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世纪“现实一LI，’yU／、主义者"的巴黎
——以巴尔扎克为例

陈晓兰

[摘要]19世纪是巴黎城市发展的伟大世纪，也是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巅峰时期。政治动荡、工业革命、社会变

迁、城市扩建所带来的万花筒般的城市景观和神秘的城市经验，与现实主义作察v奠,P／史学家、社会观察家、风俗

史家、人类心灵的探密者、风景画家的自我身份和全面揭示社会现实的艺术使命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在

19世纪巴黎历史的总体背景下，分析了巴．尔扎克与巴黎的关系以及巴尔乳克再现巴黎的话语方式。认为存在着

两个巴尔扎克：一个是过着典型的巴黎人生活的巴尔扎克，一个是内心与巴黎殊异并以先知式的姿态和话语形

式审判巴黎的巴尔扎克，巴尔扎克结合都市探秘、旅行指南和权威宣言式的语言为复杂纷乱难以认知的巴黎定

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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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黎与文学现实主义

与其说，19世纪那些生活于巴黎并以巴黎为
创作中心的作家所再现的是法国的社会现实，毋
宁说是对巴黎特殊的城市文化现实的体验之表

现。毫无疑问，没有巴黎，便不可能有《红与黑》、

《人间喜剧》、《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巴黎

的秘密》、《情感教育》、《恶之花》以及左拉的一系
列小说。很难想象，没有巴黎的19世纪法国文学

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同样，没有

一系列文学巨著将巴黎“话语化”、“秩序化”．历
史与现实重叠的巨型巴黎又如何能够变成可认知

的对象，并成为跨越时空、跨越国际和文化界线的
“神话”?

巴黎是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法国文
明的象征，而巴黎之外的其他地方，六边形国土上

的外省，则是这个中心的蓄水池，是法国文化的基

础。如同北京和上海不能等同于中国一样。巴黎
也不能涵盖法国的全部。但是这个城市却“以其

集中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生活的方式浓缩并表
现了这个国家，它是一个世界之都。也是包法利夫
人幻想的充满异国情调的他已之地，是我们在法
国及外国小说中所看到的男男女女趋之若鹜的地
方”。【1】(^慨)

在19世纪，巴黎也一直是法国作家认识法国
整个社会现实的基点。

巴黎，作为一个聚落地，有着悠久的居住史，
公元4世纪，人们开始用“巴黎”这个词指称这个
地方。【2】(R列与罗马的血缘关系和基督教的洗礼，

使巴黎成为一座“帝国之城”和“基督教信仰之
城”。随着lO世纪欧洲的城市复兴，巴黎作为法
国首都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12世纪结束时，巴黎
成为“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城市”，拥有20万人口，
并且获得了一种“性别身份”——她被称为“城市
中的女王”【2儿眦¨。也正是从12世纪开始，产生
了有关巴黎的种种传说和比喻，12世纪初，有人将
巴黎被比作“巴比伦”，辉煌但会成为过去，而道德

的堕落则会导致毁灭的危险。【3】(n13)在以后的若
干世纪，巴比伦、所多玛、蛾摩拉不断被用来表达
对巴黎的不满、隐忧和批判。在文学家的笔下，巴
黎如同一个千面神，不同的人赋予其不同的面貌。
如同文艺复兴的英国人把伦敦视为特洛伊的翻

版，12世纪末的法国人也认为巴黎是特洛伊陷落
后逃亡者的避难所。14世纪初的一篇颂词将巴黎
比喻为“所有城市的母亲和女儿”。【2】(只圳瘟疫、灾
荒、王位争夺的血腥斗争和连年不断的战争打断
了巴黎的历史发展。经过16一17世纪巴黎的再
生与发展，巴黎变成了王权的驻地和人文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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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心。18世纪，巴黎作为一个“没有国王的城市”
和启蒙运动的发祥地，迎来了最辉煌的历史时期，
被誉为“光明之都”、“民主中心”和“新雅

典”L2jtEt67)，“世界的中心”，“宇宙的缩影”，“一个
充满着奇迹、美丽、邪恶和荒唐的地方。”[2】∽1勰)

