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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笔下的悲剧女性形象

周 芳 芸

内容摘要 鲁迅一生致力于对国人灵魂的冷峻剖析和人的命运、价值、生命意义

的思考,对妇女问题尤其给予了深切关注。祥林嫂、爱姑、子君这些看似身世经历、处

境教养、思想追求迥然相异的女性,然 而,在 她们深层的思想命脉中,却 有着割不断的

联系和惊人的相似:都 曾对自己的命运有所反抗,最终却接受并顺应了现实社会对妇

女的角色规范。其悲剧有着复杂的社会内蕴、文化根源和心理因素:对封建专制权威

神圣的恐惧,源于无意识无主名杀人团的威逼、妇女传统角色意识和奴性心理。鲁迅

在艺术手法上突破传统小说情节和人物言行描写的表现方式,采用不同人物的对照,

同一人物不同时期的肖像对比,人物言与行、表与里、情绪涨落变幻对比,人物悲剧命

运与喜剧氛围对照,成功地塑造了血肉丰满的悲剧女性艺术典型。

关键词 鲁迅小说 悲剧女性 角色意识 艺术典型

以改造社会、改良人生为终极目标的文学大师鲁迅,一生皆致力于对国人灵魂的冷峻剖析和

人的命运、价值、生命意义的思考,对妇女问题尤其给予了深切关注。在他笔下塑造的一系列女

性形象中,祥林嫂、爱姑、子君都是光彩夺目的艺术典型,为 中外专家、学者注目。不过,在评论家

的笔下,爱姑和祥林嫂是具有反抗性和屈从命运的两类不同的农村妇女形象,子君更是有知识有

文化的五四新女性,很少有人将她们的命运联系起来考察。笔者认为,这是一群看似身世经历、

处境教养、思想追求迥然相异的女性,然而,在她们深层的思想命脉中,却有割不断的联系,有着

惊人的相似:她们都曾对自己的命运有所反抗,却走不出历史的怪圈,最终接受并顺应了现实社

会对妇女的角色规范,受五四思想洗礼的新女性子君回归到祥林嫂、爱姑的起点。鲁迅通过祥林

嫂、爱姑、子君的悲剧命运,探索妇女内心充满痛苦的生命过程和探寻妇女解放的艰难曲折的道

路,并将女性命运的思考融汇于对时代、民族、文化的考察与批判中。

鲁迅的《祝福》是在较为广阔和复杂的背景中,展开了一个农村妇女屡受欺凌和戕害的苦难

生活史。在封建婚姻制度禁锢下,祥林嫂顺从父命,嫁给了比她小 10岁 的男人◇不幸,丈夫去

世,因不堪婆母的虐待,祥林嫂只身逃往鲁镇,在鲁四老爷家作帮工,希望用自己的双手养活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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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虽则劳苦,但勤劳善良的祥林嫂却满足了。谁知婆母却打破了她生活的宁静,为 了给小儿子

凑聘礼娶媳妇,祥林嫂被婆母派人绑架,像商品一样被出卖,被迫改嫁,成为深山坳里贺老六之

妻。后来丈夫病逝,儿子阿毛被狼叼走,孑然一身的祥林嫂又来到鲁镇。此时,寡妇祥林嫂遭到

鲁四老爷的蔑视,成为
“
不干不净

”
的女人。镇上的人们给予她的不是关切、温暖,而是嘲笑、讥

讽、取乐开心。为改变屈辱的命运,祥林嫂寄希望于柳妈规劝的
“
捐门槛

”
,把辛苦劳动挣来的血

汗钱捐作土地庙的一条门槛,让千人踩、万人踏而求赎罪。然而,在新年祭祀,当坦然的祥林嫂忙

碌于祭神庆典时,鲁四老爷一声
“
祥林嫂,你搁着吧

”
,彻底摧毁了她的精神支柱。歧视、摧残与凌

辱使她最终沦为乞丐,在鲁镇庆贺新年的鞭炮声中,怀着巨大的恐惧和凄楚走向死亡。

与贫穷、孤苦的祥林嫂不同的是爱姑(《 离婚》),她出身于沿海三六十八村都知名的小有产者

家庭。父亲庄木三见多识广,“ 高门大户都走得进
”
,在乡村宗法社会颇有名气和影响,“ 平时沿海

的居民对他都有几分惧怕
”
。家有六个弟兄,人丁兴旺,人多势众。但这一切并不能使爱姑逃避

“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
的婚姻厄运。自爱姑 15岁 嫁给施家,“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

