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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贡多的社会变迁及其现代性表现 
——《百年孤独》的社会学解读 

□李晓燕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100086] 

□刘易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102] 
 

[摘  要]  本文试图用社会学有关现代性的诸种理论来解读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

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百年孤独》通过布恩地亚家族七代人的命

运，讲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从小说中可以看到，现代社会的种种特征在马贡多

逐渐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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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天才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

幻现实经典之作《百年孤独》于1967年出版并于十

五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其离奇的情节、多

重的诠释空间吸引了全世界众多的文学读者和评论

家
①[1]
。多数人认为，《百年孤独》用布恩地亚家族

七代人百年的坎坷经历，反映了拉丁美洲的历史[2]。

评论家们纷纷以布恩地亚家族成员的共同特征——

孤独，揭示了拉丁美洲被西方世界排除在文明进程

之外的命运，并认为小说指明了一条拉丁美洲国家

如何摆脱贫穷、落后、愚昧现状的道路[3-5]。 

在把布恩地亚一家的命运和拉丁美洲的历史结

合起来这一点上，许多文章似乎总是语焉不详，或

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及论证过程。而且，从社会学

的角度看，马尔克斯的眼光不仅局限在哥伦比亚或

拉丁美洲的历史上，其《百年孤独》同时也具有普

遍意义，它也是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具有现代性的

社会的缩影。 

社会学有关“现代性”的理论十分丰富。在经

典社会学中，涂尔干以有机团结代替机械团结来说

明传统社会转变成了现代社会；韦伯认为传统社会

与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传统社会的实质理性

被现代社会的形式理性所取代；而齐美尔则宣称，

在现代社会，主体文化将逐渐不能接受日益膨胀的

客体文化；吉登斯、鲍曼、布希亚、瑞泽尔等现代

社会学家更是从风险社会、大屠杀、社会麦当劳化

等方面和角度对现代社会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和界定
②[6-9]。本文拟从这些社会学家的某些分析角度对《百

年孤独》进行分析，以证明这部作品实际上也描述

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及小说后半部

分所描述的变迁后的马贡多所具有的现代社会的种

种特征。 

《百年孤独》通过布恩地亚家族七代人在加勒

比海边一个叫马贡多小镇的命运，反映了马贡多的

社会、经济、文化传统的变迁。小说最后以布恩地

亚家族的灭亡而结束，“命中注定要一百年处于孤

独的世家决不会有出现在世上的第二次机会”[10]430，

家族的毁灭象征着传统社会的彻底瓦解以及现代社

会的建立。 

一、促成马贡多走向现代社会的因素 

在《百年孤独》的前半部分，马贡多基本上还

是一个充满着魔幻色彩和巫魅气氛的传统社会。已

死的普罗登肖·阿基拉尔仍在用芦草去堵那致命的

伤口，阿玛兰塔的小摇篮可以在房间里兜圈，奥雷

良诺则有着准确的预知能力。然而，由于下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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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贡多走上了通往现代社会的道路。 

（一）与吉卜赛人的交易 

这些吉卜赛人几乎每年一次的到访，带来了磁

铁、放大镜、冰块、假牙、铜板照相等科学技术，

更重要的是，这些让马贡多镇的人们打开眼界的科

学发现和发明激发了当地人追求科学、追求事物发

展规律的愿望，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开始想

要运用磁铁来寻找金子，用炼金术增加金币的数目，

并组织人探险，以寻求一条通向外部世界的通

途…… 

（二）和邻镇通商 

这条商道是乌苏拉为寻找同吉卜赛姑娘一起出

走的儿子偶然发现的，与物质文明更发达的小镇通

商，也促进了马贡多的商业及物质文明。乌苏拉从

此开始从事的卖糖兽生意，是家庭物质条件兴旺的

开端，也使布恩地亚家族宽敞漂亮的新房能够被建

成，并购置了“昂贵的装潢用品和家用器具”[10]7

以及奢侈品——自动钢琴。 

（三）战争 

这次战争是由于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争斗而引起

的全国性战争，其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人员流动的作用。 

二、马贡多走向现代化的具有象征意味的

事件 

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并将

之形象地比喻为“朱古诺”（juggernaut），并描绘其

为一个失控且能量巨大的车头，我们人类总体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驾驭它，但它总在威胁着要逃脱控制，

