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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钱钟书与曹禺的文学作品看人性之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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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曹禺和钱钟书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虽然两人分别致力于戏剧和小说创作的不同领域&却都能超越阶

级(超越时代主潮&对人性之思进行深刻挖掘)他们的作品都表现出对人性善恶的独特理解&钱钟书倾向于表现人性之恶&曹

禺则更执着于发掘罪恶人生中的人性之善)本文通过对人性善恶在二人作品中的表现进行阐释&进一步分析两位作家不同

人性观形成之因&以此获得对人性的更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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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钱钟书和曹禺两位作家的独立研究

颇多&成果丰硕&而对两位作家的比较研究却极为罕

见)钱钟书与曹禺都是思想博大深邃的作家&他们

的作品都深切地关注着人的生存境遇&都深深地渗

透着作家对人生(人性独特的体悟与哲思)从"文

学#即"人学#这个角度而言&对人性的哲理性思考及

其深入刻画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富魅力的体现&在

这一思想高度上&两位作家貌似毫不相干却有着内

在深刻的相关点)尽管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有许多

作家在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人性问题&但在人性

善恶最深层的本质方面&钱钟书与曹禺更具可比的

契合点)

王晓明曾说'"如果把世界文学作为参照系统&

那么&除了个别优秀作品&从总体上来说&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对人性的挖掘显然缺乏哲学深度)陀思妥

也夫斯基式的对灵魂的3拷问+是几乎没有的)深层

意识的剖析远远未得到个性化的生动表现)大奸大

恶总是被漫画化而流于表面)真诚的自我反省本来

有希望达到某种深度&可惜也往往停留在政治(伦理

层次上的检视)所谓3普通人性+的概念实际上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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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本世纪的中国文学真正接受)111人性的弱点总

是作为民族性格中的痼疾被认识被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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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钱钟书和曹禺在对人性的揭露上却达到

了一定的深度)尽管他们在人性的善恶以及其他方

面的思考不尽相同&但都是超越了阶级(超越了时代

主潮&对人性之善恶进行了深刻的挖掘&表现出各自

独特(卓越的理解)

一"钱钟书作品所体现出的人性之恶

钱钟书在其作品中展示出对人性之恶的书写)

他曾在致储安平的信中写到'"按罗隐,夜之义兴戏

呈邑宰-3溪畔谁舟向戴星&此中三害有图经)长桥

可避南山远&却恐难防是最灵&谓人之号3万物之

灵+&而其恶甚于水之蛟&山之虎&即神农氏所叹3人

最为劣也+#

.

!

/

##&

)并且钱钟书曾批判过中国的讽刺

文学&认为"中国的讽刺作家既忽略了表面现象&也

未深入探索人的性恶本质)他们接受了传统的社会

准则和道德准则&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不伤大雅地嘲

弄他们为之惋叹的不含廉洁和礼仪的行为)#"中国

讽刺作家也缺乏火一般地将所触及的污秽事物净化

的狂暴的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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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可以看到钱钟书对于

人性之恶的彻底态度以及对中国讽刺力度的不满)

可以说在钱钟书的作品中对于人性的恶劣的方面面

都有所涉及&包括自私(虚荣(虚伪(狡猾(贪婪等等&

而且也涉及到社会中各阶层的人&上有教授(作家(

政治家(医生44下有士兵(伙计(小贩(学生44无

一不在其辛辣(尖刻的讽刺之下)

,围城-中&对于知识分子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

判)留学生们到国外读书有的是以"到巴黎增长夜

生活经验#)他们不学无术(无所事事&除掉吃饭睡

觉以外&成天赌钱消遣)高松年是一位老奸巨滑的

学术政客&他以寄给方鸿渐的信没收到虚晃一招&让

方鸿渐钻入他设的圈套中&尤其在以假乱真试探方

鸿渐的时候表现出世故圆滑(口是心非(以权欺人的

丑恶人性&他甚至在故作正派的背后却有打汪太太

主意的心思&表正里邪)李梅亭满口仁义道德&满腹

卑鄙龌龊&冷酷自私&他的备用西药和精华卡片暴露

出灵魂的萎琐不堪)韩学愈伪造学历而故作高深&

在方鸿渐探其虚实时&他气凝神定(沉着应付&毫无

羞惭可言&木讷的外表下掩藏着城府极深的奸猾之

心)曹元朗没有真才实学却拿外来文化骗人&作诗

不伦不类而自以为是&最后以攀附苏小姐的父亲而

混迹政界)作者即使对他笔下寄予了理解同情的人

物形象也同样进行了辛辣地嘲讽)赵辛楣虽有几分

真诚&从外表而言也是少有的未被丑化的对象之一&

他表现的也好像比方鸿渐更精明&方鸿渐的两次谋

事都与他的帮助有关&他还很早就看出孙柔嘉对方

鸿渐的用心)然而&他却有深深的嫉妒之心&他以为

方鸿渐是他的情敌便百般为难(攻击对方&甚至暗地

操纵了方鸿渐的职业去向&其心胸狭窄(暗中算计也

表现出人性深处的自私(阴暗心理)正如孙柔嘉对

方鸿渐所言的'"并不是我离间&你这位好朋友并不

放你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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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辛楣可以说是方鸿渐后来最

