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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尼亚》

前言

　　乌拉尼亚来自希腊神话，原意为天文女神，小说中引申为“天上的国度”。勒克莱齐奥以其优美
的笔触构建出一座美丽的天国——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在坎波斯居民仰望天空的节日中，时间与空
间完美地融合在那一双双闪烁着星光的眼睛里。　　“我们望见的这片天空，这片拥有太阳和繁星的
天空，正是我们的祖先曾经望见的，也是我们的孩子将要望见的。对于天空而言，我们既是老人，又
是孩子。”坎波斯的参事贾迪在给“我”的信中写道。贾迪无疑是坎波斯的精神领袖，他凭借自己对
人生和世界的理解创建了一个没有贫富阶级，没有长幼尊卑，却富于民族差异，语言差异，生活方式
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地上的天国”——坎波斯。在这里，知识是用来忘却的。坎波斯居民从不学习书
本，他们学习的是自由和真理。坎波斯村里的“异”与此“同”恰好与我们这个存在着文明冲突、种
族歧视、语言斗争的现实世界相反。坎波斯恰似真正的天国在大地上的倒影与投射，它是作者寄托在
小说中的理想社会的生活状态。不过，作者并没有沉浸在这个乌托邦式的美好世界中，浪漫到忘却现
实。从朗波里奥研究所里的人类学家们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尔虞我诈，到泻湖的妓女莉莉以及摘草莓
的妇女儿童所遭受的摧残和压迫，作者痛惜地告诉我们，在我们的世界的某些角落里，美好的生命不
能活，丑陋的生命很快活。坎波斯的结局是未知的，也可以说是开放的，在新任女性领袖奥蒂的领导
下，坎波斯居民走向了新的土地，新的生活。而与这个“天国”相对的现实世界中呢？“在火山爆发
之前，地球上最穷困的地区在时刻潜伏的战争与贫乏中日渐萧索。只有大批逃难者如同海底涌浪一般
，前赴后继地撞碎在边境的礁石上。没有什么值得乐观的事情。”而且，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我
们既不知何日，也不知何时”，印第安男孩拉法埃尔的这句话在全书中总共出现了四次，甚至被作为
最后一章的标题，它回声般地喊出了现世中的人们面对时间的迷茫。然而，尽管现实是残酷的，未来
是不可知的，作者依然对生活满怀希望，因为对“天国”的信仰，因为曾经见证过它的存在。正如见
识过光明的人都知道，天总会亮的。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人物，贯穿全书。书中的
重要人物，如坎波斯的参事安东尼·马尔丹（贾迪），特立独行的印第安男孩拉法埃尔，善良得如同
耶稣在世的朗波里奥的创建者唐·托马斯·摩西，富有正义感的学者胡安·亚居斯，形形色色、丑态
百出的朗波里奥的研究员，包括“我”的情人达莉娅及其前夫——激进的革命分子埃克托，都是通过
“我”的眼睛来观察的。小说中无疑包含了作者的爱憎与褒贬，但我们应当注意到，作者在人物形象
的塑造方面并没有平面化和脸谱化。从拉法埃尔·扎沙里到唐·托马斯，从胡安·亚居斯到安东尼·
马尔丹，甚至包括达莉娅，这些作者倾注着深情厚爱的角色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性格
弱点，他们的命运也并非简单的悲、喜剧。他们每个人所经历的平淡与坎坷就像我们在真实生活中所
经历的一样，读来真实可亲。　　在这部小说中，勒克莱齐奥延续了他一贯优美的文风，充满诗意的
文笔和喜欢描绘异域风情的创作特点。小说的主体部分以墨西哥为背景，对热带森林、河流、火山和
金字塔的描绘惟妙惟肖。透过他清新的文字，我们似乎能够感觉到一股南美洲的热带气息扑面而来。
另外，本书在形式上还有一个特点，作者在某些章节中似乎有意将前一章的末尾作为下一章的题目及
开头，以此强调全书的连贯性，同时激发读者向后阅读的兴趣，在中国读者看来，或许颇有章回小说
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味道。那么，小说究竟如何，就请各位看官各自开卷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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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尼亚》

