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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之家》

内容概要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是个有志青年。因家道中落，中途辍学，在首都一家公证处当上一名书记员，和
姐姐菲鲁拉一起养活年迈多病的母亲。一天，他偶然遇见瓦列家族的俏姑娘罗莎。为了能和罗莎体面
地结婚，他抛下母亲和姐姐，只身去到荒无人烟的北方开采金矿。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攒下一大笔
钱。就在这个时候，接到从首都传来的噩耗：罗莎误饮毒酒，身遭不测之祸。埃斯特万悲痛万分，赶
回首都。为罗莎送葬后，他决定到父亲遗下的三星庄园了此一生。当他到达农村时，庄园里一片破败
景豫。在佩德罗·加西亚第二的协助下，埃斯特万着手重整家业。经过十年的惨淡经营，三星庄园终
于振兴起来，成为那7带的“模范庄园、随着事业的发达，埃斯特万越来越专横，宜发展到强奸妇女
，连佩德罗，加西亚第二的妹妹也鹰蹂躏。另外，他还结识了当地的妓女待兰希托·索托，并赠给
她60比索，帮她去首都谋生。后来，母亲病危，埃斯特万回到首都。遵从母亲临终遗言，他又到瓦列
家中，向瓦列夫妇的个女儿克拉腊求婚。那年，克拉腊已经是个19岁的大姑娘了。从小，她就显出许
多不同常人的地方。她具有意念致动功能、超感官能力，善卜吉凶祸福，能与幽灵交往。埃斯特方和
克拉腊婚后，生下一个女儿，名叫布兰卡。有一年，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全家到三星庄园过夏天。布
兰卡和佩德罗·加西亚第三——即佩德罗·加西亚第二的儿子——相遇，并结成密友。接着，克拉腊
再次怀孕，生下一对孪生兄弟：海梅和尼古拉斯。此后，埃斯特万的生意日益兴隆。他以保守立场涉
足政界，在家庭生活中也成了说一不二的专制家长，与克拉借之间产主裂痕。布兰卡在和佩德罗·加
西亚第三的频繁接触中渐渐萌生爱情。但埃斯特万对佩德罗·加西亚第三的叛逆精神极为不满，坚决
不许他们接触。此时，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全国居民死伤无数。埃斯特瓦波倒塌的房屋压得骨断筋折
。幸赖老佩德罗·加西亚——即佩德罗·加西亚第二的父亲——用土法医治才得死里逃生。地震后，
埃斯特万依然以自我为中心，性情越发暴躁。夫妻间的裂痕日益加深。不久，老佩德罗·加西亚去世
了。在送葬人中有个行动诡秘的神父。他鼓动雇工在大选中投社会党候选人的票，还在河边与布兰卡
多次幽会。原来他就是佩德罗·加西亚第三。此事被一个名叫让·德·萨蒂尼的“法国伯爵”告发，
埃斯特万一怒之下打了妻子和女儿，还找到木场，用斧头削去佩德罗·加西亚第三的三个手指。克拉
腊忍无可忍，带着女儿返回首都。布兰卡怀孕迹象日益明显。为了遮盖家丑，埃斯特万强令布兰卡嫁
给“法国伯爵”，并让他们到北方一个荒凉省份过活。“伯爵”大搞走私文物、倒卖干尸的活动，而
且是个性变态者。布兰卡无法忍受，才逃离夫家，赶回首都，刚进家门就生下女儿阿尔芭。此时，海
梅已从医学系毕也养成了扶危济贫的习惯。尼古拉斯终日闲荡，异想天开，学会些玄妙的玩意儿。阿
尔芭七岁那年，克拉腊离开人世。特鲁埃瓦家族陷入一片混乱。尼古拉斯为抗议父亲的专横行为，赤
身露体在大街上示威，终被父亲送往国外。海梅和社会党交往密切，结识了民间进步歌手佩德罗·加
西亚第三相社会党推出的总统侯选人。帝兰卡和旧情人佩德罗·加西亚第三频繁幽会。特鲁埃瓦家族
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阿尔芭18岁进入大学学习，认识了激进的革命青年米格尔，她出于对米格尔的
爱情，开始参加学生运动。总统大选来临，社会政治斗争日趋激烈。最后，社会党联合其他左派力量
在大选中获胜。为了打击左翼政府，右派势力制造经济恐慌，引赵市民对政府的不满。土改中，三星
庄园的土地分给了雇工。埃斯特万带领几名打手赶往庄园，企图夺回失去的土地。结果反被雇工扣留
为人质，布兰卡找到当了政府部长的佩德罗·加西亚第三，经过一番交涉才把人质救出。右派势力未
能用和平手段推翻合法政府，军人遂发动了军事政变。政变中，总统壮烈牺牲，海梅和一批总统的追
陋者被军人抓住，受尽酷刑，最后惨遭杀害。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本以为经过政变，政权会落人他和
其他支持政变的大资本家、大庄园主手中。不料，军人上台是要自己执政。埃斯特瓦得知海梅遇害，
才下决心凭借朋友的关系把佩德罗·加西亚第三和女儿布兰卡偷送到一个北欧国家。阿尔芭坚决反对
军事政变。她竭尽全力救助受到迫害的人，还把过去偷藏的武器提供给担任了游击队领导人的米格尔
。一天，警察闯进了特鲁埃瓦家，当着老人的面抓走了他唯一的亲人阿尔芭。阿尔芭在狱中受尽百般
忻磨。一个名叫埃斯特万·加西亚的上校对她尤其狠毒。原来此人正是埃斯特万在三星庄园强奸民女