接近的朋友了&然而赵辛楣对方鸿渐的友谊夹杂着

很多利己和随意的因素)当然也许纯粹利他的友谊

在人世是很少见的&因此作者如此写也可能正传达

了一种对人间普遍友谊的怀疑&也以此而更深刻地

揭示出人类利己自私的本性)方鸿渐可以说是作者

最同情的一个人物形象&他为人真诚(善良(不虚伪

做作&也不乏正义感&然而&在作者无情的笔下他的

种种劣迹也是随处可见)他正直聪明却又没有学到

真正有用的东西&眼看回国期限即到便买假文凭蒙

混过关)路遇鲍小姐便经不住诱惑稀里糊涂地与其

发生关系&事后还以为自己捞了便宜)碰到真正爱

上的女人唐小姐&并且赢得了她的芳心时&却不能在

离间误会面前执著追求(尽力挽回&而是一遇挫折便

激流勇退(消沉下去)同样&在和孙柔嘉的婚恋中&

感情的主动权几乎都掌握在孙柔嘉手中&他始终处

于被动的位置)在职业方面&他也是一再依赖别人

的推荐(帮助)赵辛楣说他并不令人讨厌&但却毫无

用处)这的确是对方鸿渐的中肯评价)如果说由人

的本质力量所焕发出的生命意志和生存勇气是人类

品质的宝贵财富的话&方鸿渐所缺乏的正是这样一

种充满勇气的主体精神)这是作者对人的生活(生

存精神状态的批判&也是对善良(真诚之人灵魂深处

弱点的揭露&是更深层次的批判)

作者对于女性也作了深刻的鞭挞)鲍小姐随

意(放荡&为了满足自我欲望&她一会儿投入方鸿渐

的怀抱&一会儿又投入给她留洋出资的未婚夫怀抱&

收放自如毫无羞惭愧疚之感)苏文纨看似高贵(优

雅&内心却狠毒卑鄙&她在得不到方鸿渐的感情时便

全力破坏&在表妹面前恶意中伤方鸿渐&使本来互相

有意的恋人分崩决裂&她才感到快意)孙柔嘉貌似

温柔却颇有城府&工于心计&她和方鸿渐唇枪剑舌&

不能以理智和大局去经营自己苦苦得来的婚姻&最

后两人都在婚姻中受到沉痛的打击)唐晓芙是作者

偏爱欣赏的人物&但她在与方鸿渐的感情发展过程

中&一再要求完美&她不能正视自己内心的真实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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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也缺乏给对方机会以获得谅解的胸怀和智慧&结

果在自尊和矜持中错过了一段真挚的恋情)

,围城-中的下层人物也未逃脱钱钟书鞭挞的笔

触)尽管现代文学史上一直有对于普通百姓愚弱国

民根性的揭露&但更多的是对底层人民善良(纯朴(

勤劳等美好人性的赞扬)但在钱钟书的笔下&士兵(

佣人(伙计(学生(旅馆小老板(学生这些人无一不是

人格卑下)轮船上的侍者阿刘因为知道了方鲍之间

的隐情&便利用此事进行威胁(勒索&贪心而卑劣)

逃难的方家碰到被打散的溃兵&抢走了他们的钱袋&

更有甚者逼方家父子与他们互换鞋袜&只顾自己舒

服&不管他人死活)"欧亚大旅社#的食物以次充好(

以假乱真(糊弄顾客&住宿处不讲卫生&然而店里掌

柜不以为然&反寻客人的不是)鹰潭小饭店以生蛆

的腊肉招待客人&明目张胆&巧言狡辩)在公交车

上&一位乘客以一袋米占据着拥挤的空间&而用恶毒

刻薄的女人下身有毒拒绝让孙柔嘉入座)方鸿渐孙

柔嘉的女佣&不明大局却盲目介入别人的家庭纠纷&

不能以老劝小息事宁人&反挑拨离间徒增是非&最后

使方孙二人的矛盾火上浇油)

