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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仆》

前言

　　如果仅仅将钦努阿·阿契贝理解为一个“政治作家”、“社会作家”，无疑是错误的。甚至于说
，在当下的中国。翻译、出版、阅读钦努阿·阿契贝的价值，也就在于“如何理解钦努阿·阿契贝”
。　　一、比夫拉知识分子　　在当代的国际文坛，钦努阿·阿契贝是一个备受瞩目的名字。他被誉
为“现代非洲小说之父”，因为他第一次写出了“发自非洲人内心世界的英语小说”；他还在《远景
》和《外交杂志》评选出的“全球百名公共知识分子”中，名列第三十八位，因为他不屈不挠地就全
球和祖国尼日利亚的政治、社会事务发言；除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获得了几乎能够获得的所有国际重
要文学奖项：2007年，他击败菲利普·罗斯、拉什迪等人，获得第二届国际布克奖，因为“全世界的
作家都在为新的现实和新的社会寻求新的语汇和新的形式，阿契贝为他们指明了道路。”2002年，他
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因为他是“西部非洲大陆文学传统的缔造者”——在他之前获得这个奖项的是
哈贝马斯，在他之后获奖的则有苏珊·桑塔格、帕慕克等。　　钦努阿·阿契贝生于1930年的尼日利
亚，属于伊博族，家庭信奉基督教；尼日利亚的另一位著名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因卡则为约
鲁巴族人。尼日利亚共有250多个民族，国内的三大民族分别是豪萨一富拉尼族、约鲁巴族和伊博族。
伊博族散布于尼日尔河和克罗斯河之间，占有全国人口的近五分之一。在部落时期，伊博族一直没有
建立严密的政府组织，每个村落各自为政，与外界隔绝，甚至没有统一的语言。由于伊博族的封闭和
强悍，曾被殖民者诋毁为“耽于吃人肉的恶习”。伴随着殖民统治的深入，伊博族的很多人逐渐信奉
了基督教，并以注重教育、发展经济而闻名。　　上世纪70年代，萨特曾经说过，假如他是一位比夫
拉知识分子，他绝不会从事文学工作，而应该做医生、司机等对社会更有贡献的工作。对于世界历史
来说，尼日利亚内战——“比夫拉战争”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现代社会第一次以饥荒为作战手
段。1960年，尼日利亚从英国殖民者手中赢得独立，国内部族冲突加剧，伴随着新的石油资源的发现
，1967年内战爆发，史称“比夫拉战争”。血腥的“比夫拉战争”使尼日利亚全国死亡300万人，其
中100万死于饥荒。这场战争促成了“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建立，并引导全球社会开始关注非洲饥荒问
题。　　钦努阿·阿契贝就是一位“比夫拉知识分子”——战败的一方，内战后被边缘化的伊博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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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仆》

内容概要

《瓦解》作者阿契贝非洲现代文学之父，在他的伟大面前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库切四位诺尔
奖获得者都深感不安与惭愧。
尼日利亚四部曲终结篇，完美收官之作，惊人地预示了紧随其后的血腥政变，文学家还是预言家？
萨马鲁是一位小学教师，在一次学校安排的演讲中，他重遇了自己的老师南加。南加现在已经是文化
部长，前呼后拥，地位显赫。南加把萨马鲁邀请到位于首都的官邸里；在这座有七个卧室，七个浴室
的豪宅，他接触到了政治家奢侈、多彩、新鲜而刺激的生活，也见证了权力中心的骄奢跋扈、崇洋媚
外、口是心非的各种肮脏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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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钦努阿·阿契贝，1930年生于尼日利亚。一直用英语写作。以尼日利亚伊博人民独立前后的生活为题
