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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爱玲在其�倾城之恋�中营造了四个主要意象:胡琴意象、白公馆意象、月亮意象、墙的意象。这些意象深

刻地传达了人生的苍凉意味,具有营造苍凉氛围、构建对应结构等审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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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是我国古代哲学、美学和文论中的一个重

要范畴,一般被界定为表意之象。杨义在 �中国叙

事学�一书中说: !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必须把意象、
以及意象叙事方式作为基本命题之一, 进行正面而

深入的剖析,才能贴切地发现中国文学有别于其他

民族文学的神采之所在,重要特征之所在。∀ [ 1]
张爱

玲是一个善于营造意象的作家, 其创作的 !荒凉而

华美∀的文学世界, 与她作品中丰富而寓意深刻的

意象运用有着极大的关系。

一 �倾城之恋�中的主要意象
(一 )胡琴意象

胡琴是小说首尾都出现的一个意象。小说开篇

即写道: !胡琴咿咿哑哑拉着, 在万盏灯的夜晚, 拉

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 # # # 不问也罢!

∃∃胡琴上的故事是应当由光艳的伶人来扮演的,

长长的两片红胭脂夹住琼瑶鼻,唱了, 笑了, 袖子挡

住了嘴∃∃然而这里只有四爷单身坐在黑沉沉的破
阳台上,拉着胡琴 ∀。胡琴意象一出场, 即点染出浓

厚的苍凉意味。而这种苍凉正是主人公白流苏生活

的环境氛围。流苏的苍凉孤寂之感通过胡琴意象淋

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流苏在自己灰暗而轻飘的声

音里想要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那就是用残剩的青

春做赌注,以换取婚姻的保障。然而,流苏遇见的却

是不想负责不想要婚姻的浪荡公子柳原。在与柳原

的交往算计中,流苏得到的依旧是苍凉和孤寂,与爱

情相距甚远,流苏想要的婚姻更是遥遥无望。流苏

终于屈服于做柳原的情人这一身份。 !她失败了。

固然, 女人是喜欢被屈服的,但是那只限于某种范围

内。如果她是纯粹为柳原的风仪与魅力所征服, 那

又是一说了, 可是内中还搀杂着家庭的压力 # # # 最

痛苦的成分。∀香港的沦陷出人意料地成全了这个
孤寂悲凉的女子, 柳原给了她婚姻的保障。一个似

乎是美丽的团圆结尾,然而, 作者在结尾处再一次写

到了胡琴意象: !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

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

过来又拉过去, 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 # # # 不问也

罢! ∀作者用胡琴的苍凉意象解构了这种表面上的

圆满结局。

(二 )白公馆意象

白公馆也是小说中一个重要意象。如果说胡琴

意象点染出流苏生活环境的一种整体苍凉氛围, 那

么白公馆意象就是对这种苍凉氛围的进一步具体

化、细节化。单调与无聊的白公馆,吞噬着有限的青

春和智慧,用时间这个无形的杀手扼杀着一代又一

代的生命和智慧。在白公馆这个意象营造中, 作者

又用了钟和眼睛两个小的意象。小说开篇就写到了

钟的意象,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 & , 将所有的时钟都

拨快了一个小时, 然而白公馆里说: %我们用的是老

钟 &。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
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面对外面世界的超前

和快节奏,白公馆表现的是守旧和落伍, !跟不上生

命的胡琴 ∀。再次写到钟是: !正中天茶几上, 玻璃

罩子里,搁着珐蓝自鸣钟,机括早坏了, 停了多年 ∀。

要么是永远比别人慢,要么是停了多年,这两个钟的

意象,生动而鲜明地传达了白公馆守旧、落伍、单调、

死气沉沉的景象。然而,作者还嫌不够,又叠加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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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这一意象, !这一代便被吸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

