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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

内容概要

如果真有未来存在，具体地以个体的形式存在，就像脑子较好的人所能觉察的东西一样，过去也许就
没有那么诱人了：它的魅力会被未来的吸引力抵消。人在考虑这个物体或那个物体的时候，可能就会
骑在中跷跷板的中段上。那可就有趣了。
可是未来并不具备这样的现实性（过去可以描绘出来，现在可以观察得到）；未来只不过是一种比喻
，是一种思想的幽灵。
当我们专注于某一实物时，无论它的情况如何，我们的注意行为可能会引领我们不自觉地去探究该实
物的历史。初入道者如果想让实物完完全全停留在他目睹的时刻那个层面上，就必须学会对它一览而
过。过去穿过透明物体发出光芒！
许多人造物体或天然物体本身是无生命的，但被粗心的生命滥加利用（你想到山脚下的一块石头，自
然会想到它经历过无数个春秋，有大群的小动物从石头上匆匆而过），叫人特别难以把注意力只集中
在它们的表面上：初入道者很快就会透过表面，自得其乐地哼着小曲，以童稚般的放纵陶醉于那石头
用到那片荒野的历史之中。天然的或人造的实物表面覆盖着一层直观、现实的薄饰，任何人想留住实
物此时此刻的原状、掌握它的原状、维持它的原状，都请务必小心，不要打破其紧绷的薄膜。否则，
缺乏经验的奇迹创造者将会发现自己不再是在水面上行走，而是垂直沉入水底；鱼睁大眼睛围观之。
刹那间还可能发生更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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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

作者简介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
文体家。1899年4月23日，纳博科夫出生于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纳博科夫随全家于1919年
流亡德国。他在剑桥三一学院攻读法国和俄罗斯文学后，开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学生涯。
1940年，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在威尔斯理、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
家和翻译家身份享誉文坛，著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
。
1955年9月15日，纳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洛丽塔》由巴黎奥林匹亚出版并引发争议。
1961年，纳博科夫迁居瑞士蒙特勒；1977年7月2日在洛桑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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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

章节摘录

　　一　　这就是我想要的人。你好，人！他没听见。　　如果真有未来存在，具体地以个体的形式
存在，就像脑子较好的人所能觉察的东西一样，过去也许就没有那么诱人了：它的魅力会被未来的吸
引力抵消。人在考虑这个物体或那个物体的时候，可能就会骑在跷跷板的中段上。那可就有趣了。　
　可是未来并不具备这样的现实性（过去可以描绘出来，现在可以观察得到）；未来只不过是一种比
喻，是一种思想的幽灵。　　你好，人！怎么回事，别拉我。我并没有打扰他。噢，没关系。你好，
人⋯⋯（最后一次的声音很小）。　　当我们专注于某一实物时，无论它的情况如何，我们的注意行
为可能会引领我们不自觉地去探究该实物的历史。初入道者如果想让实物完完全全停留在他目睹的时
刻那个层面上，就必须学会对它一览而过。过去穿过透明物体发出光芒！　　许多人造物体或天然物
