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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尔克斯为拉丁美洲魔幻主义文学大师、诺贝尔奖获得者，我国作家莫言、马原等人的创作曾深受其
影响。
作者以大量鲜为人知的照片与生动传神的文字展现了马尔克斯多姿多彩的一生。
同时，对于《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名篇产生的背景作了介绍与分析。
马尔克斯的图片在国内刊载的不多，这次借着图文本的机会作一次全面的展示是颇有意义的，也是很
具收藏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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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众议，1957年生于浙江绍兴。
西班牙语文学博士。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秘书长，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
北京大学欧美文学中心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著作有《拉美当代小说流派》、《20世纪墨西哥文学史》、《致西亚·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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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童年——记忆的天堂 第二章 少年——人生的历练 第三章 青年——在文学的海洋里遨游 第四章
模仿——为了写作的写作 第五章 流亡——巴黎的“乞丐” 第六章 墨西哥城——第二故乡 第七章 百年
孤独——“美洲的《圣经》” 第八章 成功之后——“做一个普通人是多么幸福” 第九章 诺贝尔奖—
—众望所归 第十章 尾声 主要参考书目 加西亚·马尔克斯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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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西帕基拉的岁月，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文学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当时西帕基拉还是诗人云集的地方。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兴趣也曾不知不觉地从小说转到诗歌。
　　跟多数同学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朗诵从荷马、但丁到同时代诗人的各种诗歌时，喜欢放大嗓
音，仿佛惟其如此，丰富的诗意和美妙的韵律才不至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烟消云散。
然而，能留下的，会自然而然地留下，反之，即便读破喉咙也是“白搭”，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这
么对朋友说。
　　在诗的海洋里遨游了一阵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感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常常不是那些皇皇巨制，
而是一朵鲜为人知的小小浪花：“石天派”诗歌。
　　前面说过，一九四四年，诗人卡洛斯·马丁担任了西帕基拉国立学校校长。
这位风华正茂的“石天派”诗人大力培养文学青年。
是年，十三位学生在校长的亲自过问、文学老师的亲自倡导下成立了“十三诗社”。
加西亚．马尔克斯便是主要成员之一。
　　不言而喻，在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拉美，十三破认为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数字。
加西亚·马尔克斯们“不信邪”，偏要“反其道而行之”。
　　这或许还得从校长和他的“石天派”说起。
　　“石天派”是二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在哥伦比亚文坛崛起的一个青年诗群。
其主要成员有埃德华多．卡兰萨、卡洛斯．马丁、豪尔赫．罗哈斯、卡马乔．拉米雷斯、达里奥．桑
佩尔、巴尔加斯．奥索里奥、赫拉尔多．巴伦西亚等。
他们师承拉美现代主义诗圣卢文．达里　　奥、后期现代主义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和西班牙诗人胡安
．拉蒙‘希梅内斯等，在哥伦比亚诗坛发动了一场革命。
　　考其名，“石天派”受希梅内斯的影响最甚。
希梅内斯在其创作鼎盛时期发表了《石头和天空》(1919)等内容上充满了怀旧感、形式上洋溢着反叛
精神的佳作。
“石天派”诗人借用希梅内斯的力量，向哥伦比亚传统诗歌挑战。
他们立志结束新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统天下的诗歌传统，在无拘无束、无始无终一
惟有石头和天空一一的世界里创造新的意境、新的象征、新的韵律、新的诗风。
　　“石天派”对加西亚．马尔克断这位未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启迪恰恰是它的不甘墨守成规、
它拘探索精神。
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度为“石天派”诗歌所陶醉：每到星期天，他就掏两个子儿，买一张电车票， 坐
在蓝色的玻璃窗下，从起点到终点，然后又从终点到起点，没完没了地来回，“没完没了地朗诵‘石
天派’诗歌⋯⋯”　　当时，卡洛斯·马丁己经出版了两本诗集。
加西亚·马尔克斯羡慕极了，幻想不久的将来也做个诗人。
于是，他“又干起了作诗的勾当”。
但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
文学老师开诚布公地告诉他：“你的诗不像诗。
”　　这使加西亚·马尔克斯非常沮丧。
　　“看来，不是自己不行，就是圣约瑟学校的那一套过时了，”他想。
　　于是，他模仿“石天派”，写了许多自己得意又“投人所好”的诗作。
不料，老师的评语一仍其旧。
