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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看乔伊斯的美学思想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崔 莉*  薛 峰** 

摘  要：完整、和谐与辐射，是审美与创造美的必要条件。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乔伊斯
从自身的生活经历与精神感受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经过反复提炼与艺术加工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从幼
稚到相对成熟的青年艺术家的形象。从其谋篇布局以及为表现主题而采用的多种叙述手法上来看，乔伊斯
在小说中成功地实践了这条美学原则。 

关键词：美学思想   完整   和谐   辐射 
 
“美需要三个条件：完整、和谐与辐射。”(Joyce: 192) 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詹姆斯·乔

伊斯成功地运用了这个美学原则，从而使这部小说既具有语言美，也充分体现了乔伊斯自己的美学思想。
乔伊斯从本人的生活经历与精神感受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经过反复提炼与艺术加工成功地塑造了一
个从童年到青年、从幼稚到相对成熟的青年艺术家的形象。其自传体的性质决定了他不但有充分的自由去
表达自己对美学的一些观点，而且可以通过小说来实践这些观点。 

在小说中乔伊斯通过主人公斯蒂芬·迪德勒斯之口较为坦率地表达了他本人早期的美学思想。斯蒂芬
在一位同窗面前对艺术和美学作了一番详细的解释，并论述了阿奎那关于“完整、和谐与辐射”的美学原
则：“让我结束我刚才对美的讨论，”斯蒂芬说，“因此可感觉的事物的最佳关系必须符合对艺术理解的必
要过程。一旦找到了这些关系你便找到了一般美的特征。阿奎那说⋯⋯美需要三个条件：完整、和谐与辐
射。”(Joyce: 192) 为了更好地解释阿奎那的观点，斯蒂芬特意采用了一个篮子作为美学形象。当我们在一
个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内看到一个独立于其他事物的、自成一体的篮子时，我们便看到了一个“完整”的美
的形象，这是审美过程的第一步；当我们发现这个篮子具有一个合理的结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十分协调
时，我们便看到了一个“和谐”的美学形象，这是审美过程的第二步；我们只有经历了上述两步才能达到
审美不定期程的最后一步：即“艺术的发现”。此刻，篮子的“完整”与“和谐”的特征开始“辐射”，它
突然变得奇妙无比，光彩夺目。“当这个美学形象首次在艺术家充满想象的头脑中形成时，他便感受到了
这种美妙的特征。”(Joyce: 192)  

显然，乔伊斯对阿奎那所提出的这个美学理论十分赞赏，并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小说创作之中。在小说
中乔伊斯对传统小说的情节化倾向不以为然。他似乎认为，在一个日趋异化和多元化的时代，如果采用完
整、合理的情节去表现混乱无序的社会生活和骚动不安的精神世界显然不合时宜，且无法唤起读者的真实
感受。因此，乔伊斯有意淡化传统的情节观念，大胆按照“完整、和谐与辐射”的美学原则来谋篇布局，
从而使小说展示出一种建立在一系列似乎平淡无奇的事件、场面、回忆和印象之上的现代主义小说情节。1 

在小说中乔伊斯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创作遵循这个原则，即作为一个整体的完整性。对于这部小说，乔
伊斯的定位是描写斯蒂芬·迪德勒斯的“肖像”或者说是引导读者通过他的各种经历去了解其成长过程，
进而认识斯蒂芬其人。这里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斯蒂芬在书中提到过的有关篮子的那个例子：篮子有很多用
途，但它作为一个整体只能是一个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内独立于其他事物而自成一体的事物。所以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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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始终坚持情节安排都是围绕着他的创作初衷及主要的目的而展开的，即为了进行人物
分析，从而使作品首先以“一个美的形象以空间或时间的形式展现在我们眼前”。 

