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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内容概要

《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代表作“印度三部曲”第三部，也是激情
四射、饱含争议的V.S.奈保尔写印度最深沉、最公允的作品。
V.S.奈保尔第三次来到印度。奈保尔以孟买为中心，近距离观察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城市与乡村、
宗教与种姓、祭司与政客、作家与黑帮分子⋯⋯这一次，激昂的笔锋让位于冷静的白描，率意评断让
位于原味历史，奈保尔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不动声色的聆听者、旁观者，一个记录印度人心声的人，进
而创作出这部朴素但异常深邃的“口述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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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作者简介

V.S.奈保尔（V.S.Naipaul）
英国当代作家，文化巨匠。1932年生于特立尼达岛上一个印度移民家庭，1950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英
国文学，毕业后迁居伦敦。
50年代开始写作，作品以小说、游记、文论为主，主要有《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米格尔街》、
《自由国度》、《河湾》与“印度三部曲”等。
作品在全球享有盛誉，半个世纪里，将里斯奖、毛姆奖、史密斯奖、布克奖、第一届大卫·柯恩文学
奖等收入囊中。1990年，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200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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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书籍目录

虚构与非虚构
第一章 孟买剧场
第二章 秘书身世——印度百年剪影
第三章 打破禁锢
第四章 小型战争
第五章 战役之后
第六章 势力终端
第七章 妇女时代
第八章 师尊之影
第九章 湖中之屋——重返印度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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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精彩短评

