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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书》

内容概要

《20世纪的书》的内容选自《纽约时报书评》上对书籍及作者的最佳评论，《纽约时报书评》是美国
读者最多的文艺期刊。
书中依编年体例，摘录从1896年到1997年的书评作品，带领读者踏上一个世纪的文化旅程，勾勒出当
代重要作家及思想家最令人难忘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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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写书评是个倒霉的行当。在阅读本书之前此念头深入骨髓。阅读本书，改变不了它可却足以松动
它——因为，就算是一个倒霉的行当如果不考虑经济效益书评写作其实蛮可以就成一次又一次冒犯的
实验：“赞美”是对自我的冒犯，而“怀疑”则是对作者的冒犯此二者无论哪一种都足够刺激⋯⋯

Page 4



《20世纪的书》

精彩短评

1、不错，可以作为选书的参考资料。
不过听说纽约时报书评有很多上万字的，但是这本书的的评论都不长。而且感觉都是赞赏的，很少批
评。
2、书评真的很不错的  就是书有点旧 但是真的是一本好书 适合文艺青年
3、高中时候问D老师借来看的，已经有点儿忘记了～
4、买了很久每次拿出来都会发现又有一些书被翻译过来了。这些书评在看过书之后看和之前看完全
不同。之前看可能只会产生向往之心，之后看会可能会带来一次有用的更新。此次看了几篇评论艾丽
丝·门罗的书评，意外的还发现了一篇罗伯特·休斯《致命的海滩》的书评。
5、不喜欢外国文学，竟然也不喜欢外国文学书评（照中国经验，书可以不咋地，书评绝对篇篇精彩
异常），估计原因是一致的，所以这书买亏了。单论外观，装帧、纸张都不错，沉甸甸的，很有分量
，所以当初看走眼了。
6、当时的塞林格评价只值五十字。。
7、nytimes book review
8、偏重于文学，部头大，可读性差
9、很有料
10、书评总集
11、好厚的书，虽然是中译本，但思维方式比语言的差距更大些。
12、喜欢读叶兆言的书话 跟着他买书了
13、Translation...???
14、书市半价~喜欢！！
15、惊喜不断！！维拉凯瑟在我印象中还是个烧裸体画的老女人，在近100年前她就面部抽搐的说“不
要以为阅读等于文化”，那时美国的书籍也是2美元。还有同时代看不上福克纳的家伙们说他眼睛离
不开粪堆哈哈哈哈还有康奈尔大学的高材生⋯
16、时空穿越，让人回到很久以前，好美的感觉。
17、配合西方新闻报导的课程,借了.
翻了一些.乐趣是看几十年前的书评预言成真与否.
全部看完是很恐怖的,我猜.
18、没有一本是中国人甚至是亚洲人的。
19、真正的百年经典，百年毒舌。
20、当做资料和工具书不错
21、就像楼下一篇书评所说   这是一本坐标  20世纪的坐标   我很喜欢看书评  可以找出我思维的盲点    
22、很好的读书指引
23、写作资料速成的绝佳良器，不过读多了怕有卖弄学问的嫌疑。
24、这本书使我们书评写作课老师极力推荐的。纽约时报书评的整体风格应该还是倾向于大众通俗的
吧，书实在是太厚了，有800多页，花40多买这么一本书真的很值得啊，而且书是三联书店出的，这也
是品质的保证吧。我倒是很疑惑，既然这么厚，为什么不出成上下册呢？
25、一再翻看的书  经典的书评
26、每天讀一點
27、慢慢看
28、耗神，太厚了，太笨重了，只能趴在床上读。
29、书非常厚，每篇篇幅非常短，更适合对多数作家有所了解之后再休闲阅读，比如扩宽眼界
学术参考就算了，还是需要更专业的评论
30、挑了几篇我以为可能可以看懂的看了下，还是不太能看懂。但心里知道这本书蛮不错的。
31、以前读的书太少，国内的名著都没读完，更别说是外国的了。当进入大学，想补上这个生命中的
缺口时，却又为这书架上满满的书而苦恼了——我数都尚数不过来，要读完就更难了。正当我下了很
大的决心想一本本读的时候又一个问题摆在了我面前：从哪本看起，哪本是最值得看的呢？曾经不厌
其烦地去翻书的简介，然而这些简介又多是内容摘要，太简短了不能充分体现出书中的精华来，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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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又使整本书在结构上看起来冗余繁杂。幸而还有书评这种文体的文章，可以指导我们按照自己的需
求与喜好去挑选书籍，可以省去很多的周折，引领我们接近那些我们所不知道、不了解的却又是对我
