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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小说内容表现出的青春期性行为反应，探讨了郁达夫的小说《沉沦》的审美教育作

用；从叙述艺术视角分析了作品的诗化小说特征；从作品的思想及创作手法上考察了作品的

现代主义思想和表现主义艺术特征；并从背景、环境等方面分析了小说特色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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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是郁达夫的成名作，这篇小说从诞生

之日起，就倍受评论界的关注，评论者有的从传统

的伦理道德或反封建传统、张扬个性出发展开评

论；有的从革命现实主义出发，对作品的艺术性及

其思想意义进行评论；有的从叙述学、文体学、心

理学等角度对作品展开了研究。今天，再来论《沉

沦》，只想换一种眼光，也许还会有艺术美的发现。

一、内容的青春期特征及其审美教育

《沉沦》可以看成是一篇经典的学生青春发育

萌动期行为反应的记录，文中从优美抒情的大自

然环境写开，透过天气、环境、时代写出了发育日

趋成熟的男孩对性的冲动、渴望、追求；对爱情的

憧憬、幻想；对自慰行为的恐惧、惭愧及由此产生

的自卑与胆怯；对窥浴、偷听男女性爱而带来的刺

激后的自践与疲惫；最后不由自主地醉睡在了酒

楼上，醒后留下的是悲伤的泪水与呐喊。恰恰是

这呐喊给《沉沦》带来了升华的纯真的诚实的美

感。主人公是爱国的；其性冲动是自然的；自慰是

正常的性心理反应；窥浴和偷听性事是性冲动下

好奇行为，是对性神秘的“透视”，文本中关于这种

行为细节的获得，带有明显的巧合或者含有无意

识的成分。主人公对自身行为后的反应已经烙上

了传统道德价值判断的印记，我们觉得是封建伦

理道德的传统的约束力与日本当时开放自由的现

实之冲突，是祖国积弱与日本青年的消极情绪导

致了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被扭曲的性行为反应，正

因为此，才苦闷，才自贱，才渴求祖国的强大与发

展。文本在展现和描述这些行为的过程中并未使

用淫秽的话语，阅读中带给读者的也是一种真实

而纯洁的感觉，加之文本大量美丽而清新的景物

描写的渲染，更加增添了《沉沦》的审美效果。我

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真正“沉沦”的中国青年留学

生，而是一个渴望上进、渴望祖国强大、充满青春

期特征的思想复杂而无奈的男性青年形象。当男

女两性进入 !$ 岁到 "$ 岁这一身体形态变化加速

和第二性征的迅速发育的阶段，他们的独立意识、

性意识和性情感意识开始从萌发走向渐趋成熟，

他们渴望与异性交往，希望了解性知识，甚至渴望

性行为，常常羞于表达又难以自制。在现实生活

中，这些青春期的男孩女孩往往因为传统伦理道

德对性的神秘化和隐私化而缺乏与家长的交流，

青春期性教育的薄弱及缺乏科学的指导而陷于暗

恋、焦虑和冲动之中。由于对青春期性发育缺乏

正确的认识和控制能力，也就容易导致一些异常

的性行为。如《沉沦》中主人公性的苦闷。郁达夫

自称“《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

以说是青年忧郁病 ./0123145678 的解剖，里边也

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

冲突———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0#,-）。我们

认为作者的描写还是比较成功的，它和浪漫抒情

的青春期是和谐的，和远离祖国生活在他乡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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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孤独忧郁的个性气质是相关的。在感情丰富