材的“尼日利亚四部曲”是其代表作品，其中《瓦解》1958年发表后，即获得了布克奖。其它三部分
别是1960年出版的《动荡》、1964年出版的《神箭》、1966年出版的《人民公仆》。阿契贝是尼日利
亚及至非洲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文笔恳切深沉，反映非洲社会与殖民地政治的现实，备受国际瞩
目。英国《独立报》称他是非洲最伟大的小说家”；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丁·戈迪默说“阿契
贝有一种值得称道的天赋，他是一位充满激情、文笔老辣、挥洒自如的伟大天才。”他在世界各地获
得了无数的荣誉，被英美等国的大学授予了二十多个荣誉博士学位。
《人民公仆》是阿契贝最出色的一要讽刺小说，是非洲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当代最佳英语
小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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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谁也不能否认，国会议员、部长、尊敬的M.A.南加先生是举国上下最平易近人的政治家。
不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他的家乡——阿那塔，只要你问起他，人们都会说他是个人民公仆。我一开始
就得说明这一点，否则我想讲的故事就没有意义了。　　那天下午，南加先生要向我当时任教的阿那
塔语言学校的师生们发表演说。但是，在那政治生活沸腾的时代，村民们也从四面八方涌来参加这个
演讲会。学校大礼堂挤得满满的。许多村民坐在地板上，甚至坐在讲台下面。我朝会场上望了一眼，
便决定待在外面——至少暂时待在外面更好一些。　　院子里，五六群人在不同的地点围成圈子跳舞
。“妇女同盟”的姑娘们身穿贵重的阿克拉布制成的节日服装。尽管气氛嘈杂，还是可以听出一位歌
手清脆嘹亮的歌声；人们都崇敬她，管她叫“留声机”。对姑娘们的跳舞，我可以不去理睬，而“留
声机”的歌声却不得不听。她正在赞扬迈卡，说迈卡的俊美举世无双，像石雕的山鹰般英俊无比，她
称颂他的名望，说即使走遍天下、扬名海外、与世无争的游侠骑士对他也不能不生嫉妒之心。自然，
这位迈卡就是国会议员、部长、尊敬的南加先生。　　狩猎协会的猎人们一式华丽的衣着，他们的到
来引起了巨大的骚动。甚至“留声机”也停止了歌唱——至少停顿了片刻。这些猎人是难得露面的，
除非他们中间哪个死了，要举行葬礼，或者发生了什么异乎寻常的事件，他们才会出现在大庭广众之
中。我不记得上一次看见他们是在什么时候了。他们像摆弄玩具一样，挥舞着装填了弹药的猎枪。不
时会有两个人脸对着脸行军人礼，并一同拍击枪身，拍拍左面，又拍拍右面，拍完右面，又拍左面。
母亲们紧紧抓住孩子，慌慌张张地把孩子拉走了。偶尔会有一位猎手瞄准远处的棕榈树，一枪打断粗
实的筋叶。于是，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喝彩。当然，射击声是零零星星的。大多数猎人都保存着珍贵
的弹药，以便迎接部长的到来——自从本届政府掌权以来，弹药的价格也同其他物品一样，四年里翻
了好几番。我远离骚闹的人群，呆在一个角落里，等候部长的光临，此刻，嘴里禁不住泛起一股强烈
的苦味。这些愚昧无知的村民，正在扭腰顿脚地蹦蹦跳跳，等候鸣放欢迎的礼炮，以向那位使全国掉
进通货膨胀深渊的、了不起的人物致敬。我渴望一个奇迹，渴望一声如醍醐灌顶般的雷鸣，能驱散这
一荒谬可笑的庆典，好向这些卑微不幸的人讲述一两件真事。当然，这样做会是徒劳的。他们不仅愚
昧无知，而且玩世不恭。我告诉他们说，这个人曾利用他的地位大发横财，他们却会反问你（我父亲
也这样问过）：“你是不是以为这样一个聪明人会把他走运时吞进肚里的美味佳肴再吐出来？”　　
