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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特殊性和整体性一

口蒋 辉[西南科技大学绵阳621000]

【摘 要]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只有当它是特殊性与整体性流动结构时，才是一种丰富而

且完整的有机生命体，才完整地把握了多重性格组合的美学原理，也才能达到性格美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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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在他关于理想性格的规定中，不仅认为理

想性格应当具备丰富性，而且应当具有坚定的整一

性。他说：“任何性格必须把它的特殊性和它的主体

性融会在一起，他必须是一个得到定性的形象，而在

这种具有定性的状况里必须具有一种一贯忠实于它

自己的情致所显现的力量和坚定性。如果一个人不

是这样本身整一的，他的复杂性格的种种不同的方面

就会是一盘散沙，毫无意义。”⋯高尔基说：“剧作家从

这些品质中选取了任何一种之后，有权把它加深和扩

大，使它变得更尖锐而鲜明，使它成为某一剧中人物

的性格的主要东西。这就是创造性格的工作。”"o黑

格尔和高尔基的见解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作家在

进行性格的塑造时必须注意性格的定向性和整一性。

关于生命“多样归一”、“不一”归“一”、“杂多的统

一”规律，高尔基在他的论文《美是自由的象征》中，就

作了这样的解释，他认为，变化、差异和多样性都必须

统一于生命，这是偶然地从第一性的物质中得到的无

限众多的组合形式中的一个特殊的组合形式。现代

科学是用“平衡态”这样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形式的，它

们说生命是“远离平衡态的非平衡态”，这种描述来自

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两个伟大发现：一个是进化论，一

个是热力学定律。进化论指出，生物的进化总是朝着

增加信息和秩序的方向，由简单到复杂、有低级到高

级不断发展的；而热力学定律指出，物质的演化总是

朝着消灭信息、瓦解秩序的方向，逐渐由复杂到简单，

由高级到低级不断退化的，退化的极限就是无序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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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态，即熵最大状态，一种无为的死寂状态。熵最大

是无序平衡态，生命则是非平衡态。生物愈是进化，

生命系统组织结构有序程度也就愈高，自我调节、自

我再生的能力愈是增加，遗传变异机制以及同外间世

界进行的能量、物质交换与信息传递是增多和扩大，

从而也就愈是远离熵最大的平衡态。所以说，生命是

远离平衡态的非平衡态。

性格的整体性就是性格美的和谐。可是，性格美

的和谐并不是性格的单一化，而是性格的变化、差异、

丰富性、复杂性的对立统一，它不是单一的无序的平

衡态，也不是复杂的无序平衡态，而是复杂的处于运

动中的非平衡态。因此，性格多重组合过程是不断地

离开单一的无序平衡态向多种多样有序的非平衡态

进化的过程。

因此，塑造一种具有美学价值的性格，它不是单

一的无序平衡态，而是“一”包含在其中的有序的非平

衡态。性格所体现出来的审美价值不是单一的价值，

而是一种立体的、复杂的价值。黑格尔所说的美的性

格应当是多种性格生气勃勃的“总和”，这个总和是一

个整体概念。就是说，从这个总和中，我们要看到一

个有机整体的人，而不是多种性格元素机械相加的

人。系统论的整体原则告诉我们，整体并不等于个体

或各个局部相加之和。在整体中，单独看起来是丑人

丑物，而联系起来却可能是美的，就象我们所说的蘩

漪的“不可爱”之处，联系起来看却是美的。反之，在

整体中，单独看起来是美的事物，联系起来看却可能

是丑的，这里的关键是，美、丑都要放在适当的部位。

把性格的二重组合机械地理解为优点和缺点之和，其

所以错误就是未能把“总和”看成是一个整体，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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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让“差异”回归到“整一”上来。

