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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

前言

一年多前，编辑向我推荐了这本书。他说，看了个开头就很感兴趣，“说的是巴基斯坦人的事儿，可
对中国人同样很有意义”。这是当时的原话。我于是花了两三天把这本书读完了，觉得他说得没错。
故事本身就很感人，再往深处想想的话，能给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带来启示。莫欣·哈米德这
本耗时六年、六易其稿的著作问世之后，以其对九一一事件、印巴地缘政治和东西方文化冲突等重大
主题的深刻思考在西方引起了相当的重视，不仅在普通读者中广受欢迎，还在二00七年英国著名的曼
布克奖评选中进入了最后的决选名单。有些评论者结合巴基斯坦的政治形势对该书的政治意义进行了
鞭辟入里的分析，也有些评论者根据作者的经历对该书的自传色彩和批判立场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在
此，我从文学的角度谈谈此书的独到之处。当初在阅读这部小说的过程当中，一个名字就已经跃入了
我的头脑，那就是被誉为“爵士乐时代”代言人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莫欣·哈米德在普林斯顿大
学读本科时虽然主修的是公共与国际关系专业，但他选修过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和托尼·莫里森两
位文学大家的文学创作课，因此，对美国文学作品的熟悉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此书中，他展现了与
菲茨杰拉德在精神上的高度关联。首先是批判者的身份。这本书的内容，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
巴基斯坦青年追寻美国梦而最终破灭的经历。要知道，美国文学史上以批判美国梦为主题的作品中最
伟大的就得数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了。然而与这本描写同一主题的经典之作相比，作者
在思考的广度上显然有了新的突破。这其实也是时代的变化使然。爵士乐时代的美国还只是关起门来
纸醉金迷，而世纪之交的美国已经挥舞着大棒扮演起了世界警察的角色。凭借着雄厚的综合实力，美
国在各个领域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于是，以追求个人成功为核心内容的美国梦不仅依然是美
国青年人的梦想，还随着美国对其文化与价值观的推销，大踏步地走出国门，成为了全球无数年轻人
，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的年轻人追求的目标。眼下，每年都有许多第三世界的年轻人到欧美发达国家
去留学，去追寻成功的梦想。有人成功了，有人失败了，失败的总是多些，这是常理。但即便有很多
人失败了，也总会有更多的人前仆后继，继续追梦。失败的人要么怪自己时乖运蹇，要么怨社会竞争
激烈，却很少有人对自己追求的这个梦想进行深刻的思考。然而，这样的思考与批判究竟该由怎样身
份的人来进行才能取得最佳的批判效果呢？这里，人们似乎面临了一个“测不准定理”的悖论。如果
没有亲身经历过对美国梦的追求而对其进行批判，则一来没有深刻的身心体验，二来也难逃空洞说教
的嫌疑，难以服人。然而一旦亲身涉入其间，再想要保持批判距离又谈何容易？姑且不论有的人根本
就因此而丧失了客观公正地进行批判的能力，即便他还能够进行批评，旁人又会怎样看待他的批评呢
？追梦失败的人如果对梦想发表批评，旁人会觉得他有酸葡萄情结；而功成名就的人的批评，又会令
人觉得他得了便宜还卖乖。由是看来，只有一种人能承担起这样的批评重任，那就是先取得成功，为
自己赢取话语权，再选择放弃或与这种状态刻意保持疏离。这样一想，觉得菲茨杰拉德还真是伟大，
一面自己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一面还能像潜伏在自己生活中的卧底那样向外人提供清晰准确的情报
。难怪世纪之交时，美国人评选二十世纪百部最伟大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能高居第二呢。莫欣
·哈米德扮演的显然也是这样一种从内部对某种文化给予批判的角色。然而比菲茨杰拉德更具优势的
是他毕竟有着异族的身份，这使得他在批判美国梦时可以从外部获得更多的力量。表现在小说里就是