钱钟书甚至将这支批判的笔触直指孩童)在大

多数人的心目中&孩子是希望(美好的象征)纯洁无

瑕(天真可爱一般被认为是孩子的特征)但是钱钟

书却将人性的丑恶揭露得如此彻底&即使是孩子也

并非洁白无瑕&他们的本性仍是罪恶和丑陋)孙太

太不足两岁的孩子&在钱钟书的笔下是"塌鼻子&眼

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

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中国人的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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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样

的笔触来描述一个孩子的长相&实在并不多见)而

且这孩子不光相貌丑陋&行为也一点都不可爱)他

一刻不停地要乱跑&无处可跑&就扑向苏文纨&让苏

文纨感到非常嫌恶)方鸿渐的两个侄子阿丑和阿

凶&从名字上看就带着"丑#和"凶#的标签)他俩不

停地吵闹要吃糖&打扰得方鸿渐"讨厌死了)#他们不

光闹而且小小年纪就翻口舌传大人的是非&说听见

妈妈对爸爸说大伯跟大娘在学校里有"关系#)方鸿

渐不给他买冰&他便骂方鸿渐"大伯伯最坏&坏大伯

伯5 死大伯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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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出口可谓恶劣)对于刘东方

的两个孩子&作者也是描绘其丑与令人生厌)总之&

钱钟书的笔下小孩子不是机敏(可爱(纯洁(乖巧&而

是顽劣(淘气(没有教养&不懂事&甚至小小年纪就有

了恶劣的品质)

另外&对于亲情&钱钟书也撕开了一般家庭温情

脉脉的面纱&揭示出一个亲人之间自私(冷酷(互相

倾轧&甚至彼此仇视(伤害的惨烈图景)正如方鸿渐

所感觉到的&"一向和家庭习而相忘&不觉得它藏有

多少仇嫉卑鄙&现在为了孙柔嘉&稍能从局外人的立

场来观察&才恍然明白这几年来兄弟妯娌甚至父子

间的真情实相&自己有如蒙在鼓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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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曹禺作品所体现出的人性之善

钱钟书对人性之恶揭示得相当彻底)然而&在

曹禺的笔下却有所不同&他写黑暗的社会&写人性的

丑恶&但这丑恶不是绝对的&有丑恶更有美好&丑恶

中有可理解(可悲悯的地方&丑恶是与美好复杂纠结

的一种状态)

首先是在他笔下女性多数是善良的)他说"我

有这么一个想法&在旧社会妇女是受压迫的&男女之

间太不平等&我总觉得妇女是善良的)我和斯特林

堡是不一样&他时而关心妇女解放&时而仇视女人)

我以为旧中国的妇女是最苦的&受着政权(族权(夫

权的压迫)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般来说&也是

妇女来念的)在旧社会&妇女一般要做许多家务事&

生孩子(养孩子&三从四德&辛苦一生)那时&妇女社

会地位又低&受到各方面的歧视&就更为可怜了)贫

穷家庭中的妇女就更惨痛了)当然妇女中也有坏

的&我也写了像,北京人-中的思懿那样不可爱的女

人&还有,家-里的陈姨太(沈氏那样一些卑微的人

物)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受苦受难(秉性

高贵&引起我同情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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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所言可以看

出曹禺对妇女所持的一种基本态度&这样的思想也

体现在他的作品中)

对于,雷雨-中的蘩漪&他说'"我想她应该能动

我的怜悯和尊敬&我会流着泪水哀悼这可怜的女人

的)我会原谅她&虽然她做了所谓3罪大恶极+的事

情111抛弃了神圣的母亲的天责)我算不清我亲眼

看见多少蘩漪$当然她们不是蘩漪&她们多半没有她

的勇敢%)他们都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却心偏天样地

高)热情原是一片浇不息的火&而上帝偏偏罚她们

枯干地生长在砂上)这类的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心

灵)然为着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

乖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

压制&这样抑郁终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空气的女

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不知有多少吧)在遭遇这样

不幸的女人里&蘩漪自然是值得赞美的)她有火炽

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

次困兽的斗)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情热烧疯了她

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怜悯与尊敬么2 总比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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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王丽丽'从钱钟书与曹禺的文学作品看人性之善恶

鸡似的男子们&为着凡庸的生活&怯弱地度这一天一

天的日子更值得人佩服吧#

.