“还是写小说吧，诗歌与你无缘，”老师这么说。
　　虽说老师不是上帝，但对学生而言，他们又是至高无上的。
老师的一句话导致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人生道路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他不得不知难而退，及时地放弃诗歌，回到小说，尽管心底里充满了沮丧和不甘。
　　写小说成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最大“出路”，也成了他的最大压力：同学们的小诗一首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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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地诞生、发表了，可他的小说呢?他的小说在哪里?　　好在还有希望，而且，他被文学老师称为
“天生的小说家”(就因为这句话，十年以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毫不犹豫地把他的第一部小说《枯枝
败叶》献给了卡尔德隆·埃尔米达，“那个断送了一个蹩脚诗人的西帕基拉的文学老师”)。
　　然而，小说等待他的也不是一帆风顺。
　　但幸运的是，这一回他知难而进：他让自己在一次次的跌倒中顽强地站立起来，对自己说：“你
行，你一定能行。
”　　第二节　　一九四七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离开西帕基拉，很不情愿地一考入了波哥大国立大
学法学院。
　　后来他会知道，当律师是许多青年梦寐以求的，而波哥大国立大学恰好是培养大律师的摇篮，集
中了一流的法学家。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老师中，有一位声望素著的人物：阿尔丰索·洛佩斯-米切尔森。
此人讲授民法，后来还当了总统。
他很看重加西亚-马尔克斯，可加西亚·马尔克斯很不领情。
“我明白，我最终毕不了业⋯⋯我感到无比厌倦⋯⋯我觉得民法比刑法更繁琐、更无聊。
说实在的，无论对什么法，我都是兴趣索然。
读法律不是我的意愿⋯⋯”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这么说。
　　是的，读法律并非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意愿，它完全是父亲的旨意，因为法律被认为是步入上流
社会的捷径。
颠簸一生、穷困潦倒的父亲全指望孩子们了。
　　但孩子们“不孝”，一个个都叫他失望了。
　　多年以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说：　　要想说服父母接受我的疯狂举动恐怕是白费力气，因
为他们对我希望太大、投入太多，而我家当时又没有钱。
尤其是父亲，他或可原谅我做任何事情，却惟独不能不见我把一纸文凭挂到墙上以实现他自个儿一辈
子没有实现的梦想。
我没法和他沟通。
一年过去了，可我还在琢磨怎样去见他、把我的理由告诉他。
就在这个时候，母亲未了，叫戒和她一起去卖房子。
但她迟迟没有提起此事；直至半夜，仿佛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悟，她终于切入正题了。
而那才是她的真正来意。
她用梦幻的孤寂赋予她的方式、声调和精心选择的话语开始了这个话题。
　　“你爸爸很难过。
”她说。
　　于是，可怕的地狱出现了。
她总是在你最缺乏心理准备的时候切入话　　题，而且镇定得不可动摇。
而你，明知故问，全然是为了完成一种仪式：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放弃了学业。
”　　“我没有放弃学业，”我说，“我只是换了个专业。
”　　她对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当然很有兴趣。
　　“你爸爸说这原本就是一码事。
”　　我于是强词夺理说：　　“他不也放弃学业去拉小提琴了。
”　　“那不一样。
”她动情地反驳说，“他只在节日和夜间演奏，而之所以辍学是因为当时连肚子都填不饱了。
何况他不到一个月就学会了发电报。
这在当时可是个满不错的职业，尤其是在阿拉卡塔卡。
”　　“我靠给报纸写文章生活。
”我说。
　　“你这是在安慰我，”她说，“谁看不出来啊。
瞧你这副德行，袁在书店里差点儿没认出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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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没认出你来呀。
”我说。
　　“可情况不一样，”她说，“我以为你是个要饭的．”她看了看我的旧凉鞋补充说，“连袜子都
没有。
”　　“这样舒服，”我说，“两件衬衫，两条短裤；穿一套，洗一套，还要什么?”　　“一点点体
面，”她说，然而又立即缓和了一下语气，“我之所以说这些，完全是因为我们非常爱你。
”　　“这我知道，”我对她说，“不过，换了你，你也会这么做。
”　　“我不会。
”她说，“因为我不会违拗父母。
”　　我笑了，心想你当初是怎么违翔家庭去艰父亲结婚的：　　“你敢看我的眼睛吗?”　　她严肃
地避开了我的眼睛，因为她知道我在想什么。
　　“没有父母的祝福，我是不会结婚的，”她说，“不管怎么样，他们祝福我了。
”　　且说加西亚·马尔克斯中途辍学干起了新闻。
新闻是什么东西?“十九世纪是文学的世纪，二十世纪是新闻的世纪”之类的时鲜妙论尚未流行，加西
亚·马尔克斯放着好好的法律不读，却偏要去当“耍笔杆子的乞丐”，做父亲的怎么理解得了?　　开
始只是偶尔为之的、顽童似的逃学和旷课。
某个下午，波哥大第七大道的咖啡馆里集结了几位文质彬彬的新“闲人”，其中就有加西亚·马尔克
斯和他的三位同窗：卡米洛·托雷斯、贡萨洛·马亚利诺和路易斯·维亚尔，以及后来加盟到这个小
圈子的阿普莱约·门多萨。
他们高谈阔论，天花乱坠。
　　这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结识了好几位诗人，如爱德华多·卡兰萨、豪尔赫·罗哈斯、豪尔赫·
萨拉梅亚等等，文学视野进一步拓宽。
　　校方对他的所作所为颇为恼火。
可他总能找出一些理由来加以搪塞。
他一会儿说自己得了肺结核，一会儿又称肝出了毛病或者肾有问题。
　　然而，纸包不住火，事情总有败露的一天。
　　就在校方决定对他作出处分的时候，波哥大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四月九日，前波哥大市
市长、左派总统候选人埃利塞尔·加伊坦被人暗杀。
