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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代美国文坛上，索尔·贝娄被认为是继福克纳河海明威之后最主要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包含了丰
富的社会内容和深邃的哲理思辨，是一个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现代派作家。他曾三次荣获美国全国图
书奖，一次普利策奖；1976年，他以“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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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当代美国文坛上，索尔&middot;贝娄被认为是继福克纳河海明威之后最主要的小说家。他的作
品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邃的哲理思辨，是一个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现代派作家。他曾三次荣获
美国全国图书奖，一次普利策奖；1976年，他以&ldquo;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
析&rdquo;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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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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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只争朝夕》看似只讲述了威尔赫姆一天的遭遇，但却巧妙地把其一生的经历都勾勒了出来。人
到中年，面对失业，有两个供养的孩子和一个不肯离婚但一直分居的妻子，以及一个纠缠不清的情妇
在催促结婚，与姐姐不和，被父亲轻视，面对催缴的房租以及妻子赡养费的催账，身上仅有的钱却又
被骗光，多重压力的侵袭，人生之悲苦展现淋漓。在整个阅读过程中也感觉几乎要透不过气了。人生
总是面对各种抉择，每次选择都面临风险，威尔赫姆似乎永远选错。面对父亲的自私和虚荣，他是多
么希望父亲能拉自己一把希望父亲能给他一丝关爱，然而每次都被拒之前里之外，所以他才会选择相
信最不该相信的莫里金医生，多么可悲。他是如此孤单，没有人真正爱他，而他又是如此坚强，哪怕
在最绝望的低谷他也没有轻易选择放弃生命。人生，总是起起落落，充满苦痛。第10卷中还有其他几
个短篇小说，基调都有点淡淡的伤感。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离别黄屋》和《如烟往事》，前一篇
描写一个受伤的老女人无依无靠，唯一的财产就是前房主留给她的黄屋。年老体衰，孤单，恐惧，让
人感觉人生是多么没有希望，年轻的时候都拥有过美好年华，可一个又一个抉择过去最终却不得不在
孤苦中终老。。而《如烟往事》则描写了布朗家族的些许往事，主要围绕布朗博士和他的一对表兄妹
，布朗小时候被其表姐纳蒂勾引失身，表兄艾萨克在认准投资的最后关头被全家抛弃，孤注一掷以后
成了百万富翁却被家人说没良心，而其亲妹妹纳蒂则感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私鬼，抢占妈妈的遗产
，与亲戚一起背叛哥哥后，面对哥哥的和解她一直摆高姿态将其拒之门外，甚至死前还对哥哥加以敲
诈，丑恶人性尽显。但最终的反转结局却令人意外之余还是凸显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句古话，
不得不说确是一篇精彩的短篇！我们费尽心机占有的身外之物随着生命的消逝最终都会变得毫无价值
！
2、在下修行，依然不够。怀满腔热情，借来一读，犹如重拳击败絮，毫无感觉。成名作都无法让人
阅读下去，于百般痛苦中，读完。才想起关于阅读兴趣一说，还望高人给予指导。
3、索尔·贝娄（1915—2005），美国犹太裔小说家。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拉辛城。父母是来自俄
国的犹太移民。贝娄九岁时，随父母到芝加哥定居，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获人类学和社会
学学士学位。二次大战期间，他曾在商船队服役，战后在明尼苏达大学、纽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任
教，现为芝加哥大学教授和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贝娄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挂起来的人》（1944
），写一个应征入伍的人在等待去部队期间的心理活动；《奥基·马奇历险记》（1953），写的是一
个年轻的芝加哥犹太人的经历，本书被认为是贝娄的成名作，曾获全国图书奖，《雨王汉德森》
（1959）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一个百万富翁在内心“我要，我要”这一欲望驱使下来到非洲，在
那里所经历的各种奇遇；《赫索格》（1964）表现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60年代动乱中的苦闷与迷惘
，描写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危机，《赛姆勒先生的星球》（1970）借一位居住在纽约的纳粹集中营
的幸存者的所见所闻抨击了美国现代社会的混乱和疯狂；《洪堡的礼物》（1975）则描写了两代作家
的成功与失败，反映了当代美国各阶层知识分子的精神感情和情操。进入八十年代，贝娄还创作了长
篇小说《院长的十二月》（1981）和《更多的人因伤心而死》（1987）。前者以芝加哥和布加勒斯特
为背景，将所谓的“自由社会”和“警察国家”加以比较。后者侧重揭示当代文明对人的生活的侵蚀
。此外，贝娄还写过长篇小说《受害者》（1947），中篇小说《只争朝夕》（1956）《偷窃》（1989
）和《比拉罗赛内线》（1959），短篇小说集《莫斯比的回忆》（1968），《失言者》（1984），剧
本《最后的分析》（1965）以及一部非文学类的游记《耶路撒冷来去》（1976）。贝娄的作品包含了
丰富的内容，他善于描写高级知识分子，尤其是犹太裔知识分子在当代美国社会荒谬的处境中的思想
状态。1976年，因其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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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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