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二O o八年第一期

命运的轮回生命的隐痛

——解读《月牙儿》的叙事裂隙

刁丽英坩
(1．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123；2．江阴职业技术学院科技发展处，江苏江阴214433)

摘要：《月牙儿》的文本隐含多重意蕴，在第一人称叙事模式和与此相应的人物“内部聚焦”的和

谐表象下，文本呈现出明显的叙事裂隙，从中既可感受到主人公的宿命感和性格缺陷，也可隐约

地窥测到作家本人的某种欲曲折传达的生命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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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对底层人物的关注及对传统文化的审视，

老舍小说多有咀嚼不尽的意蕴而引起众多研究者

注目。标志着老舍思想转变和艺术成熟的经典短

篇《月牙儿》是一部具有多重意蕴的作品。读者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文本进行阐发，如控诉社

会黑暗、批判男性霸权、反思个性解放、隐喻中国

传统文人的依附心态等等。但研究界对其主题的

阐释多停留在对小说中母女的同情哀叹的感性层

面。很少从理性层面对悲剧生成内因进一步深入

探究。本文试从叙事学角度切入，探究其叙事裂

隙中隐含的深层意蕴。

《月牙儿》是老舍1935年由毁于“一·二八”

战火的长篇小说《大明湖》中的一段加工而成的。

作家本人声称这是“《大明湖》最有意思的一段”，

“由现在看来，我楞愿要《月牙儿》，而不愿要《大

明湖》了州l】555。因此，说《月牙儿》是老舍从笔尖

上滴出的血与泪，爱与恨的结晶应该不失为过。

文本采用第一人称主人公“我”的回顾性叙

事，“我”是故事的亲历者和叙述者。这对惯用全

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模式，以现实主义而称道

的作家老舍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应该说尝试是

成功的。第一人称叙事角度的运用，把作者推到

了与读者同等的听众的位置，他和我们坐在一起

共同倾听主人公讲述自己的悲苦。通过主人公

“我”娓娓动人地叙述这一辈子的辛酸与血泪，读

者从“我”的视角出发，去观察叙述文本中的世

界。与主人公一起经历相同的感情的起伏变化，得

出相同或相近的结论。把主人公推向前台，使其

直接面对读者，这样更容易增加故事的真实性。

它容易给我们造成这样一种错觉：这是人物的

“自叙传”，这些都是真的。因此，情感叙述较之

理性叙述，似乎更能让人信以为真。饱含真情的

叙述是引导读者进入故事真实场景的最好手段，

但有时也是一种叙述圈套。使读者很轻易就滑入

此种圈套而较少理性思考。

如果我们对《月牙儿》作“症候式阅读”，就会

发现文本中明显存在的叙事裂隙。细心的读者若

对文本的叙事话语作进一步的详细考察，将会发

现冷峻、清醒、目光犀利、愤世嫉俗的叙述者思想

的深刻性很难与连中学都未毕业的故事女主人

公——“我”的娼妓身份相吻合。“我”倾诉着令

人心碎的往事，字字句句都浸透着血和泪，但却流

露出与“我”的年龄、身份、地位不相称的愤世嫉

俗的深刻，面对轻视和侮辱，保持着难得的冷静和

清醒。在此，我们不难发现，形式上要求合二为一

的叙述者与故事主人公之间事实上却存在着明显

的一定程度的分裂。

在《月牙儿》中，“我”最终走上与妈妈相同道

路的“无奈”之感就像那个浅浅的月牙儿投下的

一抹黯淡阴影，时刻萦绕读者心头。但是当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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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倾听这个故事，当我们跟作者、人物一起沉浸于

故事的悲痛沉重氛围中时是否忘记了内心深处冷

静的追问?人要追求美好的生活是没有错误的，

女人追求美好的生活更没有错误。在《月牙儿》

中“我”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社会固然黑暗，但在

那个社会里苦如“我们”母女的人不止“我”和母

亲，可为什么做妓女成了“我们”的唯一选择?除

此之外真的就没有别的人生出路了吗?在道德重

压之下女主人公屡次为自己开脱，为自己辩解，而

所有的辩词颠来倒去都是因为贫穷的社会，“不

是我的过错”。然而我们不禁要问：除了受“将人

变成鬼”的黑暗社会逼迫之外，人的堕落就没有

一点自身的过失吗?

