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一九八四年第五期

雨果与司汤达风格比较

张 延 风

比较是研究作家风格的重要方法之一
。

当我们

翻阅风格论文时
,

发现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自觉或不

自觉地使用比较法
:
司汤达将莎士 比亚和拉辛对比 ,

伏尔泰对英
、

法
、

意等民族风格进行对照 , 席勒和

斯达尔夫人粉眼于时代风格的差异
。

.

在比较中
,

将某些有相同或相似因素的作品对

照
,

是比较风格学中一个有效而又简便的方法
。

例

如
:

将处于同一时代
,

同一社会
,

同一阶段
,

但流

派不同的作家进行比较
,

或把同 一题材
,

但情节和

语言不同的作品加以对照
,

以便集中精力考察那些

能生动体现作者风格的特点
。

司肠达和雨果分别在《 巴马修道院》和 《悲 协 世

界》 两部小说中
,

不约而同地都用了相当长的篇 幅

描写著名的淆铁卢战役
。

相同的体裁愈显示出两位

文学巨匠在主题挖掘
,

情节安排
,

形象塑造和文学

语言上的不同风格
。

情节安排

滑铁卢战役出现在这两部著作中
,

看来偶然
,

实则必 然
。

雨果和司汤达都是与社会风云息息相关

的作家
。

他们的笔端喷涌着时代的狂风 巨浪
,

字里

行间显现出政治角逐的鱼龙变幻
。

滑铁卢战役是改

变法国和欧洲命运的大战
,

这样重大的历史题材当

然会引起两位作家的注意
。

但是
,

对于这场战争的

描写在小说中所处的地位却是大相径庭的
。

在《 巴马修道院》中
,

主人公法布利斯是十九世

纪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意大利贵族青年
。

他祟拜

拿破仑
,

仇视庸败反动的巴马封建小朝廷
。

听说章

破仑重掌政权
,

并要在滑铁卢和欧洲联军决一雌雄
,

他即怀着满腔热血投拜法国皇帝
,

要从军参战
,

建

立功助
。

但是
,

法军的惨败不仅打破 了他的幻想
,

而且使他成为巴马小公国的叛逆
,

断送了仕途
。

法

布利斯不得不走上一条当主教的道路
,

向教会去谋

取飞黄腾达的阶梯
。

显然
,

滑铁卢战役改变了主人公

豹命运
,

对它的描写构成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
,

是

情节发展的重要一环
。

司汤达把这部分写得如此之

好
,

以至于 巴尔扎克放弃了写滑铁卢的计划
。

巴尔

扎克甚至希望作者川掉前一部分
,

从战役的卓越描

写入手展开故事
。

但是作者为了提供法布利斯今战

的思想墓础
,

烘托气氛而婉言常绝
。

由此也可见司

汤达小说结构之严谨
。

在《悲协世界》 中
,

丽果用盛盛十八章来描写滑

铁卢战役的全过程
,

竟无一个小说中的人物在此期

间 出现
。

仅在最后一章才有酒店老板德纳弟出场
,

写他如何盗窃受伤法军军官的钱财
,

为情节的转折

埋下伏笔
。

如果仅仅从结构的完整来看
,

只储把战

役的过程简略地交待清楚即可
,

投有必要用十八章
,

洋洋万言来详尽地再现这段历史
。

怎么评价这种文笔呢 ? 雨果在《 “

克伦成 尔
’
序

言》 中谈到文艺的作用时说
: “
世界上

、

历史上
、

生活

中和人类中的一切都应该而且能够在其 中 得 到 反

映
,

但是必须是在艺术的魔棍的作用下才成
’ 。

确实
,

雨果用
“
艺术的魔棍

.
把小说变成讲坛

,

把故事情节变成线索
,

他要在讲坛上宜讲关于世界
、

历史
、

生活和人类的一切观点
,

要用线索把上至天

文
、

下至地理的知识申联起来
。

例如
,

在《悲协 世

界 》中
,

就有关于修道院的长达八章的详尽介绍 , 在

《笑面人》里
,

对英国的司法制度作了有趣的详述 ,

在《海上劳工 》 中
,

又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海洋生

物课
。

雨果才华横滋
,

学识渊博
,

只 有百科全书式

的小说才能表现他那知识的海洋
,

思维的大厦和感

情的风攀
。

雨果在写作时
,

似乎常常
`
跑题

, 。

他抛

开故事情节和读者侃侃而谈
,

时而象政治家
,

时而

象历史学家
,

时而又象神学家或哲学家
。 _

总之
,

《巴马修道院》 的情节处理严自
,

扣题 ,

《悲惨世界》 的情节处理 自由
,

洒脱
,

文随 t 转
,

不

拘一格
。

读司汤达的作品必须一气呵成
,

方能把握

前因后果 , 而雨果小说中的某些部分则可独立成章
,

欣赏起来回味无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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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提炼和形象塑造

