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造船厂>>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造船厂>>

13位ISBN编号：9787020081042

10位ISBN编号：7020081045

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乌拉圭]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

页数：203

译者：赵德明,王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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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船厂>>

前言

　　圣玛利亚——奥内蒂创造的文学世界　　赵德明　　距今大约三十年前，我们开始翻译乌拉圭著
名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的代表作《造船厂》的时候，感觉无论语言、文字还是内容情节都十分
陌生，很难理解人物的言谈举止、心理活动以及当时的社会氛围。
有趣的是今天再看《造船厂》，感觉当今社会生活的某些阴暗面与《造船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例如：行贿、受贿、投机倒把、官场腐败、人与人之间的钩心斗角和尔虞我诈⋯⋯由此不得不佩服胡
安·卡洛斯·奥内蒂对资本主义入木三分的认识水平和远见卓识。
《造船厂》创作于一九六一年，距今快有半个世纪了，但是它放之四海的普适价值并没有贬值，恰恰
相反，这两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尤其是美国金融界欺诈行为造成的危害，简直就是《造船厂》
的当代版。
由此我们更加怀念和钦敬奥内蒂的为人与为文。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于一九○九年七月一日出生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
他从小就酷爱文学，十三四岁时开始小说创作。
少年时因家境贫寒，靠自学成材。
他先后做过出版社的校对、编辑。
青年时期当过英国路透社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记者，后升任办事处主任。
他从事新闻工作的同时还协助创办乌拉圭《前进》杂志和阿根廷《请看与请读》杂志。
四十五岁时，经乌拉圭总统的推荐，奥内蒂担任了执政党机关刊物《行动报》社长。
三年后即辞职。
四十八岁时担任首都图书馆馆长兼国家喜剧院艺术指导。
五十三岁时获得乌拉圭国家文学奖。
六十六岁时，由于参加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受到军政府的迫害，不得不流亡国外。
后来定居西班牙专心从事小说创作。
一九九四年，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病故于马德里，终年八十五岁。
　　奥内蒂从三十岁起正式发表长篇小说：一九三九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井》问世，作品的主人
公是一位反英雄形象：离过婚，不满社会现实，对生活悲观失望，怀疑现存的秩序和价值观。
这对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拉丁美洲文学的乡土观念是个冲击，因为表现乡土生活的地域主义文学主张
作家应该深深扎根乡土、表现乡土，才是作家的出路，结果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十分干瘪，渐渐地失
去了读者。
奥内蒂解放思想，认为想象力与虚构结合才会大有作为。
他把这一认识付诸于创作实践中，成为开启拉美先锋派文学的领军人物。
这样的超前优势，他一直保持到晚年。
　　一九四一年奥内蒂发表了长篇小说《无主的土地》。
故事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书中还提到了希特勒、斯大林、托洛
茨基。
主人公名叫亚尔维，是个革命知识分子、共产党员，但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甚至同情托洛茨基派。
但是这个人物的嘴脸十分模糊，他很快就加入到失意的人群中了，他们都厌恶战争和政治斗争，怀疑
精神道德的价值，宁肯与流氓、妓女为伍，成为“冷漠的一代”。
　　一九四一年奥内蒂还创作了长篇小说《圆梦》。
主要情节讲述一位贵妇愿意花钱请剧团老板复制出她做的一个梦，因为这个梦让她快乐幸福。
