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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学界大多对其从爱情主题进行解读与分析，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主流认识。 文章通过后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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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于 １９８５ 年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是加夫

列尔·加 西 亚·马 尔 克 斯 （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Ｊｏｓé ｄｅ ｌａ
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 Ｇａｒｃíａ Ｍáｒｑｕｅｚ，１９２７—２０１４）在《百年孤

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另一部重要作品。
马尔克斯曾说，他试图在作品中讲述一种能够使

人们可以将之珍藏心头并保持终生的爱情，同时

也声称《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他最好的发自内心的

作品。 纵观学界，多数评论观点将之认为是一部

爱情圣经或爱情大全，多从爱情主题进行分析与

论述，这种认识成为目前学界的一种主流认识。
本文通过后殖民视阈下的庶民理论与权力理论对

作品进行重新解读，试图说明主人公费尔明娜与

阿里萨的爱情是一部权力宰制下的爱情悲剧。
尽管有资料表明，小说故事的原型是马尔克

斯父母的爱情，其父亲在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也

提到过这点，我们从来没有否认它是一部关于老

人的爱情故事。 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将意识停留

在小说文本的爱情主题，无疑就会折煞小说的真

正意义与价值。 从权力视阈的角度进行解读对于

洞察作者的机智与揭示事物的本质有着至关重要

的关系。 细读文本，我们不难看出：在小说中，乌
尔比诺医生是权力一方的象征与隐喻，而他之外

的其他人代表着权力之外的“庶民”。 小说文本通

过众多人物的设计与塑造建构了一个上层对下

层，殖民与被殖民的主从关系。
众所周知，“庶民”一词的最早使用应该追溯

到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他首

次将“庶民”作为理论术语来使用，用来指称那些

“在资本主义社会注视不到的底层人民”①。 它的

英文写法为 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也有译作属下，下层，底层

的。 在葛兰西那里庶民更具有阶级特点，斯皮瓦

克将其进一步扩展延伸，使用它写出了一系列带

有后殖民色彩的论文与著作。 本文的庶民一词，
将具有更为宽泛的意义，指称那些在任何社会中

被宰制的、处于从属地位的下层人民。 笔者认为

在庶民这个概念里，理应包括阶级、种族、年龄、性
别、经济与社会地位等诸多层次。 庶民，往往是在

某一社会体系中明显处于弱势的群体，他们在政

治、经济、文化、思想上受到压迫。 在人类生活的

各个公共领域与私人场所无一例外地受到压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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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与歧视，尽管这种剥削与压榨有时候是以一

种极为隐蔽的方式进行。 此外，庶民一词还包含

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等级关系，诸如下级对上级，穷
对富，女对男，权力客体对权力主体等等。 本文中

的庶民特指除了乌尔比诺医生家族之外的在作品

中出现的其他人物。
为了表述的方便，下文以人物为线索来揭示

权力主体是如何展现权力及操纵庶民阶层的命

运的。

一、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
权力空间的分布以及权力与知识的合谋

　 　 小说描写的加勒比地区的商业城市是一座殖

民城市，这个城市的一面是令人厌恶的美洲奴隶

市场与令人作呕的生存环境，另一面则是欣欣向

荣的经济繁荣与屋大风凉的高级别墅。 作者通过

乌尔比诺最好的朋友德圣阿莫尔的黑白混血的情

人之口说出了这座城市就是“穷人等死的坟墓”。
小说一针见血地描绘了一幅城市景象：“冬天，瞬
间而至、席卷一切的暴雨使厕所里的污水漫溢，把
街道变成令人作呕的泥塘。 夏天，有一种看不见

