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孤独阅读笔记 百年孤独读书笔
记(优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
看吧

百年孤独阅读笔记篇一

在刚刚开始阅读《百年孤独》时，我们会发现作品中有两处
奇怪的地方，其一是书中诉说的故事大都荒诞不经;其二是作
品中人名的反复出现和相同怪事的重复发生。

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会有持续了四年多的雨，一个老年神父
不可能只喝了一口可可茶就能浮在空中，死者更不会因为耐
不住寂寞就重返人间——但这一切都发生在了这个家族的身
边。更令人奇怪的是，书中这个绵亘了百余年的世家中，男
子不是叫做阿卡迪奥就是叫做奥雷良诺，而家族中各种奇怪
的事情，在家族的第一代创始人阿卡迪奥直到家族的最后一
个守护者奥雷良诺的身上反复的发生着。

联系到作者的创作年代和生活环境，我们不难发现这象征了
什么。拉丁美洲，这片广袤的土地，蕴含着无穷的神秘，创
造过辉煌的古代文明，但拉美的近代史却充满了耻辱与压迫，
血腥和悲剧。自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多
世纪，这片神秘的土地经历了百年的风云变幻。

在作者进行创作的七十年代，几乎整个拉美都处在军人独裁
政权的统治下。作者凭借其深刻的政治见解和敏锐的洞察力，
发现拉丁美洲百余年的历史，并不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
升，而只是一个不断重复的怪圈。这也就是为什么书中的那



些人那些事情总是在不断重复的原因。

作者在《百年孤独》中用梦幻般的语言叙述了创业的艰辛，
文明的出现，繁衍与生存，爱情与背叛，光荣与梦想，资本
主义的产生，内战的爆发，垄断资本主义的进入，民主与共
和之争等足以影响拉美的大事，却让他们集中发生在一个小
小的名叫马贡多的乡村中。把布恩迪亚家的每个成员都深深
的牵扯了进去。

在故事的结尾时，家族的最后一个守护者奥雷良诺阅读了记
载这个百年世家的命运的羊皮卷后说：“这里面所有的一切，
我都曾经看到过，也早已知道!”作者正是借这个总结性的人
物之口，表达了自己对拉丁美洲百年历史的看法，即近代拉
美百余年的历史是重复的，拉美的发展和历史进程都停滞不
前。老布恩迪亚，即家族的创始人，和他的妻子乌苏拉，带
领他们的亲眷和朋友历尽艰辛来到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那
个时候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尚未命名，而这片新天地的主人，
也从未想过要确立统治者来管理这里，他们过的是一种类似
于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经历了创业的艰辛也体验到了收获
的欢乐，他们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文明并为他取了名字：马贡
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布恩迪亚渐渐的丧失了对未知
的好奇和探索的勇气。

不只是由于自己预感到了什么还是只是单纯的无意义行为，
老布恩迪亚开始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起了金属金鱼，但是他
每做到二十条就熔掉他们重做。这象征着他所开创的马贡多，
乃至整个拉美的近代史，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循环的怪圈中。

阿卡迪奥和奥雷良诺是家族的第二代，可是这两个人却走上
了截然相反的道路。阿卡迪奥幼年时即与马戏团出海，十余
年不归;而奥雷良诺则走上了军人的道路，并掀起了几乎影响
全国的内战。而内战的起因则是由于政府将强行管理马贡多
这个“世外桃源”。这象征着在文明的初创后，即开始了对
压迫的反抗。



奥雷良诺，即书中的布恩迪亚上校，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
人，他带领部下经过无数次战斗，终于使政府坐在了谈判桌
的对面。可是他所争取的和平很快即葬送在下一代手中。当
他发现这一切时已经锤垂老矣。他打算再次战斗来捍卫人们
的自由却发现自己已经力不从心。终于他也陷入了循环烧制
金鱼的怪圈中。

