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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评析了海明威小说中的象征主义成分，指出《老人与海》曾在学界引起一场
关于象征主义的争论。有趣的是海明威本人持否定态度，学者们则坚持研究。论文结合小说文
本揭示了海明威多个象征物连用、对比和暗示的特点，特别是与人物感情和小说主题密切结合。
［关键词］海明威;象征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 4720 ( 2012 ) 01 － 0031 － 06

海明威与象征主义问题，曾经围绕着《老
人与海》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
论。后来，这场争论逐渐扩展到海明威的其他
小说，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

今天，在欧尼斯特·海明威逝世五十年
时，深入讨论海明威与象征主义问题是很有意
义的。这必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海明威的创
作思想和艺术手法，特别是他独特的“冰山原
则”和硬汉形象的塑造。

欧尼斯特·海明威( 1899 － 1961 ) 是从巴
黎登上文坛的。1921 年底，他旅居现代主义
运动中心的巴黎，接受现代主义思潮的熏陶。

一面继续当《多伦多之星》的特约记者，到欧
洲各地采访; 一面立志当个作家，认真练写
“每个真实的陈述句”。他如饥似渴地向斯坦
因、庞德等作家和毕加索等画家学习新的艺术
手法。他有机会接触先锋派、立体主义和象征
主义等表现现实生活的不同技巧，从中吸取营
养，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1925 年他的第一
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问世，受到欢迎。
1929 年第二部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与读
者见面，好评如潮。他成了欧美文坛一位闪亮

的新作家。

严格地说，巴黎是象征主义的故乡。1880

年法国的象征主义运动揭开了西方现代主义
的序幕。马拉美的诗歌、波德莱尔的《恶之
花》( 1857 ) 和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
( 1857) 展现了不同于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
创作手法，席卷二十世纪西方文坛，形成了现
代主义文学新潮流。文学的中心由英国转到
法国。巴黎成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和理
论发展的中心。波德莱尔出版了美国作家爱
伦·坡的故事集，研究和诠释了爱伦·坡的文
艺理论。马拉美和波德莱尔等人接受和弘扬
了爱伦·坡的某些浪漫主义见解，如“模糊是
诗歌真正达到音乐性的一个成分，即真实表达
感情的音乐性。这种暗示性的模糊具有精神
上的效果，因而它成了象征主义诗人追求的主
要目标。”( 杨仁敬，2010: 63 － 64)

二十世纪初，象征主义运动从法国开始，

逐渐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它的应用原则也
从诗歌扩大到小说等范围。爱伦·坡的文论
纠正了一些浪漫主义作品的松散和浮夸，也打
破了法国浪漫主义诗人留下的韵律规则，走向

13

2012 年第 1 期
外国语言文学( 季刊) ( 总第 111 期)



更加开放的心态。文学批评日益发展，为各种
小说诗歌解读。法国作家更钟爱美学理论，更
常探讨文学问题。巴黎的这种新思潮吸引了
爱尔兰诗人叶芝、英国小说家乔伊斯、诗人艾
略特和美国作家斯坦因。他们纷纷移居巴黎，

继承和发展了象征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斯
坦因走得更远，把马拉美的美学原则发挥到荒
诞的地步，成了美国现代派小说的奠基人。

斯坦因在《软纽扣》( 1914) 等小说中用了
不少象征主义手法，而且她往往将它与文字的
并置和时态的转换以及红、白、绿等颜色加以
揉和，形成奇特的视觉形象和叙述时间的模糊
性，使作品兼有散文和寓言的特点，具有西方
立体主义绘画的艺术效果。斯坦因喜欢将日
常生活中很一般的东西写得似是而非，亦真亦
幻，让读者自己去联想。有时她所象征的东
西，读者只好瞎猜，有时谁也猜不准。

1 海明威与学者们的论争

1980 年 11 月，笔者从哈佛大学去普林斯
顿大学访问卡洛斯·贝克教授时，他曾对我
说，他那本专著《海明威: 作为艺术家的作家》
( 1952) 的书稿送请海明威过目时，海明威在
书稿中所有提到象征主义的地方都打个问号。