的灰尘，粗糙得就像烧红的白垩粉，被狂风一吹，
便会从各个缝隙钻进屋里，堵得再严实也无济于

事。 此外，狂风还会掀开屋顶，把小孩抛向空中。
星期六，那些黑白混血的穷人们会乱哄哄地离开

用纸板和锌铜合金板搭建在沼泽边的棚屋，带着

牲畜和吃饭饮水的家什，一窝蜂兴高采烈地去占

领殖民区那布满岩石的海滩。 直到前几年，一些

上了年纪的人身上还带着真真正正的奴隶印记，
那是用烧红的烙铁印在胸口的。 ……把自己灌得

烂醉，在梅子丛中交欢……到了星期日的半夜，他
们会以一场血腥的群体争斗来结束自己的方丹戈

舞……”②而在港湾的另一边坐落着社会上层人士

乌尔比诺医生的家，这里的一切仿佛属于另一个

世界与另一个时代：“房子又大又凉爽，只有一层，
室外的露台上有着多利克式的柱廊，站在那儿可

以将海湾里弥漫瘴气的水域和沉船残骸尽收眼

底。 ……”③而维也纳摇椅、精致的圣哈辛托吊床、
名贵的土耳其地毯等精美器物充斥在屋子的各个

角落，就连钢琴上也盖着一块名贵的马尼拉披肩；
书房里的每一册书都裱着小牛皮，书脊上用烫金

的字印着书名的首字母，连他的心爱宠物鹦鹉的

心智也好像不比老城区的那些下等民众低，他甚

至教会了这只鸟儿拉丁弥撒中的伴唱和从《马窦

福音》中挑出来的几段经文，以至于共和国的总统

苏亚雷斯也亲自带着全体内阁部长来了，为的是

想要一睹鹦鹉小姐的芳容与她美妙的歌喉。
乌尔比诺医生自小降生在一个古老的有着上

百年历史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有着象征着家

族荣光与祖上荫庇的长长的姓名胡维纳尔·乌尔

比诺·德拉卡列，在家族良好的照拂下健康长大。
青年时期他留学欧洲，用在巴黎的著名大学和名

师那里学到的专业医学知识开办了加勒比各省第

一家医学协会并担任协会的终身主席；他用最新

的手段制止了本省最后一次霍乱，因此声名远播；
虽然他拒绝接受任何官职，却有人时不时地主动

给他；成年时，他娶了加勒比地区最美的女人为

妻，婚礼由曾担任了三次共和国总统的哲学家、诗
人和国歌歌词作者拉法埃尔·努涅斯博士主婚，
婚后育有一儿一女。 他死时，教堂响起了只有省

长以上级别的人才能享用的丧钟，警示着全城有

位重要人物离世了。 他死后，遗体放置于只有主

教才有资格享用的棺木之中，停放在省政府的大

厅里供人瞻仰。 公共机构降了半旗，教堂的钟声

响个不停，全城因此哀悼了三天。
马尔克斯认为，权力是人类所创造的最高级、

最复杂的成果。 在小说中的乌尔比诺医生无疑是

权力的象征，区别于其他庶民，他无疑是处于金字

塔顶端的人。 印度社会历史学家 Ｇ．Ｓ．古里在《印
度的种姓和阶级》中说：“种姓是一些自我发展的

团体，因此，其成员权，不像那些自愿团结成为一

个团体或是所形成的一个阶级，不是由选择决定

而是由出生决定的。 一个人的地位，并不像现代

欧洲的阶级划分，所依赖的不是他的财富，而是他

有幸所出生的那个种姓的传统的重要性。”在《霍
乱时期的爱情》中，这种富而不贵的思想表露无

遗，无论是作为暴发户的费尔明娜的父亲洛伦索

·达萨，还是阿里萨的叔叔莱昂十二，尽管财富已

经拥有的像罗马皇帝一样多，当有人说他是富人

时，他还是强调：“富人？ 不” “我只是个有钱的穷

人，这压根儿不是一回事。”④在作品中，乌尔比诺

的种姓、家族、阶级、知识与权力是上层社会权力

的集中展现，他的出现是以拯救者的身份完成对

贫穷、落后、愚昧的下层社会的救赎，小说中的霍

乱作为一种疾病，是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

落后的政治、经济、思想、医疗状况及居住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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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

