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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与老舍创作中人道主义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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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狄更斯和老舍的作品遵循批判现实主义原则,以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展示了下层民众的悲苦生活。文

章试图在探究他们的人道主义思想起源基础上,对他们作品中人道主义思想加以比较 ,从人物描写, 对革命的态度以及在情

节安排上的悲喜剧几个方面来探索他们创作中人道主义思想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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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思潮, 在西方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

始的, 本源是人文主义 ( H um an ism ), 是从拉丁文 H um anistas

(人道精神 )一词延伸而来的。文艺复兴运动是新兴的资产

阶级在 14世纪初至 17世纪初的欧洲思想文化领域所进行

的一场大规模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人文

主义者主张以 /人0为本, 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 要求个性解

放, 肯定现实生活,他们认为人有追求幸福与个人自由的权

利。人性既是他们理想的出发点, 也是他们的理论的依据。

人生来就是自由平等的, 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任何人都

没有资格剥夺它。

老舍与狄更斯这两位伟大的文学大师,他们的创作有很

多相似之处: 都沉痛地表现了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

判, 都流露出作家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那么狄更斯与

老舍的人道主义精神从何而来呢? 他们人道主义精神有何

异同呢? 本文通过对狄更斯和老舍作品中体现人道主义的

各个方面进行比较, 以期在比较视野下对他们创作中的人道

主义有更为清晰的了解。

一  狄更斯与老舍的人道主义思想成因

狄更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恰恰是他本身的人道主

义思想的真实反映。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小资产阶级家庭,

童年的不幸经历给狄更斯留下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也使他

对下层人民的悲惨处境有了充分的了解和同情。由于他处

于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 一方面对贵族, 大资产阶级

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垄断非常不满,另一方面又对无产阶级的

革命风暴深为恐惧。他的思想武器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

道主义。他理解的人性是人类共同的属性,他的人道主义就

是以此为出发点的。他强调 /人类之爱0, 这是他人道主义

思想的核心之一。

他的社会政治主张主要是改良主义。他幻想用道德感

化的力量改造社会, 使恶人良心发现, 自动改过自新。正如

法国文艺批评家,文学家丹纳所说: /狄更斯的小说可以归结

为一句话:行善与爱。0 1859年,狄更斯看到现实中社会矛盾

日益尖锐,动荡不安, 他预感到要发生变故。于是他离开自

己熟悉的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生活,把目光投向了 70年前的

法国大革命,写下了 5双城记6这部以法国大革命为历史背

景的小说,借古讽今, 暗喻英国现实中潜在的危机。该小说

是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最集中的体现。

老舍先生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一样, 他的创

作与西方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众所周知, 老舍年轻时曾在

英国生活多年,正是在英国期间, 受到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

创作的启发,完成了三部长篇小说,最终走向了文学的道路。

而出身于没落旗族的老舍自幼家境困顿, 熟识穷人的切

肤体验,这不仅赋予了他对自身 /穷人0的身份认定, 而且有

让他在日后的文学创作中对贫困及贫困压迫下的底层民众

永远投注感同身受的温情目光,同时对于由贫困造成个体生

命的物质匮乏继而精神幻灭的种种惨状, 老舍每每都能够从

生命的崇高求生的欲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意义上去给予描

写与展示,这无疑已涉及到人道主义精神最为根本的范畴。

检视老舍的文学创作,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已在其所描摹的社

会,人物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并且奠定了老舍前期文学创

作的重要基调和基本风貌。

总之,在狄更斯与老舍创作中, 富人不劳而获, 为富不

仁,任意剥削、压迫穷人,却过着逍遥自在, 奢侈荒淫的生活;