作家表现性格的多样性不容易，而实现多样在复

杂运动中的统一更不容易。按照事物自发进行的趋

势，它总是向混乱的方向前进，一旦混乱之后，继续发

展只能是越来越混乱，熵就是混乱达到最高状态的标

志。这就是说，事物趋向混乱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自动

排列整齐的可能性，混乱状态的可能性有很多，但整

一组合的可能性却很少。因此，人的性格状态自动排

列整齐的几率极小，而混乱排列的几率却很大。人物

性格的创造，要把人物从无序性的性格自然状态组合

成有序性的性格运动，而且要力争实现一种最优的组

合状态，但这种最优的组合状态在实现过程中的几率

很小，而不符合组合最优状态的几率却有无数个。因

此，作家为了创造一个最优状态的组合，使性格运动

既多样又统一，既复杂而深邃，既“万殊”而“一贯”，就

必须花费很大的功夫，而具有高级美学意义的典型正

寓于这种“不一”与“一”的最好组合状态中，至此，作

家的伟大才得以最充分的表现。

以阿Q为例。象阿Q这样的性格，其性格的社

会内涵、哲理内涵、心理内涵都是极其丰富复杂的，我

国现代文学形象的性格，其复杂性都没有超过阿Q。

阿Q的性格系统也有正负两大系列，而且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不断变异、流动，他有时表现出农民的质朴，

有时又表现出游手之徒的狡猾；他时而自尊，时而自

卑，时而自负，时而自轻；肘而不满权势者对他的凌

辱，时而又愚弄比他更弱的弱者；他拥有“男女之大

防”，却又向吴妈求爱；他鄙薄城里人，却又窃笑未庄

人没见过城里人的煎鱼；他曾经很保守，凡是不合未

庄传统习惯的，都被他视为异端，然而辛亥革命的浪

潮卷进他的村庄时，他也起来“造反”，“革这伙妈妈的

命”。尽管这一系列的性格都充满矛盾且错综复杂，

但仍然使人感到杂而不乱，这是因为阿Q性格中有

一个稳定的、一贯的、定向发展的基本性格，即阿Q

的精神胜利法。而且这种基本性格在不同时间中所

表现出来的不同形态又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当时的具

体历史环境(辛亥革命前后)和社会关系中发生的，每

一次变动都以充分的外在条件为根据，因此，阿Q性

格的种种双向运动，不会使人感到这是偶然的凑合，

而使人感到这是一种必然的性格发展逻辑。这样，阿

Q的性格世界就实现了最好的组合状态，成了一个多

样复杂而且排列有序的世界。假如阿Q性格失去

“精神胜利”这一定性，阿Q的其它性格特征就会成

为一盘散沙，阿Q的性格状态，就会是一种无序的混

乱状态。鲁迅正是在混乱的可能性中掌握了整一组

合的可能性，表现出高度的性格塑造才能。

冈察洛夫所塑造的奥勃洛莫夫的性格也是多样

归一的典型性格。他温柔、正直、善良，很重友情，没

有贪欲，但是，他被致命的懒惰性格所支配。杜勃罗

留波夫在他著名的《什么是奥勃洛莫夫的性格》的论

文中指出，奥勃洛莫夫是一个“心地善良的懒人”。

“善良”和“懒”、“温柔”和“胆怯”、贵族的“老爷性格”