内容概要

《乌拉尼亚》是勒克莱齐奥的代表作之一，入选“二十一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二○○六年度法语
文学作品。
一位法国地理学家在墨西哥勘探地貌时，意外发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王国“坎波斯”——也就是
“乌拉尼亚”。这里的人都是来自全世界的流浪者，在这里人人平等，没有贫富阶级，人人过着安居
乐业的生活；孩子们的天胜没有被压抑，他们不用上学，他们需要学习的是自由和真理。这个理想国
在人类社会的围攻中被迫迁移，去寻找它的出路。
作者通过对这个理想国的描述来讽刺当今社会的弊病，读来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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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尼亚》

作者简介

勒克莱齐奥，一九四○年生于法国尼斯，一九六三年出版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并获得勒诺多文
学奖。至今已出版四十多部作品，包括小说，随笔，翻译等。一九八○年，勒克莱齐奥以小说《沙漠
》获得保尔·莫朗文学奖。一九九四年，他在法国《读书》杂志一次读者调查中，被评选为当代最伟
大的法语作家之一。
二○○八年，勒克莱齐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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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尼亚》

书籍目录

我创造了一个国度
我所见过的最奇怪的年轻人
人类学家的山冈
河谷
红灯区
坎波斯
拉法埃尔的故事
奥朗蒂诺
拉法埃尔的故事
贾迪的故事
我们的花园
埃尔门语
迷途者
奥蒂
潟湖的莉莉
“仰望天空”
阿尔达贝托·阿朗萨斯
参事安东尼·马尔丹
流亡
永别了，朗波里奥
各行其道
半月岛
潟湖的莉莉
不知何日，也不知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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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尼亚》