体本身是无生命的，但被粗心的生命滥加利用（你想到山脚下的一块石头，自然会想到它经历过无数
个春秋，有大群的小动物从石头上匆匆而过），叫人特别难以把注意力只集中在它们的表面上：初入
道者很快就会透过表面，自得其乐地哼着小曲，以童稚般的放纵陶醉于那块石头乃至那片荒野的历史
之中。对此我将作出解释。天然的或人造的实物表面覆盖着一层直观、现实的薄饰，任何人想留住实
物此时此刻的原状、掌握它的原状、维持它的原状，都请务必小心，不要打破其紧绷的薄膜。否则，
缺乏经验的奇迹创造者将会发现自己不再是在水面上行走，而是垂直沉入水底；鱼儿睁大眼睛围观之
。刹那间还可能发生更多的事情。　　二　　休·珀森其人（有人讹称他为“彼得森”，有人叫他“
帕森”）搭乘出租车从特拉克斯来到这座破旧不堪的山间别墅，司机为他打开车门，他拖着瘦削的身
躯下了车。车门仿佛是为侏儒设计的，他还低着头时，目光却已往高处看——不是为欣赏司机帮他开
门的动作，而是要看一看阿斯科特旅馆（阿斯科特！）的外观较之八年——占他刻满悲怆的人生五分
之一的八年——之前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一座令人感到恐怖的建筑，灰色的石，棕色的木，惹人注
目地装上鲜红色百叶窗（没有全部关闭），但是在他的视觉记忆中，它们是苹果绿的。门廊台阶两旁
有一对铁柱，柱上挂着电力马车灯。一个系围裙的仆人轻捷地从台阶上跑下来，拎起两只袋子，把鞋
盒夹在胳膊下，这些全都是司机从张开大口像打呵欠的车后行李厢里敏捷地搬下来的。珀森给精明的
司机付了钱。　　大堂已经认不出来了，但无疑和以前一样脏。　　他在柜台前登记名字交出护照时
，先后用法文、英文、德文，然后又用英文问道，老克罗尼格是否还在那里当主管，他那张胖脸和装
出来的快活神情，他仍记忆犹新。　　接待员（金黄色的头发在脑后盘成圆发髻，脖子很漂亮）说不
在了，克罗尼格先生早已离开，说不定是到梦幻神奇（听起来像是这么回事）当经理去了。她还拿出
一张草绿天蓝色的明信片，上面画有几位斜倚着的顾客，权充说明或证据。文字说明用了三种语言，
但只有德文部分是地道的。英文写的是：说谎的草地——而且仿佛有意采用欺骗性透视手法把草地扩
张到极大的比例。　　“他去年死了，”女孩补充说道（从正面看她一点也不像阿尔曼达），把一
张Majestic in Chur的彩色照片本来也许会引发的兴趣给一笔勾销了。　　“这么说再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记得我啦？”　　“很遗憾，”她用他已故妻子的习惯语调说道。　　她还感到遗憾的是，既然他
无法告诉她他以前住的是三楼的哪个房间，她也就没有办法安排他住原来的房间，尤其是当时三楼已
经客满。珀森皱着眉头说，大概是在三百多号的中段，朝东，尽管窗外没有什么好景致，床边的地毯
上有阳光欢迎他。他非常想住那个房间，可是按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主管，哪怕是过去的主管，干了
克罗尼格所干的事情（人们认为，自杀是做假账的一种表现形式），档案即应销毁。她的助手是一个
英俊的年轻后生，着黑装，下巴和喉头上有些小脓疱。他领着珀森上四楼的一个房间，一路上他以电
视观众般的专注注视着空白而有点泛蓝的墙壁向下滑去，而另一方面，电梯里同样全神贯注的镜子，
有几个瞬间清晰地映照出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绅士，他的脸又长又瘦，充满忧郁，下颌有点突出，
嘴巴周围有对称的褶皱，要不是他那忧郁的居高临下姿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高贵地位
，人们可能会误认他是一位粗壮的、像马一样的登山人。　　窗户的确是朝东的，但是确实也有景致
：也就是说，一个巨大的坑里挤满了许多挖掘机（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全日是安静的）。　　系着苹
果绿围裙的仆人拎着两个行李包和包装纸上印有“菲特”字样的卡纸板盒，珀森独自走在后面。他知
道这家旅馆有年头了，但是现在破败成这个样子是显得过分了。四楼这间好房间，虽然住一个客人显