的人类，尤其是青春期的青年，对外界的刺激是敏

感的，其性的冲动是必然的，而文中青年的生存环

境又具备发生性欲的基本条件。当这种欲望得以

实现，带来的并不是愉悦的心理反映，而是对自身

行为的责备，对祖国强大的呐喊。这种性的要求

与灵肉的冲突升华了作品的审美意识。小说在对

爱欲的追求上，一方面用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天候

铺垫背景，一方面用独创的人性化场景突出画面，

从而构造了一个空灵和充实有机结合的二元化的

艺术精神，体现了小说优美抒情的美的意境。

二、有关叙述的话语及诗化小说与意

境的映衬

《沉沦》主体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

另外通过日记、自语、对话也夹杂了第一人称和第

二人称的限知叙述视角的应用。从内容上带有明

显的自传体特征，文中穿插了不少译诗、古体诗，

有很强的抒情性及感染力。结构上具有一定的特

色，首先一、二节是连贯的，三、四节是插叙，第五

节承接了一、四节中的情节一直到第八节都是顺

叙。这种叙述方法既有传统的，又有现代的。日

记及书信的穿插是“五四”时期小说叙述中惯用的

技法。如冰心的《秋风秋雨愁煞人》、《超人》、《烦

闷》、《悟》等，庐隐的《海滨故人》、《曼丽》、《时代的

牺牲者》等小说中都有。英语、德语原诗的引用，

增强了作品中主人公的诗人气质及作者的外文功

力，这又是不少留学生“洋化”的现代表现，同时又

是郁达夫小说创作常用的技法。除《沉沦》外，在

《银灰色的死》、《南迁》、《胃病》、《采石矶》、《茑萝

行》、《感伤的行旅》等小说中都有诗文、日记或书

信的格式的应用。文中有不少主人公的自语、感

慨、对话的叙述，这些又与西方文学叙述方式有密

切关系。“自叙传的色彩，零余者的形象，感伤的

情调，抒情的风格，这是郁达夫作品艺术的几个主

要特色”［!］，同样在《沉沦》中也存在。这些艺术特

点融入了小说，诗化了小说本身。青春苦闷念故

乡，游子呐喊唤富强。从《沉沦》“自叙传”的角度

出发，则是郁达夫对自己抒情时代的回忆。“人生

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

时代的，当这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

放开 喉 咙 来 歌 唱，何 况 乎 感 情 丰 富 的 人 类

呢？［"］（#$!%&）”的确如此，《沉沦》的语言是很自然流

畅的，片段中满载着诗的意象。如和风、弯月、斜

阳、稻香、碧空、香气、泪水、眼波、少女、露滴、青

烟、琼浆、鸟鸣、流水、曲径、渔灯、影子等等，构造

了一幅幅清新宜人的风景油画，和谐地营造了一

组组抒情浪漫的环境气氛，加上充满抒情意蕴的

译诗及含有古典情怀的旧体诗的穿插 ，形成了诗

的意境，小说的浪漫、清新、纯真、伤感的诗化性越

发明显了，这是小说的艺术美所在，叙述者创作风

格所在。这种选题朴素，取材自然，描写真实，表

现坦率的“自叙传体”叙述，与充满诗情画意的渲

染，促成了《沉沦》这篇诗化小说的成功，曾华鹏先

生称《沉沦》是“抒情时代的歌唱”［%］（#$’&），可见《沉

沦》的创作是抒情时代情感的自然渲泄。而这种

渲泄又带有孤愤出诗人的生存环境气氛，深刻表

达了主人公内心的复杂思想及情感，增加了诗化

小说的忧郁加哀愁的特质。同时这篇诗化小说还

具有先导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诗化小说的

最早作品是鲁迅的《故乡》，写于 %(!% 年 % 月；郁

达夫的《沉沦》作于 %(!% 年 ’ 月；其后有鲁迅的

《社戏》，作于 %(!! 年 %) 月；再往后有柔石的《二

月》，作于 %(!( 年；沈从文的《边城》，作于 %("*
年；萧红的《呼兰河传》，作于 %(*) 年。这些都是

诗化小说的精品之作，其中都贯穿着诗情的自然

流露及诗境的营造。在《沉沦》中，通过意境的塑

造，体现作者的审美意象和审美价值。其审美意

象为自然风景和天候，其审美价值为性欲和死亡。

之所以如此，和郁达夫生活的时代背景、个性气质

及对悲剧价值的崇尚都密切相关。在小说中，作

者已经突破了对人的行为和外在环境的描写，深

入表现主人公的灵魂，表现主人公不被物质表象

所湮灭的永恒价值。这些已经烙上了 !) 世纪 !)
年代盛行于欧洲的表现主义文学流派的文学表现

特征。

三、现代主义思想与表现主义艺术特色

现代主义（+,-./012+）一词出现于 %&"& 年，现

在“被用来描述现代时期的艺术运动，如印象主

义，为艺术而艺术，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及其他

前卫运动”［*］（#$*）。从西方文学史发展角度看，!)
世纪中叶以前现代主义已经是一个很流行的概

念，也译为现代派，“既是浪漫主义的继续，如象征

主义，表现主义，又是自然主义的变种，如意识流

文学 和 新 小 说，并 仍 具 现 实 主 义 精 神”［’］（#$!3)）。

《沉沦》诞生于 %(!% 年，虽与哲学含义上流行的

“现代性”有一定时间距离，但的确是现代主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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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历程中的产物。不论从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理