家族一代代的承传着。美一代的成员都经历了历史长河中波
涛汹涌的时刻，又渐渐的老去，第三代的阿卡迪奥曾见证了
垄断资本的兴起和剥削的凶残。而之后的奥雷良诺则见证了
自给自足的农业在这片处女地上最后而短暂的繁荣。原始的
繁荣很快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侵入和自
给自足的消亡。当家族的男子死去时，这个百年世家很快陷
入了衰败，直到家族的最后一个守护者奥雷良诺在羊皮书卷
中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家族不可避免的宿命，是永远也走不
出的循环，才恍然大悟。而这个百年世家也终于在这个世界
中完全消失并再也不会出现。

家族中的另一个贯穿始终的人即是乌苏拉，她从未看过羊皮
书卷，却远比所有人都先知先觉。早在羊皮书破译之前，她
就曾经在内心中对自己说“这些事情在他们发生之前我就曾
经见过，也早就知道”。这个智慧的人象征了什么?是普通的
人有着永恒的智慧，抑或是历史循环的真谛?只有作者知道。

《百年孤独》是一部有趣的作品，她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
故事的发展更是令人费解。担当你读完他，掩卷长思，你却
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历史的重复。对拉美的孤独百年的思考。
并情不自禁的沉浸其中。我想，这也是这部作品如此引人入
胜的原因吧!

百年孤独阅读笔记篇二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小说作品创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



浓缩的宇宙，其中喧嚣纷乱却又生动可信的现实，映射了一
片大陆及其人民的富足与贫穷。

作者在书中沉着冷静地讲着一些令人毛骨悚然又魔幻可悲的
故事，读完后感觉整本书都笼罩着一种一成不变的情绪，那
就是深深的孤独之感，也正是因此我感觉到布恩迪亚家族百
年间数代人的性格核心就像他们的名字那样几乎没有什么改
变。“他们尽管相貌各异肤色不同脾性、个子各有差异但从
他们的眼神中一眼便可辨认出那种这一家族特有的、绝对不
会弄错的孤独眼神。”

孤独的可悲，源于自我封闭。布恩迪亚家族的人除了为马孔
多开创了繁荣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外，每个人都
是活在自己的狭小的世界中的，拒绝任何人的进入。终身未
嫁的阿玛兰妲无情地拒绝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和赫里内勒
多·马尔克斯上校不是因为邪恶的报复心理和痛苦的怨毒，
而是被自己饱经折磨的内心战胜无穷爱意的结果。

因为内心那无法战胜的胆怯，阿玛兰妲对自己封闭了一生，
孤独了一生，最可悲的不是无伴侣相伴终老的孤独，而是他
人无法理解自己，自己就采取沉默、孤僻来武装自己，把自
己包装得似乎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巨大落寞。就像隐没在宽
广的沼泽地中的马孔多一样，在缺乏信任和了解，在孤独、
苦闷、猜忌，中狭隘、落后、保守直至没落，成为了一段外
乡人不知晓、不认为存在的历史。

孤独的可悲，源于无力去爱。书中乌尔苏拉总结到：“实际
上他的成功和失败都因为同一个原因，即纯粹、罪恶的自大。
她最终得出的结论，自己不惜为他付出生命的这个儿子，不
过是个无力去爱的人。”当奥雷利亚洛·布恩迪亚上校还在
乌尔苏拉的腹中时，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曾被他清
晰可辨的哭声惊醒时，乌尔苏拉就浑身颤抖地确信这深沉的
哭号正是那可怕的猪尾巴的最初征兆，这就是故事悲剧的预
言与开端。



晚年的她更是确信胎儿在母腹中的哭泣不是腹语或预言能力
的先兆，而是缺乏爱的能力的明显信号。无力去爱，是人活
着的最大悲哀，人是情感的动物，人因情感而富有，世界因
情感而生动。但是《百年孤独》中的每一个人都显得那么脆
弱，奥雷利亚洛·布恩迪亚上校试图用永无休止的战争与杀
戮来回避孤独、排遣孤独，但是战争带给他的最终只是更加
寂寞。他对生命没有怜惜，对行军中与他的女人没有爱，对
他留下的十七个血脉没有爱。

孤独的可悲，是不带情感地活着。马尔克斯笔下的人物，不
管是性格开朗还是封闭，是坚毅向上还是堕落腐化，不管他
们的生活是积极向上还是纸醉金迷都给人一种深深的孤独无
奈感，他们都不可避免坦然淡定的走向死亡。