章节摘录

　　我创造了一个国度　　????那是战争年代。家里除了我祖父于连，再没有男人了。我母亲满头乌发
，琥珀色皮肤，大大的眼睛，浓密的睫毛如炭画一般。她每天长时间暴晒在太阳底下。我还记得她小
腿的皮肤，在胫骨上闪着光泽，我爱用手指从她腿上轻轻滑过。　　????我们经常没有什么吃的。听到
的消息也总叫人发愁。可是，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母亲却是个弹着吉他唱着歌的，永远快乐无忧的
女人。母亲还喜欢读书，因为她的缘故，我开始确信，现实是神秘的，人只有通过梦想才能接近世界
。　　????祖母跟母亲很不一样。她是北方女人，来自贡比涅或亚眠郊区，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他们保
守而专横。祖母叫热尔梅娜&#183；贝莱。这名字很好地概括了她的全部性格：小气、固执、倔强。
　　????她很年轻时就嫁给了我祖父。祖父是另一个时代的人，早先当过地理老师，后来为研究通灵论
辞了职。他常常把自己关在一问小屋里，一根接一根地抽黑烟丝卷烟，看史威登堡。他从来不谈他看
的书。只是有一回，当他发现我在读斯蒂文森的小说时，终于用一种不可抗拒的音调对我说：“你最
好还是看你的《圣经》去。”对我的教育，他的贡献到此为止。　　????母亲的名字很特别。那是个温
柔、活泼的名字，一个让人忆起她们海岛的名字，一个与她的微笑、歌声、吉他相称的名字。她叫玫
瑰鸥。　　????战争年代，通常是饥寒交迫的年代。兵荒马乱的年头是否总比平时更寒冷呢？按我祖母
热尔梅娜的说法，她所经历的两次战争——第一次是“伟大的”，另一次是“龌龊的”——都是酷暑
连着严冬。她说，一九一四年夏天，在她们村里，百灵鸟唱的是“大热天，大热天！”可惜直到八月
中旬，动员令贴上了墙，村民们才听懂百灵鸟的歌。祖母没有提一九三九年夏天唱歌的鸟儿。不过，
她告诉我，我父亲在一场暴风雨中离开了家。他拥抱过他的妻儿，在大雨中竖起衣领，一去再也没有
回来。　　????山里的天，十月份就开始冷了。每天晚上都下雨。雨水在路中间流淌，奏着悲伤的曲子
。土豆田里的乌鸦开着各种各样的会，凄厉的叫声充斥着空寂的苍天。　　????我们住在村口一座老石
头房子的二楼。一楼是间宽敞的空屋，以前是做仓库用的，窗户早已遵照占领军司令部的命令堵上了
。　　????我永远忘不了的，是那段岁月的味道。烟味、霉味、栗子味、白菜味，寒冷的味道，忧愁的
味道。日子一天一天逝去，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早已忘却。但是，那种味道留下了，有时候，在我
们最不经意的时候，它会重新出现。随着那味道，我们的记忆重新浮现：悠长的童年岁月，悠长的战
争岁月。　　????入不敷出。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如何能明白？我祖母热尔梅娜有时会在晚上说到钱的事
儿，而我，正趴在我的空盘子上冲瞌睡呢。“咱们该咋办？牛奶、蔬菜，没哪样不贵的。”我们缺的
不是钱，而是时间。钱的用处是让人不再考虑时间，不去害怕已经过去的和将要重复的日子。　　????
起居室就是厨房。所有的卧室都很阴暗潮湿，窗户统统朝向一面爬满苔藓的石墙，墙上日复一日地往
下淌水。惟独厨房是临街的，有两扇敞亮的窗户。晚上，祖母在窗户上钉一张蓝纸，作为熄灯的信号
。白天，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厨房度过的。就算是冬天，厨房里也有阳光。我们不需要窗帘，因为
对面没有人家。外面的路是朝山里去的，没什么人经过。每天只有清晨时分会有一辆小汽车呼哧呼哧
地往山上爬，喘得像烧开的锅炉。一听见它开过来，我就会立即冲到窗边，好瞅瞅那只金属大虫。它
没有鼻子，背上驮满了帆布捆着的大包小包。小汽车停在比我们家地势低一点的广场上，不过桥。我
弯下腰，可以看到低处的杂草，草尖上是村庄的屋顶和教堂的方塔，方塔的摆钟钟面上刻着罗马数字
。我一直没学会看钟，不过我觉得，它似乎一直指着正午。　　????厨房在春季到处都是苍蝇。我祖母
热尔梅娜坚持说，是德国人把它们带来的：“打仗前没那么多的。”祖父笑话她：“你怎么能肯定？
你数过吗？”祖母却不依不饶：“都已经十四只了，我看着它们来的。德国鬼子用篮子带了它们来，
在这里放了，想让咱们泄气的。”　　????为了抗击这些昆虫，祖母在电灯泡上贴了些胶带。因为没钱
，她每天晚上都要把胶带取下来清理上面的苍蝇，第二天早晨继续用。不过，胶带每取下一回，都会
损失一点粘胶。于是，所谓的“陷阱”很快便成了昆虫们的栖息地。祖父呢，他的办法要更彻底些。
每天早上，他都用一只修补过无数次的苍蝇拍做武器，开始一天的捕猎。除非打到第一百只苍蝇，否
则，他绝不肯吃午饭。餐桌上的漆布可不是我们战斗的舞台，祖母热尔梅娜为了保持清洁，绝对禁止
我们在桌上拍死哪怕一只苍蝇。而在我眼中，那块桌布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装饰品。其实，那是一块
再普通不过的桌布，厚厚的，泛着油光，散发出硫磺和橡胶的味道，和厨房的各种香味搅和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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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尼亚》