们有用的、有意义的我们还未读过的好书。初次看到《20世纪的书》是在社科阅览室的书架上。当时
我瞟了一眼橘黄色的书皮，带着三份期待和七分恐惧，顺手翻了几页却又不想放手了，因为它所评论
的图书也好，介绍的文学观点也罢，大多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新鲜内容。一面迫切地想去读它，一
面又因为它的“大块头”和看起来不低的价格而困扰。不再以为那种大部头的书是为那些书呆子或是
博学广猎的人专门准备的了，为着它跑了好几天的图书馆，老地方、老时间，每次都是迫不及待地想
要继续“窥探”那些我所未知的美国经典作品。悠哉游哉地阅读，就像读短篇小说一样，跳跃在不同
的书评者、不同的评论者对不同的作品的评论中。由于我是个孤陋寡闻的读者，目前为止还不知道多
少个世界闻名的人物，对他们没有先定的观念先入为主来左右我的思想，因而也没有对这些“大人物
”的任何偏见和偏好，因此“书评者和作者一样名闻遐迩”对我而言并不那么重要。真正提起我的兴
趣的是，这些评论中大多都是作者中肯的意见，诚挚的鼓励和急切的批评都饱含着评者对作者的殷切
期望，希望他们的下一部作品会更出色。我如嗜酒的老汉发现了处打酒的好地方一样，有空就跑过来
自斟自饮，慢慢品尝美酒的香醇，每次都知足而返。然而终于有一天这坛藏在图书馆角落的美酒被其
他同学发现了，我埋头在熟悉的位置是寻觅了半天却没有见到熟悉的白低灰字的“20世纪的书”。怏
怏地上了两个小时的自习，终于下决心再次寻找这本我未读完的涵盖了很多我未读且想读的好书的好
书。几经周折，当我把书拿回宿舍时叫寝室的人兴奋了半天。遗憾的是，当时我们只订到了两本书，
因为“书架暂时缺货”。我们两本书就轮流着传看。一是因为要做作业，二是因为经典，大家看起来
都不亦乐乎呢。反倒是助人为乐的我对它“懈怠”了很多。朋友取笑我说“书非借不能读也”，我也
只能以笑复之，因为这种大部头的以年代为体例的作品集实在是没有必要急着去把它啃完，就像会品
酒的人从来不会一次喝干一坛美酒一样。书评是编者在策划出这本书的选题时的主要目标，而实际上
，本书选录的是1897年到1997年这一百年间的以优秀书评为主，其他经过时间的积淀与考验的经典的
评论性的非书评材料为辅的文艺作品。从书的结构上来看，他们以时间段为框架，每个小框架就是某
一时期的美国文学发展的某一阶段，内容不仅有书评，还有随笔、初步印象、访谈和来函等多种类别
的作品，有对各个时期的有或者曾经有过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作品及作者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评论：为
了“更完整传达《书评》一周接一周的原本面貌，也能勾勒出不同时间形成文学气氛的较大文化议题
”。编者以时间为序，当然便于那些已经了解美国文学的读者们进一步理清美国文化文学的发展大潮
前进的脚步。然而对于像我这样才开始接触美国文学的门外人而言，这些题材不一，风格迥异的作品
集汇聚在一起，就必须在读懂书中的每一个观点的基础上再去把握它其中的一些更迭和趋势了。在读
书时，我们首先是要找好自己的落脚点，才聪明地把书中内容为自己所用，读这本书也不例外——不
必盲目地去验证麦格拉斯所说的在读了很多书评后会从这些“偶然的变化中看出一些趋势和更迭”来
的论断，小心品酒不成反倒“酒精中毒”了。书中汇集的作品虽然只是从《纽约时报书评》中精选的
一部分，但已经很丰富了，有对诸如《飘》、《嘉莉妹妹》、《百年孤独》以及《阿甘正传》等的文
学名著的前瞻性的肯定，也有对《第二性》、《洛丽塔》以及《裸体午餐》等备受争论的作品的关注
；有对《黑人的灵魂》、《俄罗斯生活故事》、《印度之行》以及《丑陋的美国人》等一类涉及敏感
话题的作品的大胆评论，也有对《疯狂的葡萄》等一类以独特视角见长的趣味横生的作品的更加活泼
俏皮的评介；还有一些关于实用性图书、专业图书的优秀的书评和评论、介绍。编者把这些作品都选
进来了，想来也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广泛而多样的需求的，至于读者就可以有选择、有偏好地选读了—
—不必按顺序一一研读，大可依心情去找你想读的文字，从中寻求共鸣。当然读的越多，你所能寻求
到的共鸣也就越多；消化的越多，你的这本书就会买得更加物有所值。这些文章篇幅长短不一，文字
各有风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作品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夹在书缝中的“哎呀！”，短小精悍，
一语言中要害，其中还不乏很多风趣活泼的语言。这最不像书评的简言精语却又是最精彩的评论，时
时可见作者灵光闪现，难怪编者也对它情有独钟，特地把它们一起选入了这本被人们认为是书评的书