正是从以上明显存在的叙事话语裂隙中，我

们可以隐约地感觉到女性主人公背后的另一个匿

身的真正的叙述操纵者的存在，可以隐约地窥测

到作家老舍本人的某种欲曲折传达的潜在意旨的

存在。

事实上，文本中关于“我们”母女俩除了卖淫

就没有别的生存之路的人生感慨，是由人物兼叙

述者“我”的抒情议论中表达出来，而不是由情节

设置中自然得出的结果。

首先，先在的宿命感冥冥中引导“我”陷入悲

剧命运的泥潭。在“我”卖淫这件事上，“妇人只

有一条路走，就是妈妈所走的路¨2脚，这种宿命

感一直笼罩在“我”的心头。每当“我”的人生遇

到挫折的时候，它马上就会浮上心来，成为“我”

的生命感悟。类似的典型表述还有“妈妈所走的

路是唯一的”[2]242，“我仿佛看得很清楚：有朝一

日，我得比她还开通，才能挣上饭吃州2j246等。妈

妈做了暗娼后，面对妈妈的“卖”和嫖客的侮辱

“我”束手无策，妈妈是不识字的，但她一再催

“我”好好念书，这时其实“我”已无心念书，“小学

毕业后又有什么用呢?我和同学们打听过了，有

的告诉我，去年毕业的有好几个做姨太太的。有

的告诉我谁当了暗门子⋯⋯”【2J238在这里“我”的

“听说”已经预示了“我”的将来。这一情节的设

置为以后所有的选择做了铺垫，它使“我”在内心

深处有了这样一种潜意识：无论如何“我”都逃脱

不了那种命运，那条道路已经横在不远的地方等

着“我”，寻觅岔路口的努力只不过是延缓迈出那

一步的时间，然而拖延终究阻挡不了现实在背后

的驱动力。即使在“我”还有去饭馆做女招待的

这条路可选时(当初“我”并不知道去饭馆做女招

待要出卖色相)，也已认定妈妈走的路已经在不

远处等着“我”了。

然而，文本中的叙事层却不能完全支持这一

宿命感。文中，不仅妈妈卖淫的道路是否没有选

择余地，叙事不明确；而且，“我”的道路是否没有

选择余地，叙事也不严密。比如，妈妈跟馒头铺老

板走之前让“我”选择要么代替她卖淫，要么各走

各的。可是，为什么妈妈没有尝试别的稍好一点

的路呢?为什么不考虑“我们俩”一起洗衣洗袜?

为什么不设法让“我”出嫁呢?毕竟，给年轻女孩

找婆家是那个年代常规的生存思路。“我”自己

选择卖淫之前，也始终没有尝试寻求以婚姻谋生

这一生存方式。固然“我”受过男子的骗，可能对

爱情失望；“我”了解了“小磁人”在婚姻中的苦

衷，不免对婚姻和家庭两方面感到幻灭。但是，理

想幻灭与生存挣扎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我”受

了一个男人的骗，看了另一个女人的生存苦衷，就

绝对不相信爱情婚姻显然有点以偏概全；而且

“我”因理想幻灭就不尝试追求现实谋生层面上

的婚姻而立即走上卖淫之路，似乎很难证明卖淫

是“我”走投无路后的选择，反倒表明也许是“我”