二、费尔明娜·达萨：
权力主体凝视的对象与

权力操纵下的自我重塑与臣服

　 　 小说中，费尔明娜出生于一个单亲家庭，母亲

早死，父亲靠着不清不白的生意发了横财，她屈从

父权嫁给了一个并不爱的人，完成父亲将他的姑

娘变成了一位高雅的夫人的心愿。 在这场人生的

逆袭中，当她已经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贵族夫人

的时候，仍然感到周围空气中隐藏的敌意。
在家庭生活中，在夫妻关系上，她是乌尔比诺

医生的附庸与私人保姆，时刻忍受着丈夫对她的

性别压制与剥削。 她的全部价值体现在料理饮食

起居与及时地给浴室放上香皂。 小说中提到如果

费尔明娜问医生吃什么，他一定会在看报纸时头

也不抬地说：“随便”。 可一旦饭菜不可口，他就会

往前一推并说，这顿饭没有用感情去做。 总之，是
牛肉不能是牛肉的味儿，鱼不能是鱼的味儿，猪肉

上不能有斑点，鸡肉不能发现有一根毛。 甚至为

了浴室里放没放香皂的问题，两个人冷战了四个

月，就是因为医生认为放香皂是费尔明娜的份内

之事。 此外，她还要忍受来自婆婆与小姑子的阶

级压迫，因为她们始终认为费尔明娜是来自比她

们更低的一个阶级。 她们迫使费尔明娜，“每天都

要摆好宴会用的桌子，铺上绣花台布，摆上银制的

餐具和仿佛在葬礼上用的那种大烛台，就为了让

五个幽灵般的人用上一杯牛奶咖啡加奶酪饼当做

晚餐”⑤。 而费尔明娜则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习惯屈

从于权力一方的习惯，忍受着从小也不能吃的

茄子。
在小说中一共出现了三次吃茄子的情节，第

一次是当弗洛伦蒂萨·阿里萨在追求了费尔明娜

四个月仍然不见回音后，费尔明娜的回应，只要不

逼她吃茄子，就同意结婚。 第二次是五岁时，就因

为说了声讨厌茄子，父亲就逼她吃下了为六个人

准备的整整一锅茄子。 当她终于无法忍受吐出了

已经变成碎末的茄子时，家人为了治疗她而强迫

她灌下一碗蓖麻油，这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与痛苦，
吃茄子变成了一生的恐惧与阴影。 第三次是婚