中来。要说仔细地研究这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的话，我至今还没有读完一遍，但我并不后悔买下这本
书。不但不后悔，还要推荐那些想读外国的（确切地说是美国的）好书，却又苦恼无从读起的人和善
于写书评的人，喜欢看书评的人以及想快速地了解很多美国20世纪文学的人去看看这本书，因为它确
实是一本好书，一本值得读，也值得收藏的不仅仅是书评的书评集。我是正准备慢慢地品完这些作品
一遍后把它放在身边，什么时候又想看了，再拿出来温习一下，即使不是“温故知新”，也可以拾起
很多被遗忘的思绪和灵感来的。然而我还要提醒准备去读这本书的人一点，这是一本翻译书，是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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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的编辑经过编译之后出版的。在这本书上中国的编辑显得不如外国的编辑那么负责任。其中的翻
译大多都还比较生硬，对于那些过分追求文字的建筑美和音乐美的人而言，这可能会让你失望——“
我们不鼓励挑剔、观念‘守旧’的人阅读本书。不读此书也无妨”；而对于那些注重书籍的内涵，善
于从平淡的文字中挖掘作者的闪光的思想的读者而言，应该是可以顺利地读下去的，或许这些还带着
老外的口气的文字还更有利于我们跟作者沟通交流呢。但是所编书明明是以1987年2月的文章开始的却
在简介里写“摘录从1986年到1997年的书评作品”的编者确实让人有点不放心，因此在读这种经典作
品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真诚的读者”和“聪明的怀疑者”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不从
”。但总的来说这本书还是瑕不掩瑜的，它就如深巷中的一家美酒铺子，在你没有发现它之前，你可
能会不屑于它的古旧的铺面，而一旦你发现它其中的香醇干洌的美酒了，你肯定就会对它恋恋不舍了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amp;copy;
32、好书堆积出历史。
33、大学
34、一本看见一个世纪的述作及品论，不可言喻的尊敬！
35、这本书是教写书评的老师推荐的
36、又厚又重的一本书
37、　　在美国，最权威的书评刊物大概就是《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和《
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从不少畅销书的宣传标语将《纽约时报书评》对其的评
论放在首位就可看出《纽约时报书评》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而我今天要评的这本由查尔斯·麦格拉斯
主编的《20世纪的书：百年来的作家、观念及文学:&lt;纽约时报书评&gt;精选》，更是精华中的精华，
浓缩了时报书评百年来的好作品。最初买这本书是出于课业要求，带点不情不愿的小情绪，然而，在
看了一部分之后，我就完全没有怨言了，俗话说，大浪淘沙，剩下的是金子。在这本书里面，我看到
了如金子般闪耀的作品。　　这本书采用编年体的形式摘录了《纽约时报》1897年至1997年一百年间
的书评作品。本书有800多页，很厚重的一本。虽说这部书的容量有些让人望而生畏，但它的单篇篇幅
并不大，你大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来选读；加之它除评论文章外，篇章间穿插了访谈、随笔、来函甚至
感叹式点评等，在页眉处时不时会列出当年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例如：1904年6月16日（
即Bloomsday，《尤利西斯》一书故事发生的当日）詹姆斯·乔伊斯和诺拉·巴纳克尔第一次约会。当
乔伊斯的父亲听到她的姓氏，便说：“她永远不会离开他。”[ 《20世纪的书：百年来的作家、观念
及文学——&lt;纽约时报书评&gt;精选》 P16]。这些将内容和形式均调动得活泼而有趣。当你看书看得
倦了的时候，可以随意翻翻，看看页眉上的内容，也不失为一个放松的办法。　　大浪淘沙，剩下的
是金子——说的是书中的书评。书评本身质量上乘，而且它是从时报书评100多年以来的作品里面精挑
细选出来的，“多多少少是历史连贯的见证，见证一百年来对书籍认真而仔细的关注。”[ 《20世纪
的书：百年来的作家、观念及文学——&lt;纽约时报书评&gt;精选》 导言 P1]　　本书最让我欣赏的一
