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瓦解>>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瓦解>>

13位ISBN编号：9787229002626

10位ISBN编号：7229002621

出版时间：2009年1月

出版时间：重庆出版社

作者：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

页数：185

译者：高宗禹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瓦解>>

前言

　　自林纾翻译外国文学开始，已逾百年。
其间，进入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蔚为大观，已难以计数。
无疑，就翻译文学来说，中国读者是幸运的。
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文学的熏陶，其中的许多人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
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深度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世界里，也有许多优秀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不经意之间被我们忽略了
。
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
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湮没无闻。
比如赛珍珠。
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显露出瑰宝般的价值，成为文学
经典。
比如卡夫卡。
除此之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变迁，出版者和翻译者选择倾向的变化，译介者的信息与知识不足，
阴差阳错的历史契机等等，都会使大师之作与我们擦肩而过。
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
本里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听说过。
即使在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英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
　　因此。
本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典的作品。
对于这些经典，我们的选择标准如下：　　1．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过的作家的作品；　　2．虽
在中国有译介，但并未受到重视的作家的作品；　　3．虽然在中国引起过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的商
业化倾向而被出版界淡忘的作家的作品。
　　以如此标准甄选纳入本书系的作品，当不会愧对中国读者。
　　至于作品的经典性这里就不做赘述。
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
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文人墨客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
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交相辉映。
　　丛书编委会　　2005年4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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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瓦解》是一部非洲部落英雄的悲剧史诗。
奥贡喀沃是尼日利亚伊博部落的重要人物，在他生活的时代，白人首次出现在视野里⋯⋯由于他的傲
慢和恐惧，他最终被驱逐出自己的部落。
七年以后，他终于回到故乡，白人和天主教却在部落里扎了根，甚至他寄予厚望的长子也皈依了天主
教，而他最后也含恨自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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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钦努阿·阿契贝，1930年生于尼日利亚。
一直用英语写作。
以尼日利亚伊博人民独立前后的生活为题材的“尼日利亚四部曲”是其代表作品，其中《瓦解》1958
年发表后，即获得了布克奖，其他三部分别是1960年出版的《动荡》、1964年出版的《神箭》、1966
年出版的《人民公仆》。
阿契贝是尼日利亚乃至非洲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文笔恳切深沉，反映非洲社会与殖民地政治的现
实，备受国际瞩目。
英国《独立报》称他是非洲最伟大的小说家；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丁·戈迪默说“阿契贝有一