不过，卡洛斯·贝克后来还是按照自己的原稿
出版。这本书出版后，海明威没再说什么。贝
克高兴地说，他们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但两
人还是好朋友。

海明威为什么反对象征主义呢? 贝克没
有说明。他是第一个评论海明威象征主义艺
术手法的，包括天气、地理和人物三个方面。

他的论断获得美国学术界许多人的认同。
1952 年，《生活》杂志发表《老人与海》的

前言中说:小说中的老人就是年老的作家海明
威。老人捕到的大马林鱼就是他高雅的杰作。

鲨鱼群暗指诋毁他的作品和声誉的评论家们。

小说反映了一个作家的生存状况。言外之意，

这部小说具有明显的象征主义。

这种看法引起了学术界许多人的共鸣，也
成了对这部小说争论的焦点。

没料到，海明威对这种象征主义论非常反
感。他在 1952 年 12 月 13 日致伯纳德·伯仁
森的信中给予直截了当的反驳。他写道，“没
有什么象征主义。海就是海，老人就是老人，

孩子就是孩子，鱼就是鱼。鲨鱼就是鲨鱼，不
好也不坏。人家说的象征主义全是胡扯。”
( Baker，1981: 780 ) 海明威特别否认鲨鱼群是
影射攻击他和他的作品的评论家们。

但是学术界很难接受海明威的表白和澄
清。美国学者吉里·布南纳认为，不能用海明
威的意图代替对《老人与海》的评论。海明威
上述信中的说明是“一个作家意图的直率声
明，但是按照作家本人宣称或指明的意图来阅
读文本，很可能误导。读者懂得对作家宣称的
意图特别谨慎……此外，作家有意识的打算也
许跟他们揭示给读者的无意识的叙事模式相
矛盾，他们在文本中的含意可能与他们想做的
大相径庭。最后，作家的意图还受到读者在文
本中所发现的文化视野、意识背景、阅读策略、

文学经历、历史倾向、个人偏见和有关价值或
缺乏价值的其他因素的限制。”( Brenner，
1991: 13) 布南纳这段话明确地表明，海明威
可以直率地说明自己的主观意图，但不能作为
评论的依据，否则就会误导读者。

另一位美国学者比克福德则无视海明威
的声明，专门评述了《老人与海》中的象征主
义特色。他认为圣地亚哥老人在海上遇到的
各种海洋生物的行为，揭示了小说对于力量价
值的肯定、对于活动的完全投入和对于逆境的
探索。他又说，“……所有的暗示最后揭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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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本的自然准则: 和谐的对抗，即有同情
心的暴力、舒服的痛苦、死亡中的生存、年老而
旺盛的精力和失败中的胜利。这些形成了故
事的结构。”( Sylvester，1996: 131 － 32)

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则坚持认为，
“圣地亚哥渔民很明显就是海明威自己”。他
年仅 52 岁，但太浪漫化了，看起来他是老多
了。小说的寓意是显而易见的。作家努力工
作，想写出一部真正的伟大作品，甚至我们不
必将鲨鱼当成文学批评家( 虽然这种提法并
不都是不正确的) 。( Bloom，1996: 5) 可见，布
鲁姆也不同意海明威的看法，对他有所批评，

也有所肯定，比较客观。

从那以后，围绕着海明威与象征主义问
题，学术界进行了热烈的争论，至今难以平息。

跟卡洛斯·贝克教授一样，许多人坚持认
为海明威不仅在《老人与海》里，而且在其他
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

等作品中象征主义手法用得很多。虽然海明
威似乎严加控制，仍然用得明显而独特。

2 多个象征的连用及与人物心情的融合

在象征主义手法上，海明威是否受斯坦因
的影响还很难说，但至少他没有学她搞些朦胧
不清的东西。像画家塞尚一样，海明威重视写
实，看得见，摸得着，但在巴黎习艺阶段，适当
运用象征主义手法也是很自然的。比如:卡洛
斯·贝克对《永别了，武器》“高山与平原”的
分析，我看是有客观根据的。他认为高山象征
和平，平原表示战争。一支部队过河涉水，日
夜赶路，所过之处，灰尘阵阵，枯叶飘落。一片
秋天景色。那美丽的景色为即将发生的战争
提供了一个总背景。他们行走于夏末秋初。