”
,但

丈夫却不喜欢她,施家专和她作对,“ 一个个都像
‘
气杀钟馗

’”
。丈夫对她常常是

“
不分青红皂白,

就夹脸一嘴巴
”
。爱姑虽然忍受了如此屈唇的生活,却仍然不容于施家。特别是她的丈夫

“
姘上

了小寡妇
”
之后,“ 着了那滥婊子的迷

”
,“ 开口

‘
贱胎

`闭
口

‘
娘杀

’”
地连爱姑的

“
祖宗都入起来

了
”
,进而

“
要赶我(爱姑)出 去

”
。爱姑的遭遇是

“
丈夫不对,公婆不喜欢

”
。她的公公

“
只知道帮儿

子,也不要我
”
。失去了正常的爱情,爱姑只好哭着回娘家。丈夫想休她,爱姑不同意,不甘心于

被离弃的命运,“ 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
”
。爱姑借着父亲和弟兄的力量,同施

家整整闹了三年,甚至把施家的灶都拆了,给施家以极大的侮辱。爱姑寄希望于
“
和知县大人换

帖
”
的七大人为她作主,谁知就在七大人高深莫测的一声

“
来兮

”
中败下阵来。赢得九十元赔款的

爱姑,和丈夫离婚了,从此生活在被休的极大耻唇和痛苦中。

与祥林嫂、爱姑的不幸遭遇相比,子君 (《 伤逝》)是幸福的。她沐浴着五四新思潮的时代春

风,为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勇敢地抗争,冲 出了封建家庭的囚笼,找到了自已理想的爱人,建

立了幸福的家庭。婚后的子君便沉溺于小家庭的
“
安宁和幸福

”
中。烧茶煮饭,喂油鸡、饲阿随,

“
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

”
,热衷于与官太太的明争暗斗,苟安于小家庭的生活琐事,含

辛茹苦、乐此不疲,被束缚在锅台枕边。在失业贫困等现实问题打击下,涓生急遽地冷却了对子

君的热情,由 疏远、隔膜到视为累赘负担,终于坦诚告诉子君不再爱她了。在万般无奈中,子君默

默地回到曾与之决裂的父亲家,在孤独和痛苦中死去。

综上所述,在鲁迅笔下,无论是旧式妇女祥林嫂、爱姑还是新女性子君,她们最终都被置于封

建礼教的屠刀下,成为旧礼教的牺牲品。尼克索夫曾经用诗咏叹了俄国农妇的命运 :

命运有三副重担 :

第一副——是和奴隶结婚 ;

第二,是做奴隶的儿子的母亲 ;

第三,是服从奴隶直到进棺材。

1941年 ,当须旅评论《离婚》时,曾 经引用了这首诗来说明爱姑离婚以后的命运 |“ 中国的爱

姑,虽然跟奴隶(农民施家儿子)离了婚,可 以不做奴隶的老婆和奴隶儿子的母亲了吧,但是,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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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命运是什么呢?按照中国的传统,女子从夫家
‘
走散

’
开来以后,是不准再嫁的。那么,爱姑

仍得
‘
服从奴隶直到进棺材

’
。
”[1]在这里,爱姑、祥林嫂甚至于新女性子君都未能卸脱命运的重

担,祥林嫂欲
“
服从奴隶直到进棺材

”
而不可得,怀着恐怖的灵魂,像

“
尘芥

”
一样被扫出人间,子君

“
是服从奴隶直到进棺材

”
,被休的爱姑离子君的终端又有多远呢?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鲁迅是较早把目光投向不幸妇女的。他以一颗先驱者火炽的心,以最诚

挚深厚的感情关注着祥林嫂、爱姑、子君等人的命运,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遇,肯定她们的善良、正

直,理解她们对自由的渴求和潜藏的反抗性。《祝福》一开篇就描写了祥林嫂从婆家逃到鲁四老

爷家帮工,是不堪忍受婆母的虐待。在那
“
女正位乎内

”
的封建秩序规范下,“ 出逃

”
是大逆不道 ,

对祥林嫂来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那是对不公正命运的一种反抗。尽管在鲁四老爷家劳动繁