这些人，从出生开始就是孤独，逐渐的，有人在孤独中失去
自我，比如第一个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梅梅；有
人在对抗孤独中失去自我，比如雷贝卡；有人清醒的知道自
己的孤独，可却无能为力，比如阿玛兰妲；有人孤独一生却
不自知，比如乌尔苏拉，比如美人儿蕾梅黛丝；还有人在生
命的最后幡然悔悟，可惜为时已晚，比如奥雷利亚洛·布恩
迪亚上校。当美人儿蕾梅黛丝连身体带灵魂才升天，凉薄的
费尔南达就在角落里踱来踱去，为那些被卷走的床单愤愤不
平。

当奥雷里亚洛们在坟墓里尸骨未寒，奥雷里亚洛第二就又点
亮家中的灯火，聚上一群醉汉拉起手风琴，浑身浇透香槟酒，
把那个疯人之家变成为堕落的垃圾场。不会因为谁的存在或
消失而带来情感的波动，他们都在按自己方式活着，不带情
感地活着，最终叙写的是整个家族的孤独与悲哀。

诚如小说中写道：“布恩迪亚家族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一
望可知的特有的孤独神情。长大后，他们都试图以各自的方
式突破孤独的怪圈，但激烈的行动总是归于挫败的沮丧。他
们又以不同的方式，一个个陷入更深沉的孤独之中。对他们



来说，孤独仿佛一种神秘的命运，难以抗拒。”终点最终回
到起点，让人感觉到巨大的苍凉与悲哀。

看完这部作品后，会陷入沉思，会陷入落寞。

《百年孤独》带给我的情感冲击远远不止文字表述的浅薄，
心灵的体会很多时候是文字无法书写的，我想我会一读再读
《百年孤独》，我想我和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想法一致：
希望一个个体，一个民族，一百年孤独的历史会伴随着马孔
多的消失而永远消失，再也不会出现。

百年孤独阅读笔记篇三

我曾无数次期待过，可以背着行囊四处流浪……在夕阳笼罩
的原野上，在茫茫无边的沙漠里，在潺潺流淌的小溪边，在
百鸟齐飞的山林边，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让这些地方都留下我
的身影。

读《美洲纳粹文学》，我赫然发现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有四处
流浪的习惯，他们喜欢把自己的足迹印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现实生活中，在无边的时间里，我选择看书。

我读了《百年孤独》，恍然发现，这世上有很多人比孤独的
旅人还要孤独。

马尔克斯笔下的梅尔基亚德斯似乎更孤独。

你看，他来无影去无踪，在沙漠上得热死病后，还把孤独的
灵魂留在人间，留在那间曾经居住的屋子。他孤独的灵魂乞
求的不过是有人跟他对话，有人了解他的世界。他在不朽的
羊皮卷上预知了布恩迪亚家族百年的历史：家族的第一个人
被捆在树上，最后一个人正被蚂蚁吃掉。他使布恩迪亚家族
的几个男人都跟他一样陷入“实验”的疯狂和探索未知的狂



乱。在那无人理解的无边的科学的、带有无穷魔力的世界里，
他和布恩迪亚家族的男人们交流的其实不是生活的科学，而
是彼此抚慰无法安放的灵魂。

乌尔苏拉是布恩迪亚家族里活的最久的人，应当也是这个家
族里最孤独的人。

《百年孤独》，孤独百年。

一个家族百年的兴衰在作家笔下就这样旖旎呈现，每一个人
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与魔力。无论是带领家族走向兴旺的何
塞·阿尔卡迪奥·布恩蒂亚，还是使整个家族名噪一时的奥
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无论是看起来铁石心肠其实柔肠
千万的阿玛兰妲，还是笼着刻板与恶毒的阴影的费尔南达，
他们在马尔克斯的笔下无不熠熠生辉。

