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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曹禺是中国话剧艺术的集大成者，曹禺剧作的成功标志了现代话剧在中国的成熟。他的剧作以其深
邃的内涵、娴熟的技巧，被认为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之作。曹禺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分析曹禺
的创作，发现他很善用象征手法，体现在话剧作品，他的象征手法运用又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日出))的题
记：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一一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句话已经决定了((日出》与社会现实的
密切关系。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可以说用作品来象征现实生活是很多作家的做法，那么曹禺为何如此喜
欢用象征?他是怎样用的?这种表达到底有何值得称道之处?本文将以他的((日出》为例进行具体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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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在我国话剧史上的成就是有口皆碑的，曹禺的

出现是我国话剧创作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他剧作的成

就是我国话剧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话剧《雷雨》、
《日出》和《原野》被人称为生活、生命、人性的“生
命三部曲”。在他诸多作品中，《日出》的地位是很值

得一提的，正如谢迪克(H．E．Shadick)所说，“《日
出》可以毫无羞愧地与易卜生和高尔绥华兹的社会剧的
杰作并肩而立。”

曹禺在《日出》这篇四幕悲剧中，以旧中国大都市

为背景，怀着憎恶黑暗、渴望光明的热情，揭露资产阶

级的荒诞无耻和自私残酷，表现下层社会的悲惨生活，

指出了光明的前途。从《日出》的思想倾向来看，应该

承认这篇剧作基本上是时代生活的真实反映。他的创作

视线已从家庭伸展到了社会。认清r“损不足以奉有

余”的社会形态——人剥削人的制度。他已开始有意识
地诅咒四周的不公平，对荒淫无耻的人生泄着愤懑，把

希望寄托在象征光明的人们身上。

而与此同时．曹禺话剧创作中象征手法的运用也愈

发显示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他是很喜欢运用象征手法
的，从他的处女作《雷雨》开始，他就把“雷雨”作为

某种社会力量的象征；《日出》中的夯歌连同“日出”

本身都具有象征意味；《原野》、《北京人》中象征更

多，铁镣、铁轨、黑林子、寿木、北京猿人等都有各自

所要象征的内容。

一、曹禺选择象征的原动力探

在很多研究曹禺的文章中，不少人指出他在创作过

程中，有意识地承受了西洋一些作家的影响。的确，无
论是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或语言的运用等方面，曹

禺确实受了一些外国剧作家的影响。在象征手法的运用

上，易卜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外同

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 “从

易卜生的剧本中了解了话剧艺术原来有这许多表现手

法，人物可以那样真实，又那样复杂”。

在易卜生的创作中，象征已经成为他结构剧本、表

现主题必不可少的手段，象征成了易卜生戏剧创作的一

个重要特点。而曹禺并没有直接从易卜生那里借用什么

象征物，但他无疑学习了象征手法和对象征的重视。象

征手法不能说在中国绝对没有，但至少在戏剧中是不发
达的，以写意为特点的传统戏曲并没有多少象征，鲁迅

就不赞成把戏曲说成是象征主义的戏剧。也不能说象征

手法是由曹禺开始的，但曹禺确实比一般剧作家用得更

多些。例如作者在《日出》剧前引有老子道德经的几句

话：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

以奉有余。”尽管没有明说，但可以感受到，《日出》
就是一个描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这种“人之道”的

剧本。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在前面引的那八段引文，

就是说明这个道理： ‘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必定毁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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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新地是一定会出现的⋯。作者把自己亲眼所见的
IH=i：k会的罪恶写在这个剧本中，怀着“时日曷丧，于及