重,年关时更是扫尘洗被,杀鸡宰鹅,查福礼,敬祖宗,分外忙碌,但祥林嫂却感到满足,食物不论,

力气是不惜的,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且 口角边渐渐有了笑容,脸上也白胖了。不料,婆母派人绑

架逼嫁,对此厄运,祥林嫂反抗愈加激烈,虽被捺在花桥中,却仍是一路嚎一路骂,连嗓子都哭哑

了;当几个人强捺着身子强迫她拜天地时,祥林嫂却一头撞在了香案角上,表现出对命运的不从 ;

为了抗拒在阴间被两个男人分割,她用血汗钱捐门槛 ;祥林嫂向
“
我

”
询问人死后有无灵魂,实际

上也可看作是对灵魂的有无和地狱的存在表示怀疑,仍是不安于命运的捉弄和安排。爱姑较之

祥林嫂泼辣、大胆,因不堪忍受被休之辱,起而抗争,敢于在众人面前,当着公公和丈夫的面,骂他

们是
“
老畜生

”
,“小畜生

”
,拆施家的灶,扬言连和知县老爷拜把的七大人她也不怕,“ 难道他们就

不说人话了么?”
“
要撤掉我,是不行的,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我 总要闹得他们家破人亡!慰

老爷不是劝过我四回么?连爹也看得赔贴的钱有点头昏眼热了⋯⋯”
敢于在大庭广众中指摘她

的父亲
“
连人情世故都不知道,老发昏了

”
。老畜生、小畜生专门和她作对,一定要给他们颜色看,

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县里不行,还有府里呢,如果不行,“ 那我就拼出一条命,大家家破人亡
”
。

如果说祥林嫂、爱姑等
“
老中国儿女

”
的反抗更多的是生命本能的挣扎,带有自发的反抗因素,那

么新女性子君的反叛则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
“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
,子

君的反封建宣言标志着五四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命运安排的自觉性。她与涓生自由恋爱

而同居,全然不顾家庭、亲友的反对,赢得了自己的爱情和幸福。

由此可知,在鲁迅先生笔下,无论是旧式农村妇女祥林嫂、爱姑或是五四新女性子君,她们心

中都渴求自由、幸福,为此与命运作过一定的抗争。在她们身上都有着或弱或强,或多或少,或显

或隐的反叛因素,犹如对阿 Q的
“
革命

”
一样,作者无疑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和赞赏。然而,我们从

作品的字里行间却不难看出,作者塑造祥林嫂、爱姑、子君等妇女形象,关注点并不在于她们的反

叛性,而恰恰相反,探寻的是她们的反叛为何失败?鲁迅在思考,“ 这里的爱姑,本来也富有反抗

性,是能够斗几下的;可是和《伤逝》里的子君那样,还 没有长大,就被黑暗社会的恶势力压坏

了
”D]。 在这里,鲁迅所指的黑暗势力有着复杂的层面,爱姑、子君们的悲剧也有着错综复杂的

社会内蕴、文化根源和心理因素。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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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源于对封建专制权威神圣的恐惧。强大的封建专制统治是黑暗社会最大的恶势力,封

建专制社会强大的专制机构是维护封建社会的有力支柱,专 制机构的成员是强有力的专制机构

的象征,当权者的意志就是法律。正如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指出的 :“ 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
⋯⋯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

”
鲁迅揭露 :“

‘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

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 臣皂,皂 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 臣仆,仆 臣台。
’”“

三纲五

常
”
维系封建等级制度,是维护等级关系的伦理道德。在这里,专制机构成员的颜色、态度、语言、

甚至琐事都具有封建专制的恐怖性质,成为一种无形的恐怖力量,并通过人们的心理经验制慑着

下层人民,使之束手就范。祥林嫂正是承受着父权、夫权、族权、神权、政权相交为用的迫害,成为

权利交织的罪恶罗网下的羔羊。面对祥林嫂的出逃,婆母的绑架,仅鲁四老爷的一声
“
可恶!然

而⋯⋯”
足以表现其封建卫道者的立场。祥林嫂的婆母未经他允许,私 自绑架了他的佣人,冒 犯

了他的尊严,实为
“
可恶

”
。

“
然而

”
,祥林嫂私自出逃,触犯了

“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
的道德教

条,实为可恨。同时,封建伦理强调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祥林嫂却一嫁再嫁,无论被迫与否,也不