种值得称道的天赋，他是一位充满激情、文笔老辣、挥洒自如的伟大天才。
”他在世界各地获得了无数的荣誉，被英美等国的大学授予了二十多个荣誉博士学位。
　　《瓦解》不但是阿契贝最著名的小说，也是非洲文学里最重要的作品。
自出版以来，全球售出了1000万册，被译成50种文字，让阿契贝成为非洲文坛有史以来作品被翻译得
最多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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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　　在这九个村子里，甚至在这九个村子以外，奥贡喀沃都是很有名的。
他的名声是靠他自己真本事得来的。
当他还是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时，就击败了猫子阿玛林兹，给他自己的村子带来了荣誉。
阿玛林兹是个了不起的摔跤手，有七年之久，从乌姆奥菲亚到思拜诺，猫子阿玛林兹从来没有被打败
过。
因为他的背脊从没有触过地，所以才被叫做猫子。
正是这样一个人，在一场战斗中给奥贡喀沃打倒了。
老人们异口同声说，自从他们这个小城镇的创立者同荒野中的妖魔一连战了七天七夜以来，这场战斗
算是最猛烈的了。
　　鼓声咚咚，笛子呜呜，观众们都屏着气息。
阿玛林兹是个机变百出的能手，奥贡喀沃也滑溜得像水里的鱼似的。
他们的胳膊上、背脊上和大腿上的筋络浮现、肌肉暴凸，人们几乎听到它们绷紧得要开裂的声音。
最后，奥贡喀沃击败了猫子。
　　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大约有二十年或二十多年了，在这段时期里，奥贡喀沃的声名就像丛林
里的野火遇到燥风似的愈来愈盛。
他长得魁梧结实，两道浓眉毛和宽宽的鼻梁使他显出一副严肃的面貌。
他出气很粗，据说当他睡觉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在外面自己的茅屋里都能听到他呼吸的声音。
他走路的时候，脚后跟几乎不沾地面，仿佛脚底下装着弹簧，像是打算要把什么人扑倒似的。
实际上他也是常常这样把人扑倒的。
他有些口吃，每当他发脾气，不能及时说出话来的时候，他就用拳头。
他对于不成材的男人是没有耐心的。
他对于他的父亲就没有耐心。
　　他父亲的名字叫乌诺卡，去世已经十年了。
他一辈子懒散，手里存不住钱，从来不知道为明天打算。
如果有钱到他的手里--这种情况极少，他就立刻去买几瓢棕榈酒，挨家挨户去串门说笑。
他常常说，每当看到死人的嘴巴时，他心里就想，一个人要是活着的时候不吃掉他的一份东西，那才
愚蠢呢。
当然，乌诺卡负了一身的债，他欠每个邻人的钱，从几个玛瑙贝一直到很大的数字。
　　他个子很高，但是很瘦，背有点驼。
除了喝酒，或者吹笛子的时候，他总是愁眉苦脸，憔悴不堪的样子。
他吹笛子吹得很好，他最快乐的时候，是每年收割以后的两三个月，那时候，村子里爱玩音乐的人都
把挂在炉架上面的乐器取下来了。
乌诺卡时常跟他们一起玩乐器，他的脸上闪着幸福恬静的光彩。
有时候，别的村子也把乌诺卡的乐队和假面舞蹈队请去，留在他们那里，教他们乐曲。
乌诺卡一伙人在这样的主人那里，有时要停留三四个集市之久，奏奏音乐，吃吃喝喝。
乌诺卡热爱这种美酒佳肴的生活和温暖的友情，他也热爱一年中这个季节；雨季已经过去，每天清晨
太阳升起，散发出耀眼的美丽。
而且因为寒冷而干燥的风正从北方吹过来，天气也不太热。
有些年，燥风吹得很厉害，空中弥漫着浓雾，女人和孩子都围坐在火堆旁取暖。
乌诺卡热爱这一切，他也热爱那随着旱季归来的第一批老鹰，以及对老鹰唱欢迎歌的孩子们。
他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自己怎样到处游荡，去寻找碧空中自由翱翔的老鹰；只要发现一只老鹰，他
就会全力歌唱，欢迎它从远途归来，问它有没有带着一两块布回到故乡。
　　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时他还年轻。
乌诺卡成年以后，是一事无成的。
他很穷，他的妻子孩子勉勉强强有碗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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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是个懒汉，人们总是讥笑他；因为他从不还债，人们都发誓不再借钱给他。
可是乌诺卡却还常常借到钱，所以他债台高筑了。
　　有一天，一个名叫奥可瓦叶的邻人来看他。
正好乌诺卡靠在他的茅屋里一张泥坑上吹笛子。
他马上起身和奥可瓦叶握手，于是奥可瓦叶摊开他挟在腋下的羊皮，坐了下来。
乌诺卡走进一间内室，随即又转回来，拿着一个小圆木盘子，里面盛着一个柯拉果①、一点胡椒和一
块白石灰。
　　“我有柯拉，”他说着坐下来，把盘子递给客人。
　　“谢谢你。
带来柯拉的人也带来了长生不老。
可是我想应该由你来剖开它，”奥可瓦叶一面回答，一面把盘子递回去。
　　“不，这是给你的，真的，”他们这样推让了好一阵，最后乌诺卡接受了这份光荣。
在他剖柯拉果的时候，奥可瓦叶拿起那块石灰，在地上划了几条道道，又把自己的大脚指头也涂白了
。
　　　　乌诺卡一面切着柯拉果，一面向祖先祷告，祈求祖先赐予他们长寿和健康，保佑他们不受敌
人的侵害。
吃完柯拉果，他们谈了很多事情，谈到淹没木薯的淫雨，谈到下次祭祖的盛典，谈到同恩拜诺村迫在
眉睫的交锋。
一谈到战争，乌诺卡就愁眉不展。
他实在是个胆小鬼，见不得流血的惨状。
所以他改换话题，谈到了音乐，就又容光焕发起来了。
他仿佛在内心里听到了埃桂、乌都和奥惹奈①动人心弦和错综复杂的节奏，他还仿佛听到自己的笛子
声穿插其间，为各种乐器点缀上一种如泣如诉的幽雅音调。
整个效果是愉快活泼、生气勃勃的，可是当他的笛子忽高忽低，时断时续的时候，人们如果单独去听
