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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的新世界》

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幻想小说名著，刻画的是机械文明下的未来社会。在未来的人类社会中，人的“人”性被机
械剥夺殆尽，处于“幸福”状态的人们以几种种姓生于工业化的育婴房，接受种种安于现状的教育，
热爱机械化的工作与生活方式。他们拥有安定、无限的“自由”，却丧失了科学、艺术、婚姻、个性
、甚至喜怒哀乐。偶有对现状产生怀疑或叛逆心态者，均被视为不安定因素放逐边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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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的新世界》

精彩短评

1、一个崭新的世界
2、作为社会组织者的上层建筑很难把民众不当成物而当成和自己一样的人。
3、总觉得叙事略有不足
4、剧情感差到无与伦比 同时也是我最想做语录摘抄小说之一 乌托邦的一面哈哈镜
5、比看莎士比亚要有意思的多的多的多。
6、著名的反乌托邦作品。和奥威尔不同，赫胥黎描绘的是“幸福”及其稳定要求的绝对统治。在“
美妙的新世界”中，自由、死亡，乃至科学，都成了需要限制的东西，因为它们都有可能妨碍“娱乐
至死”的幸福。从小说的叙事结构来看，上述特征就体现在：新世界中情节的发展明显地缺乏推动力
，缺乏意外所带来的故事性，以至于唯一值得描写的就是主人公带入新世界的不安定因素。在与此对
抗时，作者主要诉诸的是人的有限性，但他借用的是莎士比亚和宗教苦行，在此方面不能算是极为成
功，因为它们所体现的价值有一种极度本地化的梳离倾向，无法对新世界的荒诞做出有力的批判。
7、英式反讽
8、见语文摘抄219。
9、既然是三部曲，还是把它读了吧。买到它简直就是狗屎运。
10、他的祖父是托马斯·赫胥黎。生物学家。写科幻小说一定要有基础学科背景。
11、同为反乌托邦三部曲，美丽新世界比1984差的不止一个档次
12、文明与野蛮。
13、能安分做一个贝塔就是好的
14、小时候的书啊。翻出来看，还是很赞。
15、本书描写了一个温和版的1984，和现在我们相处的世界更为接近。
但是我曾经问自己：对于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这样的社会相对于每个人都有充足选择权的社会，
哪个更能让人获得安宁和幸福？
16、人造的幸福不靠谱
17、危险物品：）
18、没有痛苦，也就无所谓快乐，幸福。所以那些看上去得到功名利禄，要啥有啥的人，却不得不用
毒品才能得到满足。
19、08年2月12日
20、新世界秩序逻辑并不严谨，有抹除苦痛、支持性的乌托邦，也有可能有允许苦痛、反对性的乌托
邦。另外，为什么我们与这个世界对立起来的价值观不是被灌输到我们意识里的呢？
21、人得有自觉意识，不然就无意义了。。。
22、看不懂
23、“這批胚胎是要到赤道地区去做工人的。我们设置条件让他们在炎热里成功，还会培养他们喜爱
炎热。幸福与德行的诀窍，是爱好你非干不可的事。一切条件设置的目标都是让人们喜爱他们无法逃
避的社会命运。”
24、放纵各种激素释放的生化版出身论，啧啧
25、奇点
26、在那个年代新意十足，虽然从当下看BUG很多。而观点上的缺陷则在后补的前言中被作者自己提
出了：没有提供中间路线。
27、我要求痛苦和感受孤獨以及絕望的權利
28、麻药文化 
29、消费社会的末世预言，理性傲娇、娱乐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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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的新世界》