解为“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或者福柯理解的“一

种态度”［!］（"#$），《沉沦》大胆、直率地表现意识，抒

情浪漫的印象式表达，为自由而不自由的苦闷中

的呐喊，无不显示出新时代气息与反映自身真实

体验的积极态度。这些内容反映在性描述上，小

说带给我们对性与文学、性与现代主义、性与人类

自身文明的新思考。从《沉沦》的思想性上看，它

具有明显的反传统性，这和现代主义文学是一致

的。从小说创作手法上看，作品主要描述了主人

公内心世界的真实苦闷，强调主观感受的审美价

值；在叙述视角上有一定突破，除了运用第三人称

外，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在小说叙述视角中也得以

体现；主人公在性格塑造上呈现出多重性格的复

合体；情节在故事中的发展也失去了腾挪跌宕的

效果，而是以生活的片断、琐事来释放主人公的苦

闷内心感受；在小说各节的叙述顺序上，也显示出

主观意识的流动性；如果从情绪层面上看《沉沦》，

小说中蕴涵着“现代主义者所具有的仇恨和怀旧

的因素，认为他们的作品不是被‘一种哲学或一种

信仰，而是被某种对待当前的包容一切的感情态

度———一希望，仇恨，绝望’贯穿在一起的。”［%］（"#&&!）

这些特征都是现代主义小说所体现的。

从现代主义考察《沉沦》，这篇小说主要体现

在表现主义艺术特征上。表现主义是 $’ 世纪初

源自德国的艺术运动，在 $’ 世纪 $’ 年代，对表现

主义的译介和宣扬表现出极大热情的还是创造

社，郁达夫在 &($) 年《创造周报》第三号发表了的

《文学上的阶级斗争》指出“德国表现派的文学对

社会的反抗的热烈，实际上想把现时存在的社会

一点一滴都倒翻过来的热情，我们在无论何人的

作品里都看得出来”，另外他在 &($! 年的《小说

论》中写到“大战后的表现派小说⋯⋯颇有人称

颂”［*］。他对表现主义文学的赞许和他熟悉德语

以及了解德国表现主义艺术有重要关系。表现主

义强调主观感受和幻象，表现事物内在的本质。

它不像浪漫派那样深情婉转，而是体现为绝望的

呐喊。表现主义画家认为，“艺术的本质不是‘怎

样表现’，而是‘表现什么’。前者拘泥于物质层

面，后者才是精神的觉醒”［(］。在论述《沉沦》的诗

化小说时，我们强调了小说本身的意象之美，这主

要集中在自然景物和天候的描写上。在写到女性

时，作者使用了“雪样”的或“肥白”的色彩意象，使

用了“娇滴滴”的声音意象，这些意象已具有象征

含义，即隐喻和性欲有关的女性。“意象占据主导

地位，并常常具有象征意义，这是表现主义的一个

特性”［&’］（"#$%）《沉沦》这篇小说的确具有表现主义

艺术特征，如下意识的瞬间中的灵魂直觉、突现的

想象、女性身体的象征式表达等；作品在内心独

白、梦境和人物形象的自我扭曲上等；另外从抽象

性和神秘性上考察，《沉沦》也同样具备表现主义

特征。如《沉沦》中关于性的主要场景都是偷看或

偷听，一方面增加了性的神秘性，另一方面也体现

了作品的审美追求。“由于表现主义作家偏好紧

张、狂喜或绝望的极端状态，他们似乎更倾向于使

用夸张手法”［&&］（"#&’）。从小说主人公对女性及性

行为的情绪反应看，这种夸张是很显然的。如主

人公对旅馆主人的女儿，当“她进他房里来的时

候，他的呼吸竟急促到吐气不出的地步”［&$］（"#)+），

类似的还有多处。作为人类自身繁衍的性，作为

男女共同拥有的快乐感觉，作为青春发育正常冲

动与渴望的性本身是圣洁的，是自然的。《沉沦》

中的性既有圣洁自然的成分，更多的是这背后的

社会现实与人的发展需求之间的冲突。因此，过

多的探索应指向对当时时代与环境的分析，对人

类自身现代性进程与社会现实的矛盾的研究。从

现代主义思想的角度看《沉沦》，其时代意义及现

代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四、背景、环境与作品及其艺术的互动

人是社会化的产物，人的意识无法脱离环境

与时代的影响。分析研究《沉沦》，应该立足文本

本身的思想及艺术表现特点，同时应参考当时国

内外现实特点、作者自身生存的历史文化背景等