种下的孽根。他借政变成功之机，在阿尔芭身上公报私仇。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四处求情，希望救出
阿尔芭。但处处碰壁，毫无结果。有一天，米格尔突然来到特鲁埃瓦家中，告知他：惟有和军事当局
保持微妙关系的名妓特兰希托·索托才有办法搭救阿尔芭。埃斯特万拢到年轻时的旧相好，向她苦苦
哀求，特兰希托·索托答应帮忙，以报答当初埃斯特万赠给她50比索的恩情。阿尔芭获救后，回到家
中。祖孙相见，悲喜交集。
阿尔芭找出外祖母的生活记事簿，整理出恃鲁埃瓦家族的兴衰史。埃斯特瓦作为当事人，表白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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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之家》

当时的内心想法。由此诞生了这部《幽灵之家》。最后，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在孤寂中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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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之家》

作者简介

伊莎贝尔·阿连德（1942—）智利女作家、新闻记者。1942年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她父亲托马斯·
阿连德是位外交官。在她三岁的时侯，父母离异，母亲把她带回智利，住在外祖父家中。伊莎贝尔·
阿连德从小时起即受到多方面的良好教育，尤其对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后来，母亲改嫁给一名外
交官，她随继父遍游拉美、欧洲和中东各国，眼界大开。1957年，她回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翌年，
在联合国根食及农业组织驻智利机构中任秘书。从17岁起，她开始了记者生涯，广泛接触了拉美国家
的社会各界，深入调查了解了许多现实问题。这段记者生涯对她日后的文学创作影响汲为深刻。1970
年，她的伯父、社会党领袖萨尔瓦多·阿连德在全国大选中当选为智利共和国总统，开始进行民主改
革。1973年9月11日，发生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伊莎贝尔·阿连德举家流亡到委内瑞拉。
在委内瑞拉期间，她仍从事新闻工作，生活十分艰苦。1982年，她的处女作、长篇小说《幽灵之家》
问肚，立即受到读者极大的欢迎，同时也轰动了欧美文坛。文学评论界认为，《幽灵之家》是魔幻现
实主义的又一杰作。这部小说一版再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畅销书。伊莎贝尔·阿连德一举成
名，被誉为“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1984年，作者发丧了第二部长篇小说《爱情与阴影》
；1987年，第三部长篇小说《月亮部落的夏娃》问世。这两部作品同样受到文学界的重视和广大读者
的欢迎，并被译成多种外语出版。1990年，她又出版了新作《月亮部落的夏娃故事集》。伊莎贝尔·
阿连德成为拉美“爆炸后文学”中成绩斐然的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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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之家》

精彩短评

1、“他們不喜歡馬克思主義因為那不夠魔幻。”
2、也就是本畅销书了
3、　　就小说的本身而言。。
　　
　　属于传记式的小说。。
　　
　　描述一个家族N代人的兴衰与生活的起伏。。
　　
　　因为加入了稍微魔幻的元素。。
　　
　　特别适合原本属于哈利波特迷的我。。
　　
　　每一个角色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一些影子。。
　　
　　就角色的喜好而言。。我愿意当明姑娘克拉腊。。
　　
　　知道将嫁何许人。。知道未来的生活。。
　　
　　不慌不忙地过日子。。迷糊而快乐。。明亮。。给别人温暖。。
　　
　　故事最终收尾。。注重地还是意识形态和精神的延续。。
　　
　　生活回归平静。。该去的人已去。。
　　
　　该留的人继续生活。。
　　
　　似乎发生了好多事。。到头来。。活着的人总归美好地生活。。
　　
　　本来无一物。。不特指这个故事里虚幻元素的特殊。。
　　
　　只是如果把生活宏观。。再宏观地看待。。
　　
　　生活和经历显得那么那么地渺小。。
　　
　　无论美好不美好。。岁月一阵风似地向前奔跑。。
