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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中转站》

内容概要

1925年发表的《曼哈顿中转站》以大战前后的纽约社会为背景，描写了记者、律师、演员、水手、工
会干部等人物形象。他们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失意者，生活苦闷，精神空虚。作品中没有一个贯穿全
书的主人公，人物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有的只在某些事件中相遇。评论家们称它为“群像小说”。对
于书中的每一个人物来说，曼哈顿只是一个中转站，他们陆续来到这里，试图寻找新的生活，却发现
这是一个充斥着冷酷和漠不关心的城市，因而最终只能选择离开，去往另一个地方。作者在书中描述
了那些富有的政治掮客和在底层奋斗的移民，体现了人与城市间，人与人之间现代性的疏离与斗争。
他的记述第一次使这些不为人知的移民进入了美国历史的范畴，使得本书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书中充满了乔伊斯式的意识流词汇和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而“新闻报导”和“摄影机眼”
的写法也使本书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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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中转站》

作者简介

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1896－1970），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当代最著名作家之一。
他于191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之后加入美国红十字会救护队，参与一战。退役之后，帕索斯开始为多
家报刊写作。他的处女作《一个人的开始》出版于1920年。之后共出版40多本书。
他的书聚焦于政治和社会问题，多从左翼立场出发。他忠实地记录了二十世纪美国阶级的苦难与富人
阶级的颓废。随着政治观点趋向保守，他开始在作品中更多地反映美国文化。
人们公认帕索斯最重要的作品是他的《美国》三部曲。他的其他作品诸如《三个士兵》、《曼哈顿中
转站》以及《哥伦比亚区》也为人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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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中转站》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1　轮渡2　大都市3　美元4　轨迹5　蒸汽压路机第二部分1　马背上的贵妇2　地峡的长腿杰
克3　九天的奇迹4　消防车5　去动物展览会6　五个法定问题7　贸易船8　另一条流向约旦的河第三
部分1　不受重视的城市充满欢喜2　自动点唱机3　转门4　摩天大楼5　尼尼微的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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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中转站》

章节摘录

　　三只海鸥在破败的木板墙间破碎的箱子上、橘子皮上、腐烂的白菜帮子上飞翔着，渡轮顺着水流
，撞击着、吞噬着河水，慢慢滑进码头，绿色的波浪泛出一圈圈泡沫。手绞车链条发出辚辚的响声。
门向上卷起，男人们和女人们的脚跨过缝隙，推搡着通过渡口发出一股股粪便味儿的木栈道，就像苹
果被挤轧进榨汁机。一个护士伸直胳膊托着一个篮子，那姿势就像手里托的是尿盆儿似的，推开房门
。屋子里闷热干燥，四壁涂成绿色，空气中混合着碘和酒精的气味，还能闻到一阵阵从放在墙边其他
的篮子中散发出来的淡淡的酸味。她放下手中的篮子，撅着嘴扫了一眼，一个新生的婴儿在脱脂棉中
像一节蠕虫似的扭动着身体。　　渡口，一个老人拉着小提琴。他的脸像猴子的脸似的，皱褶都堆在
一起。从开裂的漆皮鞋可以看出他饱经风霜。巴德，库本宁背对河水，坐在栏杆上看着老人。微风吹
拂着从紧扣着的帽檐下露出来的头发，并且吹干了他太阳穴处的汗。他非常累，脚上起了泡。但是一
看到渡轮驶出渡口、拍击水面荡起扇形波纹的时候，他感到一丝暖意，顷刻间全身都欢快起来。“嘿
，朋友，你说这渡口离城市有多远？”他问站在他旁边的一个戴着草帽系蓝白条纹领带的年轻人。年
轻人轻蔑地瞥了他一眼，从巴德穿变形了的鞋子到从磨破的袖口里鼓出的红色手腕，从瘦削的火鸡似
的喉咙到破帽檐下热盼回答的双眼，尽收眼底。“那要看你想去哪儿。”　　P3“怎么去百老汇？我
想到市中心。”“向东走，过一个街区后从百老汇街转过去接着走，只要你走得够远，你就能到市中
心。”“谢谢你，先生。我会那么做的。”那位小提琴演奏者端着帽子穿过人群，风吹乱了他的秃顶
周围几缕花白的头发。巴德看到老人的脸斜对着他，布满皱纹的眼窝里两只黑钉子似的眼睛盯着自己
。“没钱。”他粗声说，然后掉过头注视着刀锋一般明亮的宽阔河水。渡口的挡板已经关闭，裂缝的
码头歪斜着，铁链哗啦作响。巴德被人群挤着走出候船室。他走在两辆运煤车之间，穿过布满灰尘的
街道走向黄色电车。他的膝盖颤抖。他把手深深地插进口袋。沿着街区走，中途在餐车上吃饭。他僵
直地靠近一个转椅，对着价格表看了很长时间。“煎蛋和一杯咖啡。”“双面煎？”柜台后的红发男
人问，他正用围裙擦拭生满雀斑的小臂。巴德，库本宁坐了下来。“　　什么？”“煎蛋。单面煎还
是双面煎？”“当然是双面煎。”巴德双手抱头，无精打采地坐在柜台旁边。“你看起来心不在焉哪
，伙计，”那男人说着把鸡蛋打破，放进嗞嗞冒油的煎锅里。“我从别的地方来的。今早我走了15英
里。”那人从门牙里挤出一句话：“来大城市找工作？”巴德点点头。那人“啪”的一声把鸡蛋翻到
另一面，盛到碟子里，在盘子边上又放了一些面包和黄油，然后推到巴德面前。“我要给你一点儿建
议，伙计，免费的。你先去刮刮胡子，理个发，把衣服上的草籽刷掉，然后你再亮相。那样你才能找
到活儿干。在这地方就得这样。”“我会好好干活。我是个好手。”巴德嚼着一嘴的食物含混地说。
“我要告诉你的就这些，就这样。”红发男人说，然后他回到烤箱那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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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中转站》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幅表现派风格的纽约速写。　　一一《纽约时报》　　当代文学的代表作，美国梦这把双刃剑
的永恒献祭。　　一一亚马逊网站　　本世纪最辉煌的最有独创性的美国小说之一。　　一一约瑟夫
·华伦·比奇，《二十世纪小说：技巧的研究》　　《曼哈顿中转站》在美国文学中以城市为背景的
小说中占有一席独特的地位⋯⋯1925年创作的《曼哈顿中转站》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美
国》三部曲的一个准备⋯⋯多斯，帕索斯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文学试验大师。他的试验的勇气
，他的唯美的文字功底，他作为作家的历史视野，是无庸置疑的。　　一一未世达，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曼哈顿中转站》地位极其重要。普通读者尽可飨此大餐，文化评论家则可另
辟蹊径。我们终于等到了我们期盼已久的明媚高远的黎明。本书将为小说写作开辟一条全新之路。　
　——半克莱，刘易斯　　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　　一一萨特　　多斯·帕索斯是惟一一位重要的
美国小说家。他笔下人物的生活充满历史感，也就是莱昂内尔·特里林所称的“历史的嗡呜”。这是
帕索斯渴望达到的效果，而他也的确实践得非常成功。　　一一亚瑟·麦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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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中转站》