枯叶干了、掉了、发黄了、变成灰尘。军队在灰
尘中走了，很快就要走进泥土了。所以，“落

叶”又成了象征中的象征。它仿佛预示着意
军将走向失败，无数士兵将像落叶一样被打散
或消失……

不仅如此，上面的象征又连着另一个象
征:“雨”。它成了灾难的象征。初冬来了，带
来一场经久不息的大雨。雨又带来一场霍乱。
“据查，军队里仅死了七千人。”七千人病死不
是件小事，作者用“only”，意在反讽。这里
“雨”成了意军的集体大灾难。不过，那仅仅
是一场大灾难的开始。

作为灾难象征的“雨”令主人公凯瑟琳感
到害怕。她对亨利说，她一向是怕雨的。
( 139 ) 亨利说他喜欢雨。他爱在雨中散步。

但雨对恋爱很不利。亨利追问凯瑟琳究竟为
什么怕雨? 她答道，“我怕雨，因为我有时看
到自己在雨中死去。”亨利大吃一惊说，“哪有
这种事?”她说，“还有，有时我看见你也在雨
中死去。”亨利开玩笑地答道，“那倒是比较可
能的。”可是凯瑟琳坚持说不可能，她能叫他
安全。“我知道我能。但是没人能够救自
己。”后来她哭了。

在卡波雷托大撤退后，亨利逃到米兰找到
凯瑟琳。酒保向他俩报讯:警察在抓人。他俩
急忙乘酒保的小船，冒着暴风雨逃到中立国瑞
士，过了一段快乐的日子。最后凯瑟琳难产而
死，小孩也夭折了。亨利在雨中走回旅馆。
“雨”终于见证了一对恋人在战火中的生离死
别。

由此可见，海明威运用象征主义是很独特
的。他往往能够把多个象征有机地连在一起，

反复出现，与人物的心情融为一体，既揭示了
他们在不同阶段的情感变化，又让读者不知不
觉地受到感染。《永别了，武器》中的意大利
平原、河流、小路、树木和枯叶都和战争、死亡
和悲愁相联系; 而高山、森林、高原则象征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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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宁和平的生活。海明威以高山与平原的
对照，展开了打仗的故事情节，并从冬去春来，

春雨绵绵，很自然地引出了气候的变换“雨”。

然后“雨”与男女主人公的心情结合起来，一
直演绎到最终凯瑟琳在难产中死去，留下亨利
孤单一人在雨中行走……这种在大背景的象
征中贯穿渲染气氛的象征，二者紧密结合，产
生了更感人的艺术魅力。

3 象征与小说主题的结合

在《丧钟为谁而鸣》里，海明威用“雪”来
衬托西班牙游击队山区形势的变化和游击队
员内心情感的起伏。小说结构紧紧围绕着
“炸桥”的中心任务来展开，自始至终都相当
紧凑。“雪”总是与炸桥紧密连在一起。一场
意外的五月雪牵动了乔登和每个游击队员的
心。小说写道:

乔登、彼拉和玛丽娅告别聋子的游击队营
地返回自己营地的途中，三个人望着对面山顶
的积雪闪闪发亮。彼拉说，“雪这东西真要不
得。可看起来多美!”他懂得点巫术，会预测
未来。但她感到“雪真叫人看不透。”( 第十二
章) 他对乔登说，“你的桥叫我头痛”，似乎对
炸桥有点为难。乔登乐观地说，“我们可以叫
它头痛桥，但是我要叫它像一只破鸟笼似地掉
进那峡谷里。”

他们回到自己营地时，雪越下越大。游击
队队长巴布洛喜出望外，感到这场大雪很美。

他要为这场雪干杯。他整天喝酒，就盼着这场
雪。他幸灾乐祸地对乔登说，“这一来，你的
进攻就吹了!”巴布洛自私又胆怯，安索尔莫
说他是个胆小鬼，巴不得取消炸桥任务。巴布
洛以为进攻吹了，飞机不来啦。炸不成桥了。