点是，书中所收入的书评大抵都客观公正。不盲目的赞扬，也不绝对的批评。这是我国的很多书评做
不到的。萧乾在《书评书缘书话》中也指出“公正”之于书评写作的重要性：既然书评家负有执行裁
判的职务，如果缺少了公正的心，则一切评语皆难为读者折服。举书中评多萝西·帕克著《生之悲歌
》为例，文章在肯定了帕克小姐本书的成就之后，也指出了其不足之处。书评家是这样说的：《生之
悲歌》相当敏锐，不过，除非帕克小姐能够超越自己，不只是在写作技巧上，至少还要包括取材范围
，否则小说生涯的终点不会太远。一本《生之悲歌》很了不起，但很多本就让人受不了[ 《20世纪的
书：百年来的作家、观念及文学——&lt;纽约时报书评&gt;精选》 P101]。像这样认真、严谨、客观、
公正的评价在书中处处都有。　　在造就时报书评上述风格的原因是该报本身的“书评属于服务新闻
”的方针。在本书的主编查尔斯·麦格拉斯看来，时报书评面向的应该是类似他本人的“严肃而有文
化修养的普通读者”；书评文章内容风格，“介于《纽约书评》与《时代》周刊或《新闻周刊》之间
”，力求在雅俗之间寻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 《纽约时报书评》主编更迭起风波》——《南方周末》
2004年]。同别的书评刊物做法不同，时报书评作者主要是传媒从业者和相关专家——书评家与所评作
者是同一领域专业研究者。他们希望书评写作，能够做到权威并且符合活泼多样的新闻风格。100年来
，《纽约时报书评》所选择的评论对象，均为严肃的文学作品，并以作品当时的分量和名气为基本标
准，而不是定位于商业销售上。再者，几乎所有的评论文章，皆以个性和品位取胜，不流于俗套。也
即是说“时报书评”并不追求时尚，而是尽可能丰富地向读者提供材料，让读者作出自己的客观判断
，即作者和报纸只提供事实，而让读者去下结论。如果你认真地阅读了《20世纪的书》的话，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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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会同意这样的说法。　　大浪淘沙，剩下的是金子——说的也是被书评家选中被评论的那些书
。时光变迁，这本书评选集中评论的作品如今大部分已成为经典，比方说，《嘉莉妹妹》、《尤利西
斯》、《儿子与情人》、《飘》、《审判》、《在路上》、《百年孤独》。难得的是，我们读到的书
评是这些作品刚刚问世时评论界的反应，而且时报书评对很多作品做了前瞻性的肯定。以评论《儿子
与情人》为例，看过《儿子与情人》的人都知道，讲述母亲与儿子之间情人般的爱恋，本书视角独特
，对人性中隐秘的“恋母情结”有深刻、形象的挖掘。而时报书评对书中人物、情感方面做了到位的
分析。“整部小说给人的印象是精简扼要——字字一语中的，犹如一阵阵短促的捶打。然而对于参差
不一的情绪，以及难以言传的亲密感情，本书却有极其细腻的描述，足以显示作者明快又不失流畅灵
活的文笔。尽管如此，这部小说之所以能成为杰出的作品，还是在于蜜丽安复杂的性格，以及母子间
动人的亲情。”[ 《20世纪的书：百年来的作家、观念及文学——&lt;纽约时报书评&gt;精选》 P31] 书
评作者没有狭隘地大肆批判所谓母亲与儿子之间的“不伦之恋”，要知道在1961年美国俄克拉荷马的
禁书运动中，在租用的一辆被称之为“淫秽书籍曝光车”所展示的不宜阅读的书籍中，《儿子与情人
》被列在首当其冲的位置。而我们时报书评却早在1913年就已经肯定它是一部杰出的作品。时间证明
时报书评是对的。　　当然，尽管很多著作如今已名垂史册，但它们当中有些在刚刚上架时得到的却
是差评。例如，《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书评中写道：“这本书实在太长了。有点单调乏味。他真该把
这群笨蛋学生和学校里的荒唐事大幅修剪。真让我失望。”[ 《20世纪的书：百年来的作家、观念及
文学——&lt;纽约时报书评&gt;精选》 P200]当然，收集一两篇“看走了眼”的书评只是为了增加此书
的趣味性。也显示了时报书评并不是永远都是正确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何况是主观性强的书评
呢，不是吗？　　　　如果你想学习怎样写好书评，那么我推荐你看这本《20世纪的书》；　　如果
你想对读什么书无从下手，那么我推荐你看这本《20世纪的书》；　　如果你想了解美国百年来的文
学观念变迁又不愿意花大量时间去阅读原著，那么我推荐你看这本《20世纪的书》；　　不仅因为书
中评论了大量经典之作，足够当你阅读的指向标，还因为书中的作品经得起时间的筛选，当然，编者
的挑选也很重要。如题所说，大浪淘沙，剩下的是金子，含金量这么高的书，你值得拥有。
38、纽约时报20年来的书评