如此庞大而又辉煌了整个世纪的一个家族，以猪尾巴孩子的
出生和迅速死亡而告终，以奥雷里亚诺终于解读出羊皮卷上
的家族密码而结束，唏嘘、感慨、深感悲凉与落寞的岂止是
每一个读者？得有怎样的心魄与气概才能书写这样的史诗般
的巨著？得有怎样的才华才能让落笔的每一个文字、塑造的
每一个人物充满魔力？又得有怎样的心境才能创造出无数瑰
丽的场景？答案似乎只有你一个。那就是，加西亚·马尔克
斯用无尽的、苦涩的孤独酝酿了这部不朽的华章。

荒诞不经的故事，离奇古怪的生活，似真似幻的经历，光怪
陆离的场景，书中的每一个人都用独特的、属于自己的孤独
演绎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世界，豪放性格的背后，嬉笑怒骂的
瞬间，魔幻无边的惊奇，都不约同指向同一苍凉的孤独。

百年孤独读后感：是孤独成就了这部小说里的每个人，也成
就了马尔克斯，使他和这部小说一起在文学历史的长河里百
年不朽！



百年孤独阅读笔记篇四

《百年孤独》出自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之手，开创了
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先河，其经典开头风格常被后人模仿、
借鉴。

这本书记录了布恩迪亚家族的兴衰，从第一代到末代，各种
不同的孤独始终缠着族人，加上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将孤
独诠释得淋漓尽致。有对学术的不懈钻研、有对革命的追求
和质疑、有对爱情的执着、有对未知的挑战。其中，名字带
有奥雷里亚诺的孩子，会天生具有预测未知和洞察事物的天
赋，而名字带有阿尔卡蒂奥的孩子，就会天生强壮勇猛以及
鲁莽。

尽管祖母乌尔苏拉一直努力操持着这个家族，和避免家族近
亲结婚，但最终由于她的去世以及多种天灾人祸的发生，这
个家族逐渐走向衰败。偌大的房屋，能容纳百号人生活，缺
少打理，逐渐被白蚁、蜥蜴、杂草等所淹没。直到最后，婴
儿被蚂蚁吞噬，验证了了羊皮卷的预言：家族的第一个人被
捆在树上，最后一个人正被蚂蚁吃掉。从中，我联想到国家
和社会，如果社会没有一群勤劳善良、热心真诚的人在奋斗，
恐怕也会慢慢地下去，中华民族将无伟大复兴之日。

在阅读的过程中，各种绕口复杂的人名层出不穷，很难记下
来，而且全篇找不出主角和线索，几乎每一代人都会有一段
奇幻的人生经历。其中，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最令我敬
佩，他不屈服于保守派的暴力统治，挺身而出，率领革命军
在最前线反抗，于各地辗转征战、革命，尽管屡战屡败，其
后代被到处追杀。但当他的革命取得成功，即将战胜敌人，
却突然领悟到革命的本源，蛮横地逼迫手下出卖革命的成果，
向保守派作出妥协，甚至向心脏开枪自杀，却因子弹偏离而
死里逃生。

他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冷静睿智，同时也具备着



布恩迪亚式孤独，尽管作者写作时对他的孤独一字不提，但
是从他各种举动中能够看出。如晚年的他在小作坊制作小金
鱼出售获得金币，再制作成小金鱼，如此循环。又拒绝政府
对他的嘉奖和授勋，埋头制作小金鱼。

在这里，我也领悟了一些孤独。其实孤独并不是人们所避之
不及的东西，有时孤独是人生思考的必要因素，孤独是人生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外国还有孤独教育，他们在饭席前少
言少语，他们在闲暇时进行阅读或是听音乐，更有甚者花时
间去慢慢品味红酒。孤独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孤独是一种独
特的状态，适当去享受孤独吧，也许会得到些不同的领悟。

百年孤独阅读笔记篇五

《百年孤独》被人们认为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代的代
表作品，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百年孤独800字读书笔记，欢
迎阅读。