使自己翻车。对于抵抗者，朱古诺将之碾碎，有时

它行驶平稳，但有时它冲向我们不可预见的方

向……[6]，这种意象很容易使人想起火车的形象。

它能量巨大，难以控制，前进的方向却并不明朗，

不知将把人类带到什么地方。这就是现代社会的风

险性所在。 

火车的引入，也是马贡多走向现代化的具有象

征意味的事件。从此，马贡多毅然决然地迈上了走

向现代社会的道路。 

火车被引入的直接原因也颇意味深长，它是工

业扩张的产物。布恩地亚上校的在多年辗转全国作

战后所留下的十七位儿子来到马贡多团聚，其中一

位观念较先进的奥雷良诺·特里斯特在马贡多当地

开了一家工厂——冰厂，并与也留在了马贡多的奥

雷良诺·森特诺一起，扩大了冰厂的规模，其产量

“远远超出了当地市场的需要”[10]37，正是在这个

时候，他孕育了一个不仅对其制冰工业的现代化，

而且对马贡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都具有决定意

义的步骤，即奥雷良诺·特里斯特说：应该把铁路

修到这儿来[10]59。 

这家冰厂有现代社会中工业的特征，并且正如

历史所证明的那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扩大，

产能过剩，必将导致向外地甚至外国寻找市场。因

此，接触过外部世界的特里斯特才会想到火车。布

恩地亚家中家族式的、传统的、作坊式的手工业—

—糖兽生意被抛弃，并修建了现代化的工厂，开始

了工业化。而铁路和火车的引入，成为马贡多和世

界各地联系的纽带。 

事实上，火车在文学作品中经常被作为进入现

代社会的标志和象征。列奥·马克斯（Leo Marx）

在其著作《花园中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田园理想》

一书中，把轰鸣着的火车驶入田园般宁静的乡间作

为美国工业化开始的核心意象和象征[11]。因此，火

车在马贡多定期出现并作为现代社会开始的象征，

即使在文学作品中也并不是特例。 

铁路和火车的引入给马贡多的社会所带来的深

远影响恐怕超出了特里斯特的想像和估计。正如书

中所说：“这列无辜的黄色火车将给马贡多带来多

少捉摸不定的困惑和确凿无疑的事实，多少恭维、

奉承和倒霉、不幸、多少变化、灾难和多少怀念啊”
[10]231。 

三、马贡多在火车引入后所出现的现代化

特征 

火车给马贡多所带来的现代性特征，颇符合吉

登斯在其著作《现代性的后果》所认为的现代性可

以加以界定的四个方面，即一是以商业生产、私人

财产所有权、没有财产而靠工资过活的工人等为特

征的资本主义制度；二是用非畜力能源和机器来生

产货物的工业主义；三是主要在政治领域对其成员

进行监督的监督能力；四是在军事方面对暴力手段

的控制[6]。 

火车给马贡多带来了资本家和资本。赫伯特先

生，一个做热气球生意的商人，发现了马贡多这个

原始地方的宝贵资源——香蕉，并以理性、科学的

方法，用仪器对之进行检验，对当地的温度、湿度、

光照强度都进行了检测，并邀请专家——“工程师、

农艺师、测绘员、水文学者和土地测量员”加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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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地验证[10]231-232，以检验是否适合大规模种植。真