巴黎，作为决定法国命运之重大事件的发生
地，作为人口最多、社会结构最为复杂的城市，一

直就是法国文学中最具特殊意义的地方和背景。
到19世纪，巴黎成为文学的主人公、中心主题和

提出问题的出发点，成为政治、社会、文化思考的
核心和作家认识社会、理解人类、评价国家的重要
基点。19世纪的巴黎影响了作家的自我身份、文
学观念，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学话语、叙事方式及美

学观念。
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

集中强化了巴黎作为法国唯一的权力中心的支配

地位，社会事件频繁发生，政治制度频繁变动，阶

级结构不断变更。1789、1830、1848年的革命与动
乱使巴黎成为“革命的发动机”，“革命圣地”，同
时也是“暴乱的载体”和“动乱的化身”，被称为

“暴力、血腥屠杀和政治恐怖之都”，“蕴藏着政治

恐怖的潘多拉魔盒”。【2】(¨刚政治斗争的激荡导致
社会的动荡不安和严重的经济危机，动乱的革命

激情使这座城市成为引人人胜的文化思考对象。
正如法国文学史家皮埃尔·布吕奈尔所说：“面对

这个动乱的世界，文学所作的反应是矛盾的”，有
些怀念旧制度，有些逃避现实，“有的作家终于意

识到自身卷入的惊人漩涡，力图理解和描绘他们
的所见所闻；他们把文学导向‘现实主义’或者‘自

然主义’。州．】(P．7’他们试图全面真实地再现这个时

代公开的事件和隐藏的秘密、阴谋，辉煌、壮丽的
景观及其背后阴暗的恐怖景象，影响公共社会和
私人生活的所有因素，并试图发掘其历史根源。

正如布吕奈尔说说：“政治斗争的激荡。唤起了对
‘历史’的热情，人们希求以过去解释现
在。”【．“¨¨‘艺术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染上了历

史的色彩”。【4】(队"作家强烈的历史意识催生了大
量的历史小说，并赋予当代主题浓郁的历史色彩。

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以15世纪的巴黎为背景，

描写了旧巴黎的奇特怪诞、黑夜、怪物、巫术迫害、
禁欲等等；《悲惨世界》不仅表现了小说中各类人

物的家族、出生和命运的发展历史，而且通过大量
的地形学描绘追溯巴黎城市变迁的历史，如对于

人物出没或定居的地点如街区、街道、小水道的演
变历史等等。而法国的工业化进程、巴黎的人口

膨胀，19世纪50年代，不论是出于商业、运输的考
虑，还是预防街垒战、显示帝国权威的政治需要，
路易·波拿巴和豪斯曼以理性化、秩序化的理念

对巴黎都市空间的重建②都使巴黎发生了天翻地

覆的变化。入口结构的改变、社会的流动性以及
空间的扩张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生态

环境、公共卫生、住房危机、社会秩序、伦理道德、
家庭观念以及国家权力在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重

构中的控制等等问题，不仅强化了作者的历史意
识，而且唤醒了一种环境、空间意识和地方感，在

作家的思维意识中，产生了强烈的城市和乡村、巴

黎与外省的地域分野。斯汤达、巴尔扎克、左拉、
福楼拜都创作了外省场景与巴黎场景小说，表现

外省与巴黎在地理、物质景观上的本质区别及生
活方式、价值观念上的对立，通过外省人对巴黎的

向往以及在巴黎的冒险和个体的城市化过程，表
现以巴黎为代表的占绝对优势的现代价值观念如

何影响并代替了以乡村外省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

念。这是一个政治上保守，经济上迅速发展的时
期，是“新式人物、鼓动者、经营交易所、铁路和不

动产的新暴发户的黄金时代”，[s
J
CP．39U也是生机与

死亡、圣徒与恶魔、财富与贫困、辉煌与破败、秩序

与叛乱、斗争与颓废并存的时代。而巴黎，正是这

一切对立因素的集合体。
处身于巴黎这个漩涡中的作家，渴望认识、把

握并全面解释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他说见证的一切
公共与私人事件。他们或者以回归大自然、回到

中世纪的神秘主义来表示对于工业文明、城市化
和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拒绝，或者以实际的行动