偕亡”的极端愤慨的心情，对吃人的社会进行有力的

鞭挞。

艺术创作的规律不允许空洞的说教，而象征不是说

理，它总是同形象相联系的。象征能把抽象观念的东西

变成具体的亲切的形象，因而使思想得到艺术的装扮，

变得易为人们所接受。易卜生选择象征是因为他从未忘

记，剧作家不应该简单的说理，而应该用形象影响人。

他运用象征，足说明他企图用富有诗意的形象，去阐明

某种思想和哲理，但他的缺点是有时把象征手法变成象

征主义．弄得含混不清，不可捉摸，有些像某种密码，

不加破译很难了解其真实的内容。曹禺则不同，他的象

征一般是寓意明确的，如铁镣象征压迫，寿木象征死

亡，不大可能引起歧义。象征过于隐晦或仅仅变成一种

借喻或比喻都不好，它应当由甲自然联想到乙，并尽量

把甲乙重合成一体，造成一种既含蓄又确切的意象，既

让凄者发挥应有的想象力，又不至于如坠云里雾中无所

适从。曹禺在选择象征物时，就考虑到r这些因素，如

《日m》的结尾，黑暗终于过去，伴着夯歌，朝日冉冉

升起，满天的大红，一派壮丽的日出景象，谁又能说是

不真实的呢，但它确实足象征。作家把象征熔铸到真实

生活的描述里，几乎意识不到是象征，或者说象征抑制

了作家直白的说教，使作品的意念藏而不露，更为内在
隽水了，这正是作家的成功之处。

二、曹禺选择象征的缘由探

曹禺在很多作品中运用大量的象征，一方面，是有

具体的历史条件的，在那到处都有“枭鸟”眼睛的时

代，他采取象征有着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例如在《日

出》里面，历史舞台上互相冲突的两种主要的力量并没
有登场，代表可怕的黑暗势力的金八，作者故意叫他不

露面，至于那些劳作的人们，那拥有光明和生机的，只

好忍痛将他们硬塞在背后，当作陪衬。考虑到这个特殊

的历史条件，象征的艺术成为曹禺一种战斗的艺术手

段，这正像鲁迅先生不得已而使用杂文手法一样。但除

了有政治t的不便说的一面外，另一方面，运用象征主

要也是为_r追求作品的形象性和诗意。他作品中的象征

同现实生活内容密切联系在一起，是在大量的现实主义

描写中加进一部分象征意义的形象。例如， “日出”这

个形象，黑暗必将过去，光明必要来临，这是自然规

律。象征不过把作家所要表现的观念深化和具象化了，

从而提高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三、曹禺象征手法在《日出》中的具体运用

曹禺剧作的象征是自成系列的。首先“El小”既是

光明的象征，也是同春天的生机勃勃联系起来的无限生

命力的象征。因此， “日出”不但是一个自然的背景，

而且是诗意主题结晶起来的诗意的象征形象。他让那些

 

 



东京文学

背弃阳光的人们在暗夜里活动，他让那些喜欢阳光的人

流露出对阳光的温暖诗情，他让那些追求光明的人迎着

阳光走去，而让那些生活在地狱里的人渴望着阳光。当

作家把“日出”同工人的形象结合在一起，这种象征性

便给人一种现实感，它是一种可以追求到的光明，并非

空漠的幻想。的确，在那黎明前的黑暗年代，他用光明

的日l}}{点燃人们的希望和追求。

其次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有其各自的象征意义。如金
八的形象是作家追索造成种种罪恶的根源和探索悲剧必

然性的艺术体现。就其金融买办的地位来看，他很像

《子夜》里的赵伯韬，但较之更带有封建帮派头目的特

征，连潘月亭，这个响当当的人物也要让他三分，说，

“金八这个家伙背景复杂，不大讲面子”。他的性格残

忍冷酷，手腕毒辣，流氓成性。他的魔爪伸向社会各个
角落，直接或间接地操纵着整个社会，并促成潘月亭的

破产，黄省i的失业，陈白露的自杀，小东西的惨死。

作者以其象征性概括着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那是
以蒋介石为代表．四大家族统治和垄断着金融界，操纵

