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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

内容概要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皮马克
“失忆的年代”长篇系列之六，著名作家贾平凹倾力推荐！
这是瑞典作家埃斯普马克长篇系列小说继《失忆》、《误解》、《蔑视》和《忠诚》、《仇恨》后的
第六部。小说描述了一个年轻的金融巨头，因为上学时饱受同学的欺辱，父亲又遭人暗算而破产，长
大成人之后进行复仇。这部小说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故事，其中对当前瑞典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做
了深刻的讽刺与批判，描述了在“失忆的年代”里，人们盲目地扎进“空对空”的经济发展中，一切
都迷失在虚无中，就连主人公的复仇到最后也成为一种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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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1924-）为瑞典学院派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教授，瑞典学院终
身院士、诺贝尔文学奖五人评选委员会成员、曾17次出任评委会主席。除“失忆的年代”长篇小说总
集外，还出版有长篇小说《伏尔泰的旅程》、诗集十一本和文学评论集多本，其中包括介绍瑞典的诺
贝尔文学奖得奖诗人马丁松的传记《大师马丁松》和专门介绍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原则的专著《诺贝尔
文学奖：选择标准的探讨》（此部著作曾有中译本出版，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内幕》，漓江出版社出
版）。此外，中文还出版有诗集《黑银河》（李笠翻译，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者曾获得多项瑞典和国际的重要文学奖项，包括瑞典贝尔曼文学奖、特朗斯特罗默文学奖和意大利
德尼诺文学奖及卡皮罗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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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4.0/5
2、我这么吞咽着读完前面六本也不觉得很开心 但是出于有始有终准备再买第七本。。。
3、意识流诗意话痨。喜欢不起来。译后记中写道：部分读者可能不适应这种写作手法。用力点头。
4、假如思念是一种语言的话会怎么样。什么都感觉不到的人，也许可以用这种什么都感觉不到的语
言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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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复仇》是长篇系列“失忆的年代”的第六部，也是至此为止我感觉最难翻译的一部作品。其难
度不仅在于语义的忠实转达，能翻译出中文读者可以明白的流畅，也在于这部小说堪称剧诗小说，其
语言富有诗意，如何在译文中比较好地再现这种诗意，也是译者面对的一种挑战。我在第一部《失忆
》的译者后记中就提到过，这个长篇系列的所有小说全是由一个人物的戏剧独白式的自言自语构成的
。事实上作者也创作过类似形式的舞台剧本，还在斯德哥尔摩国家剧院演出过，同样是一个演员自始
至终独白的独脚戏。或许我可以把这种类型的小说称为戏剧小说。但作者不仅是小说家，也不仅是一
个独白剧作的剧作家，其实又是一个诗人，出版过多部诗集。作者的诗人特质在这些小说里其实也有
明显的展现，而在《复仇》中又特别明显。在这部作品里，诗意的句型表达，诗化的修辞手段，诗情
的图像营造，如散金碎玉布满全篇。比如这样的段落：——我看见了市场。市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是它为我们铺好了思想的轨道，是它要调控我们心跳的频率和肌肉的张力。是它持续不断在为这里
沿岸的那些枯黄的树叶堆设定新的价格，也为我在政治领域获得成功的前景设定新的价格。我能听见
不停顿地变动着的挂牌定价的沙沙声响。我能听见不间断地报价争购的咕咕哝哝的声音。我是这个市
场里被终身监禁的囚犯，在监狱范围里还可以自由自在，但是每个动作都要服从它的条件。（第54 页
）这一段瑞典首相克利夫表达的个人感慨，回应的正是第五部《仇恨》中的主人公克利夫所处的尴尬
境地，所在的那个市场空间，表现出掌握政治大权的人都受制于市场的无可奈何。这里的语言有连续
不断的比喻和象征，也很有节奏，如“思想的轨道”、“心跳的频率”和“肌肉的张力”等等。市场
既为眼前的具体的枯枝败叶定价，也为将来的抽象的政治前途定价，是对比的修辞。欧洲古典戏剧本
来多是诗剧，如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或歌德的《浮士德》，而史诗或长篇叙事诗也
充满戏剧性，可称为剧诗，如弥尔顿的《失乐园》或拜伦的《恰尔德· 哈罗尔德游记》、《青铜世纪
》以及《唐璜》等等。进入现代文学之后，小说形式滥觞，大部分小说文体是散文，但有些诗人以诗