可饶恕,已是
“
不干不净

”
,失去了做人的资格,在新年煮福礼的祭祀中,一声

“
祥林嫂,你搁着吧

”
,

无疑宣判了她的死刑。爱姑的失败也源于此。爱姑本抱着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的决心来对抗夫

家的休妻之事的。然而,慰老爷家气氛肃穆、等级森严,有一种慑人的恐怖力量。客厅里,宾客满

座,只见红青缎子马褂闪闪发光。在权威面前,应木三自信和自满的感觉没有了,“ 在这里竟说不

出话来
”
;在一片闪光的马褂中,爱姑凭感觉第一眼就认出了从未见过面的七大人 :魁梧、圆脸、细

眼,头顶是秃的,脑壳和脸都在油光光地发亮,谈吐高深,深邃莫测,制 造出了一种威严气氛。七

大人摩挲
“
屁塞

”
,神秘莫测的气氛对爱姑父女产生无形而且是巨大的精神压力,使爱姑胆颤心

寒。当七大人两眼忽然向上一翻,圆脸一仰,细长胡子围着的咀里发出一种高大摇曳的声音
“
来

⋯⋯兮
”
,仅此一声,爱姑觉得心脏一停,接着便

“
突突地乱跳

”
,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样,但又知道

实在是自己错了,太放肆、太粗卤了,爱姑的反抗精神彻底崩溃了。当慰老爷传达大地主七大人

出面调解,让施家再添十块钱,就互换帖子命令时,庄木三竟乖乖地点头同意了,爱姑抗婚失败

了。子君虽然没有直接面对鲁四老爷、七大人那样封建专制势力的迫害,也逃离了封建家庭的囚

笼,但却逃不了社会压迫的桎梏。恶势力必然要惩罚反叛的逆子 :“ 雪花膏
”
们的破坏与仇恨,局

长的轻蔑、仇恨、造谣、中伤,特别是失业这经济的威逼,剥夺了其生活存在的最低条件 :“ 钱,——

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3]涓 生

爱的终逝,与此有根本的关系,也摧毁了子君反叛的勇气。眼神由当初与涓生相爱时
“
射出悲

喜
”
,脸色

“
渐渐转成绯红——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

”
,到面对社会政治迫害与经济压迫重

压下,眼中
“
显示怯弱

”
、
“
凄苦

”
、
“
恐怖

”
,最后,回归到旧家庭的牢笼中。

其次,爱姑们反叛的失败,也源于无意识无主名杀人团的威逼。在任何时代,统治的思想就

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它必然要渗透到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中。斯大林指出,民族是
“
人们在历史

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

定的共同体
”[4】 。同一民族的人们,长期使用共同语言,生活在共同的地域,受经济生活、遗传、

气候、地理及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往往会形成一些共同的心理素质。这种共同心理

素质,会产生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也就是这个民族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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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会形成这个国家的国民性。鲁迅一生都致力探讨国民性,对下层人民灵魂

深处的病态与弱点的发掘和批判,是鲁迅对封建统治专制思想批判的深层层面。在强大的封窟

专制精神统治下,长期的精神压抑使人的内心苦闷、麻木,其恶性发展或导致自我意识的丧失(女口

阿 Q精神胜利法),对他人精神痛苦的极端冷漠,或蓄积为怨毒之气向弱者身上发泄,使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带有极大的凉薄性、冷酷性。这些精神弱点强化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客观上起着维护

反动统治的作用,是一种精神扼杀术。鲁迅将他们称之为无意识无主名杀人团。在鲁迅作品中,

悲剧人物几乎毫不例外地面临着一大群有名无名的看客:阿 Q临刑前面对喝采的看客,想起了

曾在山脚下遇见的一只饿狼的
“
又凶又怯

”
的眼睛,“ 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

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
”
。单四嫂 (《 明天》)

的悲哀不仅仅是失去了儿子,更有人们对她的欺凌和冷漠。祥林嫂的遭遇也如此。她一次次重

复着阿毛的故事,一次次痛心疾首地忏悔自己的粗心大意 :“ 我真傻,真的⋯⋯”
全然不顾周围人

的态度和情感。这是一个人在极度痛苦的情况下失去理智的表现,这一切不仅没有得到人们的

同情和理解,反而被人寻开心,在她伤口上撒盐 :“ 男人们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地走开