1、略深奥
2、“印度最重要的，需要去深入接触理解而不是从外部旁观的，是那里的人。”
3、奈保尔印度三部曲中信息量最庞杂的一部。用拼贴与堆砌勾勒出群像，在闪回和当下中呈现国度
，如若对印度的历史、地理、政治、宗教、种姓等没有一定了解的话，读起来是非常累的，反之，收
获也是巨大的。
4、读到一半的某天看了印度的女儿，再捧起这本书就莫名满满负能量了。
5、不同宗教之间的战争，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以及不同种姓间难以跨越的鸿沟，都说印度21
世纪要崛起，我对此深表怀疑。
6、耐心诚挚的倾听、理解、纪实。了解一个文明（古老深沉的）这样才好⋯⋯
7、让人认识到印度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8、印刷质量不是很好～时不时出现几页墨迹很淡～其次就是翻译吧～然后就如作者自己都说了不知
道怎么写，为了写而写
9、16:看了三百多页最后还是弃书了，可能如我这般的小市民的着眼点不同吧，没有第一本那么提起
我兴趣，所以只好弃书了。
10、书中提到的“提箱仔”很有感触
11、对印度的历史文化并没有太深的了解，但这并没有影响我的阅读。
12、印度各阶层、种族、职业的访谈史。
13、书很好，字太小！！
14、和变化中的中国一样，印度也在接受新世界的挑战！
15、这部书可以看做记者奈保尔对于印度的采访集，记者的眼光代表着背后的文化对印度的看法。当
然，我想印度的复杂也是这部书面目多元的原因。但很明显新闻速写是不会有太多深度的。不过奈保
尔值得南方系所有记者学习。
16、在出发前看完了这本书，真的是看到现在最深入印度各社群的好书，希望会对旅行有用。印度真
的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7、去了两次印度，外人总觉得这是个神奇的、开挂的国家，自己对这个国家也有些浅显的理解。这
本书里的很多描述有和我当初一致的感受，也带给了我一些新的视角。说实话，觉得电影西藏七年里
那句“宗教是毒药”在一定程度上有其正确性，至少对于印度来说，这个国家现在需要的是大规模基
建的开发、百姓的教育等，而不是虔诚的心。
18、最好的一本。“我知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喜欢啊这温柔的悲哀。奈保尔总是把自我
藏得很好，露出来都是矛盾的部分，偶尔漏出那么一点点，残忍的情怀，或遗憾，当他把目光下垂，
除却无法完整表达、也再捕捉不来的真理，就什么也不剩。
幽暗国度里他写:亲爱的斯宾塞，我们活着是为了死亡，崛起是为了陨落。
过了二十年竟然一如既往。而我就是喜欢这经过细密丈量、持久而永恒的倒退的浪潮。
19、通过在几个大城市采访各种信仰各种阶层的人从而描绘出一副大的印度群相，不像小说般曲折离
奇，也没有游记的有趣，但是可读性很高。如果对印度种种感兴趣的话，这本书是个很好的途径。
20、终于把最后一部看完啦！终于涉及锡克教和穆斯林们了！
21、印度三部曲中最厚的一本，也是最厚重的一本，奈保尔不易读，但是读进去是极有思想共鸣的。
22、三部曲里面唯一觉得还不错的一部。作者采访了印度各个职业、社会阶级、宗教团体的人物，其
中一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印度历史，每一个都体现了当时印度的社会进程。不过要真的吃透这本书
，需要很了解印度历史（包括政治文化还有宗教，那些个伊斯兰印度锡克耆那教教派真是confusing）
，我这种人还是不行
23、与其说想写印度史不如说是写印度人的历史。最早知道卢比上印有15种语言就感叹这民族成分的
复杂，这本书很真实地描绘了这种种冲突，见到一个个和那些游记里不一样的不同阶层鲜活的印度人
。另，人年岁越大果然越温和，奈保尔已经不是27年前那个愤世嫉俗的小伙子了。
24、2016.1 图书馆
25、2017年已读012#一月打卡书#：奈保尔印度三部曲的第三部，依旧是那个不断崩塌与重建的印度，
但与第一部《幽暗国度》中奈保尔的“在故乡的异乡人”视角、在不屑与嫌恶中又兼具温情脉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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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及第二部《印度：受伤的文明》中通过历史素材重建印度精神不同，第三部中的奈保尔更像是一个在
场的旁观者与局外人。关于持续的贫困、混乱与动荡，关于不同种姓、阶层、宗教、政党、社群的断
裂与归属，关于自我身份认同的觉醒，基本通过口述实录的形式来表现，奈保尔像一个忠诚的聆听者
与记录者，又常蕴含自己的观点于其中。那些哺育和支撑了不同族群文化的信仰、禁忌与狂飙突进，
另一方面却导致了各自作茧自缚坐困愁城的窘境。愤怒、反抗、一百万个小型叛变，而这是否会成为
印度新生的又一个开端，还不得而知。
26、如果能让印度发展出蜜蜂群体思维，他还能是“印度文明”吗