精彩短评

1、没看出讽刺，也不觉得比莱辛奶奶好，再看个飙车如果不行就弃。
2、诗化的感觉，但不是我的菜，也不知是不是翻译的问题⋯⋯乌托邦，原本是空想产生的高度理想
美化的概念，书里不过是些异邦原始风情⋯⋯着重描写了边缘人物么，作者是不是有些小觑 乌托邦的
含义了呢？不知是想表达讽刺呢，还是探索⋯⋯也有些像纪实文学吧，然而并不讨喜。抒情、纪实、
哲理⋯⋯混杂在一起，失之生硬了～
3、嗯 同立场
4、味道不很足。。
5、关于边缘人群的人文关怀和原始生态文化式的乌托邦的建构与毁灭
6、他居然得了诺奖~很多年前读过
7、现代乌托邦的故事，和《诉讼笔记》比起来还是这个好看一点。
8、　　我们看到的这片天空，这片拥有太阳和繁星的天空， 
　　正是我们的祖先曾经看到过的，也是我们的孩子将 
　　要看到的。对于天空而言，我们既是老人又是孩子。 
　　（——《乌拉尼亚》） 
9、优美的文字中流淌着耐人寻味的哲理，娓娓道来。作者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真正从虚无中认识
世界的机会，也给我们阐释一个宏大而深刻的世界观。
10、境界还未达到充分置身与星空之间那份坦然与惬意，无法感同身受的嗅到坎波斯的那片自由星空
的美。
11、西方人眼中的墨西哥真的有乌拉尼亚这样的神话存在吧，也许那只是对殖民时代的野蛮统治的内
疚和遗憾而已。
12、“沉重的，是生命。死亡是轻盈的，如同微风拂过。使我们对生活仍然怀抱希望的，是我们相信
，乌拉尼亚真的存在，我们曾是它的见证人”
13、总觉得结尾交代所有人的结局有点多余，还是我早已迷恋上了未完待续的那种焦虑感呢。
14、好啊！
15、既不知何日，也不知何时
16、有点了解他得奖的原因了 读起来觉得好有美感
17、本来是想找那篇奥尔拉蒙德的⋯⋯木有
18、我一直在找你，仿佛我的生命由你决定。
19、不知道要给几星⋯⋯
20、星空下的乌托邦⋯。喜欢主角在红灯区里关于土地的演讲
21、不知何日，也不知何时

22、当原始人就可以不要上学整天看星星 我也想的啊
23、语言清新，是散文诗的感觉。此类乌托邦的小说永远不会过时，只要地球没有终结。里面的又有
些话富有深意“热爱天空，因为她既是老人，又是孩子”。如此简单的句子却写出深刻的文字，这也
是一种功力啊。
24、以为书名会考一个名词解释╮（╯＿╰）╭
25、毕业论文选题
26、朗波里奥、莉莉；坎波斯、拉法埃尔手腕上的北斗七星、埃尔门语、奥蒂、仰望天空节“mirar el
cielo”，彩虹民族。奔溃、流亡、奔溃，乌拉尼亚。
27、乌托邦只能存在于心里了
28、第一次接触le clezio 就是乌拉尼亚
29、这本书很值得一读~~
30、他的书真的蛮好看，是我目前为止发现唯一看的下去的外国文学，当然除了童话之外。对于坎波
斯的生活描写我很喜欢，渴望。仰望星空。如果你活的像树一样久，你会看见它们彼此分开，所以学
会遗忘。
31、仰望星空，拥抱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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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尼亚》

32、诺贝尔乐。乌托邦没怎么看出来。
33、现在是无书不读的时候，有些真不适合自个。真佩服自己能看完
34、又一部'百年孤独'。
35、始终认为他的实力不足以超越很多作家拿下诺贝尔  但是 这本书还是给了我很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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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尼亚》

