国复杂而纠缠的历史最重要，大家都了解。⋯⋯等到最后，等到尘埃落定后，那
些写作时似乎自己居于世界中心的人，倒有可能暴露出他们才是土里土气的。

3、《看，这个世界》的笔记-第60页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从这些书中明白了当作家只能走自己的路，这让我感觉如释重负。我还记得
一九五五年的另外一件事，那是在快到年底，我即将把多伊奇出版社要的长篇交稿时，想到应该去看
一下大师怎样写对话。我就在一家W.H.史密斯书店的报摊上买了本毛姆的《面纱》，站着就读了几页
，很快便得出结论：我无法从毛姆这位作家那里得到指点，不是因为他差，而是我的素材和他的差别
太大，是我自己的素材，我只能守着它，用我的方式尽量处理好。（尽管有过早交底之忌，但我还是
要说让我感到如释重负的是，这种学习进程开始伴以一种摒弃的能力，感觉到我再也不需要读亨利·
詹姆斯的辞藻优美却空洞无物的文字，这有多么令人如释重负。）

4、《看，这个世界》的笔记-第70页

        以前处于外围的地方——拉丁美洲和印度——一度太远太不重要，却变得有名了。这些地方素材
因其新颖性，确保会受到欢迎，那里也被视为一种活力的根源，英国的写作已经失去了这种活力（只
能意味着英国的素材现在已经变得陈腐）。

5、《看，这个世界》的笔记-第44页

        我只希望以个人的方式，列出我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接触过的写作，我说写作，但更准确地说，
指的是洞察力，一种观察和感觉的方式。

6、《看，这个世界》的笔记-第26页

        那些不快乐的中产阶级人士想到的，主要会是后来的殖民地架构和他们在其中的位置，稳当却备
下的公务员工作，微薄的工资，总的说来无风光可言，总是需要在外界寻求什么——一部电影，一本
书，伟人的生平——那有可能让一个人不再斤斤计较自身如何。

7、《看，这个世界》的笔记-第22页

        海滩、太阳和日光浴的概念出现在一九二几年，和游轮一起。所以如今似乎很自然而且正确的海
岛之美丽的概念，事实上来自外部，通过邮票、旅游海报和上百种旅游书，颠覆了旧感受、旧联想。
在此之前，这些海岛被认为是古老的种植园和鞭子挥舞的地方。

8、《看，这个世界》的笔记-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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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个世界》

        写作中存在着特异性、特定背景、特定文化，一定要以特定方式来写，方式之间不能互换。你不
能像描写英国内陆一样，来描写尼日利亚的部落生活。借用素材的莎士比亚式用类似的来替换。来自
一个新地方的作家琢磨出他的素材是什么，从未被注意的本地场景中提炼出东西来，这才是他的写作
努力中更好、更真实的部分。

9、《看，这个世界》的笔记-第1页

        奈保尔亲笔签名本
新版封面
英文原版

10、《看，这个世界》的笔记-第44页

        有种常见的小说写法就像这样：伟人去世，一片颂扬之声，然后有人——通常是个崇拜者——研
究他的生平，以撰写传记，然后发现了各种各样非常负面的事。易卜生经常使用这种写法，不过书中
的伟人没死。易卜生笔下的伟人在这种背景下，几乎都被干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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