27、读完奈保尔《印度三部曲》，文字和视角都令人惊喜。三本书，从嘲讽到观察到倾听，向我们拉
开了一个内敛、消极、顽固、多元的古国逐渐开放变迁的过程。或不情不愿或随风而动或冲突裂变，
它终将在震荡中找到新的平衡。大国复兴，大概如此。但既爱得深沉又看得锐利，也许只有血脉相通
又文化相异才能做到吧。
28、写印度最深沉、最公允的作品。
29、黄道琳的翻译很好 读起来很顺畅
30、大部头啊，我竟然都看完了，有些地方看了不止一遍，因为看过了也没记住。大概只有印度人才
肯这么用心地为印度挥洒墨水吧。总体印象：在印度，每个阶级都有每个阶级的难处。
31、这是很好的印度教科书。
32、终于把艰涩的第二部读完了！第三部开始了！希望不要太难理解。
33、诙谐的文字
34、上一本完全由自身主观支撑 这一本个人色彩退得不见踪影 由各色的人物采访纪实组成。印度社会
的光怪陆离超乎想象。好想看21世纪的印度社会类书啊 奈保尔能再出一本么
35、从第一部自我的感受~到第二部文学的审视~再到第三部人的具体描述~让人经历了从陌生到熟悉
再到反思的过程~这一部让我再度对政治制度和框架设计好奇起来~这对一个一听政治就头疼唯恐避之
不及的选手~来说是蛮奇妙的阅读体验~
36、后面有些地方没看懂，我没有深入研究的心态！
37、诚实而认真，旁观又有情感，这大概是能做到最好的游记了。
38、需要这种接近于民族志雏形的形式，大量的异域叙述很迷人。奈保尔的书里最喜欢的。
39、"残酷，没错，那是印度家庭生活的必然结局。家族提供了保护和归属，让人不会陷于空虚，但它
同时也是一个小国家，是个让人不太好受的地方，其中充满政治，充满憎恨、分分合合和道德指控。
我在大部分童年时期所见识的就是这种家庭生活：这让我很早就了解世事之道，明白何为残酷。这让
我——我猜想卡拉也是一样——渴望另一种生活，一种能够拥有自己的空间、孤独或不那么喧闹的生
活。"
印度是作者的乡愁。纪录片一样的文字视角从多角度描述了印度，生活，宗教，家族。不同的人，不
同的人生。人，构成了社会与国家。我在猜想古代与近代中国的繁荣与贫穷共存是怎样一种面貌时，
常常会把印度今天的样子带入比较。
40、这本书我几乎要读不下去，太零碎了，前前后后多少人物，一点联系也没有，也没有主线。作者
年轻时写的第一部《幽暗国度》，那语言之辛辣，人物之鲜活生动，行走路线之明确，与本书比简直
就是天壤之别。真是越老越没有才情~
41、历史和现实并重，折射出印度社会混杂着宗教和政治的方方面面，读下来觉得欠缺完整感，似乎
该去读印度史。
42、三本中最细腻最采用旁观者的角度讲故事的一本。结尾处与巴特先生和亚齐兹的重逢非常令人动
容。
43、读这本书，一定要有十足的耐心！你要忍受作者跳跃的无边无际的段落。书中内容也异常繁杂，
种姓，宗教，政治，经济等等无不涉足。文学修养尚未达到诺贝尔的层次，最后只好忍无可忍的速读
完毕。此书对于我的帮助是，又增加了几个对印度感兴趣的的地方。
44、在大段采访和描写之后，他时不时会给出自己的看法。有时会触及到自身，做出思考。时间总会
让人平和，不那么如过往确信，虽然只有一点。
45、叙事简洁，直入要义，了解印度市井生活，目睹其将巨变，多元社会、思想、诉求碰撞，孕育着
激荡年代，一个不简单的、力量巨大的印度在浮现，值得关注和惧怕。词句、话题不流于浅面，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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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二手时间》好多了.......建议标成书年份或叙事年份，读者可准确把握印度国情，作者和出版商都缺
这....奈保尔叙事后总很好地评议，不过缺了横向联系时代和国际环境，才使接近于社科的流行小说更
有借鉴意义。。。停不住地往下看，了解印度，了解一个如同中国，曾经辉煌、领先的文明衰弱下去
，并且终将复兴其哲学，诸多外族统治和殖民痕迹成为过往片段，印度一个重新崛起的民族，如同中
国不可避免的复兴。中国将走在印度前面。然而，印度有其后发优势，那就是中国已经不再具备的人
口红利，正是不久的将来印度将凭此崛起，
46、奈保尔为何不先行反省自身的立场positionality，更为主动、自觉、真诚地褪去根源于西方主义-印
度教中心的双重前见呢？离开了特立尼达的奈保尔，转身投入了多数族裔的暴政（对伊斯兰、非洲、
锡克教等等的偏见），放弃了minor literature的规范理念，或许，正如他所坦白的，只有多数者的广阔
天空（西方、印度）才是他翱翔的家园。悲哀！
47、看完觉得其实低等种姓的人过的也还好⋯⋯
48、宗教是不可磨灭的，挣脱宗教束缚也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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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精彩书评