后，不得不在卡萨尔杜埃尔罗侯爵府遵从婆婆布

兰卡夫人的习惯，面对每天食谱里变着花样的各

式各样的茄子。 吃茄子的情节绝不是偶然出现

的，马尔克斯是一个极富经验的作者，他设计了这

个情节等待着聪明的读者去发现。 在这里，吃茄

子已经超出吃茄子的本身，正如《雷雨》中周朴园

逼迫繁漪吃药，事件本身不是吃与不吃的问题，而
是权力的展现问题。 谁决定吃，吃什么，什么时候

吃，正是权力在家庭领域中潜现。 而更可悲的是

这些是凭借着爱的名义进行的。 爱你才让你吃茄

子，爱你才让你吃药，权力对象的痛苦与忍耐倒映

出权力主体获得控制感后的得意与满足。 权力无

处不在，大到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小到家庭生活

的各个角落。
因此，费尔明娜这个看似已经通过出嫁而成

功走向上层社会的女性，事实上却饱含屈辱，成为

权力宰制的对象：在婆婆的淫威下，她不得不学习

钢琴，忍受着对她来说是一种奢侈的刑罚。 因为

婆婆认为不会弹钢琴的女人绝不是一个体面的女

人。 此外，婆婆对她所有的一切吹毛求疵，包括对

待丈夫的态度、走路的姿势、给孩子喂奶的方式、
招待客人的甜点等统统会成为招致讥刺与嘲弄的

原因，承受着来自权力主体的“凝视”与“宰制”。
当她转而向自己的丈夫求助时，却悲哀地发现这

个男人：“在职业权威和世俗的迷人外表下，她嫁

的这个男人其实是个无药可救的懦夫：一个靠姓

氏带来的社会地位而耀武扬威的可怜虫”。⑥在个

人爱好方面，她与丈夫有着饲养动物的共同爱好，
但他却立场严明并声称：“凡是不会说话的，一律

不许进这个家”⑦，意思是除了他本人喜欢的鹦鹉，
其他的都不能养，这一切都说明着这个家真正的

主人与主宰者是乌尔比诺医生，他才是权力的中

心。 费尔明娜作为妻子，并没有被尊重。 她所爱

的一切动物，在乌尔比诺医生看来：“狗并非忠诚，
而是卑躬屈膝；猫则是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孔雀是

死神的传令官；金刚鹦鹉不过是惹人厌的装饰物；
兔子助长贪婪；长尾猴会传染欲火；公鸡则该遭天

谴，因为正是它造成了基督三次被人否认”⑧，因而

费尔明娜不能养它们，她要做的就是料理日常和

及时地给浴室放上香皂。
在学校生活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宗教权力对

费尔明娜的宰制，因为在课堂上写了一封关于爱

情的纯洁的信，费尔明娜被圣童贞奉献日学校开

除，闲居在家。 当她被乌尔比诺医生看中后，校长

弗兰卡·德拉路斯嬷嬷充当了医生的说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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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让她体面地复学，这样费尔明娜就可以完成学

业，获得文学学士文凭，而当初被开除的原因则可

以从档案里和大家的记忆里一笔抹消。 德拉路斯

嬷嬷无疑掌握着来自宗教与学校话语权，这个口

口声声称爱情为罪过的人，现在却在求自己的学

生嫁给乌尔比诺医生。 她拿出了一串被克莱蒙四

世祝福过的象牙雕刻的基督像金念珠来诱惑涉世

不深的费尔明娜。 而对于费尔明娜来说，一见到

嬷嬷就想起了：“学校里所受的种种折磨一股脑儿

地涌上心头：每日弥撒那难以忍受的无聊，考试的

惊恐，新入会修女的卑躬屈膝，以及被精神上的空

虚所毁掉的全部生活”⑨。 但就是这样的学校却是

上流社会的小姐们争相去上的学校，因为它会培

养她们相夫教子的艺术，这就确保了毕业后可以

嫁个社会名流作丈夫。 被学校开除意味着权力的

丧失，沦落底层，无法翻身与出声，变成了失声的

妇女，这就是福柯认为的“正是在话语结构中权力

与知识得以连结在一起”⑩。 当校长嬷嬷看到自己

的招数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的时候便威胁到：“你
最好放明白些”，“因为在我之后，大主教可能会

来，跟他谈，情况可就完全不一样了”。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自从她所属的教会在美洲建立以来，乌
尔比诺·德拉卡列家族给了她们很多赞助。

