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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的国度》

内容概要

★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代表作
★ 在这个信徒的国度里，先知可以解决一切，可如今，先知已经不在了。
★ 这个复杂的社会，需要的不只是信仰，还需要些别的。
------------------------------------------------------------------------
《信徒的国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代表作，也是V. S.奈保尔最重要的文化随笔之一， 与 
“印度三部曲”并称奈保尔文化随笔的“双子星”。
1979年，奈保尔一路走过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前后长达七个月的旅行中，他
既拜访了政府高官、宗教领袖，也见过小商贩、苦修者、乞丐，试图揭开盖在世俗社会和信仰国度之
上的面纱，一解心中的困惑：在信徒的国度里，先知可以摆平一切，可是如今，先知已经不在了。
-----------------------------------------------------------------------
★ V.S.奈保尔将深具洞察力的叙述和不受世俗侵蚀的探索融为一体，迫使我们去发现被压抑历史的真
实存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 以天赋异禀、才华横溢而论，奈保尔当居在世作家之首。——《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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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V.S.奈保尔（V.S.Naipaul）：
英国著名作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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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米格尔街》、《斯通与骑士伙伴》、《自由国度》、《游击队员》、《大河
湾》、“印度三部曲”、《非洲的假面剧》等。200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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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的国度》

书籍目录

第一部 伊朗：孪生革命
一 死亡协约
二 阿里的正道
三 圣城
四 马什哈德开出的夜车
第二部 巴基斯坦：梦里盐山
一 取代
二 卡拉奇幻影
三 小阿拉伯
四 杀戮历史
五 海德拉巴爵士乐
六 不治的法
七 基本的东西
八 加甘谷
九 阿迦·巴布尔
十 梦里盐山
第三部 马来西亚对话：原始的信仰
一 与沙菲第一次对谈：出乐园之旅
二 勇敢的女孩儿
三 马六甲与云顶高原之间
四 阿拉伯风潮
五 毁坏了的游乐场
第四部 印度尼西亚：篡夺
一 袭击
二 西托尔：重建过去
三 废除传统学校
四 稻谷女神
五 丧失人格
六 万隆心理训练
七 互换式革命
尾声 信徒的社会
一 顺服
二 伊斯兰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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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绿教国的风情卷。喜欢奈保尔冷峻而直率的文字。
2、奈保尔居然还活着，可见某和平的宗教确是宽容的
3、功力不够，没看懂⋯
4、「水还没烧开。我知道这把水壶。水真的烧开的时候，会发出另外一种声音。」初度体会到“偏
见”的可贵
5、灼见
6、奈保尔在前言里强调自己是遵从客观的，但是书里还是能感觉到他对伊斯兰教的个人情感与批判
，不过，这本书看着不会让人无聊，画面感非常强，很有记录片的feel~准备再去看看大河湾。
7、信徒们把对现实的不满求慰于意识形态标杆《古兰经》，感性上批评、理性上又抵抗不了文明世
界的进步，处处彰显人格撕裂。“世界演变得越加诡谲、光怪陆离，他越想尽可能地找到自己的归属
，紧抱不放”。
8、这本书的文字读起来多少还是有些难懂的，内容也是很厚重的。作者在1970年代末走访了伊斯兰国
家，不能说完全客观公正，因为在阅读过程中，总感觉作者对于伊斯兰世界是怀有很多挑剔和质疑，
可取的是这些判断并不是作者的结论，而是依据观察到的事实进行叙述。对我来说，印象深刻的是，
伊斯兰社会的认同感，年轻组织的极端和矛盾，以及大家对于古兰经的认可，似乎这也是现今伊斯兰
世界的矛盾，似乎只要按照古兰经的教条来治国，真主就自然会告知接下去一步该怎么走了。从这点
来看，土耳其似乎是非常明智的发展道路，政教分离。 
9、这个主题很不错~但又有几个国家能真正将“信仰”贯穿国家生活的始终？
10、奈保尔最晦涩的一本，整个格局铺得太开，弄成了流水账，没有掌控住
11、奈保尔试图在7个月里厘清几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国家种信仰的力量和作用，一贯挑黑暗面写，且
还入木三分，好喜欢他的真实刻薄不饶人，世界本来就不是美好得跟穷游帖子一样。
12、翻译得不好，加上叙述视角和语言都趋于平淡，很多信息要一点点去挖，读起来有些艰难。值得
再读。
13、冷峻、直白，伊斯兰以信仰构建社会，以信仰构建制度，以信仰构建自己精神世界中的物质基础
，奈保尔极近嘲讽、同情与不屑⋯⋯很少看这类非虚构作品，感觉震撼
14、15.2.27，当当
15、一如既往的刻薄
16、不知翻译还是什么，读起来并不吸引人。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些口口声声的虔诚伊斯兰兰信仰者，
信仰与实际行为都不能自圆其说。与此同时又接二两三地将子女一个个送去美国。。。
17、奈保尔带我们进入伊斯兰国度，虽与所见所想有所不同，许多场景却彷佛昨日重现，栩栩如生。
18、之前看过几次奈保尔的著作，除了米格尔街之外，没有读完全本的，这篇倒是借着每日上下班的
地铁时光，从头到尾读完了，还有一次被路人甲问我拿着一本这么厚的书看得懂吗？奈保尔虽然是出
生于加勒比非洲裔后代之间的印度人，却深受英美理性主义熏陶，对伊斯兰在七十年代后期的汹涌澎
湃通过自己的双脚，不动深色的平白描述，粗看有些重复，细细品味确实意犹未尽，四十年以后仍然
很有意思，在信徒的眼里，不知有汉，只要有正觉即可。阿拉伯之春已有三四年，一带一路也要从巴
基斯坦开始深入，希望能出现一位体验着来着我们再次回视伊斯兰世界的又一次震撼，否则便又是后
人又哀秦人也。
19、一边查着资料、翻着地图一边读。有些地方觉得视角太西方，有些地方却又感慨果然是发展中国
家出身的人；有些部分觉得这也太蜻蜓点水浮于表面了，有些部分又感叹作者真是敏锐。真心觉得应
该读更多描写包括这四个国家在内的伊斯兰社会的东西。
20、准确描绘了当时的现状，但受到个人的背景的制约，作者不能更加全面与客观的看待这几个国家
。
21、一如既往的刻薄和磨叽，“归化”得最好的印度人莫过于此。
22、起先喜欢的是奈保尔冷冰冰的观察视角，以及伊朗那章纪录片一般的场景描述和张力。但我认为
这无法成为一部不朽名作，奈保尔想要叙述的主旨在第一章就已经阐述清晰了，而后的几乎只是重复
而已。另外本书讨论的很多话题其实已经在影响现在的世界格局了
23、很有趣的记录了那些穆斯林的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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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的国度》