但乔伊斯并没有走传统的自传小说的套路，而是通过一种新型的小说结构为读者勾勒出主人公的形
象，刻意描绘了一个青年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的精神发育和心理发展过程。由于这部小说表现的大都是主
人公对生活的印象和心理感受，因此作者采用了主观与客观互相结合、现实主义与印象主义彼此交融的艺
术手法来处理小说的材料。全书五章并未按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循序渐进地展开叙述，也未将时间按他的成
长过程合理分配。例如，小说的第一页揭示的是主人公尚处在婴儿时期的朦胧意识，而第二页则向读者展
示了他在学校操场上的情景。两页之间的时间跨度如此之大，而作者不作任何解释或说明，这的确使不少
读者感到迷惑不解。总的说来，他在维持小说总的时间框架的同时，不断打破时间顺序，从而使作品给人
一种虚虚实实、乱中有序，既清晰、又朦胧的感觉。然而，读者始终会看到一个同社会、宗教及家庭抗争
的青年艺术家的形象，并目睹了他波澜起伏的心理冲突。 

乔伊斯在《肖像》中成功地采用了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从而使他能够自由地为读者展示
斯蒂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通过与其他人物的交往及相互关系来反映他的成长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
出一种“和谐”美，即整部作品是“平衡的，对称的，在结构上有一种节奏感⋯⋯整体是和谐的。”而这
部小说的节奏感并不是建立在词汇或句型的有规律的重复之上，而是建立在小说某些形象的叠现、语言风
格的变化以及主人公波澜起伏的心理冲突之上。 

小说开头通过斯蒂芬婴儿时期的微观世界来预示整部小说的基本主题： 
从前，那可是个很好的时代，有一头牛从路上走来，这头在路上行走的牛遇到了一个乖孩子，他的名

字叫塔科娃娃⋯⋯/他的父亲对他讲了这个故事，他父亲通过一面镜子望着他，他脸上长满了胡须。/他就
是塔科娃娃。那头牛从贝蒂·伯恩家旁边的那条路走来，贝蒂是专卖柠檬片的。/啊，野外的玫瑰花 /在小
小的绿地上盛开。他唱那首歌，那是他的歌。(Joyce: 7) 

开篇以小见大、微言大义，通过一个充满形象和象征意义的童话故事不仅反映了斯蒂芬的朦胧意识，
而且预示了未来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比如牛是爱尔兰的象征，代表着社会势力；而路则代表着方向、旅
程和选择。小孩在人生道路的起点与牛狭路相逢，意味着他未来的生活充满着阻力、威胁和凶险。此外，
乔伊斯还通过主人公对歌曲和音乐的喜爱来暗示其未来的艺术生涯。廖廖数词既概括了小说的基本主题，
又预示了作品全部的冲突气氛。 

与之相对应，小说由五个章节组成。开篇所反映的斯蒂芬同他的家庭之间的关系不但为读者在头脑中
勾勒斯蒂芬本人形象提供了一个框架，而且也预示了他未来所要面对的各种矛盾。小说的第一章生动地描
绘了主人公童年时期的生活和印象，反映了斯蒂芬在婴儿时期、初入学校和圣诞节期间的感观印象以及在
学校无故受罚并上告校长之后获得“胜利”的经过，通过自由联想和各种形象来反映斯蒂芬纷乱无序的印
象、回忆、想象和实际经历。在第一章的第三部分中，乔伊斯生动地描绘了斯蒂芬在家庭圣诞晚餐上的所
见所闻。在他的笔下，圣诞晚餐已成为间接反映爱尔兰社会现实的重要途径。斯蒂芬的父亲西蒙·迪德勒
斯和但蒂阿姨等人物似乎在餐桌前上演了一出爱尔兰的社会悲剧： 

“噢，他长大后会记住这些话的，”但蒂激动地说。“他在自己家里听到那些亵渎神灵、宗教和神父的
话他都会记住的。” 