1、印度是个神奇的国度。四大古文明中，印度恒河文明是其中之一；印度是世界第二大人口过，仅
次于中国；印度是金砖四国之一，但经济的发展远不如中国那么引人瞩目；印度的宗教和种姓制度是
印度社会现代化中不可回避的痛楚；印度电影工业的发展到是让人印象深刻，《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和《三傻》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印度的一个极好窗口。奈保尔的这部书，是他第三次访问印度后，记录
的一个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印度。
2、奈保尔所有书中，赶脚这本上写得最绝望。中文所有奈保尔，赶脚这本翻得最有味道。看到出版
社的人在宣传中总是说，奈保尔在这本书里已经不像年轻时不像前两部写印度时那么尖刻了，而是变
的宽容了云云。尽管很多批评者也一遍一遍说，奈保尔的这次印度之行终于让读者见到了一次希望的
光芒云云。总的原因不过是零星地看到了关于“叛变”的那几段话。切以为，那不应该是本书的核心
与重点。本书的核心与重点，依然是关于印度的绝望。而且，这此的绝望，是奈保尔多次印度之行最
绝望的文字。在奈保尔眼中，印度最令他绝望的有三：一是印度的信仰，印度人甚至觉得信仰可以当
饭吃。（这一点，有信仰不错，但却将它当作真神，实在令人糁得慌。）二是印度的政治和经济，印
度人感觉政治和经济是标，内心才是本，本就是安于贫穷，安于现状，安于一切的不变化，即不叛变
。（私一句，这终会在有一天将印度毁了。看日本，看中国，有点破事经Z，%F一点，立刻就燃了，
你就知道什么叫民族性。而印度，甚至比阿拉伯人还要散漫。）第三，就是这里的人经历了几个政府
之后，依然还活着回忆里。（这一点特别可怕。别太骂帝国主义纸老虎啥的，大英帝国的子民在二战
即将结束还没结束时，就断然将积极抗战的丘吉尔撵下了台，你就知道这个民族已经是多么成熟。）
在我眼里，这一本书是奈保尔写得最苦的一本书。前两本，因为他总发自己的脾气，以致总赶脚有些
乱方寸，常常在小局上兜圈子，在小节上得得个没完。尤其是《受伤的文明》，我赶脚他多少还没有
想清楚他来这趟想干什么。可能正是因为如此，他写《受伤的文明》才写得比较短。这本书都是奈保
尔采访别人，然后组合。尽管他采访的对象其实也是经过了他的仔细盘算计划，并不是随便从街道拉
来一百个人采访。真从街道上找来一百个人，也许“叛变”会更加彻底。但，经过这些组合，政客，
黑帮，宗教，种姓，作家，基本上涵盖了整个印度。（我多么希望里面有一个要饭的）写了这本厚书
，也写尽了印度，于是奈保尔再也不想来这里了。他走了。近日在读奈保尔另一套游记《在信徒的过
度》和《超越信仰》，越发赶脚他内心对印度的绝望和焦虑。以及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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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章节试读

1、《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的笔记-第1页

        或许城市是在这种时候死亡的：当每个人都在受苦，当交通那么麻烦，以至于有工作的人因为受
不了通勤之苦而辞掉他们需要的工作；当没有人享受得到干净的水或空气；没没有人能出门散步。当
城市不再有城市所提供的愉悦，不再有令人兴奋的视觉感受，不再能激发人们的企盼，而只是人口过
多、大家受苦的地方，或许，城市就在这时候死亡。

2、《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的笔记-第161页

        。。。那时他心情低落，为了大学毕业后五年几乎一事无成而感到郁闷。他认为那趟朝圣改变了
他——他在其中经历了40天悔过苦行的磨砺，上山前前往圣地的长途步行，步行同伴之间的情谊，更
目睹了人们开始互相扶持的情况。他也觉得，朝圣之后他在职业上有了好转。接下来他几乎每年都去
朝圣。戴维不相信真的有圣光。他认为那可能只是燃烧的樟脑，是人为点燃的，尽管如此，他信仰的
虔诚度丝毫未减，他对阿亚帕事迹的赞叹也一刻未停。。。