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

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

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
”
连痛苦到麻木呆

滞的祥林嫂也终于感受到风刀霜剑严逼人,只有独自咀嚼自己的痛苦,这悲哀比死去丈夫、儿子

更深沉。祥林嫂承受的最大的精神痛苦不仅仅是贫困、意外的灾祸、丧夫失子,而且是封建礼教

对她的判决。然而这判决是无形的,杀人不见血,不仅仅是鲁四老爷所代表的封建专制者,柳妈

及鲁镇上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判决,自 觉不自觉地把祥林嫂推向死亡的深渊。爱姑

对夫家休妻的反抗遭到村子里人们的非议和轻蔑,这在爱姑去庞应慰老爷家的船上集中表现出

来。当爱姑和庄木三跨人航船上,“ 许多声音一齐嗡的叫了起来
”
,显 出了对庄木三的恭顺和驯服

之情。听说城里七大人知书识理,地位比慰老爷还高,人们对七大人极为崇敬,听说七大人将出

面调停,八三惊讶得连眼睛都睁大了:“ 他老人家也出来说话了么⋯⋯”
有的跟庄木三

“
恭喜恭

喜
”
,有 的称他

“
你老

”
,“ 木公公

”
。而得知爱姑仍为谈判休妻之事,人们态度立即变了,认为

“
爱姑

回到那里去,也没什么味
”
,不支持爱姑的举动。一涉及到爱姑反对离婚,全船人都沉默了,只 是

看他们。特别是船上两个老女人,对爱姑的泼辣,对反封建伦理道德尤为不满,看到爱姑两只脚

对八三摆成八字,她们便一会低声念佛,一会又看爱姑,不时地
“
互视,努嘴,点 头

”
。心理学家强

调:保持沉默常常是人们一种故意的、生动的、更富有表现力的动作,而且它经常代表某种十分明

确的心理状态。在这里无疑表达了人们心领神会的对爱姑的鄙夷、蔑视和对封建礼教的维护与

支持。在慰老爷家,爱姑又亲眼看到人们在七大人身边前呼后拥。仆人们毕恭毕敬,弟兄不敢

来,自 己的爹不敢说话,八三——曾经帮助过爱姑拆施家灶的农民打退堂鼓,连从北京洋学堂回

来的少爷也低声下气地像个瘪臭虫。这一切在无形中摧毁了爱姑的自信力。千百年来的封建社

会是所谓
“
礼治

”
社会,礼则是

“
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

”
,“ 维护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5]。 亿万

文化落后的农民是产生专制主义的土壤,是孕育保守思想的温床,是 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上演的

一幕幕悲剧的根源。爱姑无视
“
公婆说

‘
走

’
就得走

”
的伦理规范的反抗行为,可谓孤掌难鸣,且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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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众人的抵制,摧垮了她原本是自发的斗争精神。子君反叛的道路上,包围着她的是浓厚的封建

传统意识 :“ 照例是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又紧贴在脏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

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东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
”
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

猥亵和轻蔑的目光。在与之抗衡中,既表现了子君的勇气,也耗费了她的精力,特别是当她出走

后重返旧家庭囚笼时,浓重的封建意识和难以承受的精神痛苦遂将她置于死地。

第三,妇女传统角色意识和奴性心理是形成祥林嫂们悲剧的又一根源。从社会心理学的角

度看,角色,乃是某个人在特定的社会和团体中占有的适当的位置,被社会和团体规定了的行为

模式。这里所讲的位置,就是指个人在社会和团体中所占的地位,从社会价值观来看,就是社会

地位、身份。西蒙·波娃曾指出:人类的女性在社会中所取的形态决不是什么样的心理、生理、经

济的宿命论决定的。仅仅是整个文明创造了一个介于男性和被阉割之间的中间产物,并管叫其

为女人。在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女子处于卑贱者地位。《大戴礼·本命》曰:“ 男者,任也。子者,孳

也。男子者,言任天地之道,如长万物之义也。故谓之丈夫。丈者长也,夫者扶也,言长万物也。
”