在社交生活中，她的一些行为包括抽烟、骑车

等，始终被上流社会认为是粗鄙和低级的。 因此，
即便在自己的家里，她也不得不躲到卫生间去抽

烟，对她来说卫生间是家里唯一可以自由呼吸的

空间。 斯皮瓦克曾指出：“我本人对于女人的定义

十分简单，它取决于在各种本文中所使用的‘男
人’这个词。 这些本文为文学批评机构这个角落

奠定了基础，我就置身于这个角落。 你可能会说，
这个根据‘男人’一词来规定的女人的定义是一种

反动观点。 那么，我不给作为女人的我自己勾勒

独立的定义总该是可以的。”就是因为抽烟、骑自

行车这些事是男人干的，因此，女人干了就不体

面。 这个女人的定义，是根据男人的定义来定义

的。 慢慢地，连费尔明娜本人也将这些令主流社

会与精英阶层所生厌的行为自觉地压缩成生活中

极其少的一部分。 最终，她不得不向权力屈服与

妥协，认识到与得到的特权相比，这些屈辱、痛苦

与嘲弄实在算不了什么。 父亲购置的福音花园成

了她婚后秘密透气的地方，成为她逃避令人窒息

的宫殿般的家庭生活的避难所。 在那里，她悄悄

地捡回了几只猫，将它们交给仆人照料，偶尔会想

起阿里萨为自己用爱建造的房子，她始终觉得丈

夫是因为虚荣心而不是因为爱而娶了自己。 他们

从未谈起过爱，即便在新婚之夜也没有，正如医生

的观点，婚姻生活最重要的不是爱情而是维稳。
就这样经过了半个世纪奴仆般的家庭生活，直到

在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丈夫死后，她才重获

自由。

三、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
权力边缘挣扎的男性及
依附于他的情人们

　 　 从出身看，阿里萨的父亲虽然是加勒比河运

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但父亲却从未在法律上承认

过他，作为私生子，父亲只是偷偷地承担着抚养

费。 从种族上看，母亲是黑白混血人种，他用着母

亲的姓氏，没有乌尔比诺医生那样可以带来荣誉、
尊严与社会地位的家族光环。 从成长环境看，他
父亲早死，是在单亲家庭里长大的。 从职业来看，
母子俩用尽全力，在叔叔的帮助下，也只是找了一

个在邮电局当电报员的职业。 从外貌来看，阿里

萨身材瘦削，性格内向，衣衫简陋，总是带着一副

近视眼镜。 平日里只有一套像样的礼服，还是父

亲的遗物，整个人看上去可怜兮兮，仿佛随时要参

加丧礼一般。 虽然母亲精明强干，但是一家人仍

然处于无产状态，租住在临街的一栋铺面里，靠着

母亲偷偷放高利贷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积攒着财

富。 从居住空间上来看，尽管阿里萨的母亲费尽

心机为儿子准备婚房，但是这样的居住空间和乌

尔比诺医生的大别墅相比仍然相距太远。 因此，
无论从出身、种族、职业、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来

看，阿里萨毫无疑问是一个处于权力边缘的人，这
也是他爱情受阻的重要原因。 在费尔明娜的父亲

洛伦索·达萨看来，一个美丽的、经受过古典教育

的姑娘通过一桩美满的婚事获得新生是最理想不

过的事情，而阿里萨这样一位对象无疑是他完美

计划路上出现的最大的绊脚石。 当洛伦索拿着枪

威胁着阿里萨的生命时，阿里萨却毫无畏惧发出

了“没有什么比为爱而死更光荣的了” 的呼喊。
面对这样的爱情疯魔，洛伦索只好选择带着女儿

长时间的旅行以便让时间来冲淡女儿的这一段没

有前途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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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早爱上费尔明娜消极等待消息时，他的