两位作家都写大战
,

但要表达的主题却大不一

样
。

雨果把法军的一次大败仗写成一场惊天动地的

圣战
,

把败军之师写成神兵夭将般的正义之师
。

第一章一开篇
,

作者就怀着无限惋惜的心情感

叹
“
假使在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七 日到十八 日的那 晚

上不曾下雨
,

欧洲局面早已改变了
。

多了几滴雨
,

或

少了几润雨
,

那对于拿破仑成了一种胜败存亡的关

健
。 .
雨果认为天时

、

地势并不是导致拿破仑失败的

根本原因
, “ `

非战之罪
,

天亡我也
。 ’ … …有个至高

的主宰作了那样的决定
。

英雄们的惶恐也是可 以理

娜的了
。

在滑铁卢战投中
,

不但有乌云
,

也还有天

灾
。

上帝到过了
。 ’
雨果不但请出万能的上帝洗刷章

破仑的失败
,

而且还给他雄上不朽的桂冠
。 `
滑铁卢

过后
,

欧洲在实质上是昏天黑地
。

章破仑的消灭替

欧洲带来了长时期的英大空虚
。

… … 失败反而把失

玻者交得里拱高了
。

.

侧了的波幸巴特仿佛比立着的

拿破仑还高大些
. ,

在描写战斗的章节中
,

雨果以遭劲酣杨的笔调

纵情高歌法军将士
。 `
旋风

、

胜利之神
、

英雄
。 , `
没

有一个不甘班赴死
, 、 ’

丑恶凶猛
,

坚强无敌
,

雄伟

绝伦 , 是神也是兽
’ 。

他搜尽人间最壮美的词句颂扬

法军军威
: “

鼓声滚动
,

号角齐鸣
,

雄壮
、

阔大
,

欢

乐
,

海一般的头盔
、

马刀和枪刺
,

浩浩荡荡
,

直抵

天边 , 他用整整两章
,

以荷马史诗般的雄伟气魄
,

以
一
梦兰之歌

’