　　
　　既然这样。。
　　
　　中间的不美好的过程又何必纠结。。
　　
　　能写成小说的故事都不平凡。。
　　
　　平凡的我们。。记住人生的美好。。就好。。
　　
　　
4、看到最后会不自觉的流泪，再加上听着unnhee，觉得世界各处，任何年代的人都是一样的，活着本
身就是件不容易的事了，若是还孤身一人的话就真的不如直接死掉来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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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之家》

5、大学
6、2015.03.26 ~ 2015.04.03
粗陋又华丽，粗犷又细腻，还将家事同国史结合得这么好，很有大家风范。可惜，书中几乎所有人物
的塑造都胜过克拉腊、布兰卡和阿尔芭这三代女主角。
7、很好看
8、越往后面越不对了，但还是很好看，断断续续看了有三个月（抠鼻
9、拉美另一出色的魔幻现实小说杰作。
10、打从心眼里喜欢克拉腊，始终认为她是这个家族真正的支柱，她离去后整个家族不可抗拒的分崩
离兮，终于归于宁静
11、　　　 
　　　　 
　　　　伊挺投机，身份错乱，像蹩脚特工的假护照，一掏五六七八九，一摞，啥颜色都有，里头居
然还赫然印着“小说家”，这头衔倒符合鸡尾酒会气氛，但是否符合她心底本色，只有她自己知道。
不过也难说。这世道，无间久了，谎言难免成真，搞得伊自己都信了。拨开迷雾仔细观瞧，码出几本
书，是不是就能算“小说家”了？哼哼，这年头，小狐狸精都敢闯证果寺，再整出啥热闹我都不奇怪
。好多细碎的声音在响，嘈嘈切切，有怀疑、有不满，可是都藏着掖着，都习惯了缩小自己、自觉开
始了“去自我化”、self-castrated、浅薄化、泛透明化，不敢特立独行表态。OK，今儿我当大声公，
我当这恶人。有什么呀？干吗呀至于吗？一阿连德就非得哈着？她码得好也行啊。问题是，她码得好
吗？
　　
　　　　伊太努力向“百年”看齐，太急于向“不朽大师”行列靠拢。《幽灵之家》这种年代跨度，
驾驭起来的实际难度八成被伊低估了。设想是勇敢的，具体操作起来，需要无数精美技巧，需要让读
者自然而然能读下去、读出收获、读出乐趣、读出共鸣而不觉枯燥，需要掌握故事涉及的这些年代的
历史知识、需要熟练运用故事发生地的语言风格的演变，需要了解大跨度的汽车发展史、需要了解家
具风格流派的分化和演变，需要了解当地风土风俗人情世故的变化（注意我说的是变化，不是走马观
花菜单式堆砌），需要足够吸引人的、闻所未闻的人物性格，需要强劲的故事线索（就算放弃传统叙
事手段，也要其它方面更加精彩才行）。平心而论，我这几条要求不高吧？伊是否真具备这些能力？
您心里有杆秤，自己衡量去。甭听炒作的，您自己有点儿主心骨。
　　　　 
　　　　内行看门道。一万个合理都没人搭理，唯独哪儿“现”了贼扎眼。闲人如我总结出三大晚期
八项并发，简称“码字儿行业内部绝不容忍的错误”。行家出手，这种“铁错”若是犯一个就够寒碜
的了，结果伊犯全了。我不知道这里头哪条更致命，算了，想哪儿说哪儿得了，反正已经是大烂桃儿
一个，烂透了，病入膏肓，从哪儿入手都是一把烂肉。这种在临床诊断学上叫“下水道拎不起来的泡
糟的糕”。失误是对高手而言的，是你的水平本来３００，结果你今儿才２５０，这叫失误。对低能
儿来说，这种不叫失误，这就叫错儿，因为有的主儿她站直喽也就５０。
　　
　　　　人物性格不突出、不连贯。其实这是俩错儿，咱就合并同类项了。比如埃斯特万·特鲁埃瓦
的暴躁就不够极致、前后文不够统一连贯，写的他几次大规模发火都不圆满，蓄势不足、理由不充分
、爆发的后果不够震撼力度。克拉腊的性格不招人喜欢，这种女的，光是恍恍惚惚，整天像梦游一样
，对老公对孩子都不上心，还几十年如一日。我就纳了闷了，雄壮有钱的庄园主凭哪条非她不娶？这
摆明是伊的桃色幻想，虚软无力、混不讲理，还“他”就非得爱上“她”，还爱得死去活来。这不有
病么？俩都有病，作者更重。真有这么一种性幻症患者，深深沉浸在自己编造的谎言里不能自拔，还
车轱辘话码出几十万字。更有病的是拿这稿子排版印刷的。花钱买家的那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是被
忽悠了的受害者。看完这种书还能发声赞叹的那都是大脑被摘除的，他们患的是神经质赞叹症。
　　
　　　　好了，说伊第二个错，选材角度不够奇绝、人物命运不感人。其实这也是俩错儿，咱也扔一
锅里乱炖了。反正我看的过程当中没有丝毫被感动的地方，没有拍案叫绝的时刻。人物之间的矛盾积
累得不够、冲突起得不响亮、对抗设计得愚蠢、释放也不彻底，难得一两处不错、针尖对麦芒对上了
，结果欻啦被化解掉了，不可思议，比如克拉腊跟菲鲁拉，居然是闷头一顿茶就化干戈为玉帛，大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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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从此对弟媳居然好得不能再好。这种设置和处理都太简单了。如果伊想借此体现克拉腊的超能力，