老板于是雇佣了两男一女为贵妇圆梦。
表演到最后，贵妇死了！
是自杀呢？
还是梦里他杀？
死于梦内呢？
还是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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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都没有交代。
但有一点十分清楚：贵妇渴望从现实遁入到幻想中，极力把现实嵌入幻想。
整个故事由晚年的剧团老板在养老院里讲述出来。
　　一九四三年他的长篇小说《为了今晚》问世，作者以西班牙内战中人民阵线的内部斗争为题，写
了一个共产党领袖的故事。
内部分歧迫使这位领袖投敌叛变、出卖同志，他企图躲开党内的惩处，但又不愿意落到警方的手中，
于是东躲西藏，满城鼠窜。
作品用了大量笔墨描写他惶惶不可终日的狼狈处境。
但作者又没有把他完全抹杀，还特别安排了他帮助一个少女逃离虎口的情节，表明了落魄中的他还仍
然有人性闪光的一面。
作为主人公的对立面，作者塑造了强有力的铁腕角色：警察莫拉森，他性格粗暴、嗜杀成性，没有任
何的政治信仰，他是人性丑恶的化身，他要摧毁一切真诚、善良、美好的人物。
这部作品虽然有政治色彩，却远非演绎意识形态的小说。
 　　⋯⋯ 　　时过境迁，老圣玛利亚人已经所剩无几，酒吧、餐馆、妓院也已改头换面，居民的成
分也从土生白人为主转变为印第安人和黑人与混血人为主要成分了。
 　　时间和空间转换的跨度很大，常常令读者费解。
例如，疯女伊内丝生下的女孩名叫爱尔维拉，本来由女佣何塞菲娜养育。
但是，卡尔的日记中不加任何铺垫和过渡，就说有个姑娘书包里装着安全套和匕首，是对付强奸犯团
伙的，她天天准备割掉男人的“球球”，其实这个姑娘就是二十年后的爱尔维拉。
 　　此外，奥内蒂这最后一部小说还常常流露思乡的情绪。
至于人名地名的模糊可能与八十四岁老人的记忆衰退有关。
尽管如此，《当无关紧要之时》还试图取消西班牙语定冠词和不定冠词的使用，力图句子简练，但总
体效果欠佳。
无论如何，奥内蒂努力革新叙事文学语言的精神是应该称道的。
 　　奥内蒂用毕生的精力为后人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学艺术世界：圣玛利亚。
这个世界里充满了悲观、绝望、腐败、堕落的人物，这些反面人物是属于全世界的，是有长远警世意
义的：人性恶除非人类灭亡，它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
在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全球悲观、绝望情绪的增长，腐败、堕落现象的蔓延就是明证。
 　　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于青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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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故事发生在南美“圣塔玛丽亚”市。
五年前，病魔缠身、一文不名的拉森（绰号“收尸值”）被市长大人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下
得不亡命他乡。
当时，有人预言他还会回来，而且将重新领导圣塔玛丽亚市的新潮流。
据说，拉森曾“作法经营下流生意”（说穿了是开妓院），把一个好端端的城市弄得乌烟瘴气。
眼下，他真的回来了。
故地重游，或喜或悲，一般人是要大大地感慨一番的。
拉森却不然。
他回阔别的圣塔玛丽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报仇雪恨。
他先去了该去了地方———家滨海旅馆，租了一个房间，安睡了两宿，第三天一早起来再去做该做的
事——挨个儿逛酒吧，以便了解情况，伺机行事。
然而，鬼使神差，他见到了船厂老板赫雷米亚斯·彼得鲁斯的独生女儿安赫丽卡·伊内斯。
她是个妙龄十六的美丽姑娘，终日足不出户，可惜她母亲神经不大正常，而且不久前患脑溢血溢然死
去，父亲又是个大忙人，很少顾家，撇下安赫丽卡伶仃一人，同女佣何塞菲娜相依为命。
由于安赫丽卡·伊内斯生性孤僻，母亲死后则更是沉默寡言、神情恍惚，人说是母亲把不健全的神经
遗传给了她。
这一天，与拉森的邂逅，竟使她空灵的目光中透出了几分希冀、几分激情。
说来也怪，拉森这个对女色早已厌倦、腻烦了的不惑男人居然也莫名其妙、一见钟情地迷恋上了安赫
丽卡。
复仇的火焰于是日渐熄灭，取而代之以愈来愈强烈的生活欲望。
他要娶安赫丽卡，他要干一番事业，他要重新做人，他要生存，他在寻找生存的价值。
他找到船厂老板彼得鲁斯。
彼得鲁斯是个自称拥有三千万元资产的赫彼（即赫雷未亚斯；波得鲁斯）造船厂主。