编辑推荐

　　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作品在中国并不像他的朋友海明威那样为人熟悉。这与他的写作手法太前
卫有关，也跟中国对一战后美国的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不甚有切肤的体会相关。现在到了读帕索斯的
时候了，因为我们的都市生活状况 和个人的生存方式有了《曼哈顿中转站》的因子，可以明白作者对
现代性的态度了。都市环境的恶劣、摩天大楼的冷漠、生活的琐屑无聊、金钱的魔力、人性的扭曲和
个性的泯灭⋯⋯21世纪的读者不需要注解，都能理解。《曼哈顿中转站》揭示的就是这些劳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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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中转站》

精彩短评

1、1920s纽约的群像众生
2、脚本片断构成的众生，时间之眼观测的命运。
3、上帝。我终于读完了。好书，我需要花工夫把里面各个人物的关系脉络整理清楚，然后写出感想
。美国梦这把双刃剑的永恒献祭。为人生战场上的失败者干杯。不过没关系，今天大西洋的海水都是
香槟，明天它们就变成引领萧条浪潮的泡沫。愿天主保佑一无所有的詹姆斯*赫夫。他想要的不是钱
，真见鬼！
4、不错的作品,展现了当时美国社会的生活状况,人物塑造的也不错,最主要的是写作手法很独特,不仔
细看容易把人物忘掉
5、差译本。非常粗心，bomb能译成tomb，等等。还很享受故意添加翻译腔，凭空来个“亲爱的”什
么的。
6、很复杂的线索==MS也是没看完
7、美国的尤利西斯在晨雾里振臂一呼
8、有后现代的感觉
9、“令纽约变得索然无味的可怕之处在于你无处可去。这里是世界之巅。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像只
鸟儿在笼子里飞来飞去。”
10、读此书总感觉是一幅幅印象画，无论是因为被工厂污染的褐黄色的河水还是被作者写的各种不同
颜色的烟囱，这个城市的人心和天空一样，变了颜色。
印象很深的是巴德被灰头发老妇人骗的吃了算面包之后有要呕吐的感觉，可是他忍住了，最后庆幸自
己没有吐出来，饥饿贫穷的感觉写的非常让人心酸。---被污染的大城市啊，这让我想到前几天在公司
，张姐说你看外面的天，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雾霾。但愿我们的心永远不要蒙上雾霾吧！
11、这套很多都是牛书.....但翻译不行
12、自由的意识 人性的斗争与疏离
13、构思绝佳，但缺点是转换节奏过快以及结构上的过于散化
14、没有准备的话，不是一遍就可以吃透的小说
15、讨厌这种行文套路
16、好故事
17、类新闻写法.
18、补记
19、约翰·多斯·帕索斯也是“迷惘的一代”知名作家，他的“美国三部曲”在美国文学史上也有很
重要的地位。
喜欢多视角加意识流的叙事手法，同样是“盖茨比”的时代，但是这样的多视角，使得世界变得庞大
而更有穿透力。
律师、歌手、拉车的、卖保险的，还有交际花的单亲儿子，各种阶层各类族群，他们在纽约打拼，最
后发现“美国梦”的遥不可及，人情的冷漠真相。曼哈顿，永远只是他们的中转站。
20、比较阴郁的作品没兴趣读完
21、用一种电影镜头的笔触再现了上世纪初纽约的全景社会片段，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情节和人物
塑造，像一个个电影片段拼接成的生活场景。太过于意识流的写法也许是作者在中国不太出名的原因
。
22、第一个使用了电影手法进行创作

23、我⋯⋯没看懂- - 看了序言 才懂了一丝一毫 = =
24、又找到一个长眠的知己。比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世界离我们亲近多了。描述转型社会中城市生
活的教科书。
25、游离了书中的情节，感受半个世纪前的美国。
26、梦想就是肥皂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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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中转站》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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