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形象分析与小说读解（田若虹）

田若虹 

（一）人物理论观念 

十九世纪后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的某些观点在现代主义小说及其理论中都有

明显的投影，一些现实主义小说家和小说论者，还有处于临界点的小说家和小说论者的小说

理论与创作，也在一些方面对现代主义产生影响。如福楼拜强调“取消私人性格主义”，主

张不偏不倚地再现生活，要求小说家与其小说主人公保持一定的距离。陀斯妥耶夫斯基联系

客观现实描写人物内心的同时，主张通过梦幻、意识流等手法，开阔人的深层意识，表现人

物的变态心理、双重人格；他创作的“复调小说”的主人公具有独立意识，独立性，被看作

是一个自身的充分思想观念的创造者，已经“不是作者言论的客体”，“也不是作者意识的

传声筒”，与作者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契科夫淡化情节。康拉德在小说中追

求风格的完美，着力从心理深度上刻画人物，他时而让小说中的人物担任叙述者，与“我”

对话，时而又由几个人充当叙述者，而且他认为展示人物，不应按时间先后平铺直叙，打破

叙述时间的顺序。这些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的衍化、发展，进一步表现从外部世界遁入内心

世界的“心理真实”，小说家退出小说等理论观点。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

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理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结构分析兴起来后，对人物的理解就形成

了两种意见：“纯粹派”的论点——如今在批评家中占优势——指出，人物只是作为使他们

得以产生并使他们的行动作为各种形象和事件的一部分而存在，除此之外，他们根本就不存

在。倘若费尽心机想把他们从特定的上下文中抽取出来，把他们当作真实的人加以导轮，那

就是感情用事地误解了文学的性质。各种现实主义的观点倾向于在某种“还原性”的参照中

来理解人物，把人物视为某种人性、个性、心理本质、性格类型等等。“非还原”的观点认

为人物的具体特征是属于语言的，而非再现的或实体的。“在符号学批评的庇护下，人物失

去了他们的特权，他们的中心地位，以及他们的定义。……他们被文本化了。和一篇封闭的

文本中的片断一样，人物充其量只是重复的模式，只是不断地被置于其他主题构成的上下文

的问题。在符号学批评中人物被融化了”（威英。谢麦尔《人物理论》） 

（二）人物典型化的原则 

人物性格的塑造,在菲尔丁看来,应该遵守可信性的原则，同时也不可超出盖然性的范围。他

认为，小说家应当注意人物的概括性。他强调“我描写的不是某甲、某乙，我描写的是性

格，不是某个人，而是类型。”他曾就“类型”作过这样的解释：读者不要一听见驿车中律

师的声音，便说这是某某人，应该懂得“那位律师不仅现在活着，而且四千年来他一直活

着，我希望上帝容忍他再活上四千年。”（《约瑟夫。安德鲁斯》）狄德罗十分强调人物的

差异。并欣赏理查逊的长篇小说《克拉利莎》，说在这部作品里：“有如春天的大自然一

样，看不到同样翠绿的两片叶子。”在《理查逊赞》里，他赞赏道：“每个人都有他的思

想、他的表情、他的语调”。歌德对于古典主义理论家津津乐道的类型说，则持否定说，他

宣称：“类型概念使我们漠然无动于衷。”继而指出：“我们还不满足于此，我们要求回到

个别的东西进行充分的欣赏。”这“个别的东西”即显示个性特征的东西。黑格尔在欧美文



论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的论点。他认为“理想就是从

一大堆个别偶尔的东西之中所拣回来的现实，因为内在因素在这种与抽象普遍性相对立的外

在形象里显现为活的个性。”巴尔扎克在典型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物再现的原则”。他认

为，小说应通过人物形象把“一个系代呈现出来”。有鉴于此，光凭一两个典型人物是无法

实现这一要求的，必须有两三千个出色的人物，林林总总的人物画廊，而且人物，包括典型

人物也可以在各部小说中反复出现，互相穿插，以反映出正在发展的时代的面貌。这一原

则，能使各部小说勾连起来，具有极强的整体感，从而更真实、更概括地再现历史的衍化，

和时代的变迁。别林斯基则将典型概括为：“熟悉的陌生人”。并强调指出了典型人物与环

境的内在联系：因此，“我们的作家在描写人的同时，便自然地描绘了社会”。 

（三）人物典型化的方法 

怎样创造典型呢？托尔斯泰在谈到《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这一典型人物时说：“我拿过