先验的宿命感在引导“我”迅速而自觉地走上“卖

淫”这最悲惨的人生之路；先验的宿命感使得

“我”只盯着这一悲惨结局而对其它生存可能视

而不见。在“我”找工作这个问题上，文中交代了

“一个多月，我找不到事做”，这一句笼统的介绍

并没有排除“我”自己找工作不得法的可能。总

之，由于没有在叙事层面上穷尽“我们”母女俩的

其它生存可能，议论抒情层面上关于“妇人只有

一条路走，就是妈妈所走的路”的哲理，在小说后

半部就更像是上个带着一点先验性质的宿命感

叹，而不是由叙事推导出的不期然的结论【3 J。

其次，虚荣、倔强、自负、孤傲的性格缺陷和消

极的人生态度是“我”悲剧命运的催化剂。

诚然。《月牙儿》中的“我”的美丽而又善良、

柔弱不失坚韧的个性赢得众多读者的喜爱，对其

悲剧命运一掬同情之泪。然其悲剧结局固然有社

会逼迫的必然因素，“我”自身的性格缺陷也是加

速其悲剧命运的一剂催化剂。女孩子的虚荣使

“我”觉得“我越往大了长，我越觉得自己好看，这

是一点安慰；美使我抬高了自己的身分”，“穷，可

是好看呢!”【2]240。当“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出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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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后，“我”就开始算计自己的美了，“穷，可是

好看呢!”。这使“我”意识到只要好看，穷是不怕

的，妈妈的路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妈妈也是不

难看的”【2】240。美丽成了一无所有的“我”在潜意

识中用以抵抗贫穷和孤苦无助的唯一资本。这时

候“我”由于校长的帮助，自己的生活已经有了着

落，并且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抄写、去编

织新的生活，只要勤劳还是可以维持基本生计的。

但当“我”意识到自己随着年岁增长而日渐楚楚

动人的容貌时，却在潜意识中拿自己的美当作自

己生活的依靠了!这种虚荣想法可能是社会影响

所造成的，同时也是一个正常人肯定会受到的影

响，但在此读者可以想象：如果“我”长得并不好

看，也许就会死了以美貌换取生活来源的最后打

算。可能会在生活上断了她的后路，让她一直自

食其力并偏离“娼”的轨道。

然而，自食其力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

学校要换校长，“我”怕新校长撵，于是开始揣着

自己的两块七毛零几个铜子出去找事了，经常是

“抱着希望出去，带着尘土与眼泪回来”，但想到

自己的好看就“好像已经找到了事似的”。“羞耻

不是我造出来的”。这时“我”不是不顾“羞耻”去

求得新校长的帮助，而是想到自己的好看，想到还

能不顾跟妈妈一样羞耻的生活。“假如我扯着脸

不走，焉知新校长不往外撵我呢?我不能等着人

家往外推。”【2】242这正是“我”的虚荣、孤傲与倔强

的性格在作祟，使“我”顾及校长会撵“我”的“羞

耻”而不顾卖身的羞耻，自负地认为脱离了他人

的怜悯与帮助自己依然能够找到活路。

离开校长的侄子，“我”又失去了生活的依

靠，被人欺骗的愤怒和联想到“小磁人”形同虚设

的婚姻的悲凉，使“我”自负地认定：女人相信男

人是悲哀的，男人是不可靠的。因此，在陷入绝境

时都没有产生通过嫁人改变生存困境的念头。自

食其力固然是好，可与出卖自己的心灵和肉体双

重折磨的“暗娼”生活相比，也许嫁人也不失为一

种寻找出路的无奈之下的好的归宿?