精彩书评

1、读者的思维和作者的灵感同步的时候，读者是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的。我文笔拙劣，无法深刻
确切地描绘这种感觉。具体而有些粗糙的比喻是，阅读不同的作品就像品尝各色的美味。对我来说，
读得比较多的推理小说这一类型小说就像西式快餐。好吃，过瘾，种类繁多，热狗、汉堡、烤翅、披
萨⋯⋯更新迅速。有时候仔细琢磨，还不乏出彩之处。不过，吃多了会腻味儿，吃快了会撑着，吃完
了就得走人，该干嘛干嘛去⋯⋯吃的时候倒是觉得香味浓郁，但吃完回头品味，能有新感觉的确实不
多，只记得一股子浓浓的色拉和番茄酸。文艺风格的散文是凉菜，最是那留在舌尖一点的冰爽让人怦
然心动。心浮气躁之时，凉菜解暑降温。一灯一桌，夹着小菜品私家酿酒，别有一番情趣。但是，凉
菜不管饱，缺乏蛋白质。吃多了人就成仙了。难怪减肥的女生都爱吃小菜，不吃大鱼大肉；也难怪小
女生都喜欢把一本散文集子抱在胸前，而不是肩挑一箩筐武侠小说⋯⋯有些作品是史诗级别，就像满
汉全席。光是餐盘阵容就先给你个下马威，吃一次大呼过瘾，多了吃不起，钱就那么多，精力更有限
。这些作品也像盛大的宴席一样，值得留在记忆中。你可以细数家珍般截取那些美好的片段，如同你
舔着嘴唇回味当时吃的一道道菜色。书和食物，一个充实了思想，一个填饱了肚皮。而且人们还常常
在放下一本读着不适的书时，大大咧咧故作内行地咋舌道，不是这书不好，是口味问题！这么一看，
书和食物还真是联系密切。我想，在每个人的菜谱里，一定存在过这么一种食物：有滋，有味，初尝
清淡，再尝入色，愈尝知香，尝毕思味，久尝不腻。每个人心理那本私有食谱里一定有这一类食物，
在我这本里，可能名叫外焦里嫩香酥鸭，或是垂涎欲滴白蘸鸡。这类食物越吃越有味，恋恋不舍。注
意，此类食物又不同于俗称“鬼扯手”的瓜子、葵花，干炒葵花吃多上火，五香瓜子嗑久伤牙，葵花
瓜子更像是网络上几十几百万字的穿越小说，一旦追上了不忍舍弃，看多了又实在大同小异，主要目
的是打发时间。段首提到的香酥鸭和白蘸鸡不可拿来相提并论。我把这鸡这鸭，唤作有味儿的、纯纯
的小说。《乌拉尼亚》就是这样一盘有味儿的白蘸鸡。感谢书展，不是偶然逛到；勒克莱齐奥作品展
位，孤陋寡闻的我还真不会拿起这本《乌拉尼亚》。抬头一望，半小时后有作者本人签售活动。我决
定给自己和这本书一个机会：排在等待作者签名的长长队伍里，翻开第一页，开读。如果在排到我之
前，这个故事还无法吸引我半分，我就一走了之。本就不是勒克莱齐奥崇拜者的我，如果发现自己对
他的作品不感兴趣，那么排队签名就成了冗长的折磨和无聊的遭遇。结果是，当我一口气读过二十来
页，合上书本时，我决定毕恭毕敬地递上这本《乌拉尼亚》，请那位年过七旬却依然双目炯炯的优雅
作家在书的内页写下随性的三笔。这是一本讲述乌托邦的理想在现实的洪流中崩溃倒塌的无奈故事的
书，作者却用温柔细腻、多愁善感又不乏深邃凝重的文笔把它塑造成一个让人最终释怀的故事。“我
”的童年在战争年代烽火偶及的偏远家乡渡过，在那一切都充斥着杀戮窃掠的艰辛岁月里，“我”在
自己的想象中创建了一个完美的王国，取名“乌拉尼亚”。“乌拉尼亚”是母亲从一本讲解天上诸神
的书籍中告诉“我”的，这是一位掌管天际的女神的名字。多年以后，长大成人、作为地理学家的“
我”为了研究考察来到墨西哥一处河谷地带。途中，“我”遇到了一个特立独行、名叫拉法埃尔的年
轻人，年轻人向“我”提到了他的故乡——坎波斯，一个现实中的“乌拉尼亚”，在那里，所有浪迹
天涯的人找到了灵魂的归宿，人们学习如何生活，互相尊重，和平相处，由最初定居的长老式教导者
贾迪管理。青年的描述勾起了“我”深藏心底、关于“乌拉尼亚”的向往。“我”迫不及待想要前去
一探究竟，然而，河谷地区的政治家、企业家和研究者们为了盈利和垄断，正觊觎着坎波斯——一场
关于理想乡的保卫行动悄无声息地逼近了⋯⋯作者的行文结构并不复杂，前半本书以“我”的视角为
主，着重描述了“我”来到河谷的途中和抵达之后的见闻，其间许多重要人物陆续登场。转折从“我
”收到来自拉法埃尔的手稿开始。借着手稿，“我”了解到了坎波斯——现实中的“乌拉尼亚”——
人们的种种生活方式。这几段内容是全文的一大重点，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对于“乌拉尼亚”的向往
之情，睿智的话语随处可见。对于这种“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的描写并未持续长久，仅仅是昙花一
现。接下来作者笔锋急转——当地的老板们来了，策划着驱逐坎波斯的人们。争端开始，有学者反抗
，最终遭到背叛——理想在现实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坎波斯的人们最终不得不离开了这片乐土。文章
进行到五分之四处，领袖一般的坎波斯先辈贾迪开始带领“乌拉尼亚”的人们踏上寻找新的聚居地的
旅途。在这里，作者行文趋于宏大，有一种摩西带领众人出埃及的雄壮感。故事将近结束时，他们到