我不知道孤独象征着何物，也许是精神，也许是肉体。人类
生而孤独，死后灵魂也无法幸免。也许这个世界给予人类的
唯一的一生必须背负着的沉重的烙印，便是如影随形的孤独。
从这一点上来看，无人不孤独。肉体、外在与表面是停留在
这个繁华热闹的世界，与无数人打着交道，生活在群体中。
灵魂、内在、却是活在独自、只有唯一的世界里，精神是独
立于肉体而存在的，思想能与外界分享、交流，可灵魂必须
得到独立的思考才能得以更高层次的深化。

有时候身边的人越多，与外界的沟通越多，得到的信息与反
馈越多，就越能体会到内在世界精神的唯一与独立。外表接
受阳光，内心处以安静、幽深的黑暗;外界流经时光岁月，内
心的自我则得以一片凝固的永恒的时间。在此间隙，肉体与
表面光滑无损，思想与灵魂历千锤经百炼、在无数思考疑问
中打磨淬火、最终到达片刻的成熟。



世间本无对错，只有不同的理解与不同的见地。成熟与不成
熟，界限非常模糊，无所谓何谓正确，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解
释获得不同的支持。本无善恶，取人性命，报以恶果，若失
去性命之人本就为罪大恶极之人?杀人者无心、有心;失手、
蓄谋，各样情况交错，以何为标准、准则?有信仰与有无信仰
的人，生活方式也翻天覆地之变化，若以对方为正确，岂不
是杀人至于无形，否定了一个人的生命的唯一的意义，倒比
扼杀了这人的性命更加残忍。学习有各种方法，以为融会贯
通最佳，并不需反复询问知识深浅。分数可衡量某个时期的
付出，却得不出此人品行、智慧的丰富程度，为蚁群所用，
多中取少之时，才为体现分数考试价值之时。知识永无止境，
断章取义、以小断大、舍远贪近、求分弃才需改进。

对待人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态度、人生观与原则。

自认为，温婉的细涓长流的为最惬意不过的生活方式。正是
这种理想生活，简单而又难得。书本，单人，细笔，空房独
处一下午。房外倾泻阳光，房内静聆阅书，感受文字的世界，
享受独处的快感。刹那间，能听见平凡渺小的生命中，心灵
的深处，身体里，灵魂在亘古持久的孤独中永恒的巨大的轰
鸣。

我的生活态度，也便是独立且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无论是面
对过去，现在，或是未来。

一部拉丁美洲血泪史，一部魔幻主义开山之作，一部被博尔
赫斯誉为比《堂吉诃德》更能体现西班牙浪漫主义色彩的鸿
篇巨制。

加西亚·马尔克斯，将他用想象力构建的名叫马孔多的奇特
小镇鲜活地呈在人们面前，从一个家族传奇色彩的兴衰史映
射出穿透了人类从洪荒到繁荣从愚昧到文明都永远无法抹去
的烙印——孤独。家族中整整七代几十名成员，却循环往复
只用五个名字命名，循环往复地做着相同的事情打发孤独，



时间，永远在这个家族中转着圈，一切不过是重复的轮回。

每天做两条金鱼的奥雷连诺上校，做满二十五条又放回坩锅
中溶化从头开始做;把自己终日关在房中缝制殓衣，缝了拆，
拆了缝直到死去的阿玛兰塔;躲在房间中足不出户研究吉卜赛
预言家梅尔加德斯的手稿直到老死的霍·阿卡迪奥第二……
他们内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孤独感无法排遣以至于不得不离群
索居，如果不选择死亡，便只能寻找排遣各种孤独的方法，
然而从他们每个人的经历来看，带来的孤独感却不尽相同，
我无法完全揣测他们内心所遭受的苦楚与冷遇，不甘与绝望，
这既同我的年龄与经历有关，更与某种不忍有关，我不忍去
细细品尝这一份份透骨穿心的孤独，任何一个能品尝完这些
孤独的人，必定忧郁至极，相反地，任何一个没有挣扎于如
此生活摧残中的人，是无法体会这种失落感的，这也是这部
书不能被很多年轻人所能看懂的原因。