为实际上已然衰败倒闭、破烂不堪的造船厂，他奔忙于圣塔玛丽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同事实上
早已不复存在的。
“董事会”商者对策，运筹操劳。
他还不厌其烦地敲开政府机关的大门，要求对“暂时处于不景气状态”的船厂免税。
他甚至在异想天开地聘用了一名技术经理和一名行政管理人员之后，正物色能使船厂起死回生的总经
理人选。
对他说来，拉森是最合适不过的。
他精明能干，有干大事业的雄心和经验。
于是他们一拍即合，签订了一个为期五年、月薪六千的君子协定。
从此，拉森便以总经理的身份出现在遍地瓦砾、一片废墟的“赫波造船厂”。
他的全部人马是技术经理孔茨和总管加尔维斯。
前者是德国工程师，正潜心“研制新的造船材料”；后者是总管，顾名思者，掌管着全厂行政事务，
上至董事长、总经理的例常“开支”，下至工人侍者的“月薪酬劳”，事无巨细，样样经手，件件过
目。
拉森见他们忙得不亦乐乎，也便一头扎进积满尘埃的文件堆里，象清点文物似地开始清理船厂间有关
企业、主顾的业务往来、财经关系等等。
然而，他着实忙了好几个月，却未获得分文报酬。
他开始变卖自己的所有，与此同时，拉森以未婚夫自居，每天都抽空去看望安赫丽卡。
很快，拉森花完了积蓄。
生活，眼看就要无以为继。
这时，他发现了加尔维斯和孔茨的秘案：他们表面上兢兢业业，埋头工作，实际上却合伙干着盗窃、
变卖船厂器械物资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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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是义正辞严地警告他们，不料他们反唇相讥，说彼得鲁斯是个骗子，不但欺骗了董事会，导致造
船厂破产倒闭，而且欺骗了拉森，教他做殉葬品。
不久，波得鲁斯锒铛人狱，加尔维斯去向不明，孔茨也突然销声匿迹。
拉森被眼前的一切搞得晕头转向。
他发现圣塔玛丽亚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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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Juan Carlos Onetti）是二十世纪拉美文学巨匠。
他一九0九年七月生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少年时因家境贫寒，靠自学成材。
他先后做过出版社校对、编辑，青年时期当过路透社驻布宜诺斯艾利斯记者，后升任办事处主任。
　　自一九三九年第一部长篇小说《井》一举成名，奥内蒂创作了《无主的土地》、《为了今晚》和
包括《短暂的生命》、《造船厂》、《请听清风倾诉》等在内的“圣玛利亚”系列小说以及大量中短
篇小说，被视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期的重要作品，其中，《造船厂》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作。
一九六二年，奥内蒂获得乌拉圭国家文学奖，一九七九年，他获得塞万提斯奖。
　　一九七四年，奥内蒂因卷入反乌拉圭军政府独裁的斗争而受到迫害，流亡国外，定居西班牙专心
创作。
一九九四年奥内蒂病故于马德里，终年八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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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圣玛利亚之一　　五年前，省长决定把拉尔森（又称“收尸人”）逐出该省的时候，有人曾信口
戏言，拉尔森将会重返故里，以延续那百日王朝，这王朝曾是我们城志上众说纷纭、激动人心的一页
——虽则现在几乎已被人忘却了。
听到这一戏言的为数不多，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因受挫而抱病、又被警察押解着的拉尔森本人，也立
时就忘掉了这一戏言，他已放弃了回到本城来的任何希望。
　　但是不管怎么样，自那句戏言说过五年之后，拉尔森在一天上午从科隆城开来的公共汽车上走了
下来。
他把手提箱放在地上，拽拽绸衫的袖口，然后提起箱子，缓步而踌躇地向圣玛利亚城中走去。
这时雨过初晴。
他似乎更胖、更矮了，他的模样已难以辨认，好像已被驯服了。
　　他在伯尔纳饭店的柜台上一面喝开胃酒，一面平静地注视着饭店老板的眼睛，直到被后者不动声
色地认出方才作罢。
他就在那里独自用过午餐，周围是些身穿方格印花衬衣的卡车司机。
（眼下这些卡车司机在同铁路抢生意，他们往返于罗萨里奥城和北方沿河各口岸。
这些人似乎生来如此：身强力壮、二十来岁、喜欢喊叫、无所顾忌。
仿佛是跟数月前通车的石子公路一起出生的。
）后来，拉尔森换到靠近门窗的桌子上，喝起咖啡加白兰地来。
