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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

作者简介

杨照，台湾著名作家、文化评论家。
著有《吹萨克斯风的革命者》《暗夜迷巷》《黯魂》《迷路的诗》《我想遇见你的人生》《在阅读的
密林中》《故事照亮未来》等多部小说、散文及文化评论，并在《新新闻》《晶报》等开设专栏或任
主笔。
在诚品书店举办的四十六期“诚品讲堂”中，杨照担任三十一期主讲，为普通读者解读系列经典作品
：将繁复的概念与知识化为浅显易懂的故事，在宏观视角上深入文本细节，又不失幽默。本书即是他
解读文学经典《百年孤独》的专著，带读者领略经典作品魅力的同时，分享其中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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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之前读了杨耐冬先生的中译本，后来又在台湾大学对面的“双叶书廊”找了英文
译本，再从头读起。下笔写《黯魂》时，我几乎读过两次《百年孤独》。说“几乎”，是因为两次阅
读，都没有真正读完。读中译本和读英译本有完全一样的反应，读到最后的三分之一，开始产生强烈
“合不得读完”的感觉。我相信小说最后会有一个气势惊人的结局，一个真正能总纳前面那么丰富奇
特叙述的结局，我相信读到那样的结局，一定会产生心神荡漾的恍惚之感，带我进入一种最高又最深
的阅读境界，正因为如此相信，所以拖延着，不想那么快走到那终极之处。 写完了《黯魂》，我知道
自己应该、也可以走向那阅读绝景了。我又将中译本找出来，再从第一个字读起，这次会一直读到最
后一个字。 阅读过程中，我无可避免注意到了：我自己模仿的“魔幻写实”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原汁
原味的“魔幻写实”两者之间的差距。没有办法，愈读愈明白差距有多大，也就愈读愈不明白，为什
么有些加西亚。马尔克斯写得出来的，我就是写不出来。 我特别注意到了时间的问题。我自己写的，
是单一叙述时间中夹杂着记忆倒叙，看来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像，但绝对不是同一回事。我仔细分
析检查了他的时间序列，冒出了一身冷汗，他挪移出入了多少不同时间！我开始怀疑他的叙述时间，
恐怕超过了中文翻译所能表达处理的，拿出英译本比对，唉，果然如此。逐步分析、逐步对照，在文
本中徘徊游移，终于还是来到了马孔多的命运终点。读完最后一段最后一句，我激动不已，不只是我
的期待与信任没有落空，更重要的是，《百年孤独》的结尾，和《黯魂》一样，写的都是预见死亡，
得到关于自己死亡情境的答案。 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还没读到《百年孤独》终篇的我，写出来的小说
，却和《百年孤独》有同样的结尾？是纯粹的偶然，还是意味着《百年孤独》书中其实已经藏着结局
的暗码记号，潜意识中的我已经感觉故事只能以这种方式收场？那可能的暗码记号，又是什么？ 在某
个意义上，这本书的内容，就是当年创作疑惑的持续思考。从一个小说写作者的身份出发，多次出入
依违在读者与研究者的身份间，互相印证，彼此诘问，借着讲授“现代经典细读”课程的机会，终于
得以整理出来。因为是以多重身份的立场进行的思辨，谈说的方式无可避免显示了多层次的摇晃碰撞
。整理过程中，我刻意保留了一些穿梭不同角度的趣味，让解读的流动，可以更接近我真实的思考经
验。 我是这样接触、接近加西亚·马尔克斯及《百年孤独》的，或许也可以这样来帮助一些读者接触
、接近，进而享受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百年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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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