显然又缺乏进一步展开举证说明。如果要坚持虚构情节、不码日记，那么系扣／解扣就不得不精心安
排、同时还得显得不显山不露水不做作。读者期待得就是云手云到最后关键那一抖，可惜伊通篇就没
抖出一个脆响儿来。　 
　　　　 
　　　　第三，伊语言不精炼，忒絮叨，不懂行文节制的美。很多时候我觉得这老姐姐是在喷发式码
字（或者说码砖头）。这种大滩大滩的作业在铅字面积上取胜（码洋、稿酬），可重复雷同的地方太
多、新的信息点太少，而且主观色彩过强，叙述人的静态描述过多、评论过多、一般现在时的东西过
多、规律性的玩意儿过多、实际发生的动作跟滩涂总面积相比显得太少。冷不丁能“拎一把”那种咣
当一下给人追尾撞后腰那种新奇的太少。别跟我说这是女人写作的特点，也别跟我说什么魔幻。谁说
女人写魔幻非得絮叨？她这种风格也就在出书当年能得到大面积容忍，而容忍她的读者里边有多少是
单纯被她文采吸引而不是对她家族好奇？当年的出版有多种契机和操作背景，包括《百年孤独》的余
温让大家对南美文学余兴尤酣。伊大可直接码一本回忆录，尽数招呼家族真实事件，挑战她祖国新内
阁以及新闻出版管理界对她的忍耐度，而不必躲躲闪闪含糊其词；墙内开不了花墙外开，祖国出不了
到外头出呗，像M国，对这种家族背景的人的爆料一直nosy。
　　　　 
　　　　第四，书中不同人物的语言风格之间没拉开距离；每个人都用伊的脑袋在想问题、用伊的嘴
巴在说话。这是很多码字的人常犯的毛病。不同经历、不同教养、自然形成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思维
方式和说话习惯。其实这也正是精彩之处。被热捧的伊居然没想出办法超越这道山峦。也许这老姐姐
根本就没意识到写作要面临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也许写作压根就是她的兴趣爱好。这就一票
友儿，塔儿哄，大家还都当真了。人一当真，猴儿也当真了，这最可乐。 
　　　　 
　　　　第五，细节应为线索服务并推动情节。可惜本书中我看到的绝大多数细节都是明摆浮搁，没
沉进情节里头去，说白了就是堆砌，是灰尘，是鸡肋。这不能不让人猜测伊在通过本书彰显其颠沛流
亡那些年包括当记者那些年还有小时候的那些耳闻目染。作为她，堆出这些倒不那么难，难的是真正
深入到你不熟悉的阶层行业里写出可信的作品。顶天贵族用敏感朴素的心写出底层菜贩子撕心裂肺的
绝望的悲苦，那是观察、体会、触类旁通、感同身受，是在扎扎实实的现实基础上天马行空任意虚构
，故事又飘又刷厉又合理又刺激又发人深省又催人泪下让人一会儿哭着乐一会儿乐着哭，那才叫真本
事。那得有天赋，加上从小下笨功夫。不是随便一人都是这块料。像伊莎贝尔·阿连德这样打小有优
越感的、逃亡一直很不适应的、日日夜夜老感觉高人一等的、家道没落可是还顿顿饭用银叉子的、不
肯下硬功夫的、仗着点儿小聪明的、对小说创作方法论没怎么认真考虑过的，是不是小说家这块料？
我高度怀疑。我不因为推销的夸她我就跟风。推销的夸她这戈那戈自有推销的动机。人那毕竟是销售
行为。好不好得我自己品尝之后我说了算。还好，我还有脑子、我自己的脑子。
　　　　 
　　　　第六，伊觉得在本书多处使用的那种生硬剧透的句式牛逼闪闪，在我看来那偏偏是最最下三
滥的小计俩。老天桥用嘴皮子打把式卖艺的见天儿琢磨这个，玩命拿捏观众心态、拿三角眼余光狠狠
扫围观者的影子、从中研究肢体语言，观众是不是累了？是不是准备转身要走了？刚有这种萌芽就得
“点”两句“干货”先留住人再说，强行提起观众注意力。一座极品庄园怎么后来面目全非了？一个
好端端的姑娘为什么哑巴了九年？她怎么想的？哑巴对她来讲代表什么？一边说故事一边玩儿命提醒
读者：我这里头可埋着悬念呢啊！你仔细看！你一定要看下去啊！
　　
　　　　有时候我就想哈，其实如果你的“活儿”本身精彩地道，你用得着自己“刨底”这种低品味
“加料”么？踏踏实实用心研究研究好的小说是怎么写出来的，然后老老实实码，就这么费劲吗？当
然要码出又抓人又新奇又合理又有大跨度又有地域文化特色读者从来没看到过的小说，是不容易。现
如今，码小说的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浮躁的生活、浅薄化的市井、多种娱乐渠道，读者没心思踏踏
实实阅读，码字的也慌慌张张坐不住屁股。现在的阅读理念已被彻底颠覆，码字根基早就决溃。人家
恐龙还雁过留痕历史遗存两根儿化石呢，文字根基早就连遗都不存了。今天，文字不是危“如”累卵
，而是已经“死”了好多回。新的海浪像峭壁竖起；热的泥石流已到眼前。怎么在新形势下码出好小
说是每一个立志于此的人都要考虑的问题。上述这点儿就算前车之鉴吧。我知道我并不算太刁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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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一下《幽灵之家》的翻译比较用心，多处体现出本土化的努力，在严格做到信达雅的基础