昌盖兹一度志得意满，以为自己融入了纽约，融入了美国的主流社会，他在到马尼拉出差时对当地人
也几乎以美国人自居了，但他的这种地位与纯正的白种美国人相比要不稳定得多，九一一事件发生以
后，其与后者之间的鸿沟凸显无遗。无论是从自己的家人，还是从同为第三世界人士的智利老人胡安
·巴蒂斯塔那里，他都获得了批判所需的参照系和外部力量，这些最终促成了他对美国梦的批判，也
在心灵上完成了对自己文化身份的回归。与莫欣·哈米德和昌盖兹相比，无论是现实中的菲茨杰拉德
还是小说中的盖茨比都要更为不幸，他们在梦醒之后也无处逃逸，等待他们的只有彻底的沉沦。除了
主题之外，在具体的文学表达上，本书也多处可见菲茨杰拉德的影子。吉姆在纽约别墅的派对让昌盖
兹联想起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第一章中著名的派对场景；眺望海湾灯火的昌盖兹与望着对岸游艇码
头绿色灯光的盖茨比何其相似；他与艾丽卡渐趋绝望的爱情也完全是《夜色温柔》中戴弗斯医生与患
精神病的富家女之间恋情的翻版。就连菲茨杰拉德最擅长的象征手法也被莫欣·哈米德学了个十足。
菲茨杰拉德给《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女主人公起名叫戴茜(Daisy)，daisy是“雏菊”的意思，象征着纯
洁与质朴，然而女主人公却是个被物欲腐蚀了灵魂的极端自私的人，最后甚至还间接地害死了盖茨比
。女主人公“名”与“实”之间的反差体现了作者的反讽，反映了金钱与物质对曾经纯真的美国梦的
腐蚀。他给《夜色温柔》的男主人公起的名字叫戴弗斯(Divers)，diver是“跳水者”的意思。戴弗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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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

是一个崭露头角、志得意满的精神病医生，后来爱上了自己的病人——一个富家女，不但治好了她的
病还和她结了婚，进入了上流社会，步入了自己人生的巅峰。可随后，康复了的富家女恢复了自私虚
荣和无情的本性，没过多久就抛弃了戴弗斯，使他最后沦落成了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乡村医生。走上高
高的跳台再从上一跃而下的“跳水者”恰是男主人公人生轨迹的最佳比喻。莫欣·哈米德给小说女主
人公起的名字叫艾丽卡(Erica)，erica显然指的是America)。如果我们按照这一提示把她替换成美国的符
号，则无疑会获得更多很有意思的启示。在小说中，她与男主人公的关系可以大致分成三个阶段：毕
业旅行及回到纽约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是两人之间感情的蜜月期，昌盖兹身上的异质文化特性与艾丽卡
所代表的美国主流文化相互吸引，美国展现了其文化上的包容性，大家和谐相处，其乐融融，这一切
一度给昌盖兹带来了梦想实现的幻觉，令昌盖兹以为自己打开了进入纽约上流社会的大门。但渐渐地
，有一个不和谐的元素开始从背景中显现了。艾丽卡是个精神有缺陷的人，她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初恋
情人克里斯，即便是在克里斯因癌症死后，她也一直无法释怀。在她的心灵深处，她并没有完全接受
昌盖兹，而是把他当做了克里斯的替代品，有意无意地试图用克里斯的标准来塑造昌盖兹。换言之，
美国对异质文化的接受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虚怀若谷式的全盘接受，它也有着自己所坚守
的核心的模板，在与异质文化进行粗浅的交流时，好奇占了上风，因而双方可以相安无事。而一旦两
种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转入深层时，冲突与排斥便开始显现。以九一一事件为分水岭，两人的关系随后
进入了挣扎期。对艾丽卡而言，创伤勾起了痛苦的回忆，她沉溺到了自我之中，不愿面对现实，而为
了能将她从内心的黑洞中拖出，昌盖兹甚至一度尝试主动扮演替代者的角色，却最终未获成功。对应
到美国的话，自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也缩回到了对往日的回忆中(书中有昌盖兹漫步纽约街头恍如置
身二战时期的美国的描写)，对异质文化，尤其是昌盖兹所代表的伊斯兰文化表现出了一种病态的不信
任乃至仇视。昌盖兹试图让自己以一个美国人的立场来理解这种心态，但他在机场、街头和公司里所