穷人拼死拼活地劳动,反而在死亡线上挣扎。在鲜明的对比

中,在对小人物生活的集中体现及对小人物命运的关切中,

作家肯定了人的价值、权利和尊严,肯定了人对幸福的追求,

控诉了黑暗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和扭曲, 流露出作家关心人民



疾苦的人道主义情怀。在基本的思想倾向上, 二人是相似

的, 但是,老舍与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却不尽相同。

二  狄更斯与老舍创作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之比较

虽然老舍的人道主义思想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西方文

化, 甚至是受狄更斯作品的影响。但是两者的人道主义在创

作中的体现却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 ,以下拟从人物描写, 对

革命的态度, 及情节安排上的悲喜剧展开分析。

(一 )人物描写上的契合与相异

以老舍5月牙儿6为例, 其中女主人公月牙儿原是一个

受过教育, 懂得西方 /个性解放0、/婚姻自由 0的女学生, 然

而小说向我们展示的是贫困将一个有知有识,有尊严有廉耻

的女子从物质的死角逼入精神沦丧的深渊的巨大震慑力量。

同样的堕落亦可在5骆驼祥子6中的祥子身上找到印证。事

实上, 无论是月牙儿母女的因贫入娼, 还是祥子的理想幻灭,

当这一幅幅由贫困直接导致的底层民众人格破裂和精神堕

落的惨烈图景, 被老舍毫无涂饰地展开时,一种触目惊心的

痛楚会弥漫我们的心腑, 我们方能真切感到, 在老舍不动声

色的笔墨背后蕴藏的对于穷苦大众发乎本真的人道主义关

怀。

狄更斯笔下的人物 , 我们以5双城记6为例, 其中达内、

卡顿是狄更斯人道主义的理想人物。达内是侯爵的侄子, 他

自动放弃贵族特权, 到英国居住, 和马奈特医生的女儿露茜

结婚, 为了营救管家,他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法国,被革命者逮

捕, 判处死刑。在他心目中, 人的价值不是由权力、地位、金

钱之类来解决的, 更不能因自己的享乐而伤害别人的尊严,

甚至危害到生命, 这无疑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贫民

中的人物卡顿, 是一个伟大的利他主义者。他有才华,有见

识但却不为社会赏识。他深爱露茜, 愿为她牺牲一切,但露

茜却不爱他, 最后他代替达内走向断头台,此举乃是展现人

道主义最美的篇章。

当狄更斯在描写德发日太太, 这个在 5双城记 6中的革

命群众的代表人物时,作者是把她作为反面形象来刻画的。

虽然作者对德发日太太家庭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对她

的描写, 在革命爆发前的那一部分,生动地表现了她的卓越

智慧、才能和胆略。然而,在革命爆发后, 作者把这个心里充

满仇恨的 /复仇女神0描绘成一个 /嗜血女魔 0。由此可以看

出, 狄更斯正是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出发, 同情受迫害,

受剥削的下层民众, 但是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 他既反对

贵族对农民的迫害, 也反对革命胜利后革命群众对贵族的暴

力镇压。

通过比较月牙儿、祥子与达内、卡顿, 德发日太太的描

写, 我们发现,老舍与狄更斯创作中人物所体现的人道主义

的确有许多类似的地方。正如狄更斯一样,老舍笔下的人物

都来源于对生活的亲身体验和观察。两位作家都对贫苦大

众表现出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关怀。但是, 在老舍的创作

中, 由于作者对残酷的社会现实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所以

创作中的人物多是小人得势,善良的贫苦群众反而沉沦了。

而在狄更斯的创作中,为了宣扬惩恶扬善的主题, 作者往往

在最后让人物中的 /好人0得到幸福, 而 /坏人0受到惩罚。

(二 )对革命的态度的异同

要分析狄更斯对革命的态度, 5双城记 6仍然是最有代

表性的。在小说中,狄更斯并不讲述革命史。他只要捕捉那

一时代的气氛, 用一个故事来说明流血只能造成更多的流

血,宣扬 /勿以暴力抗暴0的人道主义思想。尽管小说淋漓

尽致地揭露了当时腐朽社会的阶级矛盾及社会昏暗, 无情鞭

笞了封建贵族的荒淫无度,揭示了法兰西大革命之所以爆发

的根源,但这不等同于狄更斯赞同革命暴力。因为在读者面

前呈现的革命后的情形, 不是 /互敬互爱, 彼此谅解0而是骚

乱、恐怖、血色和不安。那些推翻统治阶级的手,一夜之间又

变得疯狂而具破坏力。作者在最后又以普罗斯小姐与德发

日太太的搏斗象征人道主义与暴力短兵相接的较量, 以德发

日太太的死去象征人道主义对暴力的胜利。所以, 狄更斯在

表达对现实不满与批评的同时,也极力宣扬了对敌对阶级的

/仁爱之心0,但是这并不能说是作者的阶级局限性, 因为他

在暴露革命过程中的阴暗面时是真实的。他看到了社会矛

盾,也希望广大贫民能摆脱压迫,过上幸福生活, 也认识到法

兰西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但是他反对暴力, 反对血腥屠杀,

所以说,狄更斯对待革命的态度是矛盾的。他全然从人道主

义思想出发观察社会问题,也正因为他过多地从人道主义立

场去思考,造成了思想上的矛盾: 肯定革命的正义性和必然

性,但又要求在人道的范围适可而止; 肯定革命的初衷是消

灭专制暴政,维护人道, 但又认为革命的过程太过残酷。

总之,狄更斯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虚构故事中,

表现出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对革命的种种困惑: 革命因反动

统治的不人道而爆发, 以正义的面目出现, 然而革命亦以暴