C

/

I&

)这便是曹禺对蘩

漪的评价&对于这个违背了传统伦理的女人&他仍不

惜自己的赞美与尊敬),围城-中的苏文纨破坏方唐

二人感情的行为令人感到狡猾(恶毒&使人生厌)那

么&同样蘩漪也在知道周萍与四凤的私情后&想极力

拆散他们&将周萍留在自己身边&然而对于她的行为

读者却不是单一地感到厌恶&甚至因为她的揭露$虽

然是无意的%最后那么多年轻的生命都凋零在雷雨

之夜&人们仍对她多有同情)也许其原因就在于两

位作家在他们的主人公身上倾注了不一样的情感&

营造了不一样的情境)

提到翠喜&作者认为她是渣滓里的一颗金子似

的心)"她有一副好心肠&同时染有在那地狱下生活

的各种坏习惯)她以为那些买卖的勾当是当然的&

她老老实实地做她的营生&3一分钱买一分货+)令

人感动的&是她那样狗似地效忠于她的老幼&和无意

中流露出来对更无告者的温暖的关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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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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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陈白露曹禺也说"她憎恶现实&又憧憬美好的过去)

她在矛盾的夹缝里活着)她像是懦弱&但她毕竟坚

强)她是个绝望了的好人)#"陈白露有值得怜悯的

一面&有值得同情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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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陈白露与翠喜

这样的风尘女子&作者总是看到她们的闪光之处&看

到她们身处污境中美好人性不泯的可贵)但在钱钟

书的笔下对于像鲍小姐这样行为不检的女子&作者

所给于的便只是入骨的嘲笑与讽刺了)

,北京人-中的愫芳&作者说她是"秉性高洁的女

性&她们不仅引起我的同情&而且使我打内心里尊敬

她们)中国妇女中那种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高尚

情操&我是愿意用最美好的言词来赞美她们的&我觉

得她们的内心世界是太美了)人都说愫芳傻&她怎

么能爱上文清这个3废物+2 她不是傻&是她心地晶

莹如玉&是她忘记了自己)她总是向往着美好的未

来&离开这个家&也说明她对美好的前途的憧憬和追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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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珏是封建社会造成的一个有着三从四

得的女性但又是3五四+时期一个半新不旧的女性)

这个女人聪明(诚挚(勇敢&在旧家庭中受了许多折

磨&最后&她还是相信苦难必将过去&未来定是光明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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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曹禺作品中对于美好女性的理解

与赞扬)曹禺作品中也是有"坏#女人的&然而对于

她们的"坏#作者并未将她们一棒子打到底&在这些

人物身上也能看到作者的恻隐之心)例如对思懿和

焦母这俩人的态度)曹禺说"思懿这个人是招人恨

的!她的性格显然奸险&她也有她的难处)她为人惹

人嫌恶&但这个3家+是她支撑着)#"真正掌握这个家

庭&能够有饭吃&活下去&就靠这个3贤惠+的长媳了)

从表面上看&她很贤惠!做起事来&她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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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焦母&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瞎老太婆&尽管她让人

感到阴险(毒辣&但她因为丈夫常年在外&很少回家&

并没有真正得到过夫妻之爱&这种爱情缺失的情感

便转移到儿子大星身上&大星却非常怕老婆&不能听

母亲摆布而让母亲满足&更令焦母失望的是多年的

媳妇熬成婆的她却遇到了一个不讲三从四德的媳妇

花金子&经常跟她作对令她生气)最可悲的是她竟

亲手误杀了她心爱的孙子小黑子&当这个老辣刻毒

的妇女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孙费尽心机(为了自己失

去的孙子在黑暗的森林里长夜号哭时&不能不使人

对她老年所经历的惨痛而起恻隐之心)也正是这一

声声的惨号使心如铁石般的仇虎乱了阵脚&良心

不安)

周朴园也有令人同情之处)他除了因遗弃侍萍

良心受到谴责外&还接二连三遭受了众多的人生不

幸'长子与妻子背叛他乱伦私通&亲生儿子大海与他

公开作对&大海与周萍手足相煎&最后一家老小在蒙

受了不堪的羞辱后&感受到无地自容的痛苦&疯的疯

(死的死&留下无尽的苦涩任他品尝忍受)一生中&

他不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常相厮守&也没有得到亲情

的温暖&虽说他的遭遇也是自作自受&但作者仍然富

有同情地表现了他寂寞痛苦的情感)对于这样一个

人物&曹禺的刻画并非一味激发读者的痛恨&反而引

发人们对人性软弱与命运悲
%

的感叹)

正如曹禺所言"这就是人物&也是生活的复杂性

)我们观察人不能只看一眼&要多看几眼)写人不

能只写一面&要写好多面)要从他的表面写到他的

内心&从他的此一时写到他的彼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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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钱钟书与曹禺人性观不同之成因

