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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形象塑造的文化选择向度 

闵建国 

内容摘要: 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形象的塑造立足于文化民族化, 现代化和文化的进步, 对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道

路、模式重新定位、定向, 为民族的先进文化构建提供了价值目标、精神动力和价值观念, 从而推动了现代社会

文化创新和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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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任何时代的文化选择, 都离不开对文化传统的继承;任何民族的文化发展, 都不可能抛弃民族的传统而重新开

始。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 我们的民族历经沧桑, 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化, 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

力的文化传播。这些优秀文化遗产, 在中国现代作家所精心描绘的女性的种种悲欢离合的故事中, 都是随处可以

感受到的。大作家们所精心刻画的具有传统美德的女性形象身上, 体现着作家们独到的文化选择思索; 传统文化

有许多优秀成分应该留存, 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是建设中国现代家庭和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传统

的女性美德又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精华所在, 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崇高的民族精神、优

秀的民族品格、高尚的民族情感、良好的民族礼仪的体现。于是, 作家们对传统女性美德顶礼膜拜, 为她们谱写

了一首首赞美诗。但是, 中国传统文化从来都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比如它拒绝承认人的独立性, 拒绝承认个人

的意志与愿望,特别是拒绝承认人的感性生命欲望的合理性。所以, 这些具有传统美德的女性又被置于受支配的

附属地位, 她们为了家人委曲求全, 克己苟安, 逆来顺受, 是以丧失自我的主体性来换取家庭幸福的。在她们身上

明显存在着人格价值判断上的倾斜和人性的贫困与简陋。所以, 作家们在这类女性形象身上, 表现出对传统文化

的一种理性的审视。中华民族应在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中看到辉煌与阴影, 在继承与批判的基础上, 不断改

造与创新, 从而构建具有新时代特点的先进文化体系。 

 

    老舍在抒写具有传统美德的女性形象的主体意蕴时,既以赞许的眼光去洞悉, 确定女性的生命本质、生命意义

及存在社会中的价值, 同时也从反思的立场出发, 关注传统女性的人性残缺。他不单书写女性故事, 反映女性的

生存状态, 而且超越表象之上, 以其独特视角关注对传统文化的选择, 投注了对女性生命的深刻文化内涵的审

视。 

 

    老舍作品中具有传统美德的女性形象, 大都是外貌上美丽端庄、匀称大方, 性格上温柔善良、宽容贤慧, 生活

上吃苦耐劳、勤俭持家, 这是大多数中国男人心目中贤妻良母的形象。《四世同堂》中的韵梅是这类形象中最为

典型的一个。 

 

    韵梅是个旧式女子, 没有受过新思想的熏陶, 在恪守传统女德的圈子里生活着。她的性格是内向的、忘我的,

整日操持着全家十口人的衣食柴米, 任劳任怨, 无私奉献; 她对待生活是不逾伦常、耐劳坚忍的, 在她身上更多

的是一种传统审美理想的积淀。所以, 她总是想方设法化解各种矛盾和风波, 减轻丈夫的负担和压力, 在艰难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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蹶中替丈夫支撑起家庭的重担。丈夫被捕后, 为营救丈夫,她不惜牺牲自己, 而且发誓: 就是丈夫不幸真的死了, 

她也要竭尽所能养活儿女, 侍奉公婆与祖父。她默然地奉献着对丈夫的爱, 不索要回报与夸赞。 

 

    老舍对韵梅形象的刻画, 不仅突出她在家庭所做的牺牲与贡献, 同时又把家庭琐事与社会的责任、民族的命运

联系起来, 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展现韵梅的外部世界。 

 

    韵梅在抗战爆发时, 虽然只有28岁, 可是她已经饱经患难。所以, 在日本人进入北平后, 她不怕也不慌, 而且

看到了抗战的艰巨性, 患难是不可幸免的。并认为“一个人须时时勇敢的去面对那危险的, 而小心提防那‘最’

危险的事”。邻居方六因在广播的节目中说了一段故事,被日本人抓走, 李四爷为了救出方六到各家各户签字保

出来。邻居们大都不敢签, “不肯为了义气而丧掉了命”。“李老人到了祁家来应门的是韵梅。听明白李四爷的

来意,她没有进去商议, 就替端宣签了名。”“这教李四爷倒吓了一跳。他知道祁家是好人, 可是没料到韵梅会有

这么大的胆子。”是的, 韵梅经过战争的考验, 的确长了胆子。“从前, 厨房是她的本营, 院子是她的世界。现

在, 她好似睁开了眼, 她与北平的一切似乎都有了密切的关系。” 

 

    老舍在塑造韵梅形象时, 赋予她一种传统文化中“家”的深刻含义。在“小家”的范围里, 她有着传统美德中

作为晚辈的孝道, 作为妻子的贤慧, 作为母亲的慈爱, 作为大嫂的谦让。她能够克服家庭带来的各种困难,表现出

很强的耐力和负苦精神。在“大家”的问题上, 责己严, 待人宽, 富有同情心、正义感, 善于与人友好相处, 与亲

友邻居礼尚往来, 主动帮助别人, 人际关系融洽。更重要的是她能由“大家”扩展到整个“国家”, 在民族危难

之时, 她看到了“小家”外面的世界。她以自强不息、刚正不阿的民族气节和责任感, 把自己与国家的利益和民

族的生存联系在一起。在老舍看来, 韵梅所以能做到这一切, 皆因她是一个传统女性, 她的好品德是中国传统文

化熏陶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 作者对韵梅的赞美, 并不是尽情地放歌, 还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的成分。作者以一个

现代人的眼光来观照这位传统女性, 不仅看到了她闪光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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