达了目的地，新领袖诞生，似乎理想乡有会持续下去⋯⋯尾声，几十年飞逝，“我”重回墨西哥，试
着寻找当年“乌拉尼亚”的踪迹，可是徒劳无功，理想乡终究淹没于现实和历史之中。结局虽是淡淡
的悲伤，但作者却并未完全绝望：“我”当年的情人如今已成为一名爱心人士，收养了很多流浪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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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看着那些孩子纯真的笑容，“我”终于释然，发现其实“乌拉尼亚”早就印刻在每个人的心中，
只是后来我们渐渐忘却了而已。不过，只要还有孩子，还有未来，希望就不会停止于梦境中。整个故
事皆围绕着名为“乌拉尼亚”的理想乡展开，从对理想乡的想象、发现、追寻、体会、深入、徘徊，
到理想乡的没落、迁移、消失、磨灭⋯⋯勒克莱齐奥有条不紊地叙述着，读着读着就会置身其中。作
者对于坎波斯的没落并未给出太多的具体原因，只是一笔带过。理想乡是让我们铭记和忘记的存在，
其从辉煌到没落的过程如流星划过，可以忽略不计。除了正面描写理想乡，作者还通过塑造了三个重
要的女性角色来加深读者的印象。第一位是达莉亚，“我”的情人，富有正义感，有时候多愁善感，
但敢于同破坏理想乡的“敌人”抗争。私以为，如果说作者为了具象化“乌拉尼亚”而将小说的世界
分为光、暗和现实三重的话，达莉亚就是代表现实的形象吧。她是所有角色里充斥矛盾最多的一位，
与“我”的情感纠结，对研究项目的徘徊，对坎波斯人们的同情和坎波斯毁灭的无奈，对孩子的溺爱
⋯⋯她曾经几度离开“我”，又始终无法彻底断绝念想。她是富于情绪化的，捉摸不定。也许，达莉
亚就是现实的最佳写照：反复无常而无可奈何，有无尽的渴望，但终究明了了一切。第二位是在红灯
区依靠出卖肉体安身的悲剧角色莉莉，作者对她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心，纯粹写她的故事就占了两章，
在“我”见过她一面后，莉莉一直是“我”挂念的人。莉莉是象征着“暗”的一面，她本身是纯洁的
，但是她的周遭没有光明，她的经历满是丑陋、腐朽、堕落、欺诈、压迫和凌辱。莉莉的遭遇和“乌
拉尼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对比在拉法埃尔绘声绘色描述坎波斯日常生活的地方达到极点。之
后，随着坎波斯的没落，光与暗的界限逐渐模糊，最终合并为现实。最后一位是坎波斯的居民，一位
温柔优雅、富有气质的女人，奥蒂。有趣的是，关于奥蒂的事情大部分是“我”从拉法埃尔的手稿中
读到的，事实上，“我”从未见过其本人。奥蒂住在坎波斯高高的山岗上，宽容待人。文章最后，当
坎波斯居民进行大迁移时，奥蒂用自己的美和执着一直鼓励大家坚持跋涉下去，直到抵达另一个理想
的聚居地。领袖贾迪临终前将坎波斯的人们托付给了奥蒂，她是真正的精神领袖。简而言之，奥蒂是
一个自由的女人。世间的束缚无法抵达她的身旁，她象征“光”的一面。作者没有明确交代她，以及
坎波斯人们的归宿。最后一笔写的是他们再次踏上旅程。文中，“我”笃信奥蒂的存在，甚至在坎波
斯居民迁出故地时，还期待着能看见她。在“我”心中，是把奥蒂等同于坎波斯，等同于“乌拉尼亚
”了吧？这也体现了“我”对梦想的坚定不移。本书另一个出彩之处是作者赋予各个群体的颜色。坎
波斯居民无论在“我”的想象中还是拉法埃尔的手稿中，都透出一股生机勃勃而又淳朴本初的棕褐色
，这从“我”第一次见到拉法埃尔时的描述中就可以看到。但是，当坎波斯的居民们陆续迁出理想乡
时，“我”目光所及是一片灰色。颜色的对比让情感悄无声息地流露，读者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深深打
动。这本小说的感悟到此告一段落。阅历有限，真知灼见不多，罗里吧嗦不少⋯⋯关于乌托邦的小说
，“乌拉尼亚”不是第一部，也不会是最后一部。她不是最深刻的一部，也不可能是最肤浅的一部。
唯一确定的是，这本小说将在同题材小说中占据一个较高的地位。更具体地来说，这本小说深深撼动
了我。因了她，我开始对勒克莱齐奥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也许我还会读更多他的小说，从《诉讼笔录
》到《沙漠》，我期待着新的惊喜。这盘有来头的白蘸鸡品尝至此，席散人去，余香犹存。好菜，好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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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乌拉尼亚》的笔记-第135页