歌形式创作的小说也称作诗体小说，如普希金的《叶甫盖尼· 奥涅金》。同时兼具戏剧和诗歌特点的
小说还比较少见，我以为“失忆的年代”总体上就是诗、剧、散文、小说等形式综合运用的一种大胆
尝试，就好像《哈姆雷特》里王子哈姆雷特的大段著名独白“生存还是毁灭”，或者《麦克白》里暴
君麦克白的大段著名独白“明天、明天、又一个明天”，都不仅被延长成为一部单独的从头到尾在独
白的独脚戏，而且赋予了小说的形式。《复仇》则是这种文体尝试的力作。我估计，读惯了散文体小
说的读者，特别是现实主义流派的小说的读者，不再读当代诗歌的读者，可能会不适应读这部小说，
甚至怀疑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和“现实性”。在现实中，确实不会有人用这样的诗意语言和人对话
交谈，就如现实中再也看不到哈姆雷特式的内心独白。再比如，电脑怎么可能会像狗一样来咬你的手
，还让你的手鲜血淋漓呢？如果再联想当代文学阅读的整个背景，经典性作品早已经退出了大众读者
的视野，或者说，读惯“下里巴人”作品的读者，可能再也不知道怎么读“阳春白雪”，那么这类读
者的不适应或者怀疑也没有什么可奇怪了。这类读者倒不太可能去怀疑自己的文学观是否出了问题，
或者是对文学“真实性”的理解出了什么问题。文体的创新其实不是叙述语言的游戏。一个人的滔滔
不绝的自言自语，充满诗意的表述，不仅建立在一种文学的逻辑之上，也建立在我们所说的对现实的
“加缪式的洞见”和“卡夫卡式的寓言”之上。《复仇》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故事，描述一个人因为上
学时饱受同学侮辱或者父亲被人暗算而破产，立志长大之后报仇雪恨。其实，这部小说是对当前瑞典
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做了深刻的讽刺和批判。熟悉经济的人都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整个
世界经济受到了一次次的金融风暴的冲击，风暴从香港、新加坡一直冲击到瑞典，从欧洲冲击到美国
，遍及世界。这里面，都有作者所说的金融家投机炒作牟取暴利的背景，是“从虚无中创造价值”，
买空卖空。作者不无幽默和讽刺地写道，这种泡沫经济，就如香槟酒王唐培里侬被砍掉瓶颈后冒出的
气泡（第65 页）。对于世界金融界，作者这样写道：这个宽广的经济空间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生命之室
，我们的工作之田，很少再有人愿意在这里只做鸡毛蒜皮的小生意，比如锯木屑做的压缩板或者滚珠
轴承。这是什么都可能发生的年代，你可以从虚无中创造出价值。就好像失忆把经济法则都储藏到了
阁楼里，然后为我们的创造性提供了自由的表演空间。用货币政策的角度看，一个苹果不是向下掉而
是可以向上掉的，而在控制室里赢利是在生意开始之前就毫无麻烦地能赚到手的。资本的老掉牙的见
解就是说什么都可以卖给其实什么都不需要的人——从邻居的耕地到冰冻的灵魂——这种见解到了我
们这个时代就更加成熟了。我有一种确切的感觉，就连抽象的东西现在也都有一种意义重大的销售价
值了。可能性，不确定性，说服力——这些现在都是可以标价的。你可以为一个思想时必要的概念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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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专利，防止其他人也想到，又不用付你一分钱。风险就变成了硬通货，债务可以算成你的资产，某
个死胡同也可以当作免税品出售。人们带着觉得好玩但可以理解和宽容的眼光来看待那些通常的生产
商品拿薪水的苦工：真正的生意不是靠苦力而是靠符号和象征啊。但是，巨大的提升肯定是随着一切
都能抵押的见解才到来的。当人们终于发现，你只要有房地产的一小片也足以当作借债的安全保障的
时候，那么你就离虚拟财产也可以典当只有一步之遥了。然后人们就可以把旁人的可能性也拿来当作
经济担保，为了最终让当票落在你还没出生的后代手里，而这也全都是为了购买新的虚构价值提供资
金，这种价值反过来可以在一次更加快速的转手买卖中又当作抵押出售。经过一两个星期，一大笔称
心可观的财富就会集中到少数几个人的手里了。中国作家余华近年的著作《中国的十个词》里有一个
词是“忽悠”，其实“忽悠”并非当代中国人或中国文化的专利。唯利是图的西方资本家金融家，其
实也都是“忽悠”的专家。韩少功在评论作者本系列的上一部《仇恨》时写道：“二十世纪以来的小
说家，大多怯于直接处理重大的历史事件，似乎在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之外智力短缺，或心不在焉。
埃斯普马克却是一个惊人的例外。他居然把瑞典、欧洲以及整个世界装进一本并不太长的‘小’说，
直面全人类紧迫而刺心的精神难题。”我认为，这段评语用于《复仇》也同样适合，同样精当。这部
小说的翻译，得到作者本人的帮助解疑，得到马悦然先生和陈安娜女士的指点，并由上海世纪文睿总
编邵敏先生亲自担任责任编辑并校订把关，译者在此一并致谢。万 之2014 年6 月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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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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