他的笛子，就会感到其中蕴含的忧愁和悲伤。
　　奥可瓦叶也是个乐师。
他奏奥惹奈。
可是他却不像乌诺卡那样一事无成。
他有一个装满木薯的大仓房，还有三个妻子。
现在他正要取得伊德米里头衔，这是这地方的第三等称号。
举行这个仪式是很花钱的，他正在设法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收回来。
实际上，这就是他来看乌诺卡的原因。
他清一清嗓子，开口说道：　　“谢谢你的柯拉果。
你也许已经听到我不久就要得到新的头衔了吧？
”　　奥可瓦叶只把话说到这里，接下来的几句话是用一些成语格言说的。
在伊博族中，谈话的技巧是很被重视的，成语格言不啻是棕榈油，可以用它把所说的话消化下去。
奥可瓦叶是很会说话的，他说了很长的时间；先是旁敲侧击围着题目转，最后才把题目点出来。
简单一句话，两年多前乌诺卡曾借了他二百个玛瑙贝，他是来要他偿还这笔债的。
乌诺卡听懂了朋友的来意以后，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他大声地笑了很长的时间，声音响亮得像奥惹奈一样，笑得眼睛里流出了泪水。
客人不免吓了一跳，默默无言地坐着。
最后，乌诺卡才一面笑着一面回答他。
　　“你看看那边墙上，”他指着对面抹着红土的发亮的土墙说，“你看见那些白灰线了吧；”奥可
瓦叶看到几组短短的垂直线，是用石灰划的。
一共有五组，最小的一组也有十条线。
乌诺卡懂得怎样使人得到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停了一下，闻一闻鼻烟，大声地打了一阵喷嚏，然后继
续说道：“那儿的每一组线都代表我欠某人的一笔债，每一道线代表一百个玛瑙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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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瞧，我欠那个人一千个玛瑙贝，可是他并没有为这笔债在大清早就把我弄醒。
我会还你的钱，但是今天不行。
我们的长者说过，太阳先照到站着的人，然后再照到跪在他们下面的人。
首先我得还我的大债。
”他又闻了闻鼻烟，好像那就是在还他的大债似的。
奥可瓦叶只得卷起羊皮，离开了。
　　乌诺卡去世的时候，他什么头衔也没有得到，只落得一身重债。
他的儿子奥贡喀沃以他为耻辱，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幸好，人们是按照一个人本身的价值，而不是按照他父亲的价值来衡量人的。
很显然，奥贡喀沃是配做大事情的。
他还年轻，却已经是九个村远近闻名的最了不起的摔跤手。
他是一个富裕的农民，有两个装满木薯的仓房，刚讨了第三房妻子。
尤其难得的是，他已经得到了两个头衔，并且在两次氏族间的战斗中表现得无比的英勇。
所以，虽然奥贡喀沃还很年轻，他已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了。
在他的族人中间，年龄是被敬重的，但是事业却更受尊崇。
诚如长者所说，一个孩子只要把手洗干净，他就可以同皇帝一道吃饭。
奥贡喀沃把手洗得干干净净，所以他可以同皇帝和长者一道吃饭。
所以，当邻村的人们为了避免战争和流血而把一个孩子送给乌姆奥菲亚村作牺牲时，也就由他来看管
这个命运注定要遭难的孩子。
这不幸的孩子名叫伊克美弗纳。
　　当奥贡喀沃听到村里报信人的奥惹奈穿破静止的夜空时，他刚刚吹熄了棕榈油灯，在竹榻上躺下
。
锽--锽--锽，中空的铁器发着震耳的响声。
接着报信人开始喊话，喊完以后，又继续敲起他的奥惹奈。
这就是他喊的话：明天一清早，乌姆奥菲亚所有的男人都到市场上集合。
奥贡喀沃心里疑惑，究竟出了什么事；他确信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他在报信人的声音中听到了隐含的
悲剧意味，虽然声音愈来愈远，逐渐模糊了，他还是可以听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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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不是阿契贝需要诺贝尔奖；正相反，是诺贝尔奖需要阿契贝来证明自己。
　　——尼日利亚《每日太阳报》全世界的作家都在为新的社会寻求新的语汇和新的形式，阿契贝为
他们指明了道路。
　　——《纽如时报》　　第一部发自非洲人内心世界的英语小，而不是像白人那样把非洲人描写成
异类。
　　——索因卡（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尼日利亚最著名的作家所写的全球阅读最广泛的
一部小说。
　　——亚马逊网络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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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阿契贝 布克奖获奖作品，全球狂销1000万册，40年后的今天仍盘踞亚马逊榜前50名，南非黑人领
袖曼德拉说他在监狱度过漫长岁月时，“有《瓦解》做伴，白人监狱的高墙瓦解了。
”　　非洲现代文学之父，在他的伟大面前，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库切，四位诺贝尔奖获得
者都深感不安与不、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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