39、当作guideline是极好的～
40、这本搜集了纽约时报精选的20世纪的书评，百余篇，虽然时间上是囊括百年，但空间上则只限于
欧美作家和学者的作品。大部分是纯文学的书，然而也有环保学者蕾切尔卡逊、建筑诗赖特、精神分
析学大家弗洛伊德等等。书评良莠不齐，给我的感觉是纽约时报的书评也不过如此。当然，比豆瓣书
评好很多的是，简洁直接干净纯粹，没有夹杂书评者的情感私货。不得不提一下翻译，有些地方简直
像是盗版，词语古怪，上下文不相容。这么厚的一本软本书，看和不看的区别不大，但是可以知道当
时的人们怎么看如今我们依然在阅读在评价的书也是很有趣味的。比如那篇评奥威尔《1984》的。昨
晚在床上干掉这本书，胸都压瘪了。
41、文学扎根于时代的潮流，1900到1950是战乱，之后直到1992是政体之争。遇见未来是多么困难，
民主时代会是历史的终结吗？
42、非常厚重的一本书。
43、第一次看到兔子的介绍，02年的小雨小三
44、促销时购买的，价格真心便宜
45、这类编辑的书，教授在骗钱
46、我只是一盘散沙，你只是我依赖的聚合和塑造我的物质和作用。
47、这本书是教写书评的老师推荐的，很有用！值得一读
48、文字可真是差劲，翻译啊！
49、只对研究外国文学的有意义，普遍人读了费钱费时间
50、翻译一般，推荐的作用对我而言不大，感兴趣的书有些没有出版（甚是可惜）。但至少了解了某
些作家在20世纪得地位，和他们的故事。美国人鉴书的水平不如欧美！！11
51、《纽约时报》书评汇集
52、好英文都被翻译糟蹋了！
53、文人说的书
54、沉甸甸一本书，慢慢学习中。
55、回顾很有意思，三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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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看看那是每个月都能出名著
57、境外书籍的阅读导引，访谈和随笔写得比书评要好。。。。
58、一册在手，漫游世纪好书
59、20世纪的书   对书籍及作者的最佳评论,是美国读者最多的文艺期刊，本书带领读者踏上一个世纪
的文化旅程，勾勒出当代重要作家及思想家最令人难忘的图像。就是贵了，穷读者要咬牙才可下单⋯
⋯
60、能清楚地看到书评是如何发展并精彩起来的。报刊书评写手必备参考样本。
61、这本书我是挑着感兴趣的文章读的。不可否认纽约时报的写稿人还是很有水平，他们的对一些书
的预言如今来看还是相当客观且恰当的，但是目的性过于明显的推荐性定位，使得一些书评写的在本
应该要深入其中的下一秒前，遗憾的蜻蜓点水般扫过，而一些流行小说则又显得过于繁复。当然其中
最让人惊喜的还是与作家们的对谈，平实而富有个人特色。总体而言这些文字更适合印成铅字，刊在
报纸上，而不是结集成书。PS 六十年代是我唯一全部读了的时期。
62、我买了一本，放在书架上，等空的时候再看。但凡我有个习惯，我不喜欢作品出后写出一大堆的
名人名人评论。。。所以，这本书在我心里的位置就下降了些。但是题目很牛，就买了。以后再看吧
63、一个月货没收到,反被推回去了,还要让我重新订购,投诉也一样,重订,这样简单的服务不好!!!!!
64、纽约时报书评百年精选。从各个时代相异的作者到文风的变迁 还有品评的倾向 都是可以探讨的。
书评篇幅长短不一 以简短为主。透过这一本书 也可以对近百年的西方文学史 从作品到风貌 都有一个
大概的把握。
65、今天收到书，挺厚的一本，只翻看了二十几篇，就感到很不错。这些书评跟国内的很不一样：一
是朴素、直接，很少像国内书评家喜欢拐弯抹角——这样看起来好像更有文化；二是比较客观，作者
总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进行评论，对自己认可的书也往往会有所批评，毕竟没有哪本书是完美的。
客观的评说，能帮助读者站在超脱的角度看问题，这样的书评看起来简单、朴素，但比起拐弯抹角来
更需要功力，需要真正的分析。
    这本书里面的插图给人一种既传统又时尚的感觉——妙！
66、评论很好，引经据典的东西太多太高深。只怪我读的太少书。
67、除非你先读完里面提到的书，否则你也很难知道这些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书评质量其实不错，但
翻译不怎么样，很多句子读起来都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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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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