只有雪了! 乔登起先很愤怒，后来定心一想，

要接受现实，从中杀出一条路来。他对山区夏

天的风雪感到激动。这场风雪打乱了一切。

它不仅增加了炸桥的难度，而且引起了游击队
内部的思想混乱。他耐心地与巴布洛谈心。

吉卜赛人带着满身的雪回营地向他汇报敌情。

乔登想起了在风雪里放哨的老人安索尔莫，便
带着费尔南多赶到洞外老人放哨的地方，请老
人回山洞营地取暖。老人太感激了，这时他不
再觉得孤独了。两人加深了相互了解和友谊。

这为老人全力配合乔登炸桥埋下了伏笔。

雪，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新灾难，考验着乔
登和西班牙游击队员、安索尔莫、巴布洛和彼
拉等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不同的内
心情感和精神面貌。

乔登牺牲前苦口婆心地劝说彼拉带着玛
丽娅离开了阵地，自己受了重伤，仍坚守在山
坡的松林里。他用手轻抚身边的松针地，摸摸
身前那棵松树，将手提机枪架在松树树干上
面。他伏在树后，等待着一个敌军军官上来。

他迎着阳光，感到自己的心脏按在树林里的松
针地上跳着……他的生命最后化作了一棵松
树，永远屹立在西班牙大地上。如果说那片树
林象征着西班牙游击队员永不消失的战斗精
神，那么乔登就像树林中那棵长青不老的松
树，永远和他们在一起! 可见，海明威所用的
象征物总不是孤立的，而是个体与总体相结
合，用得很成功，真是魅力四射，令人叫绝。

4 不同象征的对照与暗示

此外，在《丧钟为谁而鸣》里，海明威还用
手枪和马刀两样遗物象征乔登祖父的勇敢和
忠诚。乔登时刻将这两样遗物带在身边，经常
怀念祖父的战斗精神，以此在异国他乡风雪中
的山区游击队营地里，不断激励自己，立志杀
敌，为炸桥献身。这就使小说的叙述增加了亮
点。乔登在怀念祖父时往往与他父亲的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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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对照。他早将父亲自杀用的手枪扔进湖
里，象征与他的窝囊废品德决裂。他理解他父
亲，但不赞成自杀，所以他为父亲感到羞愧。

这种在运用象征手法时一正一反的对比成了
海明威象征主义的又一个特色。

在《老人与海》里，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
老人、鲨鱼、马林鱼象征什么的争论以外，海明
威的象征手法，突出表现在“狮子”的运用和
暗示。这一点常常被忽略。老人圣地亚哥一
个人独自出远海，从启航前、在大海上与大鲨
鱼搏斗到失败归来都念念不忘狮子。“狮子”

和男孩成了他困难和危险中的精神力量。他
多次想起以前伴他同行的小男孩曼德林，“要
是那孩子在就好了。”圣地亚哥老人没有妻
室，没有子女。他妻子早去世了，只遗下两幅
画《耶稣圣心图》和《科伯圣母图》。原先墙上
还挂着一幅妻子的着色照，他一瞧见就很感
伤，所以就将它取下来放在角落里的架子上。

他没有别的牵挂，出海前睡在铺报纸的床上就
做梦了。

海明威将象征青春和力量的狮子与圣地
亚哥的梦结合起来，暗示老人顽强的意志和坚
韧的毅力。

八十四天捕不到鱼是古巴老渔民圣地亚哥
的一大挫折。之后曼德林父母把小孩叫走了，

不许他再跟倒霉的老人出远海捕鱼。老人表示
理解，男孩不得不服从父母之命。但两人对再
次出海充满了信心。老人在出海前睡了个好
觉。不久，他梦见了孩提时代的非洲，长长的金
沙滩和白沙滩，白得简直刺眼，还梦见了高高的
海岬和褐色的大山。如今他每晚都梦见生活在
那片海岸上，在梦里听到海浪的咆哮，看到本地
的小船破浪前进……“( 海明威，2007: 11)

从加勒比海到非洲大陆，相距十万八千
里。老人梦见了他小时候的非洲，甚至闻到清

晨陆地微风带来的非洲气息。为什么他在出
远海前有这个梦? 有这种感觉?