母亲就正告他：“弱者永远无法进入爱情的王国，
因为那是一个严酷、吝啬的国度，女人只会对意志

坚强的男人俯首称臣，因为只有这样的男人才能

带给她们安全感，她们渴望那种安全感，以面对生

活的挑战”。 阿里萨凭着从母亲那继承来的顽强

意念，在后来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坚持着对

费尔明娜的爱。 对他来说，爱变成了一种劫数，一
种鬼魂附体，一种类似于霍乱一般一旦染上就难

治愈的疾病。 尽管在后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坚守

中，他肉体多次出轨，甚至因此患上了梅毒，在他

的性爱日记本上记载着和形形色色的不同女人的

六百二十二条性爱记录。 他坚信腰以上的是爱，
腰以下的是性，所有这些行为都以一种隐蔽的秘

密的方式进行，他始终为费尔明娜保持着自由之

身。 当生活不断强拆他的身体的时候，他坚定地

守住了灵魂。 在与其他女人的交往中，他从来反

对将这种关系公开，以免消息传到费尔明娜耳中。
他从来都表现得就像是费尔明娜·达萨彻头彻尾

的丈夫：肉体上不忠，心灵上却死心塌地。 他的整

个一生都郁郁寡欢、心思沉重，累累如丧家之犬，
内心却无比坚定地认为自己的生命可以坚持到费

尔明娜丈夫死去的那一天，仿佛人家的命运是由

他决定一样。 这一天将是他的爱情重见天日的一

天，这种“唐吉可德”式的乐观精神使他穿越了无

数的情人，却永不停歇。 在这一场人生的秘密探

险活动中，他排除万难、不改初衷、不忘初心。 尽

管在命运的最后，他终于在莱昂十二叔叔的帮助

下扶摇直上，上升为河运公司的董事长，公司实际

的掌权者，但从他的整个漫长一生来看仍属于庶

民，一个彻头彻尾的经济上、政治上与种族上的

庶民。
在小说中以阿里萨与乌尔比诺为线索出现了

一个庞大的妇女群，她们的命运各有各的不幸，可
以说是他者中的他者、庶民中的庶民。 作为被权

力遮蔽的底层妇女，她们无法言说、无从表达，只
有在最底层为生活而挣扎。 同样，在历史上毫无

半点对她们的记载，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对她们

的蹂躏、践踏与剥削。 斯皮瓦克指出，性别意识形

态建构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在殖民生产的语境

中，如果底层阶级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作为

女性的底层阶级就被置于更深的阴影之中了。
……就她们的情况看，对消费主义和剥削结构的

否认和拒绝是由父系社会关系构成的。 在国际劳

动分工的另一方面，剥削的主体不可能熟悉和讲

述女性剥削的文本，即便非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已

经荒谬地为她争得了说话的空间。 妇女受到双重

掩盖。”小说中的黑女人，是妇女中最为不幸的一

类，是底层的底层。 在小说中，乌尔比诺医生有一

次出轨行为，当费尔明娜知道后，让她感到羞辱的

不是丈夫出轨本身，而是丈夫竟然是跟一个黑女

人在一起，尽管医生反复强调是黑白混血的女人。
这些女性，不但受以男性为主的社会制度的歧视，
甚至还要受到女性群体本身的歧视，白人妇女对

黑人妇女的歧视。 她们除了忍受社会对于女性的

盘剥，还要忍受来自种族方面的歧视。 无论是作

为男性的医生还是作为女性的费尔明娜都觉得是

一种耻辱，“最糟的是，见鬼，竟然是跟一个黑女

人”。 出轨与不忠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

关键竟然是跟一个黑女人，这种感觉带来的屈辱、
愤怒甚至超过了出轨事件的本身。 我们看到，即
便是本身处于弱势群体的女性费尔明娜，也是带

着殖民意识来看问题的。
小说中的下层妓院是值得关注的另一个地理

空间。 在这个空间，妇女们即使在白天也脱光了

衣服，到了晚上就会打扮成街上的“夜鸟”。 而有

的妇女虽然已经为人母，甚至为人祖母也不得不

来到妓院，这里是她们的生存手段。 当她们不得

不把孩子带进妓院的时候，首先做的就是脱光孩

子的衣服，以免他觉得和别人有何不同，她们试图

通过消弭差异的方式来掩盖事情的本质与真相。
在这里，来自最底层的妇女们结成了一种“姐妹情

谊”，她们互借牙膏、衣服。 小说文本中反复出现

的“代笔人门廊”也更是一个巧妙的设置，来这里

的人目不识丁、鱼龙混杂，通过被人代书的方式来

与亲人、情人进行沟通，知识的贫乏、教育的缺席

使他们失去了为自己代言的能力。 代笔人门廊里

建构了底层人民无法自己发声，属下无法说话的

悲剧命运。 属下能说话吗？ 小说中提到的年轻的

男孩和女孩都找阿里萨来给自己的对象写信，很
快，阿里萨就发现了陷入了自己给自己写情书的

滑稽事实，这便是活脱脱的人生，比荒诞更荒诞，
比起哭更令人想笑，却是含泪的笑。 这种底层无

法发声、庶民无法说话的现实无奈，进一步说明知

识与权力的合谋。
历史同样是为上层人书写的历史，底层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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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需要被选择性地书写在历史的夹缝之中。
历史的书写代表着官方意志与殖民主义情结：“因
为文献材料是相当片面，根本不可能存在有关庶