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

眼睛∀, 新的明亮的眼睛,在白公馆里转瞬间就变成

了背景里的一点一点的淡金,进一步传神地刻画了

白公馆吞噬生命的残忍和冷漠。正是在这样一个单

调无聊残忍冷漠的白公馆, 流苏体味着孤寂苍凉悲

哀,她惊叫了一声, 这一声惊叫,叫醒了压抑苍凉的

灵魂, 流苏决定用自己残剩的青春做赌注,逃离这吞

噬生命和青春的白公馆。然而,流苏选择逃离的方

式只能是婚姻, 注定流苏依旧逃不出依附的位置。

要不是香港的沦陷,她逃进的依旧是另一个白公馆,

只不过表现形态不一样罢了。那就是柳原留给她的

空房子。

空房子意象可以看作是白公馆意象的延伸。流

苏终于屈服做了柳原的情人, 一个星期的 !爱 ∀过

后,柳原就要扔下流苏一个人前往英国了,只留下一

所空房子陪伴流苏剩下的青春与生命。 !空房, 一

间又一间 # # # 清空的世界。她觉得她可以飞到天花

板上去。她在空荡荡的地板上行走, 就像是在洁无

纤尘的天花板上。房间太空了,她不能不用灯光来

装满它,光还是不够, 明天她记得换上几只较强的灯

泡。∀!楼上的品字式的三间屋, 楼下品字式的三间

屋, 全是堂堂地点着灯。新打了蜡的地板, 照得雪

亮。没有人影儿。一间又一间, 呼喊着空虚。∀再强

烈的灯光也装不满心中的空荡和寂寞。流苏逃离了

白公馆的吞噬, 却依旧逃不出空房子的蚕食。孤寂

与苍凉如影随形,像毒蛇一样死死地缠住流苏,欲罢

不能。

(三 )月亮意象

月亮是张爱玲最钟爱的意象, 也是张爱玲营造

得最具特色与质感的意象。在 �倾城之恋 �中, 张爱

玲几次写到月亮, 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次是流苏第

一次到香港做爱情冒险,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小心算

计之后,发现柳原并不是真心爱她,更不愿意给她想

要的婚姻这个保障。流苏在深夜里突然哽咽起来,

!泪眼中的月亮大而模糊,银色的, 有着绿的光棱∀。

月亮意象在这里很好地传达了流苏孤独无助的凄凉

感,大而模糊,就像流苏对婚姻的希望一样, 希望是

从心底里生出的希望, 然而, 这份希望却是如此模

糊,遥遥无望,没有真心的柳原根本就不想要结婚;

银色的月,绿的光棱, 冷艳的颜色,寒意侵人的夜,没

有真心,没有爱情, 距离婚姻更是遥远, 流苏在这份

冷艳的月光之下, 感受到的只有孤寂苍凉。张爱玲

用月亮意象再一次增浓了文本的苍凉意蕴。另一次

是流苏屈服于做柳原的情人第二次来到香港, !十

一月尾的纤月, 仅仅是一钩白色, 像玻璃窗上的霜

花。然而海上毕竟有点月意,映到窗子里来,那薄薄

的光就照亮了镜子 ∀。这里的月亮依旧是寒冷而凄

凉的,正映衬了流苏此时的心情, 屈辱, 痛苦, 压抑,

然而又不得不如此 # # # 做柳原的情人。然而, 不管

如何,经济上她安全了, !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

上的安全。这一点,她知道她可以放心 ∀。所以, 虽

然是寒意逼人、像玻璃窗上霜花的月亮,但还是让流

苏感觉到了月意,感觉到了光亮, 正如此时流苏心中

薄薄的希望,薄薄的放心,可终究不是流苏想要的婚

姻。月亮在这里象征了流苏心中对维系两人关系的

淡淡的希望,对自己以后生活经济安全的薄薄的放

心。然而,孤寂和苍凉依旧在心底无声地流淌。通

过月亮意象的营造,张爱玲将弥漫小说的苍凉氛围

进一步质感化、审美化了。

(四 )墙的意象

小说中墙的意象是一个带着作者哲理之思的意

象。小说中有两次写到墙, 一次是流苏和柳原在做

爱情游戏的较量时,散步到了一堵灰砖砌成的墙壁,

他们靠在墙上, 一眼看上去, !那堵墙极高极高, 望

不见边。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她的脸,托在墙

上, 反衬着,也变样 # # # 红嘴唇、水眼睛、有血、有肉、
有思想的一张脸。柳原看着她道: %这堵墙, 不知为

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 我

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 # # # 烧完了、炸

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 如果我们

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

我有一点真心, 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这里

作者以这堵 !极高极高, 望不到边 ∀、!冷而粗糙, 死

的颜色∀的墙, 思考着天荒地老、文明崩溃和真心真

情, 扣问着人生、宇宙的瞬间与永恒。在这里, 墙的

意象显示了张爱玲对文明与文化的哲理思索。战争

真的来了,而且将香港炸得千疮百孔, 什么都完了,

只剩下点断墙颓垣。流苏却因祸得福,香港的沦陷

倒成全了她,柳原走不了了, 回到了她的身边。小说

再一次写到了墙, !她仿佛做梦似的, 又来到墙根

下, 迎面来了柳原, 她终于遇见了柳原∀。真的是只
剩下了这堵墙,他们在这堵墙下相遇了, !他们把彼

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

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在
那个动荡的世界里, 文明被毁掉了, 什么都不可靠

了, 这对平凡的小儿女终于卸掉了一切的伪装和算

计, 过起了汲水烧饭的夫妻生活。这种偶然,孕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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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比深刻的悲剧感。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