因为非洲沙滩上有勇猛的狮子。老人圣
地亚哥八十四天没捕到鱼，空手而归，要再出
远门，前面的艰难险阻可想而知。他正需要狮
子一般的勇猛精神奋然前行。

果然，他醒来又睡着了，继续做梦。”他不
再梦见风暴，不再梦见女人，不再梦见轰动的
大事，不再梦见大鱼、打架、斗力，也不再梦见
妻子。他只梦见眼前的地方以及沙滩上的狮
子。薄暮中，狮子们像小猫那样在嬉戏，他喜
爱它们，就像喜爱那个男孩一样。他从未梦见
过男孩。他就那么醒来了……( 11)

由此可见，海明威用“狮子”这个象征暗
示了圣地亚哥老人再出远海前的信心和力量。

当老人在墨西哥湾远海钓到一条比他的
小船长两英尺的大鱼时，他的左手抽筋了。他
沉着应对，到了中午就好了。他更有男人气概
了。他拉着大鱼，做了祷告，想证明他是个有
能耐的“怪老头”。他在与大鱼搏斗前又梦见
狮子。“为什么狮子成了留下的主要意念
呢?”( 33) 他自言自语，以“狮子”激励自己。

老人抓住钓线，将刀插进鱼头，把鱼从船尾
下方拖出来。他吃了几片飞鱼和鲯鳅肉，紧握
钓线，又睡着了。但“他没有梦见狮子，却梦见
了一大群海豚，绵延八到十英里……”( 41) 他
的心情平静而舒坦。“后来，他开始梦见长长的
黄色海滩，看见狮群中的第一头狮子傍晚时下
到了海滩。接着，其余的狮子也来了。……他
等待着更多的狮子下来，心里很愉快。”( 42)

可是，好景不长。一小时后，第一条鲨鱼
袭击了老人捕获的大鱼。老人把鱼叉刺向鲨
鱼头部，宰了那条鲨鱼。他真希望那是一场
梦。“但是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他说，“一
个人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打败。”老人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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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成了他狮子精神的写照，生动地点明了小说
的主题。后来，一群巨鲨向他袭来，他顽强拼
搏仍寡不敌众。那条大鱼的肉被它们啃光了，

只剩下一幅骨架。

圣地亚哥老人拖着那条大鱼骨架回到岸
边。他疲惫不堪。从沙滩到家里，一路上他坐
下来歇了五次才走到他的小棚屋。他十分感
慨，“无论如何，风是我们的朋友，他想。随后
他补充道，有时候是。还有大海，海里有我们
的朋友和敌人。还有床，他想。床是我的朋
友。就只是床，他想。床是一件了不起的东
西。被打垮倒反而轻松了，他想。”( 63) 这里，

风、大海和床都被拟人化了，揭示了老人又经
历了一次失败的拼搏后的内心感受。它的象
征主义是不言而喻的。

末了，老人一躺下就睡着了。“老人正梦
见狮子”。( 66) 这个梦就是对失败的回答。与
前面老人几次梦见“狮子”相呼应。狮子是兽
中之王，象征着勇敢和力量。它成了老人无言
的答复。八十四天捕不到鱼，再出远海又失败
而归。但圣地亚哥从不言败，不怕失败，他还会
像非洲狮子一样往前冲，积累力量再出海捕鱼!

这里，海明威借用一个象征性的短句作为
《老人与海》全篇的结束语，非常简洁有力，意
味深长，真可称为神来之笔。所以，不管象征
主义是否作为现代主义的一种艺术手法，一到
了海明威手里就成了他艺术风格的组成部分，

用出了效果，用出了特色，使他独特的“冰山
原则”熠熠生辉，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
象。他博采众长，自成一格，在反复刻苦的实
践中闯出了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

注释:
①本文是中国社科院重点项目、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陈众议主编的“外国名作家学术史研究”分课题

《海明威学术史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编号为

YZDA2006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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