遭遇的敌视使他发现了美国文化所存在的本质上的缺陷。从艾丽卡入住疗养院到她失踪，两人的关系
越来越脆弱，直到最终破裂。这不是撕破脸皮、反目成仇的破裂，昌盖兹甚至一直保持着对艾丽卡的
依恋，但艾丽卡已经被自己内心的黑洞给吞没了，无法再通过接受来自外部的爱使自己恢复平衡。这
其中的寓意就是指九一一事件后的美国过度沉浸到自己所遭受的痛苦中，拒绝了与其他文化的理性沟
通，其结果便是在这个世界上造成更多的痛苦，使自己陷入孤立的境地。小说男主人公的名字昌盖
兹(Changez)在英语中是“变化”(change)的意思，在小说中他的确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家道中落带给
他的是经济地位的变化，赴美国求学带给他的是文化环境的变化，受美国价值观影响是意识形态的变
化，与艾丽卡的悲欢离合是心灵成长的变化。他在变化中曾一度迷失，却又在变化所带来的对比中建
立起了正确的批评座标，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精神家园。也有通晓乌尔都语的学者说他的名字是印巴地
区的穆斯林中常见的一个名字，用乌尔都语的发音当为“成吉思”，也就是“成吉思汗”的那个“成
吉思”，而成吉思汗则容易让人联想到东西方之间的融合。昌盖兹所效力的那个公司的名字
是Underwood Samson，其缩写是U.S.(美国)，这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象征。这家公司在小说中的形象
总体来说是偏贬义的，可以算得上是美国以其强大的金融资本对世界进行经济殖民或财力征服的一个
缩影，其公司员工所到之处一副精英和世界主宰者的傲慢派头，他们以纯粹经济的模型非常专业地进
行着各种冷冰冰的精确评估，在他们的脑子里只有效益，而根本不关心那些行将倒闭或被收购的公司
里的员工们的死活。公司在对昌盖兹他们进行培训时告诉他们，不要想得太多，只要心无旁骛地做好
手头的事就行了，这是他们生活和事业的根本。正是因为他们只关心这种冷酷的根本，使得他们无论
在国内还是国外都遭受到了很强的敌意。通过这个象征，莫欣·哈米德对美国的世界战略给予了深刻
的批评。本书原名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沿用了台湾印刻文学版谢静
雯译本的译名，我原将其译成《无奈的归根者》。有这样几个考虑。小说中有几处地方出现
了fundamentalist这个词，意义间有着些微的差异，每一种含义其实都指涉了主人公的一种身份。在公
司培训的时候，公司希望昌盖兹等新员工按照公司的规训成为fundamentalist，即工作时不要有太多的
想法，只要心无旁骛地做好最根本的事——为委托的客户实现最大的经济利益。在九一一发生之前，
昌盖兹的确是希望将自己塑造成这样的一个fundamentalist的，因为这一阶段的他正大踏步地走在追求
美国梦的大道上，全身心地拥抱着美国的价值观。九一一事件以后风云突变，凡是穆斯林，尤其是像
昌盖兹这样蓄着大胡子的穆斯林都被美国人妖魔化了，成为了他们眼中的fundamentalist，此时该词带
有了“宗教激进分子”的含义，简直就成了“恐怖分子”的代名词。机场的额外搜查、公司同事的冷
眼、马路上遭遇的敌意都说明昌盖兹在九一一之后的美国被贴上了这样一张fundamentalist的标签，这
样的一种身份显然不是真实的，却又是他在当时的美国无法摆脱的。而相对于这两层含义和这两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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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

份，我认为还存在着含义更深的第三层，那就是昌盖兹历经曲折所寻找到的自己的真正身份。在经历
了智利之行和回乡之旅后，昌盖兹眼前的迷雾渐渐散开了，他终于获得了力量从一个巨大的不真实的
意象中摆脱出来，知道了自己的“根”在何处，“本”为何物。整部小说描述的其实就是他在精神上
的寻根之旅，这一过程无疑是痛苦的，甚至是无奈的，他并非满怀欣喜地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这样的
结局也并没有使他获得完全的解脱，因为这其中暗含了对两种文化之间实现平等沟通的失望，一如E
·M·福斯特在其经典《印度之行》中向我们传递的那种悲剧性的信息。昌盖兹在小说结尾处回归了
自己的根本，但这样的回归却是有缺陷的，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的确都充满了无奈。小说近结尾处