民运动的正面的或者说是实证性的记载， 也

根本没有庶民证词、回忆录、日记或官方的历史记

载。”即使有关于庶民的记载也充满着片段、破
裂、偏见与碎片化，在现实生活中她们被置于边

缘，不被重视。 她们无名无姓，缺乏表达自己的能

力与工具，处于底层的底层，边缘的边缘。 斯皮瓦

克曾指出：“学院式的女权主义者必须学会向她们

学习，跟她们说话，质疑她们进入政治和性别领域

的途径，而不是仅仅借助于我们的高级理论和启

蒙热情去纠正这些弱势妇人的历史经验”。 妓院

是男人们寻欢作乐的空间，却是底层妇女赖以生

存的根本与安身之所。
作为人类最高级与复杂的发明，权力有两个

变体：一方面制造了权力主体的显赫与权势，另外

一方面，也造就了权力对象的苦难与不幸。

四、 海上乌托邦：权力无法到达的地方

　 　 乌尔比诺医生的死象征着真正权力的退场，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经历了漫长的五十一年四

个月零九天的等待后，才能享用到真正的权力退

场后的残羹冷炙。 而费尔明娜这个在年轻的时

候，被权力强奸了意志的妇女，在经历了半个世纪

牢笼般的生活后重获自由的呼吸。 这时，她已经

七十二岁，在年龄上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庶民，已然

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却也不得不接受权力对她的

进一步的宰制。 女儿奥菲莉娅认为年老的恋爱就

是卑鄙与耻辱，因而对母亲横加干涉。 费尔明娜

指着已经逝去的母亲的遗骨发誓，从此不见女儿，
人生第一次勇敢地捍卫了自己的情感与爱情。 同

时，年老透露出的无力感、颓废感，使她发出了：
“我已经七十二岁了，我还能怎样呢”的感叹。 她

向自己的儿媳诉说：“一个世纪前，人们毁掉了我

和这个可怜的男人的生活，因为我们太年轻；现
在，他们又想在我们身上故技重施，因为我们太老

了”当费尔明娜对现实生出一种无法抵挡的厌恶

感时，阿里萨安排了一场海上旅行。 船上的空间

与现实的空间作以隔离区分：在自由的海域，作为

董事长的阿里萨拥有最高的权力，一对老人重获

自由。 无论是谁都无法干涉，在这艘飘扬着象征

着霍乱进入免疫隔离的黄旗的船上，他们：“仿佛

一举越过了漫长艰辛的夫妻生活，义无反顾地直

达爱情的核心。 他们像一对经历了生活磨难的老

夫老妻，在宁静中超越了激情的陷阱，超越了幻想

的无情嘲弄和醒悟的海市蜃楼：超越了爱情。 因

为他们已在一起生活了足够长时间，足以发现无

论何时何地，爱情始终都是爱情，只不过距离死亡

越近，爱就越浓郁”。 两位被死神窥视的老人，身
体上充满了秃鹫般死亡气息的老人，在等待了半

个多世纪后，终于走向了真正的自由，抵达爱情的

乌托邦王国。
马尔克斯在结尾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爱情的乌

托邦，一个与现实抗衡的理想社会，“那将是一个

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乌托邦。 在那里，
谁的命运也不能由别人来决定，包括死亡的方式；
在那里，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幸福有可能实现；在
那里，命中注定处于一百年孤独的世家终将并永

远享有存在于世的第二次机会”。 这是一个令人

心痛的庶民的爱情故事，从诞生的一刻就注定了

磨难，即便是已经通过一生的努力靠近了权力上

层，也由于年老注定破败，注定了漂流在无边无际

的海域，打着象征着疫情的黄旗，不被主流社会与

权力阶层认可，只有抱定必死之心走向死亡，向死

而生。 那是生命的末梢与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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