精彩短评

1、写的不错，特别是关于赫鲁晓夫造成的意识崩溃那一段
2、百年孤独像红楼梦一样，既是由作者用作表述，也必须被读者解读，书里的解读和梳理非常克制
，我猜多数是对小说身后无数的解读中那些最为人公认的观点所进行的概括，冲着百年孤独的鼎鼎大
名而去的读者们往往很难主动去了解小说背后的政治与历史图景，而马尔克斯的关怀恰好出自于此。
我最喜欢杨照先生平易宽和的讲述，但很可惜这书来自一连串讲座的备课稿，读的时候等着最后放个
大招“圆满结束”，结果讲着讲着就没了，显然没讲完。
3、key
4、没错，看完这本书，你还是看不懂百年孤独。
5、高级的审美活动给人带来的那种精神上的愉悦是我们都该去追求的。为了能够达到那种水平，我
们需要不断地汲取各种知识。果然还是大脑战胜了生殖器。
6、有一点点的帮助
7、因为没有看过《百年孤独》，但知道这是一部巨著，于是，前一阵子从当当上浏览的时候，发现
这一本书是对这部名著的解读。心想着光是解读就整了一本书，看看吧。作者在书中对《百年孤独》
的成书背景以及作者背景做了近乎于详尽的叙述。而且，在叙述的时候，对某个事件之后的大背景也
做了详细的陈述。看来，作者读书之广泛啊！看身边的同事和同学，觉得自己还算是个读书人，时不
时的会看看书，但是，越是多读书，越会觉得自己不知道的事物太多，太多。但无论如何，这个好习
惯，还是要坚持下来。前后三两天吧，看完了这本书。欣赏书中的一句话：“活着是为了将那些被掩
盖住的故事讲出来。”是啊，趁着还健在，多说些，多写些，记录下生平小事也好啊，未来好歹留些
记忆。Now, 22:55, October  10th, 2014。
8、一下午看完，真痛快。对百年孤独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尤其有感触的，是在科学理性
的overwhelming power下，在边边缝缝里，那些“小传统”必不可少的力量
9、不是论文式的对内容的解读，更侧重于对《百年孤独》成书背景和历史的梳理，还不错！
10、回忆是条没有尽头的路，我最喜欢的作家，
11、读得迷迷糊糊的百年孤独。这么一看，有理有据。老马功夫了得，作者看得这么透也很厉害。具
体还要重读几遍原书再看看。
12、备课笔记么这是，必须拉低虚高的评分
13、看到杨老师讲解之前，我原本以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只在海峡此岸引起过轰动和模仿，没想到在
海峡那头也有共鸣。说到底，在被资本和商业裹挟之前，我们拥有的是相同的文化根源和社会背景，
这一同马尔克斯所面对的拉美社会，贫穷却也丰富，苍白却也神秘诗意，静滞却也生机勃勃。
14、不是阅读的辅助书，而是读者的交流之书。
15、因为太喜欢《百年孤独》，特意买了这本书来看，觉得对解读《百年孤独》还是有帮助的。
16、帮助读者读懂百年孤独，但是那长长的名字。。。。。。。还是记不得。。。。。。。
17、打开那扇魔幻的大门
18、其实我觉得可以把百年孤独诠释得更悲观一点 它包含了整个人类的秘密 我相信我们的忙碌与拉丁
美洲最终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19、提供了很多背景分析和启示，很值得一看，但因为其中有一些事实性瑕疵所以少给一星了。
20、里面讲到时间与性别的分析很有趣！
21、最有感触的还是对"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
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一句的解读。

由于中文翻译模糊了时间层次，实际上那句话是三重时间的描写而非二重：在某个时间点回想起过去
某个时间点想起更久远时间点发生的事件。
22、看到了没见过的马尔克斯，有书真好，他给了你一个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世界。
23、出版之前就不能先检查下错别字吗。不知道是不是作者太过喜欢《百年孤独》，有些观点论证的
并不扎实，似乎强要人信服。不过还是从书中获益些新知识，有些内容还是需要再读过原著去品。
24、受益匪浅。
25、《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是一本极佳的注释。文字简白畅达，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作者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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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