有一个细节也还是颇耐人寻味的，那就是昌盖兹坚持订阅着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通讯，期待着能看到
艾丽卡的消息。这个细节表明作者对于不同的文化间实现平等的沟通并没有完全死心，仍然怀有美好
的理想，并愿意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努力。昌盖兹在拉合尔街头拉住一个陌生的美国人跟他讲述自己的
故事也正是这种努力的体现。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不同文化大交流、大沟通、大冲撞、大融合的
时代，中国与巴基斯坦同处亚洲，又同为第三世界国家，每年都有为数众多的年轻人前往西方求学或
发展。莫欣·哈米德的这本著作为处于相似文化背景的我们带来了不小的启示。我相信它会帮助大家
对自己的梦想、对自己的文化身份以及对不同文化在交流时产生的问题有更深刻的思考，也希望大家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有更宁静的心态，追求更深刻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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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联袂推出的国际畅销书
——9·11后颠覆一代青年“美国梦”的黑色悬疑小说
——2007年《纽约时报》《出版家周刊》年度好书
——2007年度英国文学大奖布克奖决选作品
在拉合尔一家茶馆的桌边，一位满脸络腮胡的巴基斯坦男子与一位不安的陌生美国人交谈着。从午后
到黄昏再到深夜，巴基斯坦男子讲述着他自己的故事，正是这个故事使他们如同命运安排好的一般在
此相逢⋯⋯
昌盖兹从巴基斯坦来到美国寻梦。在普林斯顿大学求学的他成绩优异，在班上名列榜首，毕业时被极
富盛名的评估行恩德伍德·山姆森公司一眼相中。充满活力的纽约使他如鱼得水，与气质优雅、容貌
出众的艾丽卡之间渐渐绽放的恋情更使他看到了踏入曼哈顿上流社会的希望，而这样的财富和地位正
是他自己的家族当年在拉合尔曾经享有过的。孰料，随着911事件的爆发，昌盖兹发现他在纽约这个他
所栖身的城市中的地位急转直下，而他与艾丽卡的恋情也随着艾丽卡心中被唤醒的旧日伤痛而从指缝
中流走。昌盖兹对自己身份的感知经受着巨大的震撼，对祖国的忠诚渐渐超越了金钱、权力，甚至爱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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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莫欣·哈米德（1971— ），出生于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合尔，后进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主修公共与
国际事务，毕业后入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一九九七年获得法律博士学位。之后在纽约曼哈顿的财务
管理公司担任管理顾问。现居伦敦。
二○○○年出版处女作《蛾烟》（Moth Smoke），获得贝蒂·特拉斯克奖并入围美国笔会海明威文学
奖，被《纽约时报》选为年度好书。二○○七年出版《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入围布克奖最终决选
。

Page 6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

章节摘录

您问我觉得普林斯顿怎么样？哎呀，这可不是三两句能说得清的。我刚到的时候，放眼望去，身边都
是些哥特式建筑——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建筑的历史赶不上我们身处的这座城市中的许多清真寺，但
是酸处理再加上精巧的石工使它们显得很古老。当时，我心想，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普林斯顿让我
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我的生活是一部电影，我是领衔主演的大明星，一切都有可能。我来到了这美
丽的校园，这里的教授都是各自领域的巨擘，我的同学们将来也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我得承认，我