3、《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的笔记-第306页

        英国人建造了加尔各答，留下了他们的标记。当英国人不再是统治者时，这城市也开始死亡，虽
然这并非历史的必然。

4、《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的笔记-第175页

        。。。我那当医生的外祖父人为西方势力何其强大，因此印度几乎不可能摆脱英国的统治，纵使
英国人败了，还有德国人，因此，他所看到的未来依然要被西方主宰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也人为印
度人没有能力治理国事。。。

5、《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的笔记-第3页

        小说写作的经验并不能帮助我。最好的虚构写作从内省开始，不需要渊博的知识。在这个更广大
的世界中，我是一个局外人：我所知不够多，也无法让自己的知识足够多。反复犹豫之后，我发现自
己必须与这个世界进行最直接的接触。我必须与我虚构写作的实践背道而驰。我必须使用自己的方式
，尽可能真实地记录我的经历。因此我的写作有了分类：自由无限的虚构作品与严谨持重的非虚构作
品，二者互相支持、互相滋养，是我理解这个世界的愿望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虽然我最初的想法
是成为高贵的驾驭想象力的作家，但这二者在我心目中没有轻重之分。

6、《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的笔记-第546页

        大起义过后一百三十年左右之间——英国统治的最后九十年以及独立后的前四十年越来越像是属
于同一个历史时期的——自由的概念传遍了印度每个角度。推动独立的人士大体上来自社会高层；独
立所带来的自由从上层往下延展。现在到处人们都有一套概念，知道他们是谁，知道他们该享有什么
。独立后的经济发展更加速了这一演变。一九六二年隐而不见、难以察觉或刚刚萌芽的现象，如今都
变得更清楚了。印度所获致的心灵解放不可能只有纾解的效果。在印度这样贫苦之下还有贫苦、残暴
之下还有残暴的国家，心灵解放必然会导致动乱。愤怒和反抗一定会随之前来。当前，印度有一百万
个小型叛变。
百万个叛变，撩拨叛变的是二十种群体的激进主张、派系的激进主张、宗教的激进主张、区域的激进
主张：或许，这些是自觉的开端，重启了老早就被混乱和动荡扼杀的知识生活。但是今天的印度拥有
两百年前所没有的东西：一股凝聚的意志，一套主导的知识，一个国家的理念。印度联邦大于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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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总和，许多激进运动把国家视为法律和情理的依据，因此增强了国家的地位。印度联邦使大家
得以卷土重来，让他们免于受某些过激行为之害——那些在另一个世纪或在其他状况下他们必然会面
临的过激行为（如邻国所示）：湿婆军的恶毒沙文主义，许多宗教基本教义派主张的独断压制（在印
度，大家动不动就在宗教之中寻找慰藉），南方那些明星政客的贪污及种族政治，孟加拉马克思主义
分子空洞和无用的言行。
现在，在印度，大家已经看出激进过头的问题。这百万个叛变也促进了整体知识活动的活力，巩固了
所有印度人如今都觉得可以依附之价值的正当性和人道精神。而且——这结局倒很奇怪，有几分讽刺
——这些叛变不会肉眼不见地消失。它们是无数人新生活开端的一部分，是印度之成长的一部分，是
印度之复原的一部分。

7、《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的笔记-第14页

        印度人社群的概念——也就是涵盖整个大陆的印度身份观——只有当那个社群规模很小、属于少
数民族并孤立隔绝时才会有意义。印度挤满了几亿人口，混乱和裂隙是其严重问题；在这里，泛大陆
的认同概念根本得不到共鸣。人们需要的是一些能让他们为自己定位的较低层次的概念；他们在区域
、家族、种姓和家庭这些较小的群体里找到了稳定的依靠。

8、《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的笔记-第237页

        神不存在神不存在神根本不存在。发明神的人是傻瓜。传播神的人是恶棍。敬拜神的人是蛮番。
佩里雅尔每次演讲都这么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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