着亿万人民命运的R寸代。因此，作者写金八，实际上把

攻击的笔锋直接指向了反动统治阶级，彻底否定了金八

及其代表的社会制度。

陈白露。她的名字就是有象征的，她是黑夜里一颗

晶莹的露水，弥漫的夜气给它蒙上一层污垢，但它的内

心是纯洁的、透明的，它盼望日m，向往在阳光照耀下

一展清亮的光辉，可没等上太阳出来，就倏而消失了。

对于她的形象研究的已经很多了，就不累赘了。

方达生是一群行尸走肉中有人气的人，他有较明确
的憧憬。虽然他先前是那么愚憨和笨拙，但后来他的视

野广大了，他不只要救一个陈白露，他要改善整个社

会。曹禺似乎是想把一个新的生命交付给他的，别人都
在黑暗中死的死，散的散，唯有他在这时候，拣取一条

最合适的路去走，他是进步青年的象征。
张乔治的恶梦： “Terrible!Terrible!啊，我梦见这

一楼满是鬼，⋯⋯一个个啃着活人的脑袋，活人的胳
膊，⋯⋯忽然哄地一声，大楼塌了⋯⋯”正是这个社会

的象征，这个梦魇一般可怖的社会终有一天要彻底毁

灭。多么形象啊!

另外《日出》里的象征是人类的，自然的，而且，
在极多场所，是至为诗意的，如那凄凉寒人肌骨的“硬
面饽饽”，那个没完没了的“数来宝”，甚而那片卖报

声，由这些声音里，我们看到的是饥饿的大众，这里所
有的一切，全都是地道中国的，然而没有人曾经拾起
来，这样适当有力地运用过。

《日出》可以说是三十年代中国都市社会的一面镜

子。在这部作品中，饱含着曹禺对一个光明的社会的极

度渴望。它以惊人的现实描绘表明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高
潮即将到来的征兆。“太阳升起来，黑暗留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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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蓉想既然话都说}f；来了，不如都说了吧。⋯⋯老

五说，可我有别的意思。华蓉说，什么意思?

老五突然大笑起来。

但是老五却没有。老五突然换了话题。
老五说，喜欢旅游吗?⋯⋯

老五说，等考完了我带你去旅游好不好?⋯⋯
从以上老五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话语不是

顺着女教授的思路来的，而是在华蓉的言语之外又增设
了好多他自己可以随意掌控的信息，这对于华教授来说

就是冗余信息，而给我们的审美意象却是对这个男人性
格更了解一层，顾左右而言他，他说自己有想法，其实
不是华蓉想象中的爱情的想法。但是，也正是两个人的

话题没有继续下去，又给华蓉造成了更深的话语误差。
因为人有时候越是不知道一些东西，越是想知道，好奇
心会拖着人的思维走入深渊——自己设置的怪圈。

正是这个话语信息差，使得女教授后来寝食不安、
面容枯槁，甚至卧床不起。而制造这个误差的当事人，
却总是与华教授若即若离，冗余信息的设置与延伸使小

说环环相扣，形成波澜，构成了主要情节，是不可缺少
的。而且代替了叙述语言，避免交代事件中叙述语言的
平铺直叙。文本里面两个人物主要是通过电话交流，从
开始出场到最后结束，都没有见到彼此。如果不是这个

环环相扣的抛物线式的言语，以及这言语里面存在的推
波助澜的信息差，篇章话语肯定无聊至极。

在交际过程中，语境差是语境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失
衡造成的语用效应。这些特殊的语用效应在文学作品中
产生的特殊效果可以为文学作品增加文学作品艺术性。

文学作品的语境差是作者有意为之的，语境差效应可以
加强作品内部的矛盾冲突，为情节和故事发展推波助
澜。

四、结语

总的说来，《树树皆秋色》里人物话语成功运用了
信息差的设定，整个行文流畅自然，情节也是巧妙跌
宕，丝毫不见矫柔丽饰。作者正是很好地预设了人物对
话的信息差，使小说情节简洁却不单调，深厚而不繁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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