介入政治斗争的漩涡，热切地投身到纷乱复杂的

现实生活中，他们渴望超越时间，达到永恒，试图
通过文学展示流动的社会中某些永恒的价值。他

们把自己看作当代历史学家、人类心灵的探密者、

真理的探索者、道德家、人类的教师、社会正义的
维护者、社会学家、风俗史家、侦探、医生⋯⋯。他

们所创作的“包罗万象”的现实主义小说如同万花
筒般的大都市，都是政权更迭、政治观念、经济生

产、社会结构、人口分类、种族与性别等问题所结

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场”，记录了他们对于巴
黎现实的体验和再构造，通过各种各样的隐喻表
达了处于转型期的法国入的幻想与恐惧，描绘了
大都市可见与不可见的、公开与隐秘的、凝固的物

质形态和流动的精神体验。

二、巴尔扎克与巴黎

’巴尔扎克创作于1829—1848年间的《人间喜

剧》被称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正如茨威格所

说：巴尔扎克“建筑起一个由他自己创造并在其中
安置众多人物的世界”，“把虚无缥缈的猜测拔高
为无可置疑的现实”。№“耵¨把洋洋大观的混乱现

象改变成～个外观上秩序井然的体系”，【6】(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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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由巴尔扎克重新组织并秩序化的包罗万象的话

语体系，影响了当时及后世对1789—1848年间巴
黎的历史、风俗时尚、地形、建筑及其精神特质的

认知。
巴尔扎克在《19世纪风俗研究》序言中说：

“作者一面要描写人物，一面要描写这个国家，给
外国人讲述法国最美丽的景致和主要的城市，确

定19世纪新旧建筑物的情况，解释在50年间给
予了家具、住宅一个特殊面貌的三种不同的制度。
由于作者的苦心，人们在1850年或许知道第一帝
国时代巴黎是怎么样的。考古学家可以从他知道