钱钟书与曹禺两位作家在人性上多有自己独特

深刻的见解&然而一人趋向于表现人性之恶&一人趋

向于在人性之恶中捕捉人性之善)其原因也许很复

杂&笔者试从以下两点来思考二者的相异之因)本

文认为曹禺更多体现了人性中的爱与悲悯&钱钟书

更多受原罪思想及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

曹禺对人性抱有宽容的态度)他塑造"非恶角

色#的心理与其早年对父亲的愧疚体验有关)愧疚

体验是与自我评价有关的一种情绪感受&通常是指

个体因自己的某种行为违反内心的道德准则而引起

的愧悔(内疚(自责的心理反应)愧疚体验往往源于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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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道德准则的某种矛盾心理&他内心的某种力量试

图冲破道德的束缚而且也达成了目的&但内心往往

受到很大的谴责与不安力量的冲击)弗洛伊德学说

认为矛盾情感引起的愧疚体验和人的负罪感有关)

田本相指出'"曹禺对父亲的情感是复杂的&他爱他

恨他怕他同情他&这种复杂的感受似乎也导致他不

简单化地去写他剧中的人物)#曹禺的父亲万德尊自

黎元洪倒台后&被挤出军界&

&"

岁不到就赋闲在家&

意志消沉&脾气变得乖戾&经常在饭桌上就训斥子

弟)根据曹禺的回忆'"整个家沉静的像坟墓&十分

可怕)我还记得&我父亲常常在吃饭时骂厨师)

44有时也不晓得为什么要骂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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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觉得父

亲脾气坏&挑剔哥哥&使整个家庭的气氛像坟墓一样

令他厌恶(恐惧)然而&曹禺的父亲对曹禺还是很怜

爱的)不管公务多忙&回家总要先看看他&还经常背

着他睡觉&带他去洗澡&为他搓背&一起戏水玩&也让

他感到天伦之乐)"人的灵魂是孤独的&但是&在孤

独的灵魂中&能够看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眷恋&能看

到别人对自己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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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对父亲复杂人性

的感知和他对父亲爱恨交加五味杂陈的复杂情感&

使他对人性的罪恶有了更复杂的情感体认&这种切

身情感体验也使他对笔下的人物不是简单划一地去

书写)

钱钟书在谈到中国的讽刺小说时说'"中国文学

中没有纯粹的幽默小说&但是有大量的社会讽刺

44中国的讽刺作家既忽略了表面现象&也从未深

入探索人的性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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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

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

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能具有3拷问灵魂+的

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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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对人

性的批判更倾向于西方现代荒原意识的一种否定态

度)钱钟书精通西方文化与文学&早在清华大学读

书时&他就喜欢哲学&博览群书&立下横扫图书馆的

志向)后来留学英(法&更加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耳

濡目染&尼采(叔本华(柏格森(弗洛伊德(艾略特(乔

伊斯(劳伦斯(萨特等西方有影响的哲人(思想家和

文学大师他都有过深入的理解&并在自己的著作中

广泛征引)当然&钱钟书也接触过西学思想中的名

人波特莱尔的思想影响)波特莱尔说'"是魔鬼牵着

我们活动的线5#认为人生而有罪&本性是邪恶的&惟

有和本性经过顽强的斗争才能获救)所以他说'"恶

不劳而成&是天然的&前定的!善则是某种艺术的产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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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钱钟书的人性恶思想多少与原罪

思想有关&或者受到当时西方现代荒原意识等人生

人性非美非善的思想浸淫)

对于人性的善恶问题也许是永远讨论不清的亘

古之迷)然而不管结论如何&通过思考&人得以更多

更深地了解(认识自我)这也许便是不是目的的目

的)钱钟书和曹禺在这一问题上的探索并非矛盾&

而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切入生活(感知人

性&注入了不同程度的主观情感倾向)通过对两位

作家的比较&可以拓展我们对人性探索的视野&为我

们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间)我想以林语堂的一段话来

结束本文对人性善恶的探讨)"对于人生&对于生

活&对于人类社会以及宇宙&一向在竭力采取一种合

理的并在可能范围内&合调的态度#"原来这个世界

是一个好的世界&而人是一种善良的生物&同时也是

一种凶恶的生物)人生有时很快乐而有时很悲惨!

人类的社会有时很残酷而有时则不乏真正的善意&

知道了这种情形&那么我们除了用格外善意(宽裕和

讽刺的思想之外&还有什么旁的良法进行呢2 大智

慧在于不向人性作过分的苛求&而同时也不一味放

纵&使其变为腐败)#"人类社会和人类本性的不完

善&正使我感到人生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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