照站在宏观的视角，通过简析马尔克斯的家庭背景及生平经历、指出那些影响过马老的作者及作品、
着墨于“百年孤独”与拉美国家命运的联系，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百年孤独》中的“魔幻写实”，
为何产生且为何流行。
26、书评写得蛮深入的，除了我----作为一名比较成熟的读者----阅读后已经体会到的，杨照还提到了
不少理论，比如：解放神学，依赖理论，科学理性，等。这里面的部分内容，我没有经验，读起来，
文字过目、没有走心，比较浮。另外，本书应该是杨照口述/演讲的集结，所以有一点口语化，反观上
面提到的理论，口头讲起来可以更“疏离”。
话说回来，本来就没看出《百年孤独》味道的人，就不必看杨照这本了吧。
27、先读了百年孤独，再来读杨照先生的这本导读/读后感，收获很多。虽说是导读，到底书还是要自
己读的，杨照先生这本书应算是提供了一段台阶，让我们从高一点的视角看到更全面一点的“百年孤
独”。
28、学到两件事：1.不以事件而以情感为核心的故事能有更大的容量；2.时间永远不是线性的，进步也
值得商榷～感觉是时候再读一次马尔克斯、海明威、福克纳和本雅明了～
29、没有一个庞大的知识架构在支撑，又怎么能如此细致地解说《百年孤独》呢？看过一些老头对《
百年孤独》的解说，读了这部书之后，坚信那全是肤浅而主观的瞎扯。  推荐了。
30、很好读，而且有意思的点很多，有很多地方的解释和我自己的感受是一致的，也带给我一些新的
东西。比如，小传统和大传统，阴性书写，双重时间结构，解放神学，依赖发展理论⋯⋯还有对历史
背景的补充，对19世纪拉美思潮的概括等等。
31、分析得很好，前半部分比后半部分好。现在有点后悔《百年孤独》读得太早，那个时候对文字的
敏感度没有现在高，读得粗浅。
32、读了不少关于解读《百年孤独》的书，这本浅易，视野开阔，读后收获最大
33、垃圾书！有句还中英混杂，错别字，内容简直搞笑。讨论具体现实事件时，没有引用就别特么写
了。还有那段神之比喻，一台自动售货机投钱出一瓶饮料，另一台出两瓶，然后问你哪个好，然后告
诉你出一瓶那个一次投两块钱，出两瓶那个一次投5块钱，然后说傻逼你选错了吧。。
34、解读范围很宽宏，脉络清晰，文笔简练易懂，于个人而言，获新知良多。
35、20140502@home从历史、文学、国际关系等多角度进行分析，对理解原作确有帮助
36、我是看过百年孤独之后在看此书的，对作者有认识，也理顺了部分自己混乱的地方。孤独，命运
，荒谬便是主旨。
37、“男人的时间是线性的，由起点朝终点去，冲到终点就结束了。女性的时间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一直不断地巡回，她们会看到不同的风景。”   ！！！
38、2016  8月31日
读完百年孤独之后的一年读的这本。不同的文化水平与背景知识读一样的书也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39、“奥雷里亚诺，马孔多在下雨。”多年之后，我依旧记得这句伤感的台词。
40、文笔流畅 思想稳健
41、2014147，很有帮助~
42、有作者独家的思考。
43、就爱听八卦背景故事
44、从理性和时间轴来阐述战争，真是有趣。
45、作者背景和哥伦比亚历史的简述 读后更理解原文很多隐喻 值得入门一读
46、马尔克斯怎么可能是个只会讲故事的男同学。看完我不是来演讲的再看这本书，不得不为马尔克
斯的爱国之心所感动。国家不幸诗人幸。
这本书更多是讲述作品的创作背景，有助于更好的理解百年孤独。想找一本教科书似的解读的同学请
绕行，想要懂得百年孤独还是要细细品味原著。
47、浅显，适合我，有收获
48、蛮有收获
49、对这种纯文学分析与个人观点我真的看不下去。
50、过于口语化，有时太啰嗦
51、非常适合读完《百年孤独》后再读
52、 三分之二讲的是时代背景和作者的总结陈词，如果想以次书作为百年孤独的详尽解析书，大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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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

叫我这一类人失望吧。
53、是初读"百年孤独"的一本入门导读，对创作历史、环境有简明、易懂的介绍，对从没读过马尔克
斯、拉美文学的读者很合适。
54、前半部杨照都分析得很好，拉美历史、梦幻呓语、迷宫时间、女性思潮，唯独最后说科学理性那
部分扯得远了点。
55、很好的传记，还有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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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