“还要让他记住那些神父及其走狗用来撕碎帕纳尔的心并将他赶进坟墓的话。让他长大时也记住它，”
坐在对面的卡西先生说。（Joyce: 31） 

这是作者首次极为生动而又详细地向读者展示主人公最终决意远走高飞的现实背景和社会根源。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小说后面部分所要提及的宗教、政治、社会道德等问题已经在前面一系列事件、场面、回
忆和印象中埋下了伏笔。在后面的章节中，斯蒂芬经历渐广、阅历渐深，他的孤独感和异化感日趋严重，
随之而来的则是摆在他面前的社会、宗教等各种各样的矛盾。例如，第三章充满了浓郁的宗教色彩，集中
表现了他在犯有罪过之后的退却与忏悔。他在昏暗的小巷中与妓女的经历非但未能平抑其青春的骚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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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其备受精神上的折磨。该章是整部小说的低潮，也是主人公内心最恐惧、最痛苦的一章。在结构上，
这章位于整部小说的中心，不仅对前面两章与后两章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还以低潮的形式来烘托
即将到来的高潮。第四章生动地描绘了斯蒂芬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中对事业的追求和“精神顿悟”。就整体
的谋篇布局而言，第四章的高潮不但增强了小说的节奏感，而且使小说的框架结构获得了极强的美学效果。
就主题而言，斯蒂芬的心理障碍已开始被他意识的觉醒所取代，呈现出从消极走向积极、从困惑走向成熟
的态势，也为最后一章描绘青年艺术家的形象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在他试图探索解决途径的过程中，一些人物逐渐出场以保持情节上的和谐性。这些人物的
不断出现虽然可能会对整部小说的完整性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作为情节发展的必要动因，他们在斯
蒂芬的生理、心理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的确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比如说林奇，书中与其相关的不到
半个章节，但他的出现却为斯蒂芬宣扬他的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听众。 

最后一个标准是“辐射”，这也是对于乔伊斯来说最难把握的一点。通过斯蒂芬之口他表达了他对“辐
射”这个原则理解的不确定性，因为阿奎那对这个要素的定义也不是十分明确。最终他将落脚点放在了艺
术的本质问题上，“那种至高无上的美或一个光彩夺目的美的形象灿烂地展示在我们面前，它的完整和匀
称使我们获得一种无声和静态的美的享受。” 

在小说的最后一章里这种“辐射”作用体现得最为清楚。 
第五章集中描绘了一个怀才不遇、决意远走高飞的青年艺术家的形象，同时也是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终

结。虽然主人公在这一章的开头表现出某种怀疑和失落情绪，但读者不仅看到了一个更加成熟，更有才气
的斯蒂芬，而且也看到了一个具有反叛意识和独特审美观念的青年艺术家。尽管斯蒂芬尚未找到符合自己
创作需要的美学体系，但他对系主任直言不讳地说：“为实现我的意图，眼下我可以借助亚里士多德和阿
奎那的一两个观点来从事艺术创作。”他将这两位大师比作“油灯”，试图“借助他们的光芒”来探索艺术
的奥秘。“如果油灯冒烟或产生焦味的话，我将修剪灯芯；如果它无法提供足够的灯光，那我就将它卖了，
然后再买一个。”（Joyce: 169）小说结尾，斯蒂芬为摆脱社会、宗教和家庭对他的种种束缚，决意离家出走，
赴欧洲大陆追求艺术事业，迎接新生活的挑战。 

通过最后一章来反映斯蒂芬生活的最终的稳定阶段，乔伊斯确立了小说的“艺术本质”。在此之前，读者
可以说这本小说实际上是谈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政治上的辩论，对宗教的评判或者说是为了探讨艺术开展的
一个课题。然而，当读者读到最后一章时就会发现前面几章中所涉及到的问题在这里似乎已经成了被遗忘的
话题，也就是说小说的焦点就是为了描绘主人公最终走上艺术道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这样
说，最后一章将这一青年艺术家的形象展示在我们面前，从而可以使读者获得一种“无声和静态的美的享受”。 

完整、和谐与辐射，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创作实践中不断地实践着这条原则。从小
说的谋篇布局以及为表现主题而采用的如语体的变换及叙述场景的不断转换等多种叙述手法上来看，乔伊
斯已经较为成功地运用了这条美学原则，从而使这部小说不仅具有深刻的主题和丰富的象征意义，而且还
充分体现了艺术上的和谐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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