“讲道德”的新官儿肃清“暗门子”，巡警把

“我”抓进了感化院。感化院最好的成绩是“已经

有十几多个女的，经过他们感化而嫁了人”。“有

人教给我做工。洗、做、烹调、编织，我都会。”而

“我”固执地认为“要是这些本是能挣饭吃，我早

就不干那个苦事了。”【2墙3经过感化原本可以从

良，但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便宜男人了，所以

“我”拒绝感化。在感化院里若有愿意领“我”的

男人，至少会衣食无忧，所以“我”完全有可能平

稳地走完一生，而“我”选择的却是在狱里不再想

出去。

消极的生活态度，使我每每在人生的岔路口

面临选择之时，在看似无奈的背后有着隐隐的消

极的躲避。“我”多次意识到自己走妈妈那条路

只是迟早的事，即便有着不走妈妈老路的良好愿

望而尝试改变，但依然先在地认定挣扎努力的徒

然和母女命运轮回的必然。

通过文本透视，我们可以看到在《月牙儿》中

摆在“我”面前的道路并非只有“我”想象中的那

一条可以走，但是由于母亲所走道路的影响以及

“我”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宿命感的作用，

因此“我”在自己对未来的构想中已经预设了种

种走向那条道路的可能性。在这种心理暗示的驱

使下，我所走的每一步其实都不是对生活的积极

有力的反抗，相反，这种心理使“我”认为自己所

走的每一步都是在向那条路靠近。既然一开始

“我”就已经承认了那条路是不可避免的，在以后

的生活中也就失去了面对和彻底反抗它的勇气；

“我”可以尽量延缓走向它的时间，“我”可以躲

避，但是“我”避不开；在那种社会里，“我”们这样

的女人只能“无奈”地走向它。从以上的分析可

以看出，“我”的“无奈”明显有着宿命论的痕迹，

“我”的性格中的倔强、自负、虚荣、孤傲等缺陷促

成了“我”走“暗门子”的道路的必然。

第一人称叙事角度的局限，使作者远离人物

而同读者坐在同一位置上，这样就使作者轻易认

可了主人公“我”讲述的逻辑，而对其中千回百转

的曲折缺少必要的论证。一方面，老舍同20世纪

30年代很多作家的创作意图一样，要表现“损不

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对女性心灵与肉体的双重摧

残，这一创作动机也使他在文本中的一系列情节

设置上容易忽略主人公在面对社会与生活时进行

其他选择的可能性，而轻易认可了叙述者所作出

的“无奈”选择，同时对这种选择行为本身缺乏必

要的批判。另一方面，老舍自身独特的情感及生

活经历使他创作这一文本时有着某种意欲曲折传

达的意旨。

据老舍自己讲，“《大明湖》被焚之后，我把其

它的情节都毫不可惜的忘弃了，可是忘不了这一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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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u”55毫无疑问，“忘不了”的“这一段”肯定潜