精彩书评

1、最近终于看了“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的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译林出版社，孙法理译，
另有译名《美丽新世界》），加上以前看过的扎米亚京的《我们》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总算补
齐了一课。这三部小说中以《我们》问世最早，虽然它于1921年以俄语写成，但因为犯忌，而是先在
国外出版（1924），然后《美妙的新世界》1932年出版，《一九八四》1949年出版。《一九八四》受
前两书的影响显而易见，奥威尔认为《美丽新世界》受到《我们》的影响：“对于《我们》，谁都会
首先注意到这一事实——我相信从未有人指出过——即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创作灵
感肯定部分得自于它。”然而我对此持怀疑态度，一个次要的原因是这本书直至1946年，在英国尚未
出版（美国已出版），赫胥黎能否在1932年就读到尚存疑问，而最大的证据是，《美妙的新世界》与
《我们》相比，表现出了暴力的缺位。在两书中，读者一开始看到的，都是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
一切井井有条，人民好像都在幸福地生活，但是再读下去就发现这个社会底下的恐怖了，追求个人自
由的主角出现，随即成为体制对付的对象，在《我们》中，反抗者的命运是被改造（脑部手术）或者
被消灭：上一种经过高度改进的断头台，完全被变成一摊清水。在《一九八四》中，社会异类经常被
“蒸发”，书里也有不少对反抗者残酷折磨的描写。而在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中，最高的惩罚
似乎就是被流放到冰岛，反抗者甚至能面见这个社会的总统对话，并接受他的洗脑。对国家造成威胁
的“野蛮者”竟然还可以选择一处隐居的场所，只是因为现代媒体的侵扰，才未能让他如愿。努力保
持大一统社会的统治方式竟这样温情脉脉，实在是不可思议。在我看来，赫胥黎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
“历史局限性”，但又是可以原谅的。写这部小说时，在民主传统中生活已久的他既未看到希特
勒1933年上台后的德国，而让不少人认清苏联本质的大清洗行动又是发生在1936年，否则这本小说的
书写方式必定受到现实的影响。正是这种暴力缺位，削弱了这部小说的力量，奥威尔在把《我们》和
《美妙的新世界》相比较时也这样写过：“这种对极权主义荒谬一面的直觉理解——以人为祭，为残
忍而残忍，崇拜一位被涂上神圣色彩的领袖——使扎米亚京的这本书比赫胥黎的那本高出一筹。”我
有点为赫胥黎感到可惜，因为他好像未领会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2、具体细节通向品德与幸福，而了解全局只是必不可少的邪恶，这个道理凡是聪明人都是明白的。
因为形成社会脊梁的并不是哲学家，而是细木工和玩集邮的人。 
3、原来《美妙的新世界》就是一篇科幻小说。我还以为要奋斗很多天。看得出来赫胥黎不愧系出名
门，难得他是伟大生物学家的孙子。虽然某些细节看起来很可笑（不过已经是我看过的科幻名著里最
少的一个了），但是人总会受到历史的局限性的限制，毕竟那个时候还没有克隆技术。所以他做出了
不起的假设。书中那章野蛮人与总统的长篇谈话，很有柏拉图对话录的味道。借着双方的争执，表达
作者的思想与困惑。这在晚期的商业性和纯科学性的科幻作品中是不常见的。阿道斯·赫胥黎始终绕
不出基督教和莎士比亚的圈子，虽然他开头描写胚胎工厂的情景几乎就是《骇客帝国》的原型。姑且
也把他算作文学类作家吧。成功的科幻小说，应该能揭示出人性深刻思索的一面。比如柯南·道尔的
《失去的世界》，阿西莫夫的《火与冰》，等等。没有深厚基础科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医学
）功底的人敢去写所谓的科幻，只会出产像卫斯理那样的废品。读完感觉与之类似的是彼埃尔·居尔
的《猿猴世界》——那是我迄今为止看过的最为之震撼的科幻作品。而由此改编的电影《决战猩球》
是TM什么垃圾，不但视觉设定一级烂，而且连最重要的、直击人性的深刻思想内涵也给涂改得面目
全非。要是我先看了这部电影，绝不会去碰它的原著。于是我为原书痛感惋惜，这将丧失给多少读者
精神洗礼的机会。另，书中的这两段话充分证明了我先前对作者性质的推断，啊哈哈：弗洛依德是第
一个揭露出家庭生活有骇人听闻的危险的人。世界充满了父亲——也就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母亲——
也就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扭曲和矫情，从淫虐狂到贞操病；世界上充满了兄弟姐妹，叔伯姑婶——也就
充满了疯狂与自杀。 找出些蹩脚理由为自己因某种蹩脚理由相信的东西辩护——那就是哲学。
4、结构较为随意，各章节的划分不考究。篇幅似乎短了些，人物的性格没有充分展开。接近结尾处
，野蛮人和总统的辩论一下子把小说的设定全盘托出，显得有些唐突。而我希望能通过更多的故事来
表现这些冲突，这样更自然。尽管有以上缺点，小说还是很出色的描绘了一种社会可能性，探讨了“
人类到底需要什么”这样的问题。某些地方出现的一些又傻又顽固的人物，让我感到了魔幻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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