爱情，于这个家族更是难以想象的奢侈品，他们或许有过短
暂的冲动，或许有过倾心的告白，却皆被命运的铁腕扼死，
他们的爱得不到自由，只能埋葬到苦闷的土壤中，等待情欲
的慢慢枯萎、腐烂，最后全都变成心理极度变态的人。到最
后一代侄子与姑姑的恋爱，终于得尝所愿幸福厮守，却产下
了预示家族灭亡的符号--带有猪尾巴的孩子，这个孩子随即
被蚂蚁群吞噬，最终随着第六代奥雷良诺·布恩迪亚破译了
梅尔加德斯对这个家族灭亡的预言--“家族中的第一个人将
被绑在树上，家族中的最后一个人将被蚂蚁吃掉。”一阵平
地而起的飓风到来，将整个马孔多镇从地球上刮走，家族也
宣告了灭亡。

至此阅毕，仿佛感觉时间在这一刻戛然而止，抱书凝神，心
犹不甘，久久无法抽离，仿佛一切，皆是时间开的一个大大
的玩笑。轮回、循环、宿命，你所能读到的，都是时间调皮
的影子。一百年，一个家族的兴衰道路，铺陈着一颗颗流淌
着苦痛泪水却坚强如一的心灵，若能读懂，轻轻拾起，摩挲，
倾听它们柔软的诉说，那一刻你能感觉，人类历史天空中不



灭的孤独光环，是无比的美丽，那是穷通天地、震烁古今的
凄美，是在毁灭世界的大洪灾之后，诺亚方舟上的幸存者眼
中所呈现的接天引地的绮丽彩虹。这便是永恒，如同胡亚罗
斯诗中所述：“时间，是永恒所拥有的一种看守我们的方
式……永恒的想象无边无际。因此，并不会令人惊讶的是，
为了加倍照看好我们，永恒有时会呈现出它自己的形态。”

孤独，便是永恒呈现的形态。

前段时间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这样评价《百年孤独》
道：这部标志着拉美文学高峰的巨着，具有骇世惊俗的艺术
力量和思想力量，他在用一颗悲怆的心灵，去寻找拉美迷失
的温暖的精神家园。

《百年孤独》被人们认为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代的代
表作品，它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也是
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说道魔幻，这个也不
难理解，相信我们平常都接触不少这类作品。魔幻的话肯定
就少不了鬼怪，书中最足够资格成为鬼怪的就要数梅尔基亚
德斯了，这个人总让人有一种捉摸不透的感觉，曾经死去，
又神奇般地得以复活。而他好像有神一样的预知能力，所有
的一切事情都好像在他的意料之中。他曾经说过，“布恩迪
亚家族的第一个人将被捆在树上，最后一个人将被蚂蚁吃掉。
”后来果然是这样。

书中内容庞杂，人物非常之多，以至于看一遍书根本就理不
顺，而且情节曲折离奇，真的是令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
但读完这本书后，我们可以看出作家主要是通过布恩迪亚家
族七代人的坎坷经历来反映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的历史演
变和社会现实。其中真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神奇事件，令人
目瞪口呆、诧异不已。在读书期间，就一直是处于一种悬着
一颗心在半空中的状态，好不容易吐口气之后又要打起万分
精神来应对接下来的情节发生。



而对于书中各类人士，印象最深的还是奥雷里亚诺他不像他
的哥哥出生于路途中，他生于马孔多，在娘肚里就会哭，睁
着眼睛出世，从小就预见事物的天赋。长大后和蕾梅黛丝结
为夫妻，然而在这前面，他和哥哥的情人有一个孩子，名叫
奥雷里亚诺?何塞。然而蕾梅黛丝英年早逝，于是他参加了内
战，当上上校。他一生发动了三十二场武装起义，逃过十四
次暗杀，七十三次伏击和一次枪决，都大难不死，甚至开枪
自杀也只是受伤，奇迹般地没有死去可。

这些男孩以后不约而同回马孔多与父亲相认，然而却都被追
杀，无一生还。奥雷里亚诺年老归家，像他的父亲一样过着
与世隔绝孤独的日子，一直到死，光是他的一生就已经是占
据各种传奇色彩，更别提其他的，因此说其情节之繁复，内
容之庞杂。总之，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纽约时报》也这
样评论：《创世纪》之后，首部值得全人类阅读的文学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