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 谁知道什么是因, 什么是

果? ∀!到处都是传奇, 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

场 ∀。张爱玲又用自己一贯苍凉的笔调将这种圆满

解构了。墙的意象, 一方面代表着作者对文明文化

的哲理思索,一方面也浸透着一股深沉的悲剧感和

苍凉感。

二 意象的审美功能

(一 )营造苍凉氛围

苍凉是张爱玲小说的整体审美基调, 张爱玲曾

说过, !我不喜欢壮烈。我喜欢悲壮, 更喜欢苍凉∀,

因为 !苍凉∀有 !更深长的回味 ∀。[ 2]
在 �倾城之恋 �

中,这种浸透到人物骨髓的苍凉意蕴弥漫了整个小说

文本,这与作者叙述的笔调、人物心理的刻画、故事题

材的选择等,都具有很大的关系,而意象的运用,无疑

是营造这种苍凉氛围最深刻的手段之一。

小说在开头即运用了胡琴意象, 使小说的情节

还未展开就预先定下了含而不露的凄伤, 胡琴声里

这缕苍凉的意味,随着夜晚的琴声流淌出来,淌进了

人物的心里,也给小说定下了一个苍凉的基调,营造

了一种整体的苍凉氛围。吞噬着生命和青春的白公

馆和空房子意象, 延续的依旧是这份苍凉意味。白

公馆不但单调无聊而且冷漠残忍, 这里充满了隔阂

和自私,因离婚而住到娘家 (白公馆 )的流苏, 在这

里体味到的只有凄凉和孤寂,亲情在这里是找不到

的, !人人都关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她撞破了头也

撞不进去 ∀。即使是最无私的母爱, 在这里也只能

在梦中找寻, !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

本是两个人 ∀。在这个互相倾轧、勾心斗角、没有丝

毫温情可言的世界里,除了空虚苍凉之感,还能有什

么呢? 作者在胡琴营造的整体苍凉氛围之后, 用白

公馆这一意象,具体而微地刻画了世间人情的苍凉,

而这种苍凉,足以将一个正常人逼疯。在柳原留下

的空房子里,流苏已经被扔在了发疯的路口了, !她
管得住她自己不发疯么? ∀月亮意象进一步抹浓了

这份苍凉的氛围。 !泪眼中的月亮大而模糊, 银色

的,有着绿的光棱 ∀, !十一月尾的纤月,仅仅是一钩

白色, 像玻璃窗上的霜花 ∀, 这是流苏眼里的月亮,

更是流苏心里的苍凉,寒冷而孤寂。墙的意象一方

面表达了作者对文化文明哲理的探索, 一方面也同

样营造着苍凉的氛围。墙让人想到的是隔膜, 流苏

与柳原之间也是隔着一堵无形的墙。双方各自怀着

自己的目的,企图将对方捕获, 掌握在自己手中,真

心的付出在他们看来是有点奢侈的。表面上的洒脱

放任并不能掩盖内心的虚无与孤独甚至恐惧, 柳原

渴望得到别人的理解, ! %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 �
�可是我要你懂得我! 我要你懂得我! &他嘴里这