正投资的则是美国的资本家杰克·布朗，而靠工资

养活自己的工人阶级则多半由外乡人来充当。 

随着资本家而来的是以机器和非畜力能源为特

征的工业。随着火车引入了不少机器：电影、电话、

留声机等，养鸡场是电气化的。这些机器在最初的

时候令马贡多的人们颇不习惯，遭到他们的咒骂和

嘲弄，但久而久之这些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机器却

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梅梅和情人在巴比洛

尼亚的约会就是在电影院进行的；火车成为越来越

多人的交通工具；火车带来了蜂拥而入的外乡人，

也把马贡多的人输入到外地。布恩地亚家族的第五

代传人霍塞·卡迪奥、阿玛兰塔·乌苏拉都被送到

罗马等地接受神学教育或现代教育，当然他们也接

受了更多的现代思想和生活方式[10]233。 

在监督能力和对军事的控制方面，现代的马贡

多政府显然和传统的马贡多政府不可同日而语。当

莫科特先生来到马贡多当镇长时，其要求统一房屋

墙壁外表颜色的做法遭到当地百姓的反对，霍塞.阿

卡迪奥.布恩地亚闯入办公室，要求撤销统一颜色的

做法，并说“士兵应立即离开马贡多，社会治安由

我们担保”[10]236-237。他的要求得到了允诺，士兵马

上就撤离了。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的政府无意控制军

队，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和百姓仍然是一种非正式

的关系，没有陷入韦伯所说的现代社会的特征即形

式理性中。 

在书的后半部分，政府已不再是以某个人的名

字为代表的政府了，国家机器只有在出现社会问题

——罢工的时候才显现出来。警察、法院、军队、

监狱等，都陆续在小说中登场。其问题的解决办法

在形式上非常符合理性：解决工人的住房缺乏卫生

设施的方法是：“公司的医生不给病人检查，……由

一位护士在他们的舌头上放一颗颜色像蓝矾的药

丸，不管他们得的是疟疾、淋病还是便秘”[10]237。

而关于工人对布朗先生的不满，则干脆通过正规的

法律程序宣布他死亡。作者马尔克斯显然对现代社

会形式理性令人陷入理性的牢笼有所不满，故而用

他惯用的夸张手法来揶揄一番。而罢工的结局——

当局对工人的大屠杀，在形式上也无懈可击：先是

由“当局呼吁”，在群众集合后宣读由“……将军

和……少校签署的”“省军政长官的第四号通令”
[10]239。 

因此，现代的马贡多与传统社会中的马贡多有

明显的区别，体现出了其具有的现代性。 

四、关于大屠杀的现代性  

二战时期由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所实施的大屠杀

被鲍曼认为是现代官僚理性的集中代表。其认为大

屠杀使用了工业化的基本原则，大屠杀是理性的官

僚体制决议的结果，并以一种有效率的方式去完成

杀灭犹太人的任务。在现代社会的官僚体制中，道

德是不在考虑之列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安排的这场大屠杀，无不

具有鲍曼所述的有关大屠杀的特征。很难说马尔克

斯是不是受到二战时期对犹太人所实施的大屠杀的

触动而加上了这一具有现代社会典型特征的情节，

但马尔克斯作为文学家的直觉与判断，并不比鲍曼

来得肤浅，反而更形象和直观。《百年孤独》中的大

屠杀和现代工业中的情形一样，把人当作原材料，

把死亡当作最终产品。在机关枪的扫射下，大屠杀

十分成功，在短时间内就把听到官方消息而聚集起

来的群众消灭得几乎一个也没有剩下，火车随即把

尸体运走，抛入大海，大雨把现场冲刷得干干净净，

余下的没有到场的和起义有关的人员则在午夜或凌

晨一个接着一个地被不露痕迹地枪杀。一切都符合

理性和效率的原则。而且，在当局的宣传下，竟然

无人相信这场大屠杀的发生。伪造的历史编进教科

书后，更是人人都以为说出真相者霍塞·阿卡迪奥

是疯人。由此可见由警察、军队、官员等人组成的

国家机器力量之强大，效率之高。 

五、结论 

正如马尔克斯在一次访谈中所表露的，“小说

是用密码写就的现实”[12]。虚构小说《百年孤独》

的确反映了现实的社会。当然，《百年孤独》所反映

的社会带有拉丁美洲独有的特征，这就是拉丁美洲

曾经被殖民化这一历史事实给读者烙下了深深的印

痕。和一般社会自发的现代化进程不一样的是，马

贡多的社会还具有外来的、强加的性质。这种性质

一方面加速了这种进程，另一方面使这种进程象布

恩地亚家族长猪尾巴的第七代传人一样有着畸形的

成分。然而，所有的社会都有其独有的和一般化的

特征，马贡多的社会同时也遵循社会发展的一般规

律。马尔克斯的这部作品可以被看作是对一般社会

现代化进程的生动的文学描述。因此，我们可以说，

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同时也是一本讲

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著作。运用社会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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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以析理出马贡多所逐渐体现出来的现代社会

的特征。 

注释 

① 据称《百年孤独》迄今已被译成了30多种文字，印

数达一千万册。 

② 并参见Ritzier在其著作Moclem Sociological Theory

的第一章及第十二章中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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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Gabriel Garcia Marquez’s magical realist masterpiece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reveals that it is also a book describing the social change from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to 
the modern society. Theories of modernity from Attorney Giddens, Leo Marx and Zygmunt Bauman et at. are 
employed to illustrate that Macondo has gradually claimed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ity in that it is a society of 
capitalism, industrialism, bureaucracy and government control of violence. Also, the massacre in the novel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modern governing and bureau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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