上，还出于需要加了一些口语化词汇。刘老师在译后记里提到“妙在有意无意之间”，这境界高啊。
　　
　　
12、宽容和爱化解了百年的仇恨，（拉美魔幻文学）还可以去看看《百年孤独》
13、百年孤独  姊妹篇     拉美辛酸
14、阿连德和马尔克斯之间差了五十多个陈忠实。不就是本拉美版的《生死疲劳》么！操！
15、超级好看！！！！！！！！！
16、无比流畅的阅读感觉，不知是原文还是译笔的功劳
17、想想我要围绕这本书，写篇论文，就觉得头疼，需要再回头重温一遍这本书。
18、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
19、好看！
20、戒读前的最后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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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Isabel Allende, the granddaughter of the former Chilean president, wrote &quot;the House of the Spirit&quot;
originally as a memoir for his grandpa. It is a family saga, a life long memory, and a master piece of magical realism. 
What is Magical Realism? If you are familiar with Latin American, you would know its status in their culture.
According to Allende, &quot;Magical Realism is the capacity to perceive the world in multiple dimensions&quot;
of passion, fear, mystery and dreams. In literature, it is demonstrated as the wild imagination and the supernatural
power (like Clara's ability to predict the future and the ghost of  Ferula and the creatures that don't exist). The
novel itself is a page turner. I read it in a literature class, and was attracted to it on the first page. The book possesses
something fresh, a story that has never been told before, and in a way that I felt deeply sympathetic towards the
misery of the protagonist. In the light of the family epic, &quot;the micro world of the family reflect the macro
world of the Chile at the time,&quot; when half of population in Latin American lived under dictatorship.
However anything that suppress the magical side of things and freedom of imagination wouldn't survive in Latin
America-- the dictators forgot abou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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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幽灵之家》的笔记-第95页

        后来克拉腊灵机一动，在各个房间的墙壁上打了许多牛眼洞，以便午睡的时候可以与人交谈；每
当需要安顿一位新客人，她就让人随便找个地方盖上一间房子；要是幽灵告诉她房基底下埋藏着宝物
或者没有入殓的尸体，她就把墙推倒。总之，宅院里东加一间屋子，西添一间房子；楼梯曲里拐弯，
不知通到什么地方；又是塔形建筑，又是悬空的屋门，又是从不打开的小窗子，又是曲曲折折的游廊
。最后，宅院变成诱人的迷宫，根本无法打扫，违犯了市政建设的诸多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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