圣约韩关卡的位置和现在完全毁坏了的附近市区
的情况。在他的风俗史里面有从前在巴黎存在过

的房子的考古学的描写。”【7】(只150’的确，巴尔扎克

笔下的巴黎也一直是怀旧者重温19世纪前期巴
黎的地方，重绘巴尔扎克的巴黎地图，寻访巴尔扎
克居住过的地方和他小说中出现的街区、建筑，甚

至成为现代旅游的一个构成部分。充分说明了话
语、文化、文学想象的力量对于易变的真实城市的

介入和影响。巴尔扎克所描绘的巴黎以及他的巴
黎经验不仅影响了同时代人而且也影响了后世对
于巴黎的想象和认知。正如克里斯托弗·考德威

尔所说：作家通过语言表达他的独特经验，“使他
的个人经验社会化和公开化”，而读者则“使这部
分新的社会语言成为他个人的东西”，于是，“他的

语言天地”和“他的生活”都发生了改变。正是由

于一种共同的经验，即作者和读者都共同生活于
期间的社会环境，使这种变化成为可能。【s“¨’
1850年8月8日。51岁的巴尔扎克去世，巴黎自

发送葬的行列长达几条大街，巴尔扎克和《人间喜
剧》以及他在巴黎居住过的地方、他以及他的人物

出没的街道，为他举行的公共葬礼、他的安息
地——巴黎拉雪兹神甫公墓，还有关于他的许多

传说，都已经成为现实巴黎的组成部分。
巴尔扎克在为他的第一部巴黎场景小说集

《十三人故事》所做的序言“19世纪的巴黎新画
卷”中指出：人们早已许诺要描写真正的、现实的

巴黎。可是“这个万头攒动、细节难以捕捉的巴别

塔在哪里?这个不断运动和喧嚣的城市、人类各
种力量都达到最高强度的城市、芸芸众生的肩膀

和一小撮人的智慧、迅猛的骚动和繁荣的文化轮
流占据统治地位的城市，它在哪里?”他认为还不

曾有谁“曾探问过这诺大城市的五脏六腑。如医生
一般探测过它躯体上的伤口，如忏悔师一般探测
过它灵魂上的伤痕”．“叙述过它的生活经历、道出

过它的思想，解释过它的黄金或泥土的幻
梦”，p】(¨’而他将专心致志地完成这样的工作，他

将描绘它的容颜，它的光芒四射和愚昧无知，它的

腐臭的小胡同和空气清新的河岸、古老习俗和新

风气、等级制和平等思想、怀疑宗教和渴望信仰，
描绘这个汇集了“激情、犯罪、天才、乐趣、珍馐美

味、奢侈消闲、百般享乐、艺术和智慧的世
界”。[9】(蹦’巴尔扎克将巴黎视为一个有形体有思
想的人。巴黎的人格化和拟人化是他再现巴黎时

常用的修辞手法，巴黎也是他小说的主人公。卷

轶浩繁的《人间喜剧》中除了“巴黎生活场景”中
的18部小说外，“私人生活场景”中的《高老头》、
《妇女研究》、《高布赛克》、《三十岁的女人》，“哲

理研究”中的《驴皮记》等等也都以巴黎为中心，即
使在乡村、外省生活场景小说中，巴黎也作为一个
重要的构成部分或必要的元素在人物塑造和情节

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外省生活场景”

中的《幻灭》、《欧也妮·葛朗台》和巴黎人在外省
中的两部作品《大名鼎鼎的高迪萨尔》、《外省的诗
神》等等。这些作品通过不断重复出现的标志性
街道、特殊的区域、建筑物、豪宅、寄宿公寓以及出

没在这些地方的成百上千的人们，再现了巴尔扎
克所认知的巴黎，“保存”并“拯救”了这一历史时

期在巴黎生活、冒险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经
验。

巴尔扎克出生于1799年，1814年，15岁的巴

尔扎克随全家从外省迁往巴黎，之后便一直生活
在巴黎。在巴尔扎克生命的50年间，巴黎的变化

规模虽然不能与1850—1860年间相比拟，但局部
的改造、扩张从未停止。拿破伦统治时期制定了

新的城市建设规划，扩建人行道和下水道，大建纪
念碑、凯旋门，将街道编号，集中管理坟场和屠宰

场等等。之后，复辟王朝试图将巴黎“皇家化”，
变成天主教的中心，大肆修建教堂、到处树立国王

塑像，“王权加圣坛”[2】∽冽是不满的巴黎人对这
一时期巴黎的嘲讽。1830年，巴黎波旁王朝的象
征被摧毁，居住在杜伊勒宫中的路易一菲利浦上

台，到1848年革命将他推翻，这是巴黎资产阶级
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巴黎经历了政治动荡、社会结
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巴尔扎克见证了旧城市的改

变、社会的瓦解、阶级间的沉浮流动、传统道德的

崩溃、旧的社群解体、新的价值观念确立、解体的
社会关系围绕着财产所有权和金钱观念重新聚合
的历史时期。可以说，巴尔扎克本身及其文学创

作都是巴黎的产物，包罗万象的巴黎为巴尔扎克

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和灵感源泉，他在《论艺术
家》中说：“某一天晚上，走在街心，或当清晨起身，
或在狂欢作乐之际，巧逢一团热火触及这个脑门，

这双手，这条舌头；顿时，一字唤起了一整套意念。
从这些意念的滋长、发育和酝酿中，诞生了显露匕

首的悲剧、富于色彩的画幅、线条分明的塑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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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横溢喜剧。"[10】(P．5’巴黎刺激着他去思考，也激

发了他写作的狂热，他的丰产和他的包罗万象的
艺术世界在迄今为止的世界文坛上无人堪比。

巴尔扎克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典型的巴黎
中产阶级式的，充满活力不断进取，摆脱不掉的虚

荣心，渴望力量和荣誉，强烈的阶级身份意识，梦
想着发大财，喜欢精美的物品，追求奢华的生活，

把欠债变成家常便饭，把文学创作当作解决经济

困境的手段等等。但是，作为作家的巴尔扎克，却
试图在其小说中全面再现生活巴黎的物质与精神
环境以及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芸芸众生，深刻揭

示巴黎所代表的一种新型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
毁灭性和悲剧性所在。生活中的巴尔扎克与文学