隐着作家自己某种极其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之

所以“忘不了”，原因大约在于女性主人公的人生

遭际，与作家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切身体验

存在必然的联系，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唯其

如此，作家才可能对“这一段”难以释怀，并在旧

话重提时融人自己更多的情感体验和深入思考。

首先，初恋情结。除了母亲外，在老舍一生

中，有两位女性对他的生活、性情乃至人生价值取

向产生过极其深刻的影响，其中之一便是他的初

恋对象HJ30。她是刘寿绵(后来出家为僧的宗月

大师)的女儿，二人同为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尽

管老舍情有独钟，但母亲却为他相中了另外的媳

妇。大孝子老舍不想伤了母亲的心，不想使母子

间的感隋对立，所以这使他左右为难，最后他托人

说服母亲，但自己还是因此从心底引发了一场重

病"】。1923年，刘寿绵办的学校和慈善事业由于

经营不善，迅速败落，他不仅自己出家做了和尚，

并让夫人和女儿削发为尼。情人削发为尼把他美

好的初恋彻底粉碎，也是老舍出走英国的原因之

一【4j30。后来，刘小姐不幸被迫卖淫，被人蹂躏，

打过好几次胎，最后因打胎死去。可以想象老舍

回国后听说昔日的初恋情人沦为娼妓时的感受。

我们也可以在他的作品中读出那段情感在他心中

的意义——“初恋是青春的第一朵花，不能随便

掷弃”(老舍《微神》)口埘1。这段感情在作家的心

里是美好而沉重的。初恋失败给老舍心理上造成

了永远抹不去的阴影，“是她打开了我爱的园门，

我得和她走到山穷水尽”(老舍《微神》)心j341。

这种“情结”的作用是作家的理性创作无法抵制

的。因此，在老舍的作品中年轻的娼妓、堕人风尘

的女子一般都读过书，卖身都是个被逼迫的过程，

这当中暗含了刘小姐的身世和遭遇，《月牙儿》中

的“我”也不例外。在《月牙儿》中，作者是借社会

的黑暗极力诉说暗含刘小姐影子的“我”的被逼

无奈，使我们不难看出他苦心为初恋情人刘小姐

走暗娼路辩护的痕迹。文本中饱含真情却无意间

流露裂隙的叙述，实则寄寓着作家生命的隐痛。

其次，出身贫寒的生活经历。老舍出生于北

京的一个满族平民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全

家生活仅靠老母一人操劳，每天的两顿饭在困难

时只有酸豆汁汤和菜叶子熬成的稀糊糊喝。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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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舍可说是饱尝人间艰苦，后来他上学是靠刘

善人(刘寿绵)的资助。身边三教九流为生存而

作的苦苦挣扎，这些人的生活境遇、情感意绪老舍

尽览眼底。随着自己社会阅历的增加、文化视界

的拓宽以及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等，他逐渐意识

到了造成这些平民境遇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外在性

现实q自己的身世、刘善人对他的影响以及他亲

眼所见的底层市民的悲惨生活，使他对底层市民

产生了更多的同情与关注。这种拯世救民的人道

主义情怀使他更加关注社会底层人民的悲苦，更

关注社会如何一步步把人们逼向苦难的深渊。这

就使他在面对相同的主题和题材时，表现出与出

身名门、更熟悉都市生活的张爱玲等作家不同的

价值取向。

再次，主人公际遇与作家现实处境的相似。

1934年6月，老舍辞去齐鲁大学的教职，准备从

事专业写作。同月，国民党中宣部发布《图书杂

志审查办法》，对进步文化采取禁锢和镇压的反

动政策。专业写作此路不通。9月老舍又接受了

青岛国立山东大学的聘书，重新开始一边写作一

边教书的生活。虽然这样的生活不是作家所向往

的，但是为了养家糊口，老舍别无选择。他曾经痛

心地表示过：写文章吃不上饭，他爱写作，可那样

就得挨饿，又有什么办法呢?1934年lO月，挚友

白涤洲之死(老舍在《樱海集》序中也曾提到由于

有友人的去世心情不佳)，加之不能从事专门写

作，还有政治上黑暗和民族危机的深重，都给予老

舍深切的影响。1935年4月《月牙儿》发表时，老

舍正在山东大学任职，也是他为不能如愿以偿从

事专业写作而苦闷的时候。如同女主人公本想用

自己所学知识独立生存，其结果却是从事了自己

一再逃避的职业——暗娼，老舍也有着不能如自

己所愿靠当“写家”养活一家人的苦恼，故小说

《月牙儿》一改以往的幽默文风，变得缺少微笑而

更加深沉、内敛，在耐心、节制、不动声色的叙写

中，寄寓生命中触目惊心的转变。小说中一再以

感伤包孕隐痛的笔致撕开生活的假面，裸露出生

命式微的真相。
‘

综上所述，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运用以及相

应使用的“内部聚焦”，使叙述者在《月牙儿》中不

再扮演全知全能的上帝角色，叙述者借助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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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心情感流转所知所感，故事随着叙述者“我”

心理活动的开始而开始，随着这种活动的结束而

结束。这样就在形式上消除了叙述者与读者的不

平等关系，使作品的真实感大大加强。但同时我

们也应看到此种叙事视角的局限，主人公“我”的

身份地位与其作为叙述者的某些叙事话语存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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