得太大（但是住几个人又太挤），一点也不舒服。他还记得，他一个三十二岁的大男人，以前住在底
下那个房间的时候，比他悲惨的童年哭的次数更多，也更凄惨，房子也很难看，但起码不会像现在的
新居所这么肮脏这么凌乱。房间里的那张床十分可怕。“浴室”里有一个坐浴盆（足以坐下马戏团的
一头大象），但却没有浴水。马桶座圈不能复位。水龙头发出警告，先喷射出一股强劲的锈水，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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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

才和缓地流出正常的水来——无论你如何赞赏都不为过，它流出来的是神秘，值得我们为之树几座纪
念碑，清凉的圣坛！休在走出那糟糕透顶的浴室后，轻轻把门关上，但那扇门却像一只蠢笨的宠物发
出一声哀叫，紧跟在他身后倒在了房问里。现在让我们来聊聊我们的困难。　　三　　爱整齐的休·
珀森在寻找一个五斗橱放他的东西时，注意到房间不起眼的一个黑暗角落里有一张旧书桌，支着一盏
没有灯泡没有灯影的灯，其状如一把破雨伞的骨架。中间的抽屉没有关好，那一定是最后检查抽屉是
否清理干净（其实没人检查过）的房客或服务生（其实两者都不是）疏忽了。好心的休想把它推进去
关好，起初推不动，后来他偶然撞了一下，抽屉立即有了反应，弹出并掉下一支铅笔（这和前面轻推
过几次所积累起来的能量可能有些关系）。在把铅笔放回去之前，他考虑到了这一点。　　它不是用
弗吉尼亚杜松或非洲雪松做成的六角形漂亮铅笔，未曾用银箔在上面印出厂家的名字，而是一支非常
普通的、圆的、技术上没有任何个性特征的旧铅笔，是用便宜的松木制成的，染成暗淡无光泽的淡紫
色。那是一位木匠在十年前放错了地方的铅笔，他对旧书桌没有做完认真检查，更谈不上修理，他走
开去找一件工具，但永远没有找到。现在珀森注意到了这支铅笔。　　在木匠的作坊里，在那之前很
久是在乡村学校里，那支铅笔已经被用到只剩下原来长度的三分之二。削尖的一端露出的木头，颜色
已经变暗，呈铅灰的青紫色，其色调与石墨的钝笔尖融为一体，石墨笔尖唯有其难以识别的色泽把自
身与木头区分开来。一把小刀和一个铜卷笔器已对它进行过彻底加工，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追踪刨
削下来的小薄片的复杂命运。刚削下来时，每一片都是一面淡紫色，另一面棕褐色，但是现在都降解
为微尘，四处飘散，惊恐万状，苟延残喘，但是每一粒微尘都必须对自己的命运持超然态度，每一粒
微尘都很快适应了自己的命运（更可怕的遭遇还有不少）。总的说来，它削出来的形状还是很可爱的
，是一种古老的过时产品。往前追溯若干年（但不是追溯到遥远的莎士比亚出生之年，那一年发现了
制造铅笔用的“铅”），再用“现在的”视角继续讲述铅笔的故事，我们会发现石墨被研成细粉，被
小女孩和老头把它和湿泥混合在一起。这一团黏糊糊的东西，这一团受挤压的鱼子酱，被放入一个金
属圆筒，圆筒上有一个蓝色的眼，一块蓝宝石上钻了一个洞，鱼子酱就通过这个洞挤出来。它吐出来
的是一条连绵不断、令人馋涎欲滴的小棒（可要看管好我们的小朋友哟！），看上去像是保留着蚯蚓
的消化道的形状（但是要小心，小心，别让它挠曲了！）。此刻它正被切割成这些特定的铅笔所需要
的长短（我们看到切割者是伊莱亚斯·博罗戴尔老人，正当他要进行侧面检查时，我们想抓住他的前
臂，但是我们停住了，停住了，把手缩了回来，因为我们急着要确定那独特的一截）。看着它烘干，
看着它在脂油里煮沸（这里还有满身羊毛的脂油提供者被宰杀的镜头，屠夫的镜头，牧羊人的镜头，
牧羊人的父亲的镜头，他是个墨西哥人）并被嵌进木头。　　我们在准备木头的时候，可别丢了那一
点宝贵的“铅”。这是一棵树！就是这一棵松树！它被砍下来了。只用其树干，剥去树皮。我们听到
新发明的动力锯发出的哀鸣，我们看到原木被晒干，被刨平。薄薄的木板将为浅抽屉里（仍未关上）
的那支铅笔裹上一层覆盖物。我们认识到薄木板存在于原木之中，就如我们知道原木存在于树木之中
，树木存在于森林之中，森林存在于杰克建造起来的世界上。我们确认这种存在，靠的是我们十分清
楚但又不知其名的某种因素，它无法描绘，就像一个人从来没有见过微笑的眼睛，无法说清楚微笑是