我并非从不喜欢南加。大约十六年前，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是我的老师，我好像还挺受他青睐
呢。我还记得，当时他是一位受人爱戴、年轻英俊的教师，印象最深的要数他当童子军教练时穿的那
身制服。校舍的墙壁上有一幅油画，上面也是一位穿着极为合身的制服、俊美无比的童子军教练。我
不知创作那幅油画的美术老师是不是以南加先生为模特儿的。虽然脸形稍有不同，可我们还是称它为
南加先生的画像，因为他们二者同样漂亮，同样是让人过目不忘的童子军教练。画上的人物双臂交叠
在胸前，右脚抬起，轻松而自然地踏在一墩子整的树桩上。画框的四个角落里点缀着鲜嫩、红艳的木
槿花；框下是富有纪念意义的题词：不求索取，但求奉献，这是我的信念。那是在一九四八年。　　
南加一定是在那不久之后进入政界的，后来又在议会里谋得了一席之位（在那些日子里，搞到一个议
席没有什么困难——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一席位的价值）。以后的几年中，我常在报上见到他，甚至
还颇以此为豪哩！那时，我刚刚跨进大学，在人民组织党的学生分部里算得上个活跃分子。到了一九
六零年，党内出了那些丢人的事，我的希望也就破灭了。那时，在执政的人民组织党内，南加还是一
位不知名的后座议员。普选临近了。人民组织党在国内百事顺利，因此不必担心落选。而它的反对党
，进步同盟党，却力量薄弱、组织涣散。　　后来发生了国际咖啡市场大萧条。一夜之间（在我们看
来，差不多就这么短暂），政府便面临着险恶的金融危机。如同咖啡种植园是人民组织党的堡垒一样
，咖啡维持着我们的经济命脉。当时的财政部长是一位曾获公共金融博士学位的优秀经济学家，他为
内阁提出了一个应付危机的完整方案。　　内阁总理对该方案一口否定。在那样一个关键时刻，他不
想下调咖啡价格，损害咖啡种植园主的利益，从而冒输掉选举的风险，他打算要国家银行印刷面值一
千五百万镑的钞票。内阁三分之二的成员起而支持财政部长。第二天早上，内阁总理将他们全数解职
，当晚便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他称这些被解职的部长是阴谋家和卖国贼，他们与国外颠覆分子相
勾结，以图摧毁新生的政府。　　我至今还记得那次广播。自然，当时无人知道真相。报纸和广播都
在宣扬内阁总理的一面之词。我们当时也同仇敌忾。学生联合会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了对领导人的
信任投票，要求颁布一项拘留法，以便对付那些恶棍。整个国家都支持内阁总理。示威游行和抗议的
浪潮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就在这时，就在这遍及各地的抗议声中，我首先注意到了一个危险而不吉

Page 5



《人民公仆》

利的新征兆。人民组织党的官方报纸——《时事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那群“匪徒”，即受到
这种谴责的、解了职的部长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大学学历的专门人才（我现在仍然保留着那
篇社论的剪报）。　　我们要像牙医拔除蛀牙那样，不仅现在，而且永远，要从我们的国家里铲除那
些只会照搬书本上的经济学、只会模仿白人习气、只会跟着白人嚼舌头的家伙。我们为做非洲人而自
豪。我们的真正领导人不是那些陶醉在牛津、剑桥或者哈佛学位里的书生，而是那些讲人民语言的人
。废除那些糟糕而昂贵的大学教育吧，它们只会使非洲人与非洲的财富和古代文明疏远，只会让他们
骑到人民头上⋯⋯　　这一呼吁得到了四面八方的响应。其他报纸也指出，即使在英国，在那群“匪
徒”受过所谓“教育”的地方，出任财政大臣的不一定是位经济学家，做卫生部长的也不一定当过医
生。重要的是对党的忠诚。　　那天，内阁总理得到了压倒性的信任投票，当时我就坐在议会的公共
席里。然而那一天，真理并没有被压垮，只是没有人来认真聆听罢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解了职的财
政部长极度悲伤地率领着他那一批人走进议会大厅，受到党员和群众的大声嘲骂。就在那个星期，愤
怒的群众砸毁了他的汽车，向他的房子扔了石块。另一位解了职的部长被人从自己的汽车里拖了出来