式的穿云裂石的笔力讴歌法军将士临

死前的怒写
, 一

是浦腔轻旅心情突破脚脸时的崩裂
,

是痛心太甚所引起的姆炸
。 ’ 一
我们听见他的声音

,

并

且感到在康 日套的声音里
,

有各先烈的遗风
。

那仿

佛是丹东的谈吐
,

又仿佛是克耐伯的狮吼
。 ,
看到这

里
,

肺个读者会不热血沸肠? 我们纵有铁石心肠也

会被感动得热泪盈吃
。

如 . 说在《悲诊世界》中
,

我们的心随若战斗的

稍烟倾动
,

那么读《巴马修道院》 时
,

牵动着我们思

绪的是主人翁法布利斯的道遇
。

在他投军之前
,

吉娜姑母鱿预言
: 一
至于* 破仑

,

我可怜的朋友
,

他是不可能成功的
。 ’
她看透了章破

仑的致命弱点
,

对法布利斯说
: “

你也知道
,

我们的

故人不除掉他是不会甘心的
。

法国自从他离开以后
,

已经奄无力 t 可言了
, ’
这不仅为幸破仑也为法布利

斯的命运投下了阴影
。

果然
,

在巴黎法布利斯的钱

财被一帮法国青年盗走
。

在战场上
,

农民装穷不肯

帮助他
。

尤其使人伤心的是这样一个热血青年
,

竟

被当作间谋抓了起来
。

最直接的原因是
: “
法布利斯

… …说出自己对皇帝的热爱
, 。

法国人根永不相信还

有热爱拿破仑的外国人
,

这和拿破仑全盛时期受到

欲洲人民的拥裁相差何止千里 , 这样一个气血亏损

的民族要和整个欧洲作战
,

前途可想而知
。

随着情

节的发展
,

法军的混乱和腐败逐渐展现
:
根据莫须

有的罪名
,

军官可 以随便抓人
、

关人
、

毙人 , 监狱

里钱能通神
,

狱卒们受贿
,

帮犯人臂名顶替潜逃出

狱
。

军纪糟糕透顶 … …

这样的军队无法打硬仗
。

果然
,

在遭到一群群

普省士转兵的攻击时
,

士兵们开始了级后一个行动

— 逃
。

他们扔下军帽
、

枪
、

马刀 等等拼命地奔逃
。

兵

不服将
,

将不管兵
,

逃兵
“
把所有的街道塞得水泄不

通 ……
。

人人都在写街
、

发脾气
。 ’
这是真正的溃败

。

伍长捅了师长付官一刀
,

骂着说
: “

连胳粉带且一起

断了才好 ! 一伙没骨气的东西 ! 全都给波旁家族收

买
,

背叛了皇上里
,
这句话和吉娜姑妈的 话遥 相 对

应
,

一针见率地揭示了法军已由一支革命的军队变

成腐化的军队
,

甚至钻进了不少保皇党
。

读者从司

汤达的描述中自然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
法军的失

败是不可避免的
。

我们对照了两位作家在各 自的作品中描写的滑

铁卢战役
,

这是多么不同 的描述呀
。

不同的形象反

映了作者不同的主题
。

雨果要表现的是法国将士的

伟大
,

把失败的原因归于天命
,

他的基调是歌颂
,

风格雄浑豪迈
,

但不免有人工雄琢之感 ,司汤达要表

现的是法军的腐败
,

并从中体现出失败的原因
,

他

的基调是批判
,

风格冷峻凝练
。

艺术技巧

上面说过司汤达着重要表现的是主人公法布利

斯在滑铁卢战役中的遭遇
,

因此作者描写战争场面

总离不开主人公的行踪
。

主人公的感情随着场景的

不同而变化
。

这种情景交融的写作突出了人对外界

的感受
,

显得亲切通真
。

主人公的行动是连续的
,

从蛋曦参军到出发
,

从入狱到出狱
,

从参加战斗到撤退
,
从受伤到治伤

直到返回意大利
,

作者象电影摄影师追拍一样
,

一

步不拉地盯着角色
。

当镜头转向战火纷 飞的战场时
,

即变为法布利斯的眼睛
,

反映出的是法布利斯所看

到的一切
。

他既不懂军事也不熟悉情况
,

从中间插进

来
,

跟着人家后面一边跑一边东张西望
。

他看见 的

是
“

奇怪的现象… … 完全不傲得这是怎么回 事
。 ”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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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利斯既不是掌握全局的统帅
,

也不是经脸丰富的

老兵
,

他看到的滑铁卢战役只能是跳跃出现的零乱

场面
。

正是这样的描写
,

完成了环境和人物的
“
典型

性
. ,

体现了司汤达的现实主义的风格
。

司汤达善于甩白描勾勒人物的个性
。

例如
,

他

喜欢用直接引语表达人物的内心独白
,

从而刻划人

物的内心世界
。

请看这一段
: “ `

啊 ,我终于在火线上

了 1’ 他心里说
。 “
我看见了炮火 !

’

他满意地反复想 ;

`

我现在是个真正的军人啦
。 ’ ,
主人公幼稚 而热情的

性格便跃然纸上
。

司汤达避免直接评论人物
。

他的

人物形象是在情节的进展中才逐步丰满起来
。

司汤

达还善于用供托的笔法使人物形象凸突出来
。

对法

布利斯的形象塑造也是通过吉娜姑妈
,

狱卒的老婆
,

女商贩和老兵之 口才完成的
。

总之
,

司汤达尽量把自己脚旅起来
,

他把澎湃

的感情和深遭的思想溶 汇在故事情节和人物之中
。

他的风格朴实
、

淳厚
,

他的作品言简意深
。

难怪福

楼拜称赞道
: “
真正的文体

,

这种古典的文体现在能

掌握的人已经绝无仅有了
。 ’

雨果就不同了
。

他采用倒叙的手法推出叙述人
,

让他在战火停息几十年后重访战场遗迹
,

凭吊阵亡

将士
,

缅怀昔日法军的军威
。

这部分占了两章
,

构

成情节发展的序幕
。

更重要的是
,

雨果以叙述人的

百目出现
,

直抒胸怀
。

他时而是历史学家
,

军事评

论家
,

时面是哲学家和政治家
。

他抚今追昔
,

评说

千秋功界 ,

宜大的历史事件往往是雨果得心应手的姐材
。

他特别普于拿扭叙述的节奏
,

能放能收
,

能疾能级
。

从第三章起他按撤情节开展的四个主买阶段
:

开端
、

发展
、

高润和结局
,

用十三章的篇幅全面详尽地描

绘了战役的全过程
。

在第三章
,

他以高屋建扳之势对法军失败的原

因进行综合分析
,

笔调是启发性的
。

第四章简练地

介绍了战场地形和双方兵力步署
。

经过前四章的准

备
,

第五章写战役的开始
,

场面广大热烈
。

第六章

写战斗进入白识状态
,

作者以迅疾的速度把双方军

情交叉盈现
,

气奴紧张
。

第七章写章破仑的心情
,

气氛砚然由疾迫转为徐级
。

然后点明法军的总攻准

备
。

第八章引而不发
,

不写进攻
,

笔峰又转入战场

形势分析
。

第九章写总攻
。

气势如万马奔腾
。

第十
、

十一章中气势又由疾变级
,

作者写双方统帅韩握斗

智的微妙场面
。

第十二章以祟高的笔墨写英雄
。

第

十三章以飞快的节奏写演败
。

第十四章
、

十五章以

悲壮的笔调写法军的英勇不属
,

以级和前一章给读

者留下的悲伤
。

第十六章以军事评论家的 口气分析

双方战术
。

第十七章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分析大战

对厉史的形响
。

第十八章以阴沉恐怖的笔调 写战场

夜景
,

德纳弟登场
。

天才的雨果为我们璐写了
一

曲

英雄交响乐
。

笔且如此均丽
,

场面调度 得 如 此 恰

当
,

节奏变换得如此和谐
,

这就是雨果的风格
。

文学语言

语言是文学作品的三大要素之一
。

语育风格是

作家风格的重要内容
。

在《 巴马修道院》中
,

司汤达的语言简练
、

自然
、

明白如话
。

他很少用细腻的笔调描写人物的外貌
,

他仅用 一个或几个意义准确的词就交待清楚了
。

对

场景的描写也一样
。

他写夜
, “
四面八方都有营火

,

营火照亮了天边
,

因而没有火的地方显 得 更 加 黑

暗
。 ,
他不大使用 . 喻和比拟

,

他偏爱直接了当地说

出想要说的话
。

司汤达语言的另一特点是幽狱
,

有时含有机智

的讽刺
。

他常用法国修辞学家称之为
“
反意联接

’
的

修辞手段来揭尽名不符实
、

言行不一
,

使读者初着

感到意外
,

回味过来又发出会心的徽笑
。

例如
: 肠
他

遇到几个和荡可亲的年轻人
,

比他还要狂热
,

但是

投几天
,

却把他的钱偷光了
,

幸好由于谦虚的缘故
,

他没有谈起母亲给他的钻石
。 ,
这弃弃几笔就把那几

个法国人的虚伪和主人公的幼稚勾西出来
d
又如

,

狱卒和其妻图谋法布利斯的钱
,

小说写道
: `
她跟她

丈夫说这个小鬼有钱
,

因此道该的着守也就让 她全

权处理
。 ’
这句话算把狱卒的贪财如命和老谋深算揭

尽得淋演尽致
。

每当法布利斯落难时
,

司汤达就喜

欢称他为
“
我们的英雄

’ ,

其娜谕和同情之意滋于 言

表
。

雨果就大不 相同了
。

他的语言艳丽多彩
,

字里

行间气势夺人
,

不同凡晌
。

雨果喜欢用典故
。

这些典故相当多来 自古希腊

罗马神话和史诗
,
所以他的语言颇有伊里亚特式的

雄浑风格
.

例如
,

他用
“

半人半马
.
写骑兵

。

雨果喜

欢用 , 喻和比拟
,

这不但使形象具体生动
,

而且把

现实装扮得更理想
,

更美
。

他写羽林军
`
神色镇定

.