24、读不下去⋯
25、失衡、焦虑...
26、看了，想去伊朗
27、“伊斯兰世界感知到周围笼罩着另外一种强大而新颖的文明，一种他们无法支配的文明，他们只
能不断排斥抗拒，同时，又深深依赖着这种文明”
28、知乎体随笔
29、虽都是“信徒的国度”，却还是不一样的。有不少地方会不由自主联想起我们国家曾经的癫狂。
以及如今伊教的入侵。如果大家对文革保持清醒，那么应该对这种表面试图净化人心、追求正信其实
缩退回中世纪思想的宗教保留一点警醒。尤其是让女性全部裹上罩袍退出现代化潮流，只是去习得经
文，更不能抱有绥靖犬儒的态度
30、2016.2.25 终于读完了这部大部头。
这是一部关于主要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的严肃文学，巨细靡遗地描述游访和谈话，直观给读者有关不
同立场的人们对于宗教的理解。1979年，其实是个争端突出的年份，可以想象，作者一路探索的勇气
；以及在伊斯兰国家游历时，每日都记下了大量的文字的坚毅。敬佩。
自此对于伊斯兰教及其多数国民信仰之的国度，开始有点了解。皓首穷经的毛拉，经学学校，奉如圭
臬的《古兰经》，一个个当地向导，给我留下了诡异的印象。并且囿于见识浅薄，有一些艰涩的地方
我只是一扫而过。呼应尾声里德黑兰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还特地找来《逃离德黑兰》影片看了，感
觉电影里的德黑兰美化了，城市面貌没有书中作者描写的1979年那般差。但是那种深恐外来文化污染
，又依仗现代文明的状态确实一样的。
31、非虚构类作品经典
32、大部头深入系列 / 伊朗部分好评，后边都像是重复 / 印尼部分就显得有点视角叙事口吻过于刻意
，当然也不排除他们确实是那样的 / 文末八个月后重返伊朗加分，人民终于意识到了所谓jame towhidi, 
信徒的社会 / 对国内现世社会启迪很大
33、奈保尔大概是最能把流水账写的吸引人的作家了
34、自己人黑自己人是最稳准狠的。
35、明显是早期作品 还很会好好说话 《南方》就提升太多不成为游记了 不停地在寻找伊斯兰教的矛
盾 对西方思想的鄙夷与对西方造物的崇拜 对西方宗教宽容政教分离的利用 本来想先读《不止》的⋯
36、偏见又磨叽的叙述，再加上孔乙己式文绉绉但不通顺的翻译文字，阅读体验很差的一本书。
37、关于四个伊斯兰国度的游记，对于信徒国度的观察，真是细致入微且非常深刻。尽管他所观察的
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但对于我们现在了解这些社会，其情其抛，仍未过时，仍值得我们参考
。书写非得很可读，有着奈保尔的典型风格。
38、个人认为伊朗部分写的最好，巴基斯坦前半部分写的也不错，不过写其它几个国家时就有些记流
水账的感觉了
39、本来是一部很好的游记，缺点是作者夹杂的议论太多了，准确点说是对穆斯林带有偏见的议论太
多了。这部书必须和《不止信仰》连着看才有意义，尤其是马来西亚部分，作者后来修正了过去的一
部分看法。
40、优美的文笔和流畅的叙述给这本书带来了相当不错的可读性，但这种浮光掠影式的记录，即使充
满了鲜活的细节，读来还是觉得缺乏深度。但读者大概也不应该苛求奈保尔既能写得深刻又不失鲜活
生动，毕竟这本书也只是一个小说家以有限的视角所记录的见闻而已。
41、用奈保尔特有的“偏见”速写伊斯兰社会，这样的前见反而更能够展现社会中的张力（信仰和理
性？也不能这么简单的分类吧）。主旨还是和印度、非洲之行一样，凸显这些第三世界中的modernity
at large.
42、1979年，英国作家奈保尔一路走过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次伊斯兰文明世