精彩书评

1、对很多我的疑惑没有给出回答，书里写了太多的写作背景，对书中内容分析还不行。而且我发现
作者很多地方写的很模糊，意思指向很不明确。我需要的是一本马瑞芳解读红楼梦那样的书啊！把内
容从头扣到尾，而且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2、1、活着是为了将那些被掩盖住的故事讲出来。【P48】在加西亚·马尔克斯成长的那段时间，独裁
者的崛起终止了内战。年轻一辈在独裁者的统治下出生、成长，很容易将独裁视为理所当然的、正当
的、甚至是唯一适合本国的统治形式。在极权社会中，独裁者敌视记忆。官方会用各种方式对历史进
行修正，如果实在做不到全面一一改写，还能够以高压手段叫人们忘掉那些“不方便”的事情，既不
准提及，也不许讨论。独裁者觉得，没人提没人讨论，也就等于那些往事不存在了。《百年孤独》小
说酝酿时，拉丁美洲的历史看起来正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马尔克斯来说，最大的影响在于独裁
者倒台后所揭露出来的内幕。他看到了这些人取得那么大权力后的病态反应。每一个独裁者，都是心
理、精神上的病人。2、马尔克斯的小说中有三个重大的主题，那就是：孤独、命运与荒谬。【P65】
在一般人的概念里，妓院是肮脏的、阴暗的、污秽的，是人与人之间最疏离的地方——正因为肉体贴
近，更对照出精神、感情上的疏离。而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中，妓院却承担了社会纽带的作用
，变成一个综合的人群活动中心。马尔克斯看到了一大群在拉丁美洲历史背景下成长的人，到后来都
失去了支持、同情与团结。他们得不到支持与同情，也不懂得如何去支持和同情别人，他用笔来写下
拉丁美洲巨大的历史变化，看见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位好朋友读过他早期的
作品后，建议他去读希腊悲剧。这也是他后来的作品中涉及的第二个主题：命运。为什么会有“悲剧
”因为人的一种奇特内在性质——即使知道不能改变命运，却仍然无法顺从，必然要进行无望的反抗
。而马尔克斯意识到，如果写作小说的前提是要虚构拉丁美洲一个不同的结局，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
拉丁美洲小说家了。于是，那种从希腊悲剧独来的宿命主义，绝不是单纯地接受命运，而是要去描述
人在命定状态下，如何继续努力、继续奋斗，如何继续以人的尊严活着。不会因为明明知道自己的宿
命，明明知道不可能脱开宿命，就不去努力。在无法突破那个命定终点的情况下，他活过的所有日子
还是有意义的，不会因为无法换来不同的结局而失去其价值。如果只想知道小说的结局是什么，那便
不能读懂《百年孤独》。在孤独和命运之外，马尔克斯的第三个写作主题是：荒谬，现实的荒谬。这
与他做新闻记者所接触到的一些事有关联。当记者的经验，马尔克斯学会以记者之眼观察这个世界，
他认识到：社会上发生的现实，可能荒谬到超过小说家的想象。而通过学习同位记者和作家的海明威
，马尔克斯的写实风格即少用形容词，避免虚词，尽量只用实实在在的动词、名词。因而阅读这样的
小说，一项基本的感受就是快要喘不过气，现象与事件一直不断发生不断发生，连气都快喘不过时，
谁还会去计较：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以海明威式的节奏进行着写作，读者“被瘫痪”了。3、加
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带点诗意地主张：《百年孤独》其实是一首歌，一首叙事曲，一首具备特殊拉丁
美洲形式的叙事曲。【P40】杨照觉得，对于这部叙事曲，不能像做功课一样画时间表或者人物表。
这种方式能够拿学问，却“不一定是享受马尔克斯丰厚心灵质地的最佳途径”。因此，“你可以试试
每天睡前读《百年孤独》，读者睡着”。这样的话，说不定三五天就能读完一次。五个星期内，或许
可以读个十次。于是这部小说就进入了你的生命，成为你随身带着用以观察、理解世界的一面透镜，
你的生命也就因此变得不一样了。形式上，这是一本悲观的书，它对拉丁美洲的读者说：你们不要再
痴心妄想地以为命运会有什么改变。然而在走向悲观结论的过程中，它却塑造了一种对于预言，对超
越力量信仰，对于民俗“小传统”的尊重。《百年孤独》逼迫我们反思“命定论”。理性和科学已经
将宗教，尤其是小传统的民俗信仰，挤到现代人意识与生活的偏僻角落，而马尔克斯却呈现了这些东
西具备生命实存价值的一面。这种信念自有其迫使我们应该予以尊敬的力量。如果你被这本小说打动
了，你知道它不是以写实的方式，而是用充满非理性信仰的细节打动你的。而像《百年孤独》这样杰
出的文学作品，其最高价值就在于：它是抗拒标准答案的。文学教会人们重新去怀疑，重新看见标准
答案中不确定的性质，也看见写实中伴随的魔幻性。为什么要读文学，要读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发挥过
影响的重要著作？因为这些著作提供了可以冲击统一社会视野的重要资源，凭借这些资源，我们才得
以一直提醒自己：我一定要这样想，一定要这样感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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