　　许多人都口气肯定地说，他们在那深秋的中午看见过拉尔森。
一些人特别强调拉尔森那卷土重来的神情，强调他那夸张到近乎漫画式的架势，说他企图以此重演五
年前那副懒散、玩世不恭和傲慢的言谈举止；另一些人则提醒说拉尔森是在极力让人认出他来，因此
他有两个手指总是蠢蠢欲动，随时准备有人打招呼时便举到帽檐，随时准备迎接因重逢而表示的惊异
目光。
但是，也有些人持相反意见，他们坚持认为拉尔森神情冷漠、不知羞愧，说他手肘撑在餐桌上，嘴上
叼着香烟，面对阿尔蒂加斯大街的潮湿空气，注视着走进饭店的各种面孔，一心琢磨着人世的冷暖；
一面嘴角上露出浅浅的假笑，一面暗中记下这样和那样的嘴脸。
　　付饭钱时，他像往常那样小费额外地比别人多，随后重新住进伯尔纳饭店楼上的房间。
午睡之后，他开始在圣玛利亚城闲逛。
由于放下了手提箱，因而不那么令人注意，更符合他的本来面目了。
他步履缓慢、踏地无声，像个不修边幅的外乡人那样从过往行人身旁和店铺门前走过。
他沿着中心广场的四边和两条对角线走过一遍，仿佛要解决如何通过各条路径从甲地走到乙地而不重
复旧路的难题。
他对着教堂那刚油漆过的黑色栅栏走去，随后又折返回来，走进了店主依然是巴尔特的药店。
这时他的步伐更趋缓慢、更具特色、也更加警惕了。
他进药店是为了量体重，买肥皂和牙膏，同时还要看铺子里的告示牌，就像偶然看看某个朋友的照片
一样，只见那E面写着：“十七点前，药剂师不在店内。
”　　随后，拉尔森在附近兜了一圈，便摇摇摆摆地朝着通向沿江公路的三四个街区走下去。
这条路与去科洛尼亚镇的大道相接，路上冷冷清清，走到尽头处便是那座造有天蓝色阳台的小楼房，
现在是牙医莫伦兹租用着。
后来，有人在雷冬多磨坊附近看到了拉尔森，只见他双脚踏在湿漉漉的草地上，背靠大树在吸烟；接
着他用双手叩打着曼特罗农场的大门，买了一杯牛奶和一块面包，并不直接回答那些企图询问他住址
的人的问题。
（“他愁眉苦脸，一副苍老的样子，似乎很想吵架。
他还拿出钱来给大家看，好像是我们在担心他不付钱就会溜掉。
”）后来，拉尔森可能跑到科洛尼亚镇去消磨了几个钟头。
晚上七点半，他又在广场酒吧的柜台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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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他住在圣玛利亚市的时候，从未光顾这家酒吧。
整个夜里，他都在酒吧重演中午在伯尔纳饭店那咄咄逼人和假装正经的故伎。
　　他手举酒杯，和气地同男招待争论鸡尾酒的配方，冰块的大小以及汤勺的长短——免得提起他被
放逐五年一事。
也许他是在等候马尔科斯和他的朋友们。
他向迪亚斯·格雷依博士瞥了一眼，可是不想同他打招呼。
拉尔森付过酒账，把小费往柜台里一推，然后从高脚凳上笨拙然而满有把握地跳下来，沿着亚麻色通
道地毯向外走去。
他摇摇摆摆，迈着事先想好的细碎步走着，心里确信他获释这一事实虽则已成旧闻，但随着他的脚步
声一定会传播开来，一定会既咄咄逼人又简单明了地传播到每个人耳中。
　　拉尔森从酒吧出来以后，肯定是穿过广场回伯尔纳饭店的房间睡觉去了。
但是，城中没有任何一个居民记得在他回城后的头十五天里再见过他。
十五天后正是个礼拜天，在望过大弥撒之后，大家都看见了拉尔森，他站在教堂外的人行道上，神情
诡秘，面貌苍老，浑身尘土，手持一小束紫罗兰，紧贴在胸口上。
大家也都看见了赫雷米亚斯·佩特鲁斯的女儿——那个未出嫁的白痴独女。
只见她拉着那个脾气暴躁的驼背父亲从拉尔森面前走过，她甚至还对紫罗兰笑了一下，跨过一步后，
她努努嘴巴，弯下身子，惊恐而茫然地眨动着两只对眼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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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南美洲最伟大的小说家。
——胡利奥·科塔萨尔　　奥内蒂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是我们现代派文学的基石。
在叙事的智慧和对文学想象的挚爱方面，他给我们所有人上了一课。
　　——卡洛斯·富恩特斯　　奥内蒂是南美现代文学的经典和巅峰。
　　——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　　他的每一本书，每一个故事，都仿佛一部尚未写作就已存在
的长篇小说巨作中的部分篇章，仿佛一幅跨越空间与时间的地图的局部，那是虚构的圣玛利亚和真实
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的城市风光。
　　——安东尼奥·穆尼奥兹·莫利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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