什么样子。　　这一出完整的小戏，从成形的碳和砍倒的松树到这一简单的工具，到这件透明的东西
，在一刹那间全部展现出来。唉，对休-珀森短暂触摸到的固体铅笔，我们还是有些不了解的地方！但
是对他则不然，不然。　　四　　这是他第四次访问瑞士。第一次是在十八年之前，当时他和他父亲
在特拉克斯住了几天。十年之后，三十二岁时，他重访了那座湖边小镇，前往察看他们的旅馆时，成
功地经历了一次情感波澜，半是惊奇，半是悔恨。他先乘当地火车到达一个毫无特色的车站，然后从
湖平面的高度上了一条陡峭的小路和一段旧台阶，便到了旅馆所在地。他还记得旅馆的名字叫洛凯特
，因为它跟他母亲的娘家姓很相似。她是法裔加拿大人。她去世不到一年，老珀森也跟着走了。他还
记得，那旅馆毫无生气，价格便宜，可怜巴巴地立在另一座质量高得多的旅馆旁边。透过楼下的窗户
，你可以隐约看出浅色的桌子和水中的服务员的幻影。现在两座旅馆都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钢
筋大厦蓝色银行，表面光洁，平板玻璃，盆栽植物，一应俱全。　　他曾经在一种类似凹室的房间里
睡过，和他父亲的床之间只隔着一道拱门和一个衣帽架。夜总是一个巨人，但是这一夜特别恐怖。休
在家里总是有自己的房间的，他讨厌与他人共住这种墓穴式的睡房。他坚定地希望，此次瑞士之旅的
后续朦胧行程，各站都能按承诺预留各人的单独卧室。他父亲六十岁，比休矮胖，最近因丧妻鳏居，
食欲欠佳，明显变老。他的东西散发出早先富有特征的气味，虽然很淡，但明确无误。他睡觉时又是
呼噜又是叹息，梦见大片大片难看的黑暗地带，必须加以分门别类，从自己的道路上排除掉，或者以
虚弱绝望的痛苦姿态从上面爬过去。退休老年群体的家庭医生们所推荐的那些欧洲旅游路线中，能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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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

轻因孤独而造成的痛苦的，我们一条也找不出来。　　老珀森一向手笨，但是最近，他在浴水里摸找
东西，搜寻滑溜溜的透明肥皂，或者劳而无功地试图系上或解开物品上必须系上或解开的部分时，动
作变得越来越滑稽。休部分继承了这一笨拙的特征；眼前的夸张动作如反复拙劣模仿，使他感到恼火
。这位鳏夫在所谓瑞士（那是说，那件使他把一切都视为“所谓”的事件很快就要发生）的最后一个
早晨，这老笨蛋与软百叶窗进行了一番搏斗，为的是要看看天气，他刚刚费尽周折勉强瞥见人行道湿
了，软百叶窗又像雪崩一般稀里哗啦地重新掉了下来。他决定带上自己的雨伞。雨伞折叠不好，他着
手加以整理。起初，休一脸厌恶，保持沉默，怒目而视，鼻孔扭曲，直喘粗气。老人不该遭此蔑视，
因为存在的东西有很多，从活细胞到死星球，不知名的塑造者之手不可能永远那么灵巧细心，于是意
外的小灾难难免不时发生。黑色重叠部分突然不整齐地翻转过来，必须重新整理好。当绸带上的小孔
处于作好了准备的时候（食指和拇指可以把它夹住的一个微小圆圈），它的扣子却在折叠部分和皱纹
中消失了。这些笨拙的抖抖嗦嗦的动作，休看了一会儿之后，突然一下把雨伞从他父亲的手中夺过来
，老头子空着手继续揉捏了一阵子，接着露出温和的歉意微笑，算是对这突如其来的不礼貌行为作出
的反应。休仍然一声不吭，粗暴地把雨伞叠好，扣上——说旬实话，他把雨伞整出来的样子，不见得
就比他父亲最终能整出来的好。　　他们这一天计划做什么？他们要在前一天晚上吃过饭的老地方用
早餐，然后是购物，到很多地方去观光。当地有一个自然奇观叫塔拉大瀑布，被画在过道的厕所门上
，还被复制成巨幅照片，悬挂在门厅的墙壁上。珀森博士在询问处停住脚步，以他惯有的大惊小怪打
听有没有他的邮件（其实他并不期待有谁会给他来信）。翻找了一阵，一封给一位珀森太太的电报显
露出来，但是没有他的东西（唯有这一不完全的巧合令他震惊，但是他控制住了）。他的手肘旁边碰
巧有一个卷成筒形的软尺，他拿起来绕自己的粗腰，软尺的一端从他手里掉下来好几次；他不断向脸
色阴沉的服务台职员解释，他打算到城里买一条夏天穿的裤子，希望这件事能办得更理智些。休很讨