，人们把他打得失去知觉以后，在马路上拖了五十码远，然后缚住他的手脚，堵住他的嘴，丢在路旁
。直到议会开会时，他仍住在医院里。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议会。那也是自一九
四八年南加先生教我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他。　　内阁总理讲了三个小时，他的每一句话都受到欢呼
。人们称他是老虎，是狮子，是天空，是海洋，是独一无二的伟人，赋予他数不清的美誉。他说：“
这伙‘匪徒’阴谋借助国外的敌人来推翻我们这个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政府，我们已经抓住他
们的血手了。”　　“绞死他们！”坐在后排的南加先生高声叫道。这一声叫喊是如此响亮和清晰，
以致在当时的议会记录中，也被作为发言记在他的名下。整个会议中，他领着后排那批犬儒之辈，气
势汹汹地向那些牺牲者发动毫不停息的攻击。要是有人想概括一下南加先生的插话，那他所记下的将
是一个多小时连续不停的叫喊。他时而跳起来打断演说，时而坐下去发出恶狼般的嘲笑声，汗水顺着
脸颊直往下淌。　　当内阁总理说，他把一些默默无闻的人提拔起来，而这帮家伙却在背后放暗箭，
有些党员听了甚至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他们的母亲养大了他们，他们却咬断母亲的手指！”南
加先生喊道。这话也载入了会议记录，我手头就有一份副本。不过，要把那天的紧张气氛在书面上充
分表达出来，可不是容易办到的。　　我现在已经难以准确地回忆起当时的心情了。我只对那时的一
切都感到莫名其妙。你一定记得，当时谁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个事件会有另外一种说法。内阁总
理还在演说。接着，他作了当今著名的（或说臭名昭著的）宣告：“从今天起，我们必须严密警惕，
保卫我们来之不易的自由。我们决不能再把我们的命运，把非洲的命运交给那些西方教养出来的杂种
，交给那些光会摆绅士架子的臭知识分子们去摆弄，他们为了一碗肉汤，会毫不犹豫地出卖自己的母
亲⋯⋯”　　南加先生把“绞死他们”的口号至少又喊了两遍，不过，这可没有载入记录了，显然，
那是因为群众的喧嚣淹没了他的叫喊。　　我还记得财政部长马金德博士站起来说话的情景——他个
头高大，神情悲怆，语调平静，在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我竭力想听清他说的每一句话。可是整个议
会大厅，包括内阁总理，都在不停地叫喊，想把他轰下台。那真是一幕最滑稽而粗野的闹剧。主席假
惺惺地敲击木槌，以维持大会秩序，可你分明看得出，他对这场骚乱真是乐不可支。公共席上谩骂声
四起，“卖国贼”，“胆小鬼”，“出卖老娘的博士”。最后一个称呼是公共席中《时事日报》的一
位编辑发明的，他当时就坐在我的近旁。不用说，这句妙语立即在公共席上赢得一阵狂笑，他因此大
受鼓舞，决定第二天一早让这个称呼见诸报端。名字就署他本人。　　尽管马金德博士读完了他精心
准备的演说稿，可是后来的会议记录却断章取义地记载了一篇文理不通、意义含混的文字。关于印刷
一千五百万镑钞票一事，只字未提——这也许是在预料之中——可是为什么却把马金德绝不可能讲出
的话硬塞进他的嘴里呢？总之，记录员记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演说，足以把前部长变成一个傲慢的反
面人物。比如，他们让他自诩为“一位成就辉煌的经济学家，他的名望在欧洲备受赞扬”。当我读到
此处时，我流泪了——然而，我不是个轻弹眼泪的人。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叙述这段可耻的插曲，是
想说明一个事实：对那位眼睛盯着空缺的部长席、为谋得一个升迁的机会而恬不耻地嘶声号叫的尊敬
的M.A.南加先生，我没有理由表示热情。　　学校的主人兼校长是一个瘦小、硬朗的人，名叫乔森纳
·韦格。他在地方评议会中是个积极的政治活动家，但他总是满腹牢骚，那是因为他为人民组织党工
作，人民组织党却不按通常支付公共团体和个人酬劳的惯例付给他报酬。尽管不满，他并没丧失信心
；他为这次接见作了精心的安排，就是证明。也许他对建议中的新机构怀抱希望，该机构有可能接管