“
女者,如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

也
”
。由此制定了

“
妇人在家制于父,即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

”
的妇道规范,且成为女性心理

定势的人伦定位,吞噬着女性的灵魂。这就注定了祥林嫂们的反抗目标和反抗方式都带有浓厚

的封建传统色彩。祥林嫂在反抗命运时是以封建礼教作武器,在第二次婚礼中,她的出格的表现

固然有反叛的因素,然而其内蕴仍有恪守
“
从一而终

”
的封建纲常规范。祥林嫂虔诚地询问人死

后有无灵魂的疑问中,藏着
“
夫者,天也,天 因不可逃,夫固不可违也

”
的原罪意识和对封建人伦道

德的恐惧。爱姑反抗的失败,除封建统治阶级的野蛮残酷外,也源于看似泼辣强悍性格掩饰下的

奴性心理和对地位的屈从自卑。这是爱姑自己尚未觉察而又实实在在的存在于她潜意识中本质

的属性。爱姑敢骂公公和丈夫为∵老畜生
”
、
“
小畜生

”
,也不把慰老爷放在眼里,对令人敬畏的七

大人也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 :“ 难道和知县大老爷换帖,就不说人话了么?” 是凭借庄家人众势大

的实力和潜意识中奴性心理。作为旧式农村妇女,爱姑不可能具有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现代意识 ,

她反抗的勇气也源于对七大人寄予的希望,她崇拜七大人,认为
“
知书识理的人是专替人家讲公

道话的
”
,对于财富和权势超过自己的人们,产生敬畏和崇拜心理,这是几千年封建主义精神压力

底下积淀而成的浓厚的奴性,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特权和专制思想的必然派生物。正因如此 ,

爱姑对七大人非常敏感,在七大人这个代表上层势力的威严权势面前,不能不缴械投降,她的反

叛精神在一声
“
来兮

”
中败溃。同时,从爱姑斗争目标看,她要争取的不是获得离婚与否的自由,

而只是争得封建婚姻底下不过是继续遭受欺凌和虐待的奴隶地位,维护其
“
三茶六礼定来的

”
封

建婚姻关系。因此,不能不被封建主义化身的七大人制服。子君的失败也不例外,虽然子君接受

过五四新思想的洗礼,然而,骨子里仍逃不开封建传统思想对女性依附心理的桎梏和封建
“
贤妻

良母
”
的角色意识。当她冲出父亲家门跨进丈夫家门,在摆脱对父亲的依附,取得独立自主权的

同时,又丧失了独立自主权,成为丈夫的附庸。狭小的家庭圈子的束缚和限制,几乎与社会、时代

氛围彻底隔绝,在封闭状态中从事单调、琐碎的家务劳动,导致子君思想偏狭,意志薄弱,自 视卑

微和人生进取精神萎缩,谱写了子君的生命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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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形象成就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形象所概括的思想内容和所显示的社会意义、思想价值和

审美意义,也取决于艺术形象的复杂性、丰富性。在精心塑造祥林嫂、爱姑、子君等妇女形象时 ,

鲁迅突破了传统小说重情节和人物言行描写的表现方式。《祝福》通过倒叙手法,把祥林嫂一生

经历用片断联结起来 ;《爱姑》则截取生活的横断面,由 爱姑去七大人家的途中(船上)和在七大人

家厅堂上两个场面组成 ;《伤逝》通过涓生手记展示她的爱情与人生的悲欢离合。鲁迅对人物的

塑造由外宇宙向内宇宙转化,着重勾勒半封建半殖民地各具风貌的女性的灵魂,调动多种艺术手

法,精心刻画人物内心世界。他遵循矛盾对立的美学原则,揭示人物复杂的内心冲突、情感变化

及多重性格,使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血肉丰满。艺术对照,是鲁迅笔下妇女形象塑造成功的重要

因素之一。

心理学家认为:人类感知事物的过程,也就是将感知的对象与对象的背景进行对比的过程。

对象和背景的差别越大,对象越容易从背景中区分出来。任何物体只有在他的亮度和颜色等与

周围背景不同的时候才能被看见。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看,自 然界(精神与社会在内)的一切

现象和过程会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
“
大自然,就是永恒的双面像。而这一种

从其中产生反语的对称,满布在人的所有的一切活动中
”￡6]。 因此,矛盾对比是审美心理法则,

是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在艺术创作实践中的具体运用。鲁迅深谙此味,十分欣赏 19世纪英国插