厌他唠唠叨叨说个没完，没等他把灰色软尺重新绕好，径自向门口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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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透明》是纳博科夫后期迷幻半自传作品，纽约和瑞士乡间的出世感伤旅行，存在、梦幻、记忆
和时间主题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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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透    明
2、只读了二分之一
3、炫技派
4、我们意识到了现实具有梦的性质，而这种意识的本身也是一个梦，是一种内在的幻觉，那该是更
可怕多少倍的一件事。然而，一个人应该记住，任何幻想到了极点都要破灭，就像每一个湖泊都有可
靠的陆地环绕它把它封闭起来。
5、纳博科夫给我看到了各种文体的创作可能性。
6、文学作品单写一个人的通常比较难以进入语境，而写两个人关系的就非常容易进入。老衲的这本
，技巧花哨，修辞繁多，简直是炫耀才华。
7、叙述脉络进入“树木—枝干—叶片—枝干”的逻辑循环，起牵连作用的是主人公生活网络中人事
物的意象（难以一次嚼透）和命运的角力、个人层面的历史纵深。但在此中我读到一种矛盾。
8、从第一本开始读，这本放在最后。
9、最近是平行看纳博科夫和麦克尤恩，发现毕竟麦克尤恩的能够触动我的多很多，对于纳博科夫的
隔阂太深，很少有办法理解他的故事他的表述。看起来总是浅浅的像浏览一个可有可无的故事，静静
看着却没有更多的感受。
10、亚马逊的电子书。。。和我以前读过的任何一部纳博科夫都不一样，语言破碎得犹如精神分裂，
短短130页真的不忍卒读，看完评论我无法不怀疑那些说“语言优美”的人和我读的是不同的书。太可
怕了。下次去书店，记得的话回去翻一下纸书，实在不敢相信。
11、过去可以描绘出来，现在可以观察得到，未来只不过是一种思想的幽灵。【命运之手-意外-时间
之狱-一些VN常见的细节
12、纳博科夫作品系列
13、然而我没有读懂，却更加消沉，这个世界废话太多。看看下次读出新意是什么时候吧
14、天，我就觉得自己读过.。还是没读懂啊啊啊。。但是托宝哥哥文学理论的福，看出一点奇特的写
作手法
15、文本的透明性。透明带来重叠，驳杂色彩交汇且不相容的一瞬。他沉入水底，围观者当中不仅有
好奇的鱼，也有在他脑海和身侧萦回的幽灵。他终于和她一样透明了。
16、大嘴巴纳博科夫
17、繁琐的附注，嵌套的逻辑，混淆的视角人物称呼大大降低了阅读速度，情节和描述的乏味让我几
乎每分钟都在克制自己因无聊而企图逃离的思维，主题是亮点，幽灵叙述者能为透明之物染上色彩，
却无法预知未来，感觉作作者对历史与未来有种抽象而有深度的见解，但却不明白他到底要表达什么
，就像一那层透明的膜吧，此外对全能天才和阿曼达怪癖的描写还比较逗趣，总体来说跟自己到目前
为止的生活经历不搭边。
18、在弗洛伊德后面亦步亦趋的茨威格显得很蠢，可老是怨妇一样追着弗洛伊德讨伐的纳博科夫也看
不出聪明啊。
19、2014-02-22  5.0
20、纳博科夫就是那种自己写嗨了管读者是死是活的人   后现代写作语言彻底脱离了文本 阅读变成了
解构 我们的先锋作家们总是流于表面 以至于小说的语言与技巧彻底凌驾于文本之上 到底是小说的悲
哀
21、句子措辞很喜欢
22、爱上书名，才爱上书。
23、烦
24、看的第三本纳博科夫的小册子，比早期的《魔法师》和《玛丽》要复杂许多，尤其是叙事的结构
上。老年人的阴郁、消沉则有点难以接受。
25、无法具象化文字就不要读纳博科夫
26、分两次读了两遍的小说。大约是作者关于“时间”的奇思妙想：）篇幅很短但是信息量却很大～
作者的风格可见一斑，结构精致，好些词句都很可玩味～
27、当我们翻开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在期待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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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直接说，当我丛书架上拿起纳博科夫的时刻，我在期待什么？