因素的影响。郁达夫 &*(! 年生于浙江富阳，) 岁

丧父，在失去父爱又渴求母爱的动荡年代里度过

童年、少年。其间接受了从书塾到县立高等小学

堂，再到省立中学，又到教会学校的变革时期的漂

流式教育；当然，对郁达夫影响最深的还是中国的

传统文化，如伦理道德、诗词典故、历史演变等。

生存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不可小看的，包括当

时的政治经济环境、教育环境、地理环境、家庭环

境等。如清朝封建集权经济的瓦解、辛亥革命、军

阀割据；&(’, 年废除科举、新式教育、教会学校；

美丽 的 富 春 江；经 济 拮 据 的 单 亲 家 庭 环 境 等。

&(&) 年正是郁达夫青春萌动的年龄，他随哥嫂踏

进渐趋繁华、又散布着西方自由思想侵袭的日本

帝国。祖国的积弱、遭侵、社会黑暗与日本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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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兴盛，思想错综自由，加之郁达夫随着自身文

化素质的提高对问题意识的觉醒，对理想与行为

的困惑，促成了《沉沦》的诞生。《沉沦》写于 !"#!
年，当时郁达夫正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学

习，小说自身内容的背景同郁达夫此前的经历、

时代气息、环境是一致的。如此看来，小说中袒露

的信息不是让大家说对错，当然也无须传统的道

德价值判断。而是一种大胆的表现意识，表现一

部分中国青年留学生在日本的生存现实。联系五

四新文学时期的个性解放与日本私小说的流行，

此文可谓与时共进。它有力地抨击了传统伦理道

德虚伪性的一面，突现了一种坦率而大胆的表现

意识，反映了当时一部分青年留学生复杂而矛盾

的心态。郁达夫曾谈到背景的效用，“是在是小说

的根本观念，能够表现的真切，是在使主题增加力

量，是 在 使 书 中 的 各 人 物 各 就 适 当 的 地

位”［!$］（%&’#(）。的确如此，《沉沦》的背景在这些方

面都得到了有力的体现。郁达夫还特别钟情于大

自然环境的渲染，其田园情怀不但和他个人成长

经历密切相关，也体现在他的作品创作理念中。

郁达夫认为“小说背景的中间，最容易使读者得到

实在的感觉，又最容易使小说美化的，是自然环境

和天候的描写”［!$］（%&’##）。可见这篇小说的风景描

写不但和体现背景有关，还和作者的审美情趣密

不可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少作家的名

作都描述着自己的成长历程及故乡的人文风情或

地理风貌，把自己的血液真正融入了对祖国、对故

乡的思念之中。这些作品透过浓郁的景物描写展

示着各自富有乡村地域特色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

境。如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迟子

建的《北极村童话》等都是如此。郁达夫的小说不

乏细致的景物描写，《沉沦》中亦然，对大自然的描

述、对故乡的思念、对祖国强大的呼唤，既是生活

在异国的郁达夫在当时生存环境下的心声，也是

他文学作品艺术美的必要成分。郁达夫曾说“对

于大 自 然 的 迷 恋，似 乎 是 我 从 小 的 一 种 天

性”［$］（%&#!)）。透过异国黄苍未熟的稻田，还有那带

着紫罗兰气息的和风，想念的是富春江的“一川如

画”及故乡风物的田园情景；看那金黄的谷色，碧

蓝的天空，一弯大海上闪烁的鱼鳞，而后发出的是

“祖国啊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的

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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