力的形式反抗暴力,甚至殃及无辜,本身又有不人道的成分。

所以,在狄更斯看来, 无论是革命或反革命, 丧失了 /人道主

义0立足点, 都会失去人心,导致历史循环。

老舍是带着北京市民社会的血泪人生走进文学的。老

舍文学成功地表现了北京市民社会在近代以来沉沦蜕变中

生活和生命的变迁。当时正值革命文学开展得如火如荼之

际,整个文坛充斥着政治 ,革命,斗争这些重大严肃的文学题

旨,但是老舍对五四争取自由解放的时代精神缺乏足够的理

性与情感认同,对以暴力革命改革社会制度持谨慎观望的态

度,在他创作的前期阶段, 他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更多的描

写了社会下层小人物的悲惨命运,而没有涉及到革命题材。

对此,他曾自己解释了为什么不写 /如何革命0的原因, 其中

有两点就是: ( 1)对当时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严重的 /革命文

学0有些反感; ( 2)是自己只模糊地知道一点革命理论, 不敢

用这一点理论去写革命的实际。当然, 我们也发现, 受狄更

斯等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以及他满族出身, 社会下

层的穷苦生活体验也是老舍长期疏离革命的重要原因。

但是,老舍的时代是中国必须革命的时代, 外部的压力

和自身的发展决定了中国别无选择。如果说在他的创作前

期,他和狄更斯一样, 作为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批判现

实主义作家, /常常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伟大揭露者, 另一方

面,又是阶级调和的幼稚探索者。0那么到了后期, 当抗战的

烽火燃起,民族面临毁灭时, 老舍带着对祖国和人民深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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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毅然抛家舍子投身到民族战争的洪流之中。这一点, 老舍

后期大量的抗战作品及宣扬新中国的作品可以窥见一斑, 这

显然与狄更斯对革命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三 )创作情节上的悲喜剧

在相同的人道主义思想下 ,狄更斯和老舍对待社会问题

的态度是不同的, 这从两人创作情节的安排上可以看出。狄

更斯的个性中有十分强烈的乐观主义思想,所以其作品中问

题的解决往往不惜以违背现实,编造美好结局。而在这一点

上, 老舍的作品大不相同。从本质上说, 老舍的个性是十分

悲观的。

狄更斯为了表现他的人道主义思想, 惩恶扬善, 使好人

有好报, 最终过上幸福的生活, 在情节安排上狄更斯不惜抛

开任何格套, 想要多少巧合就安排多少巧合。 5双城记6中

卡顿与达内的长相相似, 应该也是作者精心安排的巧合, 为

最后让善良的露茜和达内得到幸福,也为了通过卡顿的牺牲

呈现作者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而这种 /苦难 ) 转折 ) 幸

福0的模式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绝非偶然所致, 这恰

恰是作者极端乐观的人道主义的反复演绎。

在这一问题上, 老舍反对在创作中采取 /适可而止与报

喜不报忧0的态度。他要 /描写人在生死关头的矛盾与冲

突, 他关心人的命运,他郑重严肃,要求自己具有惊心动魄的

感动力量0。他认识到悲剧的表现力量, 所以能够用悲剧而

非喜剧来表现人物的命运, 加强作品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力

度。

总之,在思想意识上 ,狄更斯和老舍都以同情的眼光观

察他所处的社会种种不幸,以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描摹

着这一切。但是老舍的作品往往弥漫着一种深沉的悲剧意

识,幽默的外表下深藏着作家复杂而忧郁的感情, 他的作品

鲜有狄更斯式的大团圆结局, 而人物往往以悲剧收场。这正

是与充满幻想,反对革命暴力,信奉善与恶能握手言欢的狄

更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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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ison on Humanism Thoughts in Dickens and LaoShe. sW 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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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unan S cience and Eng ineering C ollege, Yongzhou 425006, China )

Abstrac t:  On the princ ip le o f critical rea lism, bo th D ickens and LaoShe show g rea t sympathy to them iserab le destin ies of the

g rass- roots and em body the thoughts of hum anism. In th is paper, on the bas is of the source o f the ir human ism thoughts,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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