回旋迷宫一般、魔法师的叙述，被他抓取的事物——苍蝇的绿色，塑料薄片上的倒影....现代世界中的
陈词滥调陡然与火焰相连。他在前方仿佛漂浮般前行，我在他身后汗如雨下，努力减轻重量以模仿他
轻盈的转身。
他用看似戏谑实则挑衅的轻松语调开始不着边际地看起玩笑，我拨开所有未言的语句，所有轻微的、
笨重的斜体字，看见他，还来不及思考，就再一次飘走。
的确是个讨厌的老头。
他突然用魔鬼般的居心呼唤许多交叠的世界，对齐并让光透过去。吹灭了，吹散了，一切的边界开始
扩散，他突然止住。用另一种语气重新开始讲述。我分散自己的努力在建筑的摧毁和重建之间被牢牢
固定，小说的光彩包围了一切，又开始旋转。
28、纳博科夫的书
29、文体可能性的探索。喜欢父亲死去那段，对童年梦游回忆那段，还有爱情。
30、主人公和第三人称叙述者时而合一时而分离的讲述很有趣，只是内容还是有些艰涩，读的过程很
兴奋又很痛苦。
31、有时候一个人走在街上，会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虚幻，现实竟也就成了梦境
32、匆匆看过一遍，仍需再读
33、“你好，人！”冷冰冰局外人视角观察“人”的生活，恰似作者像水下的鱼儿观察沉入水底的溺
水者。本书意旨即生活就是如此，让人能轻易看透的东西，其实不透明，真正透明的东西其实看不透
！当意识到人生被命运操纵了，其实你已经在下沉⋯
34、读得很艰难。
35、叙述形式太实验了，高能到无语凝噎。。。
36、？？？？？？？？
37、这个精神的透明幻影永远挥之不去，休死于梦中的一场大火。
38、“透明”是精神世界，被浑浑噩噩的人称之为“谵妄”，被无法理会的称之为“徒劳”，而纳博
科夫只想讲一个爱情故事。爱的起因具有迷幻性，爱的结局是“杀妻”。你一定认为这是悲剧，那只
是你官能的肤浅。一个编辑，最主要的器官是眼睛和脊柱吗？不，是他透明的部分，也就是灵魂。我
们太小看灵魂了，所以我们粗俗。他问，什么时候才会给灵魂地位呢。
39、难道译者看懂了自己写的字？我不信。
40、第二遍还是没有看懂。准备先放一放了⋯
41、送货很快。。。。。。。
42、纳博科夫把一根废柴写的充满了无限性
43、2015-7两遍
44、纳博科夫的四万字中篇通过加大行距页边距凑成了一本一百多页的小册子。书评区有一个纳博科
夫自己的阐释，看上去还挺可信的。以及我记得觉得这个写作方式（在翻译过来以后）还是能达到的
⋯⋯
45、剥离了脸红的讽刺和悲凉
46、看不懂，忧桑
47、纳博科夫，你的神秘毋庸置疑。
48、卡子高中时候送我的 
49、三年前一趟一天一夜的火车上读完这本书，很典型的迷幻小说。
50、书名要是起个动词的话，「解构」会更妥当。
51、三星心情：小众人的心理世界，破碎不完整，如人性复杂，则在普罗大众身上体现的细微差别更
摄人心。
52、天然的或人造的实物表面覆盖着一层直观、现实的薄饰。任何人想留住实物此时此刻的原状、掌
握它的原状、维持它的原状，都请务必小心，不要打破其紧绷的薄膜。否则，缺乏经验的奇迹创造者
将会发现自己不再是在水面上行走，而是垂直沉入水底；鱼儿瞪大眼睛围观之。刹那间还可能发生更
多的事情。
53、我选择放弃
54、未来只不过是一种比喻，一种思想的幽灵。[有点厉害实际上，有空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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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一个鬼故事
56、没看懂，世界那么大，真是对美国文学。。。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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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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