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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笑》

内容概要

当代外国新潮小说分类精选书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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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几乎每一篇都很精致，看得超爽的，很久没有看短篇小说看得那么开心啦！
里面有三个是认识的人，卡尔维诺出乎意料写得很烂，博尔赫斯和米兰·昆德拉也写得很烂，不过这
是意料之中的。果然我认识的人不适合写荒诞派啊！
——闪闪发光的物质正在开始结晶，那是过分饱和的液体人类的心脏。《洪水》中的这句话诱惑到我
了，觉得好美的说。
《隧道》里，男主角爱堵他肉体上的窟窿。他抽雪茄，戴墨镜，耳朵里是棉花团。我想，他还有四个
窟窿没有堵，两个是鼻孔，还有两个怎么堵呢？经过深刻的思考，我认为他可以用一个窟窿堵住另一
个窟窿。（邪笑⋯⋯）果然耽美看多了人也黑化了，嘿嘿。
《十二点的列车》题材比较老旧，可是看的时候觉得蛮震撼的，男主角的回忆，人们生命的消失，都
无法抗拒，就像真实的人生。
2、不要太较真,可也不能轻视
3、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的一些书真的很好，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没有再版了。感叹一下现在书城
里摞成山的怎么尽是泡沫逆流清醒冷冽之类，腻烦。
4、岁月将不佳的淘汰，选择了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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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很早的时候在小书店淘到的半旧书里面有很多经典的荒诞小说 至于它的现实意义 我看不太懂但是
很好看 光怪陆离的事情当然不可能随时发生有的结局还不错 一笑置之结局不好的 默默庆幸 没让我碰
到 哈哈~
2、在这之前，仅读过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那篇玄妙的文章令我对博尔赫斯产生畏惧感
。因此在读《没有人会笑》时，博尔赫斯压轴。我的理解，本书选的两篇其实核心是同一个：既无限
的宇宙。《沙之书》写一本没有开始没有结尾的无限之书，《阿莱夫》则干脆写了个无限的小宇宙。
区别是，《沙之书》仅仅阐述了一个概念。而《阿莱夫》是一篇极具野心之作，试图写一个“阿莱夫
”本身。（这种游戏好像跟《小径分岔的花园》异曲同工。博尔赫斯必深谙此道。）阿莱夫，是一个
微型宇宙。小说中描述为一个球体，在球体内可以看到无穷无尽，一切的一切。帮助我理解宇宙这个
概念的，是一些科幻作品。某部模拟宇宙的纪录片让我看到宇宙之大无穷。而小说《三体》则展现了
宇宙之微无穷。正因为无穷，所以小说的原文“全部并不大于部分”，“一个圆，到处都是圆心，却
没有圆周”等等之类的概念就很好理解，而一点也不玄了。恐怕宇宙的确就是这样的。因为无穷无尽
，所以没有开始和结束。这，我想也是“圆”、“球体”的由来。客观世界也是如此，谁能说地球从
哪里开始？《阿莱夫》的重点，我的理解在于宇宙之微无穷。博尔赫斯后来说：“有一次在马德里，
一位记者问我，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否真有一个阿莱夫。我差一点陷入他的圈套说有。幸好一位朋友打
断我的话指出，倘若这类东西存在，那它不但将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东西，而且将更新我们对于时间
、天文学、数学和空间的一切概念。“哦，”记者说，“如此说来，那全是你的虚构罗！我还以为确
有其事呢，因为你写上了街名了嘛。”但我没敢对他说，说了街名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对这段话
的理解是，博尔赫斯认为的确有阿莱夫。阿莱夫无处不在，即便在沙粒中，也有一个宇宙。那个微型
宇宙，恐怕我们仅凭肉眼并看不到它的无穷。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用高度显微镜看事物，展现出来
的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反过来想，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也就是一颗沙粒而已。而《阿莱夫》要做
什么呢？它试图模拟一个阿莱夫，在一篇短短的小说中，写宇宙的无穷。从结构来看，第一句话，以
死亡开始。这本身就暗示了无穷，涵盖了生与死的无限空间。主人公深爱的人死去了。紧接着，写了
广告牌的变更，象征宇宙的无穷变化。然后作者写道：“宇宙会变化，可是我不会”。这是在暗示人
的自负。这与结局相呼应：“我自己就是在岁月的侵蚀下，弄错了而且失去了贝亚特里斯的面貌的。
”揭露了人在宇宙面前的渺小。一篇试图描写无穷宇宙的小说，其丰富的内容是无法复述的。《阿莱
夫》在我的脑中，就是一篇难以穷尽的小说。比如它写人，有爱情，友情、自负、厌恶、嫉妒、欺骗
、、疯狂、谋杀等等。印象最深的是“卡洛斯·阿根蒂诺的疯狂，使我充满了恶意的幸福，因为，从
心里来说，我们两人总是互相讨厌的。”这样一笔带过的一句话，恐怕涵盖的不仅仅是微妙的感情，
还有心理学的东西。比如它写生活，开篇第一段差不多就把人的日常生活都涵盖了。后面还写到科技
进步、商业发展、时代变迁。比如它写诗歌，有诗歌本身，通过四句诗暗示三十个世纪的文学（当然
这本身就是个关于微无穷的暗示）；有关于诗的理论、批评等等。诚如曾听说过的一句评价：博尔赫
斯的一句话，抵得上别人的一本书。当然“阿莱夫”是小说的中心。主人公爱人的表兄，家里地下室
有一个“阿莱夫”。但“冷饮店”扩张，要求他搬家，因此他向主人公诉苦时提到了“阿莱夫”。小
说前半部分，主要内容是，这位表兄声称要“把这个星球全部球面加以诗化”。之所以他能做到，就
是因为他看到了“阿莱夫”——微型宇宙。有趣的是，作者写的是“球面”。因此，表兄从“阿莱夫
”上看到的，仅仅是球面而已。也就是宇宙的表面。当然，这也是主人公所能看到的。这里，小说用
了一大段零碎的描述以表达作者所能看到的“无穷”。但在后记中，作者最终下的定义是，这个“阿
莱夫”是假的。原文是“但是以上这些，仅仅是视觉的工具。”这句话与“球面”相呼应。我的理解
，这其中至少有三个层面：1.任何一个人所能理解的宇宙的无穷，都受制于他个人的局限。这从那一
大段零碎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那一切只是主人公所知道的一切。他看不到他所不知道的。2.第一点自
然是因为，博尔赫斯不可能写出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因此，我们读到的这篇小说，或者说这个阿莱夫
，受限于博尔赫斯的局限。3.读者读《阿莱夫》，又受限于读者自身的局限。这种镜面效应，呼应了
文中一再提及的“镜子”。人从镜子中所能看到的“无限”，仅仅是表面，其实还是有限，因此它仅
仅是一个视觉工具。真正的无限，恐怕是有限的人所无法企及的。因此，博尔赫斯提醒了这一点。不
论是他所设想的还是他所描写的，无论我们尽力探索的还是努力想像的，这一切都是有局限的。无限
，难以企及。因此，最终他所设想的是一个看不见的宇宙，当人贴近耳朵，可以听到一点声音。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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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能靠近一点真实情况吧。要还原真实何其困难，何况是无限的宇宙。博尔赫斯以超群的智慧做了巨
大的努力，但到最后将所有努力一并推翻。这种自知之明，恰是真正的智慧所在。而我自己，又能够
从《阿莱夫》中看到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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