与奴隶的“屈从性格”，在他身上互相冲突，互相渗透，

而且互为条件，他的温柔和安静的性格因素及惰性性

格因素交织在一起，使他的温柔既“美”又“丑”。

杜勃罗留波夫指出：“奥勃洛莫夫并不是一个浑

浑噩噩的冷淡的典型，而是一个在其生活中也在摸索

着什么东西的、也在思索着什么东西的人，然而那种

令人厌恶的习惯，⋯⋯却在他的心里发展了一种冷淡

的、蛰伏不动的性格，使他陷于道德上屈从的可怜境

地。这种屈从是这样密切地和奥勃洛莫夫的贵族性

格互相纠缠，互相渗透，互为条件，以至要从它们中间

寻出一个界限来，简直没有一点可能。”既不冷淡，又

冷淡；既在探索，又蛰伏不动；既是贵族，又不是贵族，

奥勃洛莫夫性格中的矛盾因素互相渗透得没有一点

痕迹，可以说达到了多重组合的很高境界。

奥勃洛莫夫的性格尽管是多重结构的，但他的性

格运动方向却很清楚。在贵族的老爷性格与奴隶的

屈从性格中，贵族的老爷性格被屈从的奴隶性格所压

倒了。杜勃罗留波夫分析说：“这个老爷的整个生活，

却被另一种东西所毁坏了，他始终做着别人意志的奴

隶，从来不肯把自己提高到这种水平，能够多少发挥

一点自己的独立见解。他是每一个女人的奴隶，每一

个碰到他的人的奴隶，每一个企图操纵他的骗子的奴

隶。他又是自己的农奴查哈尔的奴隶，他们之间，谁

更有权利支配谁，简直很难决定。”奥勃洛莫夫“什么

都不能干，不会干”，这种“什么都不能干和不会干”便

决定了他的性格运动的主要方向。因此，杜勃罗留波

夫说：“奥勃洛莫夫性格的主要特征在于什么呢?是

在于一种彻头彻尾的惰性，这种惰性是由于对一切世

界上所进行的东西，都表示冷淡而发生的。”r31奥勃洛

莫夫身上一切善的东西，恶的东西，都与他的主要性

格因素相交织。他的惰性本身是一种“人性恶”，但他

身上的善又与这种恶交织在一起。在奥勃洛莫夫身

上，既有老爷性格与奴隶性格互相交叉的双向性，又

有惰性性格的定向性，既有性格的丰富性，又有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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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一性，这就是奥勃洛莫夫的性格成为一体的完整

的性格世界。

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所写的主人公

也是一个性格非常丰富复杂的人，内心充满着矛盾。

1912年10月，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十卷

本初版序中说：“我毫不隐蔽地暴露了他的缺陷与德

行，他的沉重的悲哀，他的浑沌的骄傲，他的英勇的努

力和为了重新缔造一个世界、一种道德、一种美学、一

种信仰、一个新的人类而感到的沮丧。”主人公约翰·

克利斯朵夫的性格是德行和缺陷组合得非常好的悲

剧性格，他的灵魂是一个极不安静的灵魂，他的思想

充满矛盾与动荡，他从一个精力旺盛、毫不妥协的“英

雄”变成一个锐气全无、心平气和的神秘主义的圣徒，

一生经历了种种矛盾。罗曼·罗兰的伟大成就就在于

他为世界文库里增添了一个性格极其复杂的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的形象。虽其复杂丰富的性格是很难用