最初对普林斯顿的学生水准估计过高了。他们几乎全都很聪明，不少人堪称出类拔萃，但我是那一届
仅有的两个巴基斯坦学生之一——我得提醒您，是从一个有着一亿人口的国家来的两个——而美国学
生面临的选拔几率远没有我所面临的那么可怕。那一届新生中有一千名您的同胞，是我们巴基斯坦人
的五百倍，虽然你们的人口只有我们的两倍。其结果就是，我们这些非美国学生的平均水平要高于美
国学生，就我而言，我直到四年级连一个B都没有得过。现在回想起来，我看到了那套体制的力量，
实用而有效，和美国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我们这些留学生是从全球各地挑选而来的，不仅要通过精
心准备的标准化考试，还要通过痛苦的、度身定制的评估程序——面试、测验、推荐——直到把我们
之中最出色、最聪明的给找出来为止。我的考试成绩在全巴基斯坦是最优异的，此外我的足球踢得也
很棒，水平足够进校队的。我也的确进了校队，大二的时候伤了膝盖才退出了。像我这样的学生可以
拿到签证和奖学金，再提醒一句，还有全额的助学金，并受邀进入学术精英的圈子。作为回报，我们
应当将自己的才华贡献给你们的社会，这也是我们正在融入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非常乐意这
样做。我当然也是，至少一开始是这样。每年到了秋季，普林斯顿就会对大公司前来招聘的人员撩起
她的裙摆——像你们美国人说的那样——露一点肌肤给他们看看。普林斯顿给人看的当然是最柔嫩的
肌肤——年轻、口才好、天资聪颖——但即便就是在那样的肌肤中，我到了大四的时候也知道自己是
与众不同的。我就是普林斯顿那完美的乳房，请别介意我这么比喻——那晒成健康的棕褐色、丰满圆
润、似乎不受地球引力影响般高耸着的乳房——任何我想要的工作都能手到擒来，对此我充满信心。
只有一家公司例外，那就是恩德伍德·山姆森公司。您没听说过这家公司？这是一家评估行，他们告
诉客户某项产业的价值。据说，他们的评估准得出奇。这家公司不大——简直就是一家小店，雇的人
刚好够用——不过他们的薪水优厚，刚毕业的大学生就能拿到超过八万的底薪。但更重要的是，他们
教会人一套很管用的技能，给人带来一份很挺括的资历。事实上，只要在那里干上两三年的分析师，
进哈佛商学院几乎是十拿九稳的事。正是因为这一点，普林斯顿二00一届的毕业生里有一百多人向这
家公司投了成绩单和简历。八个人最终入选——不是找到工作，我得说清楚，只是获得面试资格——
而其中一个就是我。您似乎有些紧张，没有必要。这个大个子只是您的侍者。没必要把手朝外套口袋
里摸，我猜您是要掏钱包吧。钱一会儿吃完了再付。您想要普通加奶加糖的茶呢，还是绿茶，还是这
里醇香的特品——喀什米尔茶？您选得一点没错，我也来杯一样的，再来一碟jalebis①吧。瞧，他走了
。我得承认，这家伙看着让人有点发怵，但他的礼貌是无可挑剔的，嘴甜得能让您感到吃惊，不过这
您得懂乌尔都语才行。咱们说到哪儿啦？啊，对，恩德伍德·山姆森公司。在我面试的那天，我有些
紧张，这可不是我平常的样子。他们只派来了一个面试官，在拿骚假日酒店给我们面试。一个普通的
房间，不是套房：他们知道就这样已经能镇住我们了。轮到我的时候，我走了进去，面试官是个男的
，身材跟您差不多，而且看上去也像是个当过兵的。“你是昌盖兹？”他问道。我点了点头，因为这
就是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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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年多前，编辑向我推荐了这本书。他说，看了个开头就很感兴趣，“说的是巴基斯坦人的事儿，可
对中国人同样很有意义”。这是当时的原话。我于是花了两三天把这本书读完了，觉得他说得没错。
故事本身就很感人，再往深处想想的话，能给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带来启示。莫欣·哈米德这
本耗时六年、六易其稿的著作问世之后，以其对九一一事件、印巴地缘政治和东西方文化冲突等重大
主题的深刻思考在西方引起了相当的重视，不仅在普通读者中广受欢迎，还在二00七年英国著名的曼
布克奖评选中进入了最后的决选名单。有些评论者结合巴基斯坦的政治形势对该书的政治意义进行了
鞭辟入里的分析，也有些评论者根据作者的经历对该书的自传色彩和批判立场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在
此，我从文学的角度谈谈此书的独到之处。当初在阅读这部小说的过程当中，一个名字就已经跃入了