界之旅，既让奈保尔目睹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动荡与混乱，也感受巴基斯坦人的困惑与迷茫，马来
人和印尼人对华人的怨恨与不满。这些伊斯兰教的虔信者渴望建立一个纯净的信徒的社会，但这理想
无异于乌托邦，单纯的信仰解决不了现实世界的复杂问题，若不能融入外部文明，只能导向内部封闭
和塔利班化、伊斯兰国化。让信仰的归信仰，技术的归技术，走政教分离和世俗化，才是伊斯兰文明
的转型与复兴之道。这本书今天读来，依然历久而弥新，尤其对中国的转型，如何顺应世界文明的潮
流也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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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很好的书，翻译的也很不错，事实上读过之后，你也一定想问和奈保尔在差不多40年前写这本信
徒的国度时同样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一味想要按照千年之前的方式生活，貌似本身就违背了伊斯兰
教创教之初那开放、包容，更先进宗教的历史。值得推荐！
44、读时经常想到，这样的游历、哪怕有几个月，究竟能窥见一个宗教和文化的多少？可是转念一想
，自己在更短暂的游历中不也偶有颇为自得的发见吗？对于没有生活其中并且曾经跳脱其外向内审视
的经历，这样大概是最好的观察了。何况作者还带着之前的各种储备。虽然时而觉得作者不免有些偏
见，但是那些信仰如何解决政治、经济方面问题的提问也确实一针见血。而西方的科技、经济发展恐
怕真是不能完全中立，应该看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道德》。中国的呢？则又离不开我们千年的儒
学教化。所以，伊斯兰教早年对新世界开放的光荣时期倒是应该多加所有人的注意。不只是穆斯林可
以以史为鉴，其他宗教和国家也可以取其精华。
45、mean and judgemental
46、读完整本书的状态是浑浑噩噩的，就像这些伊斯兰国家的迷茫。伊朗革命后，成就了霍梅尼的一
人独大局面；巴基斯坦从印度分离后致力于建设纯净的穆斯林国家的迷茫；印度尼西亚与华人之间的
民族纠纷，苏加拉对于华人的屠杀，多种宗教的复合形态；马来西亚相对柔和的信仰以及其面临现代
化与回归纯朴的种种矛盾心态；每一个国家都坚定的追随先知的训诫，但面对二十一世纪的种种挑战
，似乎仅仅凭借着单纯的信仰明显不足余力，穆斯林只有摆脱拘泥的信条，或许才能建造属于其信仰
的国度。
47、完全有共鸣的，我的教育让我尊重所有信仰，但也怀疑所有信仰，不允许其他人强迫让我接受某
种信仰。对我而言，没有信仰时，你是个个体，而信仰这玩意儿就是让你成为一个组织的一员，让你
有安全感、归属感，且排他性，宗教及某某主义，皆是如此。
48、没啥说服力感觉
49、好吧很不情愿的说被洗脑了。。。
50、黑绿教，黑得很漂亮也很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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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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