么说着,心里早已绝望了, 然而他还是固执地, 哀恳

似地说着: %我要你懂得我! & ∀而结婚也只是为了抵
抗这种虚无与恐惧, 他内心的 !无牵无挂的虚空与

绝望 ∀,使他 !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

西, 因而结婚了 ∀。而结婚也并不意味着隔膜的消

失, !她始终没有彻底懂得柳原的为人 ∀, 隔膜和孤
独、荒凉依旧隐藏在两人的内心深处。墙的意象,更

推进了这种苍凉的深度和厚度。张爱玲就是运用这

些意象,从整体到具体, 从模糊到厚重,从人物生活

的外围到人物的灵魂深处,营造着文本的苍凉氛围。

(二 )贯穿叙事结构

张爱玲的小说在结构上呈现出一种圆形美, 在

章法布局上具有首尾呼应的特征, 其小说大都具有

严整续密、环环相扣的特点, 显示出正反相对、大小

相含、多样统一的深刻意蕴。
[ 3]
而这种特点往往是

通过运用意象,疏通行文脉络,使脉络具有层次感和

节奏感,使结构呈现出严整续密、环环相扣的特点,

同时意象蕴含也得到逐步丰富和深化。

张爱玲小说中的意象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对

应出现的。这表现在同一个意象的前后对应和不同

意象的相互对应。这两种对应在 �倾城之恋 �中都

有呈现。最典型的莫过于胡琴意象的首尾对应了。

�倾城之恋 �以 !胡琴咿咿哑哑拉着 ∀开头, 又以 !胡

琴咿咿哑哑拉着∀结尾, 具有首尾呼应的效果。胡

琴带着一种缠绵凄切的情调, 用在开头和结尾不仅

在小说结构上起到开合有度、谨严完整的作用,并且

由意象本身内在的审美张力和故事情节相交融, 产

生回味与追忆,在点染笼罩全篇的哀婉气氛的同时,

能让读者达到对人生哲理思考的高度。其他意象也

是相对应出现的,如月亮意象的两次重要登场,一次

是流苏第一次到香港,一次是流苏第二次到香港,这

两次到香港对于流苏而言心理感受是有着极大的不

同的,第一次是揣着希望和冒险, 而第二次是带着屈

服和屈辱;而两次到香港有一点又是相似的,那就是

流苏心底的苍凉孤寂之感。月亮意象的两次出场及

墙的两次出现,都将这种不同的心理和相同的苍凉

深刻地传达了出来,白公馆和空房子在小说中是一

对相对应的意象, 流苏逃离了白公馆的单调压抑冷

漠残忍,却又进入了虚空死寂逼人发疯的空房子。

小说就是通过这种两两对应的意象, 将浓重的苍凉

刻入流苏心灵深处的同时, 构建了一个完美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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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倾城之恋 �中出现的四个主要意象都浸染着

苍凉的调子,深深地传达了人生的苍凉意味。这些

意象的运用,给张爱玲的小说增添了含蕴无穷的审

美意味,极大地强化了小说文本的耐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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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睹忠臣伍子胥及公

孙圣。使其无知,吾负于生。死必连结组以罩吾目,

恐其不蔽, 愿复重罗绣三幅,以为掩明。生不昭我,

死勿见我形,吾何可哉! ∀而且让越国大夫文种历数
其六大罪状, 指斥其昏庸、骄狂和决策上的重大失

误:

大夫种书矢射之, 曰: !上天苍苍, 若存若亡。

越君勾贱小臣种敢言之: 昔天以越赐吴, 吴不肯受,

上天所反。勾贱敬天而功,既得返国,今上天报越之

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吴有大过六, 以至于亡,

王知之乎? 有忠臣伍子胥忠谏而身死, 大过一也。

公孙圣直说而无功,大过二也。太宰僖愚而佞言,妄

语恣口,听而用之,大过三也。夫齐、晋无返逆行,无

惭侈之过,而吴伐二国, 辱君臣,毁社稷, 大过四也。

且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 下共一理, 而吴侵伐,

大过五也。昔越亲戕吴之前王, 罪莫大焉, 而幸伐

之,不从天命而弃其仇,后为大患,大过六也。∀

作者对夫差的贬抑, 恰与对勾贱的同情褒扬形

成了鲜明对比,从而显示出叙述者声音。

�燕丹子 �中,叙述重点在 !燕丹求荆轲刺秦∀,

这一叙述重心的确立决定了叙事视角不可能是完全

中立的,当然, 这种 !主观性 ∀同样是借助叙事修辞
含蓄传达的。如述及燕丹求荆轲刺秦的缘起时,设

置了这么一个细节:燕丹作为人质被羁押在秦,因不

堪忍受秦的虐待,思归故国, 秦王以 !乌头白、马生

角∀等条件来刁难他。这些条件显然是无法实现和

满足的,但故事却告诉我们, 这些苛刻的条件都实现

了,于是燕丹成功地逃回故国。这里的叙述是饶有

意味的,作品就是借用这种 !理之所必无∀而 !情之

所必有∀的幻想性细节, 含蓄地表达了对暴秦的切

齿之恨,从而消解了叙事视角表面上的不动声色,含

蓄地传达了叙述者的主观性评判。

综观先秦两汉魏晋六朝杂史对叙事视角的处理,

多因循史传 !中立型 ∀全知叙事视角,在貌似客观、中

立的叙述中,却流露出或多或少的主体性色彩, 这显

然与杂史以 !史补∀自居的创作主旨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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