个个仪表非凡
,

… … 当他们在战云弥役中出现的时

候
,

敌军 也对法兰西肃然起了敬意 , 他们 以为 看见

了二十个胜利之神展开双其
,

飞入战场
。 ’
他写法军

“
远远望去

,

好象两条钢筋铁骨的巨蟒爬向那高地的

山脊
,

有如神兽穿越战云
. 。

他说 t 破仑是
一
金俐术

坏身
.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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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的语言节奏感很强
,

气势如江海奔流
。

他

喜欢用排比句
,

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推进
。

在第三

章中他一 口气用了十六个疑问句来穷究拿破仑的灵

魂
,

真是气势夺人
。

同时
,

只 要需要
,

雨果也以优

美细腻的词句写录状物
。

两种风格的根源

司肠达的风格朴实
、

凝练
、

严谨
、

幽歇 , 雨果
-

的风格洒脱
、

浪炭
、

雄奇多姿
。

产生这些差异的基

本原因是作家要选择和表达不同的主题
。

作家在作

品中表现什么样的生活和他如何评价这种生活
,

往

往是形成风格最内在的原因
。

雨果对章破仑的革命性有极高评价
,

但对他的

反动性缺乏正确认识
。

因此大作家找不到拿破仑失

败的真正原因
。

这不能不影响作品的思想深度
。

司汤达对幸破仑的态度具有两重性 一方面
,

他

崇拜幸破仑的反封建勇气和爱国精神
,

称拿破仑为
“
我们祟拜的英雄

. , 另一方面
,

拿破仑后期的独裁

军事统治和对封建势力的妥协使他深为失望
。

他在

1 8 2 4年 5 月写的一篇文章中说
:
拿破仑发动百日政

变之后
, .
已经把他的全部合于理性的

、

深得民心的

理想抛在脑后 , 再一次踢封贵族 , 危机一经度过
,

他又沉缅在专制的享乐之中
. 。

在《 巴马修道院》 中
,

司汤达一方面描写共和派对他的敬仰
、

保皇党对他

的仇恨 ; 另一方面基摇幸破仑军队的腐败
,

揭示了

* 破仑失败的内因
。

雨果和司汤达都是十九世纪法国大作家
,

同属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
,

为何对滑铁卢有如此不同的

描述呢 ?

原因要从作家主观上找
,

因为作家的风格更多

地
、

更直接地来 自他们的主观因素
。

这种主观因素
`

决定了他们认识生括和表现生活的独特性
。

一般地

说
,

主观因素来 自作家个人生活的环境
,

实践
,

所

受的思想
、

艺术影响
,

心理功能等方面
。

司肠达是拿破仑的部下
,

跟随他南征北战
,

经

历过莫斯科的溃败
,

他以一个老兵的经脸写战争
,

当然写得真实
、

直朴
,

地道
。

而雨果作为一个后世

文人
,

凭着历史的资料和丰富的想象翻纸上谈兵 , ,

写得全面
、

详尽
,

气势磅礴
,

但难免没有 虚 假 成

分
。

司汤达在莫斯科演败后对拿破仑的穷兵赎武感

到厌恶
,

离开了使他失望的军队
。

百日复辟时他没

有投奔拿破仑
,

所以能比较客观地面对现实
。

雨果

面对动荡不安的政局
,

衰弱的国势
,

希望有一个强

有力的统帅来重振国成
,

尸骨未寒的幸破仑 自然成

为他缅怀的英雄
。

司汤达在文艺理论上反对矫揉造作 的 古 典 主

义
。

主张现实主义
。

他曾说过
, “
优秀的创作 犹 如

一面照路的镜子
,

既映出兰色的天空
,

也映出路上

的泥塘
,

读者不应资备镜子上面的泥墉
,

而应责备

护路的人不该让水停滞在路上
,

弄得泥泞难行
。 ’
因

此
,

对滑铁卢战役他敢于秉笔直书
。

他说过
:
要作

浪漫主义 (即现实主义一作者注)
,

就必须勇放
,

因为透是必须冒险的
。

雨果推祟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

在《克伦威尔序

言》 中他认为
, 肠
戏剧应该是一面集中的镜子

,

它不仅

不减弱原来的颜色和光彩
,

而且把它们集中起来
,

凝聚起来
,

把徽光化为光明
。 ,

基于这样的观点
,

他

把滑铁卢战役的场景艺术地
“

集中 ,起来
, `
凝聚

即
起

来
,

以史剧所特有的紊迈风格把清铁卢大战写得那

么光明
,

那么祟商
。

风格是贯穿作家全部著作的稳定
,

连续的个性
,

仅从一部小说就概括作家的基本风格显 然是不全面

的
。

只有通过大量周密的研究
,

我们才能由浅入探

地
、

逐步地掌握作家风格的荃本特征
。

本文只 能算

这锐长努力过程的一小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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