政府对所有废旧物资的处理权（诸如旧床垫、椅子、电扇、废弃打字机及其他破烂物什），而目前这
些废物是由文官负责拍卖的。我真希望他得到委任。这样做的好处是，他可以经常远离学校。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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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主张设置警戒线，并让学生们从大路到校门口排成一长列欢迎队伍。教师在学生的队尾，整整齐
齐站成一行，以便接受部长的接见。韦格先生经常阅读诸如“烤面包——怎样摆放面包片”一类的文
章，他对这类事情考虑得真是细致入微。我曾在教工会议上激烈地反对让教师像学生般在路旁列队，
并试图号召其他教师一同起来反对。可那所学校里的教师们，脖子以上的部分都已经僵死了。我的同
事兼朋友安德鲁·卡迪伯认为他难以赞同我的意见，因为他和这位部长是同乡。我把他的做法叫做“
幼稚的忠诚”。部长的“凯迪拉克”轿车在一长串汽车前面刚刚停下，猎人们便冲上了公路，射出了
最后的弹药，并以吓人的动作把枪支抛上天空。舞蹈家们又是跳跃，又是跺脚，弄得旱季的空气中灰
尘弥漫。喧闹声中，“留声机”的歌声也被淹没了。部长缓缓步出。缎子礼服，金项圈，珍贵的兽皮
制成的扇子向公众频频挥舞致意，人们赞扬说他这把扇子扇掉了恶魔向他射来的一切阴谋和毒箭。　
　先生仍像从前那样漂亮和年轻——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校长这会儿正从排头第一位的资深教师起
，依次把他们介绍给部长。我虽没有时间仔细端详资深教师的外貌，也绝不怀疑他的鼻孔里照例留着
鼻烟的痕迹。部长兴致勃勃地向每个人都问了安。你绝不会认为——哪怕你现在看见他——他的笑容
里除了真诚，还包含着什么别的。看来一切残忍都是不可相信的。现在轮到我了。我局促地伸出手。
我一点不担心他会认出我，也不打算提醒他。　　我们的手握到一起了。我直盯着他的面孔。他的笑
脸慢慢凝聚成思考状。他不耐烦地挥挥左手，以使那位啁啾不休的校长停嘴；校长如同鹦鹉学舌，重
复他那说了不止十五次的客套话：“先生，我非常荣幸地向您介绍⋯⋯”　　“知道了，”部长像是
对他脑袋里记忆机能的某个部分说道。“你是奥迪里。”　　“是的，先生。”没等我回答，他已经
伸出双臂来同我拥抱，把我包在他那宽大的缎袍里。“你的记性真好，”我说。“至少十五⋯⋯”这
会儿他已经把我放松了些，可他的左手还搭在我的肩上。他向校长稍微侧了侧身，骄傲地宣告。　　
“我教过他⋯⋯”　　“三年级，”我补充道。　　“一点不错，”他叫道。即便是找到了丢失已久
的儿子，也不能比他此刻更激动了。　　“他不愧是我校的顶梁柱，”校长受了感染，随口称赞。自
从我进了他的学校，他还是第一次夸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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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不是阿契贝需要诺贝尔奖；正相反，是诺贝奖需要阿契贝来证明自己。　　——尼日利亚《每日
太阳报》　　全世界的作家都在为新的现实和新的社会寻求新的语汇和新的形式，阿契贝为他们指明
了道路。　　——《纽约时报》　　阿契贝的《人民公仆》出版后不久，尼日利亚就发生了军事政变
，作家被怀疑是知情人，被迫流亡，颠沛之中的妻子不幸流产，阿契贝的《人民公仆》让他失去了未
出生的孩子。　　——维基百科　　《人民公仆》是一部伟大的非洲政治寓言，比成千上万的新闻纪
录更有价值，比一切政治家和记者更具智慧。　　——《时代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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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民公仆》作者阿契贝非洲现代文学之父，在他的伟大面前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库切