语言加以概括的，但他追求的精神却始终如一。约翰

·克利斯朵夫到巴黎后，罗曼·罗兰对他的心理作了这

样的描写：“他和巴黎的格格不入，对他的个性有种刺

激作用，使他的力量增加了好几倍。各式各样的热情

都同样迫切地要求发泄。他得锻炼一些作品，把充塞

心头的爱与恨一齐灌注在内；还有意志，还有舍弃，一

切在他内心相击相撞而具有同等生存权利的妖魔，都

得给它们一条出路。他写好一件作品把某一股热情

苏解(有时他竟没有耐性完成作品)，又立刻被另外一

股相反的热情卷了去。但这矛盾不过是表面的，虽然

他时时刻刻在变化，精神始终如一。他所有的作品都

是走向同一目标的不同的路。他的灵魂好比一座山，

他取着所有的山道爬上去，有的是浓荫掩蔽，迂回曲

折的；有的是烈日当空，陡峭险峻的，结果都是走向那

高居山巅的神明。爱、恨、意志、舍弃，人类一切的兴

奋到了极点之后，就和‘永恒’接近了，交融了。”【41约

翰·克利斯朵夫尽管“时时刻刻在变化，但精神始终如

一”，他走着各种不同的崎岖的路，这就是“多”，而各

种路都通向“高居山巅的神明”，这就是“一”。约翰·

克利斯朵夫的性格结构正是多样归一的结构。

作家们反对性格的单一性，是反对那种绝对的单

纯，那种“超凡人圣”式的绝对的纯一。但我们并不反

对相对的单纯，这种相对的单纯性，是肯定性格的多

重结构，既承认性格的矛盾，又保持性格的整一性和

性格质的规定性，达到“不一”与“一”的统一，多样的

统一。雨果在称赞莎士比亚的那种“永恒的正反”性

格结构时，说莎士比亚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仅写出了

人的性格的复杂性，又写出了人的性格的单纯性。他

说：“莎士比亚的单纯，就是伟大的单纯”，而不是“渺

小的单纯”b1。而性格多重组合中的质的规定性，多

样的整一性，便是一种“伟大方式下的单纯”，丰富的

单纯。所说的一体化多重组合，正是要使性格成为复

杂与单纯的统一物。总之，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

只有当它是特殊性与整体性流动结构时，才是一种丰

富而且完整的有机生命体，才完整地把握了多重性格

组合的美学原理，也才能达到性格美的和谐。

参考文献

[1]黑格尔．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07．

[2]高尔基．论剧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249．

[3]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M]．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196一198．

[4]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M]．北京：北京燕山出

版社，2000．218．

[5]柳鸣九．法兰西文学大师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

版社，2004．125．

To Depict the Special蚵and Uni够of Chamcter

JIANG Hui

(Somhwest 7recholog)r University Mianyang 621000 China)

Abs咖ct To depict the specialty aIld unity of character ha珊oniously aIld pe血cdy can瑚ke figure’s cha瑚Lcter

vivid and ha珊onious．

】}【9y Words character； specialty； unity；Varied chaI_acter pdnciple

(编辑戴鲜宁)

  万方数据



论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特殊性和整体性
作者： 蒋辉， JIANG Hui

作者单位： 西南科技大学,绵阳,621000

刊名：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2006,8(4)

被引用次数： 1次

  
参考文献(5条)

1.黑格尔;朱光潜 美学 1979

2.高尔基 论剧本 1983

3.杜勃罗留波夫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 1983

4.罗曼·罗兰 约翰·克利斯朵夫 2000

5.柳鸣九 法兰西文学大师十论 2004

 
引证文献(1条)

1.孙拥军 五四:到底启蒙了谁?——以鲁迅及其创作为例[期刊论文]-当代小说（下半月） 2010(6)

 

 
本文链接：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60402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604021.aspx
http://www.wanfangdata.com.cn/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92%8b%e8%be%89%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JIANG+Hui%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8%a5%bf%e5%8d%97%e7%a7%91%e6%8a%80%e5%a4%a7%e5%ad%a6%2c%e7%bb%b5%e9%98%b3%2c621000%22+DBID%3aWF_QK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zkjdxxb-shkx.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zkjdxxb-shkx.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zkjdxxb-shkx.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bb%91%e6%a0%bc%e5%b0%94%3b%e6%9c%b1%e5%85%89%e6%bd%9c%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zkjdxxb-shkx200604021%5e1.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b%98%e5%b0%94%e5%9f%ba%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zkjdxxb-shkx200604021%5e2.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9c%e5%8b%83%e7%bd%97%e7%95%99%e6%b3%a2%e5%a4%ab%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zkjdxxb-shkx200604021%5e3.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bd%97%e6%9b%bc%c2%b7%e7%bd%97%e5%85%b0%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zkjdxxb-shkx200604021%5e4.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f%b3%e9%b8%a3%e4%b9%9d%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zkjdxxb-shkx200604021%5e5.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d%99%e6%8b%a5%e5%86%9b%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dxs-xsw201006043.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dxs-xsw.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604021.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