顿时，朝野震惊，舆论哗然，波哥大陷入混乱，党派争端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混乱持续了三天三夜，数千人死于非命，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受此影响，波哥大国立大学被迫停课。
　　整整几个星期，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波哥大的学生不是上街游行，就是聚集在总统府门前静坐、
绝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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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序　　海明威说过，作家的最大不幸是童年的幸福。
我们可以不赞同这样的说法，却无论如何不能否定童年对于一个作家的至关重要。
前不久，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　　尔克斯在二十几个西班牙语国家同时发行
了自传《活着为了讲述生活》，从而又一次郑重地宣扬了童年的神奇、童年的重要。
他在这本凡579页、洋洋数十万言的自传中，再一次迷醉般地　　游历了记忆的天堂：远逝的童年。
　　这不能不令我想起李贽的一番心思。
李贽视童心为本真之源，谓童心失，则本真失。
盖因“童心者，心之初也”。
“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
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　　于其内，而童心失。
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其内，而童心失。
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
而童心失。
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
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　　“夫心之初，曷可失也?”但古今圣贤又有哪个不是
读书识理的呢?这不同样是一对矛盾、一种悖论吗?于是李贽的劝诱是：“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
使之勿失焉耳”。
　　美则美矣，然而它实在只是李贽的一厢情愿、想入非非罢了。
因为人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留住自己、留住童年的。
这的确是一种遗憾。
　　好在童心之真未必等于世界之真，人道(无论是非)也未必等于天道(自然之道)。
由于认识观和价值观的差异，真假是非的相对性无所不在，其情其状犹如人各其面。
倒是李贽那“天　　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的感叹，使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文艺家施
克洛夫斯基的陌生说。
施克洛夫斯基说过，“艺术知识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　　人感受事物
，使石头显示出石头的质感。
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仅仅是知道事物。
艺术的技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　　程本身
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
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
施克洛夫斯基突出了“感觉”在艺术中的位置，并由此衍生出关于陌生化或奇异化的一段经典论述。
其实所谓陌生化，指的就是我们对事物的第一感觉。
而这种感觉的最佳来源或许就是童心。
它能使见多不怪的成人恢复特殊的敏感，从而“少见多怪”地使对象陌生并富　　有艺术的魅力、艺
术的激情。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年轮的增长，童年的记忆、童年的感觉总要逐渐远去，直至消失。
于是，我们无可奈何，更确切地说是无知无觉地实现了拉康曾经　　启示的那种悲剧：任由语言、文
化、社会的秩序抹去人(其实是孩子)的本色，阻断人(其实是孩子)的自由发展，并最终使自己成为“
非人”。
但反过来看，假如没有语言、文化、社会　　的秩序，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
这显然是一对矛盾，一个怪圈。
一方面，人需要在这一个环境中长大，但长大成人后他(她)又会失去很多东西，其中就有对故事的热
中；另一方面，人需要　　语言、文化、社会的规范，但这些规范及规范所派生的为父为子、为夫为
妻以及公私君臣、道德伦理和形形色色的难违之约、难却之情又往往使人丧失自由发展的可能。
　　因此，人无论如何都不能留足自己、留足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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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是一种遗憾。
但庆幸的是人创造了文学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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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明威说过，作家的最大不幸是童年的幸福。
我们可以不赞同这样的说法，却无论如何不能否定童年对于一个作家的至关重要。
前不久，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二十几个西班牙语国家同时发行了自
传《活着为了讲述生活》，从而又一次郑重地宣扬了童年的神奇、童年的重要。
他在这本凡579页、洋洋数十万言的自传中，再一次迷醉般地游历了记忆的天堂：远逝的童年。
他的小说以丰富的想像编织了一个现实与幻想交相辉映的世界，反映了一个大陆的生命与矛盾。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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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