        你需要的不是知识，恰恰相反，是遗忘。

2、《乌拉尼亚》的笔记-第230页

        沉重的，是生命。死亡是轻盈的，如同微风拂过。

3、《乌拉尼亚》的笔记-第133页

        ‘我也一样，在你这个年纪，我也可以看见所有的星星。可是现在，我的眼睛里有了浮云，要费
很大力气才能分辨出天上的亮斑，就算这样，还得用眼角瞥着看。’
《奇风岁月》里提到的那种“神秘力量”在这儿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了。

4、《乌拉尼亚》的笔记-第111页

        我感到时间的重量，仿佛土地正在后退，把存在着的一切推向镶嵌着火山的地平线深渊。

5、《乌拉尼亚》的笔记-第125页

        就在这天晚上，我爱上了奥蒂，并不是想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那样，渴望睡在她身边，感觉她的
体温，而是要比这辽阔得多——像夜晚和星辰，像高山和白云，像喷薄的黎明，像山头的野花，像姑
娘们沐浴的溪水。

6、《乌拉尼亚》的笔记-第79页

        “‘生活，人们在那里学习生活。在坎波斯，人们只学习生活。’”

7、《乌拉尼亚》的笔记-第148页

        我第一眼就爱上了她，要爱她一辈子。她或许知道。对她来说，爱不是占有，不是悲剧。她说爱
是每天都要经历的，它会改变，会转移，会回归。她说一个人可以同时爱着几个人，爱着一个满人，
一个女人，甚至一只动物或一株植物。她说，爱很简单，有时候没有结果，爱是现实的，也是虚幻的
，是甜蜜的，也是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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