达尼雅来，把她与苏尼雅一同捣碎，于是就出现了娜塔莎”。同时在他的一则日记里写道

“艺术是艺术家用来窥视自己灵魂的奥秘，并向人们展示这些一切人都有的奥秘的一架显微

镜。”车尔尼雪夫斯基将其理论概括为“心灵的辨证法”。黑格尔对人物性格提出了三个具

体要求：丰富性、明确性、坚定性。所谓“丰富性”是指人物性格不是单一而是多面的和丰

满的。他归纳荷马史诗中的人物性格特点：“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

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同时他

强调要处理好性格的主导方面与其他方面的关系，否则“复杂性格的种种方面就会是一盘散

沙，毫无意义。”乃至“使性格失其为性格。”这里指的是性格的明确性。所谓坚定性，即

人物必须依据自己的意志发出动作，作到自己与自己融贯一致，使其性格成为坚定的统一

体。杜勃罗留波夫论典型方法说“一个感受力比较敏锐的人，一个有‘艺术家’气质的人，

当他在周围的现实世界中，看到了某一事物物的最初事实时，他就会发生强烈的感动。他虽

然还没有能够在理论上解释这种事实的思考能力，可是他却看见了，这里有一种值得注意的

特别的东西，他就热心而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事实，把它摄取到自己的心灵中来，开头把它作

为一个单独的形象，加以孕育，后来就使它和其他同类的事实与现象结合起来，而最后，终

于创造了典型。”（《黑暗的王国》） 

（四）圆形人物与扁平人物 

针对于典型化的理论，雷内•韦尔克和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他们认为对

典型问题的强调是毫无意义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更强调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于是佛

斯特的圆行人物和扁平人物的理论十分流行。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的理论比典型的区分要宽

泛些。扁平人物又被称为类型或漫画人物，在最纯粹的形式中，他们依循着一个单纯的理念

或性质而被创造出来。扁平人物指性格单一的人物。圆形人物则是性格复杂的人物。莫里哀

笔下的戏剧人物都是扁平人物，而莎士比亚笔下的则是圆形人物。狄更斯小说里的人物几乎

都属于扁平型，却又不失人性的深度。佛斯特认为，一本复杂的小说常常需要圆形人物和扁

平人物出入其间，两者相互衬托的结果可以表现出人生复杂真相。刘再复认为：（1）圆形

人物和扁平人物都可能具有共名现象，如“阿Q”与假洋鬼子。（2）具有共名现象的圆形人

物，是典型，具有共名现象的扁平人物一般是类型。前者的审美价值一般高于后者。（3）

不能产生“共名”效果的圆形人物，也可能是艺术典型，而能产生共名效果的人物，却不一

定能成为典型。（4）一般情况下，悲剧典型是圆形人物，喜剧典型是扁形人物。扁形人物

当他是戏剧性人物时更能获得成功。（5）在一部内容丰富的作品中，圆形人物与扁平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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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同时并存，但应当以圆形人物为主。 

（五）人物形象小说阅读分析 

宋江、李逵是圆形人物，戴宗、李鬼就可以看成扁平人物。焦大、刘姥姥、傻大姐都是扁平

人物，但在《红楼梦》中对于衬托王熙凤等圆形人物，推动情节发展，表现贾府真相，都起

了很大作用。圆形人物理论充分考虑到人性的复杂性。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汇集或结合了几

种类型。人的角色的多面性与人性的复杂性互为表里，角色与性格又都是一个动态的系统。

因而人在特定的时空、特定的人物关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林冲在公众场合是威风凛凛的80

万禁军教头，在高衙内面前是他父亲手下的一个高级奴隶，在妻子面前，是一个情意绵绵的

丈夫。不同角色塑造了他烈性入火、柔肠似水而又忍辱负重的复杂性格。因此当高衙内调戏

他妻子时，不同的角色促使他作出不同的反映。佛斯特认为：“通常一本构思复杂的小说不

仅需要有扁平人物，也要有圆形人物。他们之间的不协调反而使人生显得比道格拉斯先生所

描绘的更为真实。”（《小说面面观》）在《阿Q正传》里，既有属于圆形人物的“阿Q”，

也有属于扁形人物的“假洋鬼子；在《祝福》中，既有祥林嫂这样的圆形人物，又有“善女

人”这样的扁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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