我的头脑，那就是被誉为“爵士乐时代”代言人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莫欣·哈米德在普林斯顿大
学读本科时虽然主修的是公共与国际关系专业，但他选修过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和托尼·莫里森两
位文学大家的文学创作课，因此，对美国文学作品的熟悉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此书中，他展现了与
菲茨杰拉德在精神上的高度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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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是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联袂推出的国际畅销小说颠覆一代青年“美国梦”的
黑色悬疑小说《纽约时报》、《出版家周刊》年度好书英国文学大奖布克奖决选作品多伦多《环球邮
报》、悉尼《晨报》年度好书《纽约客》、《巴黎评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力荐文学佳作堪比
加缪《堕落》和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讽喻小说从您的表情我看得出来您不相信我。这不
要紧，我对自己所说的话的真实性很有信心。不管怎样，想要问问那孩子本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已经
不可能了，因为他已经失踪了，——毫无疑问，他是被一个秘密拘押机构像尘土一样给扫走了，而这
样的机构是一个你我两国的法律都无法触及的地狱边缘。他和我不算特别熟.这我已经反复作证过了，
可我还记得他害羞的微笑以及他在做现金流转账方面的天赋。对于有关他遭遇的种种谜团我感到出奇
的愤怒。当国际电视新闻网来我们学校采访时，我向他们诉说的内容之一就是，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
这样轻易地把死亡加诸其他国家的居民，令如此遥远地方如此多的人感到恐惧。在说到这个话题的时
候，我本想保持平静的，可说着说着就有点激动了⋯⋯在拉合尔一间茶馆，一个巴基斯坦男子，和一
个心神不宁的陌生美国人，在桌旁晤谈，⋯⋯从午后到黄昏，再到深夜，巴基斯坦人讲着自己的故事
，故事使他们如同命定般邂逅倾谈，⋯⋯他来到新大陆寻梦，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类拔萃，旋风般跻身
曼哈顿上流社会，还有如影随形的端庄淑女的爱恋，在活力四射的曼哈顿他如鱼得水，⋯⋯9·11事件
的爆发，憧憬中的美国梦不再，权力，财富，爱情，还有社会地位，陆续弃他而去，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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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常值得看。内容和思想现代，写作手法古典。
2、翻译隽永传神。
3、简直话痨⋯比电影好看那么一丢丢～
4、电影的改编比较赞
5、很深刻~
6、“老克勒”“水门汀”⋯译者是上海人吧 | 的确有点Fitzgerald的意思
7、一个优秀但自卑的人
8、短小精悍，还挺好看的，很多东西都让我怀念2年前的生活。 可惜 没有去成拉合尔啊！
9、看完电影后，决定买了，昨天到今早，阅毕，订了英文版
10、愿大家在这喧嚣的时代有更宁静的心态，追求更深刻的成功。
11、我敬仰你站在高处，却又希望看见你落下。巨人的倒下总在悲凉中有种残忍的快慰。
我们很多时候不能理智的看待问题，凶手的孩子往往是舆论的受害者，受害者的家人往往是道德的加
害者。
12、一开始在图书馆借到，一读便停不下来。不光自己读了三四遍，还到处推荐。这本书就是有同感
的会心一笑大神叫绝。没感觉的人么，读起来也就是那么个普通故事。
13、《挪威的森林》式三角戀⋯⋯
14、开头写的有些意思，不到200页，很容易读完//读完了，写法挺有意思，我想国内选择翻译这本书
也是因为反美主义吧。书的写作手法不错，可以看看
15、大学时看的这本书。
16、字大，行距大，版本来讲，很好。最重要的是，译者吴刚老师是不会让人失望的！
17、看完了电影来看书，可能会少了几分我的原创幻想，但是那份冲击不减。