图画家和装饰艺术家比亚兹莱,赞誉
“
没有一个"作黑白画的艺术家,获得比他更为普通的名

誉
”
,“ 比亚兹莱是无比的。他把世上一切不一致事物聚在一堆,以他自己的模型来使他们织成一

致
”[7]。 鲁迅也赞许陈烟桥木刻的功力 :“ 我看先生的木刻,黑 白对比的力量,已 经很能运用的

了。
”
认为黑白对照能产生

“
黑白对照的气质

”
,“ 使作品颤动着生命

”[:]。 在妇女形象塑造中,鲁

迅也极善于把两种不同事物或情形作对比,在对比中凸现人物性格。

首先表现在不同人物的对照。通过人物不同性格特点、动机、感情对比,凸 现艺术典型最本

质的特征。这正如恩格斯给拉萨尔信中强调的 :“ 把各个人物描绘得更加鲜明些,把他们对比得

更加突出些。
”⒆]《

伤逝》中子君和涓生都是受五四思潮影响的新青年,为追求个性解放、婚姻 自

由、人格独立,曾 勇敢地与封建礼教抗争,然而,婚后的子君却沉溺于饲小油鸡、阿随,与官太太明

争暗斗的平庸生活琐事中。在残酷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窘迫双重压力下,涓生虽然也经历了造谣

中伤,被局里辞退等惨重打击,但
“
还未忘却翅子的扇动

”
,倾慕

“
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兵士,摩

托车中的贵人,洋场上的投机家,深山密林中的豪杰,讲台上的教授,昏夜的运动员和深夜的偷儿
⋯⋯”

。涓生决心
“
向着新的生活跨进第一步去

”
。高层次精神追求与子君的颓唐、消沉、倒退、平

庸形成鲜明对比,有利于发掘子君深层的精神内蕴。

其次,通过人物不同时期的肖象对比,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变化。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人的心灵是折射广阔社会生活的多棱镜。因此,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人的思想感情的

复杂性、多变性。因而
“
对新时代的人来说,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心理发展过程

”[10]。 鲁迅通过人

物肖像、性格、情感的对照,展现人物情感的活动和变幻的精神世界,使之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

应该说,在人物肖像描写中,眼睛是极重要的。达·芬奇把
“
目艮睛叫做心灵的窗子,它是知解力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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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最完美最大量地欣赏自然的无限的作品的主要工具
”
。19世纪英国女作家绿蒂·勃朗特说 g

“
灵魂在眼睛中有一个解释者——时常是无意的,但却是忠实的解释者。

”
因为

“
角色的精神世界

的内部形象是通过外表——通过眼睛来认识的,因 为他们直接反映着内心世界
”(斯坦尼斯拉夫

斯基语 )。 可谓
“
以一目尽传精神

”
,“ 眼乃神光所聚⋯⋯一动万随耶

”
。《祝福》中祥林嫂几次来鲁

镇皆有不同变化。第一次
“
虽然脸色青黄,但两颊还是红的

”
。第二三次

“
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

已经消失了血色
”
,“ 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

”
。寥寥几笔,揭示了再嫁再

寡、夫死子亡的悲惨遭遇给予她的心灵创伤。特别是沦为乞丐后,“ 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

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
”
,形象地再现了祥林嫂由希望到失

望最后绝望的心理过程。在《伤逝》里,涓生向子君求爱时,“ 子君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

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
”
;失业时,眼神显得

“
怯弱

”
,生活艰难

时,眼神显出
“
凄苦

”
,当涓生对子君的爱消失时,子君眼中是

“
恐怖

”
,深刻地揭示了由反封建的叛

逆者向旧营垒的回归,表现了五四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失落的心理嬗变。

第三,通过人物言与行、表与里、情绪涨落变幻的对比,再现人物复杂性格和潜意识中的本质

特征。《离婚》中爱姑性格看似矛盾:勇 敢泼辣、无所顾忌,扬言
“
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我总要

闹得他们家破人亡!”转瞬间变得循规蹈矩、温顺服从,且 自我斥责 :“ 太放肆、太粗卤了⋯⋯"我

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的⋯⋯”
爱姑的性格唐突多变,情绪跌宕,皆源于对封建权势的幻想和依