四位诺尔奖获得者都深感不安与惭愧。　　《人民公仆》是尼日利亚四部曲终结篇，完美收官之作，
惊人地预示了紧随其后的血腥政变，文学家还是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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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人民公仆在所有国家都会变质！也一定会变质。
2、良心作家的良心作品！
3、这不光是非洲的弊病，所以第三世界国家都限于这样的困境之中。没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各
个政党就沦为了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工具，如此则国无宁日。
4、喜欢+1
5、阿契贝真不错
6、一个伟大的作家，不在于他的作品作为一件件独立的艺术品有多完美，而在于他对整个非洲文学
的发轫之意义。如戈迪默所说，阿契贝和莎士比亚、普希金一样伟大，因为他们都改变了一个大陆的
文学历程。他的见解、情怀与境界之高，足可以看见整个非洲。
7、有“非洲文学之父”之称的尼日利亚著名作家钦努阿·阿契贝因病于3月21日晚在美国波士顿一家
医院去世，享年82岁。
8、一个寓言，还是现实，还是爱情。
9、一腔热血和自以为是的正义，赢不了强权。强权只能自我毁灭，早晚的问题
10、待有时间，还要再读1遍。
11、翻译的不是太好，我看的别字很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文化市场买的缘故；就内容性而言，生动
形象描绘了二战后非洲民主独立运动的境况，如果诸君读过美洲这类题材，应该能感受到其中的共同
性
12、“为人民服务”
13、黑非洲比天朝还白一点...
14、书店此系列就这一本，站了一下午看完了。其实英文电子版早就下了，但是一直不想好好读。哎
！圈子和圈子区别很大，我也明白。但国情还可做参考。
15、书名初看很俗气，看完后感慨：真的很有讽刺性！
16、非洲社会生态的一扇窗
17、一个作家和他的某一部作品，最好还是能分开来说
18、虚构中遥远的非洲国度，为何我却觉得如此相似？很多事，天朝正在发生，只是我们更虚假，而
他们更自由。
19、我是黄皮肤在东方。我在2016，距1966有50年。不够理解这本书何以被推崇至此——经典重现。
20、2015.08.06 果然政治讽刺小说很难处理好格局问题。本书从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我”出发，从沾享
特权利益自喜自得，到自身利益被特权阶层损害后一气之下投身（投机？）“革命”。果然荷尔蒙永
远是革命的最好催化剂，在转化政治思想境界方面一个炮友远比一个马克思来得更有推动力。自嘲诚
意很足，格局还是太小。P165批判国民的那句“人民比他们的领导更轻率、更冷漠、更不把目前的危
机放在眼里⋯⋯他来了，他吃够了，他走了。可我们还是好好的。于是，重要的事情是活下去⋯⋯如
果你活了下来，说不准明天就轮到你吃了。你的儿子也许会把你的那份带回家去”还是很警醒。
21、文化的差异让我不能充分了解书中有些情节的用意，但还是能够感受到尼日利亚社会的畸形，对
白人的崇尚与仰视，对自我文化的轻视，对于政治活动，倒是有拉美那样的随性，与我们相差甚远
22、非洲咏叹调，有着一种炙热感。准备写写有关的感想。
23、值得一看
24、打比喻也不放过棕榈油和木薯
25、不仅统治阶级，那些号称人民公仆的人再腐败，无数民众对此早已司空见惯而麻木淡漠，只要能
得到切身利益，支持哪个党派都一样，反正他吃，你吃，我也吃，整个社会已然腐烂丛生。
26、经典的政治预言。。
27、辛辣的讽刺 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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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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