18、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回应。
19、以陌生倾诉者的视角展示了一个巴基斯坦人的破碎美国梦，小说不长，但隐喻甚多，表现九一一
后，美国表面包容文化的急速蜕变，过份沉浸于自身痛苦而无视与其他文明特别是伊斯兰文化的理性
沟通，并日趋保守孤立的情形。同时也对美国以强大金融资本对世界进行傲慢经济殖民行为进行了批
判，促使第三世界年青人回归自身文化视角，重新对所谓的美国梦进行审视与思考。
20、十分精彩的小说，可是读完译后记得知艾丽卡的象征意义（可能）时，却失望极了，作者是巴基
斯坦人，我读时一直想着在成都给我们上课的Jawad，他来自巴基斯坦空军。
21、非常喜欢，终于有人站出来说实话了。作者比南美人都要勇敢，敢于直白地讲出来。南美作家的
作品，都是非常长的，说左说右，但是没有这么直白的说南美问题的根源。想起那部印度电影《我是
可汗》，里面的一句台词，我是可汗，但我不是恐怖分子。这个地球上什么能制止美国，难道是外星
人吗。
22、几乎一口气看完，意犹未尽。文笔细腻，心理刻画到位，又有点历史纪实。小故事、小人物中理
解文化冲突、历史现实，一下子将自己推到911前后....值得推荐
23、作为一名大四学生 很想去美国进修 但是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了日后即便留在美国的种种民族心理
社会矛盾 玻璃天花板的存在等问题
24、如果说艾丽卡Erica象征美国America，是不是可以觉得克里斯Chris象征着基督教Christ，当然还有
一种感觉就是他们好像《挪威的森林》里的直子和木月。
25、作为小说，最重要的是让人喜欢上它。
26、几节课上一口气读完，好看。我的生活在这儿爱情在这儿事业在这儿，但这儿，却容不下我。
27、切入方式很特别，内容也有意思。回想起那一夜宿舍楼一地的玻璃瓶。
28、其实还不错，难道不是吗？那些讽刺的人，你们快闭嘴吧。
作者一定很喜欢<挪威的森林>吧。
译后记的解读我觉得不算太过分，度把握的不错，不要带着偏见。如果作者没有这些寓意，它也无法
进入布克奖的决赛！
29、被电影吸引了，估计文字版更好
30、美国，同样有政治弊端和文化瑕疵，同中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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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我是电影看到一半 想想还是停下来把小说找出来先过一遍 其实很早之前就已经看过很多相关的评
论了 就是因此 才一直提不起兴趣 事实证明 这确实算不得多好看的小说(无论哪个方面)；全篇12章 前
半段确实是分明的走双线 单章我的奋斗 双章我的恋爱 但到了第一个转折点(不是911 而是滚单)之后 就
开始散了；我没时间细致研究 先记录4点 1) Erica对我的态度 从接纳到抗拒到游离 如果由"怀旧情绪"这
点来说明E是象征自由女神的话 其后的不知所踪代表什么；2) 关于陌生人身份信息的留白 细节描写的
误导性是否想体现"所见即所想"；3) 曾经有过到后来失去 等同于"我"的家庭 关于身份的迷茫还有很多
参照 但都同E一样 下落未明；4) 转折点二 切入的项目对象是图书出版业 seriously?
32、还是电影更好看些
33、“说的是巴基斯坦人的事儿，可对中国人同样很有意义”。
34、我太害怕，更太觉得这是对我未来的预测。
35、除了封面有点难看以外内封好很多
36、一块钱买来的惊喜。
37、已经拍成电影了，不知演员是谁。
38、三星半。从头到尾从美国的他者来戏剧独白，像布朗宁的My Last Duchess。男主角的叙事从多大
程度上是信得过的？双方作为彼此的他者根本没有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建立任何实质的交流。或者
说，他者还是像德里达所说的，是对立的无法理解的敌人。小说中，就是一个人的唠叨叙事，并没有
促进双方的了解。最后的结局也似乎预示着构建交流和理解的失败，双方一直都没有建立起信任和友
好。暴力依旧是他们相处的隔膜。但是，我很喜欢艾丽卡的那一段。很入戏。很多时候爱一个人太深
，以至于当ta不在场时，其他所有的新的选择只不过是前任爱的延异。不断对现任实行“被爱的暴力
”，以一种借尸还魂的方式满足自我对爱的渴望。两个人都挺可悲的。之所以三星半，我觉得作者的
叙事技巧还不够娴熟。至少就我感觉，叙述所塑造的人物有分裂感。
39、通篇是一个巴基斯坦海归对一个美国陌生人的密集告白，就叙述环境而言，情节是开放性的，批