赖,自 卑心理和奴性。情绪是个人的情感体验,是对外界事物和现实的情感折射。现实社会和外

界事物对内心的冲击越是强烈,个体的内心情绪感受和体验就更为深刻。
“
低头进、低头出、一礼

不缺
”
的爱姑蒙受被休之辱,意味着触犯了封建社会所规定的

“
七出

”
之条,面对剑拔弩张的极为

冷酷的现实,爱姑内心情绪更为强烈,突出地表现为自卑感、孤独感、遗弃感。自卑是个体无法面

对现实和社会而产生的自身定位及态度评价。这种自卑的情感体验,来源于外在事物的强大和

威逼,个体面对极大的威胁而被迫发出的内在防御性功能反应。这虽然是个体对客观现实不认

同的情感体验,但由于是面对的强大的社会现实和群体力量,个体感到自己的卑微而产生一种心

理防范机制。爱姑为争得一席之地,争得自己的生存空间,避免他人的轻视和欺凌,她
“
并不贪图

回到(丈夫)刀阝边去
”
,也不在于弥合已经破裂的家庭,而在于

“
赌气

”
,她只能以强悍泼辣的行为来

对付别人,掩盖内心的自卑,在别人眼前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自己是强者。

第四,让人物悲剧命运与喜剧氛围对照,强化人的悲剧内蕴。从辩证法的角度看,悲与喜是

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清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 :“ 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
”

在表现手段上,悲剧艺术多是肃穆庄严的正面感情宣泄,而喜剧则是倾向于在超越了审美对象的

理性审度中,“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鲁迅语)。 所以,“历史

”
本身的悲剧性与创作家的主

体喜剧性否定感情就有了相辅相成的内在关联,使真正的喜剧性在具备了悲剧意味的情感力量

时才会在
“
含泪的笑

”
中进入到

“
深刻

”
。另刂林斯基赞美果戈理艺术才能的伟大之处就在于

“
紧紧

地把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融合在一起
”[11]。 “

这里有多少诗、多少哲学、多少真!”
[lzl鲁 迅也肯定

果戈理作品
“
含泪的微笑"是《死瑰灵》的伟大处

”[13]。 《儒林外史》
“
戚而能谐

”
,使之成为中国第

一部
“
是称讽刺之书

”[14]。 在《祝福》的开头,结尾,鲁迅着力渲染的是鲁镇新年祝福的热闹气氛 :

鞭炮声声,震耳欲聋,幽微的火药香味弥漫天空,杀鸡、宰鹅,人们忙于迎接福神,沉浸在喜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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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然而,善 良勤劳的祥林嫂却乞讨街头,在爆竹声中孤寂地死去。环境氛围与人物命运的巨大

反差,加深了祥林嫂命运的悲剧色彩。在表现爱姑的悲剧命运时,作者也同样用艺术对照,加强

悲剧力量。在威严的七大人面前,爱姑不由自主地说 :“ 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
她的话

虽然微细得如丝,慰老爷却像听到霹雳似的了;他跳了起来。
”
他夸奖说 :“ 对呀!七大人也真公

平 ;爱姑也真明白!”并叫庄家与施家交换
“
红绿帖

”
。此时,“爱姑怕事情有变故,连忙去看庄木

三
”
。

“
好容易,庄木三点清了洋钱 ;两方面各将红绿帖子收起,大家的腰骨都似乎直得多,原先收

紧着的脸也宽懈下来,全客厅顿然见得一团和气了
”

:“ 好!事情是圆功了
”
。慰老爷

“
恭喜大吉

”
,

邀请大家去他家喝新年喜酒。
“

我不喝了,存着,明年再来喝罢。
’
爱姑说。"‘ 谢谢慰老爷。我们

不喝了。我们还有事情⋯⋯。
’
庄木三,‘ 老畜生

’
和丬、畜生

’
都说着,恭恭敬敬地退出去。

”

爱姑的反抗无疑地失败了。在这里,鲁迅让人物的悲剧命运与喜剧氛围对照,着力表现大和

谐大团圆结局,使悲喜对立的艺术因素统一在完美与和谐的画面中,使人欲哭无泪,更增添打动

人心的悲剧力量,强化了人物的悲剧命运。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然而,妇女解放的进程是漫长

和艰难的,这是人类文化传统的保守性、顽固性所规定了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不仅

写了一系列杂文从理论上批判封建传统文化,也用艺术形象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造成的旧式农

村妇女祥林嫂、爱姑和五四新女性子君的悲剧命运的残酷和罪恶。砸碎束缚女性的心灵枷锁,唤

起女性 自我意识的觉醒,是鲁迅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探索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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