判的矛头直指现代霸权主义和经济殖民/制裁。联系到书名，暗示述者在美国与自己所属的国族的对峙
现实中（政治的、文化的），出于无奈所选择的立场，包括个人对“美国梦”的舍弃。作为一种意识
形态，民族主义在现代越来越被贬抑，但鼓吹超越民族主义本身也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西方意识形态，
显然在美式价值观主导的世界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个体，如何与美式价值逻辑对话，
如何对之进行祛魅，选择立场，如译者言，“追求更深刻的成功”，是一个具有广泛现实意义的思考
命题。【译者从文学角度联结符号的象征意义，如Am(erica)、Underwood Samson=U.S.，引入对当代
跨国际“美国梦”的解读，不失为一种颇具洞见的阐释方式。】
40、个人觉得他是做出一种迎合理论的姿态在讨巧，而它试图展现的“潜在现实”其实非常浅：东西
之间的不信任，身份对个人意味着什么。文明冲突论的内核
41、比较特别的叙述方式，我还一直等着揭晓“陌生人”的身份。故事是以叙述的方式描写了主人公
的经历，叙事流畅，一口气看完。
42、读完小说读到译后记，觉得这篇自作聪明、过度解读的东西简直是销量杀手。纯文学作品卖得差
，绝逼都是你们这些追求自我满足的文艺青年害的。这本书虽然有很多寓意，但是昌盖兹迷恋艾丽卡
的内心细节和艾丽卡的出离感，不都很像《挪威的森林》里的渡边彻和直子吗？被你们一解读真是一
点意思也没有了！这又不是在做阅读理解。而且译后记也好，一些书评也好，都很爱拿他跟菲茨杰拉
德比，真是瞬间白眼一千遍，你们都是高级黑吧？
43、不知道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爱情故事？种族冲突？都有一点，但是没有什么深入的东西。感觉
就是略微批判了一下美国。故事情节也比较单薄。
44、好，背弃资本主义，淆习土纱淆，核平大公司
45、看了电影才买了这本书，电影拍得偏离原著好多，书不错。
46、还是有些惊喜 译者水平很高
47、如今频频提到的“全球化”，也只是一部分国家代表的全球化吧~巴基斯坦的文学读的很少。现
在已经记不得任何情节了，只是文中刻画的那种美国主流社会中难以生存的自己的国家民族情结，让
我印象深刻。
48、不复杂，但深刻。
49、三星半 布克奖入选作品 作者叙述节奏不拖沓 只是以独白的形式稍微不太自然 没有人能从头到尾
一口气说这么多话吧 还是我太较真了？相信大多数亚洲人会有同感：美国 你的确管得太多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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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轻易地把死亡加诸于其他国家的居民” 大概美国人也不会反省吧 
50、昌盖兹对于艾丽卡的态度简直不能理解。
51、有封膜包装；可读性强，翻译得也非常好，不知改编的电影什么时候上映，买了好几本送给我参
加的电影观摩小组~~~哈哈哈
52、竟然真的会有代入感
53、其实是先看的电影才看的书。书要比电影更精彩，且通篇都是自叙的风格还这么精彩，不多见。
54、这两个月都发生了什么，这么薄的书看了这么久...
55、爱美国梦？别逗了！
56、一个悲伤的故事啊。
57、开放式结果，让我这种脑洞大的人跟内伤。
58、这本书我凤凰台介绍的，说的是新一代巴基斯坦知识分子在美国生活和感情经历，美国的全球政
策影响影响面很广。喜欢的人就好看，我是很喜欢。
59、挺顺畅的，但看了后记披露各种隐喻有些觉得不好了
60、作为不同民族国家关系镜像的⋯⋯《挪威的森林》
61、译后记将这本与菲茨杰拉德的书作了许多关联分析与对比，但哈米德可真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谈论的多都点到为止。
62、但我们，先生，可是在这儿坐了有一阵了，所以我们是知道原来是怎么回事的，不是吗？对，我
们对周遭景物最近这段时间的历史已经相当熟悉了，而这——依我的浅见——使我们对当下有了一种
人所不及的见识。“第三世界的敏感性”。身份的建构与解构。文化批判，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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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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