家的巴尔扎克是一个矛盾的双面体，生活中他是
典型的巴黎人，他视巴黎为自己的故乡，但在他的

作品中，他的心似乎从未归属于这个城市。他对
于他笔下的那些外省的外来者——拉斯蒂涅、吕

西安等等在巴黎的冒险、幻灭、失败和堕落，既充
满了同情性的理解又表现出极度的鄙夷。通过无

数外来者成为巴黎人的历程，他表现了磁石般的

巴黎吸引着法国人，像无法抵抗的漩流将它的居
民卷入其中，改变他们的形体、情感、心理、价值观
和精神气质。他深刻地意识到巴黎正改造着法国

并重塑着法国人的性格，法国人已经成为“头脑轻
浮”、“好动”、“喜爱变化”、“追求视觉快感”的民

族，“占统治地位的是荣誉和爱情，无耻和淫荡，法
兰西为它的现代史付出了代价”。[10】(P．21)

巴尔扎克试图全面表现这个“现代史”，他的

小说堪称“总体艺术”，他将政治、经济、哲学、历

史、风习、肖像、风景结合在一起，提供了法国大
革命之后至1848年间的巴黎全景画。为了全
面、完整、真实地展示巴黎的全貌，还原巴黎的街

道、建筑和人，巴尔扎克的足迹遍布巴黎的大街
小巷、古迹、遗址，他观察、访问、交谈、收集资料。

观察家和侦探是巴尔扎克德自况，也是他小说中
对于文人、学者、艺术家最常用的比喻。正如他

在巴黎生活场景的开篇小说《行会头子费拉居
斯》中所总结的那样：“有人从不昏昏噩噩地走
路，他们仔细品味巴黎，准确无误地掌握了它的

风貌，连它的一个小疣、一个小疙瘩，一块红斑，
都了如指掌⋯⋯无论他们感到巴黎愁容满面还
是笑逐颜开，丑陋不堪还是如花似玉，生龙活虎

还是死气沉沉，总之，他们觉得巴黎是一个活物。

⋯⋯他们对它的头脑、心脏和奇异的习俗都了如
指掌。所以，他们也钟情于巴黎⋯⋯对这些文人

来说，在巴黎漫游，是高级的奢侈享受。¨9Jm”
这种体验巴黎的方式也影响了巴尔扎克的文学
叙述形式和话语形式。

三、都市探秘与先知式的“权威宣言”：为巴

黎定性

巴尔扎克再现巴黎全景的使命和他体验巴黎
的方式，决定了他小说的叙述方式，也影响了他的
表述话语。他的巴黎小说结合兴盛于19世纪的

都市探秘、旅行指南形式，揭开巴黎的秘密、控诉
巴黎的罪恶，同时采用全知全能的叙述和一种先

知式的权威话语，界定巴黎的本质。
在《高老头》中，拉斯蒂涅在巴黎的初步教育

是通过他自己对于高老头隐秘生活的探知和无所

不知的逃犯伏脱冷对巴黎本质的介绍完成的。在
《行会头子费拉居斯》中，年轻的主人公，即王家卫
队的军官奥居斯特·德·摩冷古，他像某些学者、

思想家、诗人和花花公子一样，终日踯躅街头，在
巴黎城垣之中搜寻飘浮不定的享乐机会。一天晚

上，他心不在焉地走在街上，忽然发现他所暗恋的
圣洁贵妇蹑手蹑脚地游荡在巴黎臭名昭著的街道
上，他像警察追踪罪犯一样尾随着她到了一幢恶

俗不堪、狭窄阴暗的房屋前。为了弄清楚这个女
人不适当地到这一区域活动的秘密，他接连几天

出没于这一地区观察、盯梢，他的好奇心和探秘行
为招徕了杀身之祸。直到小说最后，谜底揭开，出
人上流社会、品德高贵的女人其实是苦役犯的女

儿，而隐姓埋名的苦役犯则是为了父爱而无所不
为、无所不能的幕后“英雄”。巴尔扎克的许多小

说采用这种探秘式的结构，表现公开与隐秘、仁爱
与暴力、体面与堕落、高贵与卑贱、表面的平静与

深不可测的阴谋交织在一起的双重生活。在《不
自知的喜剧演员》中，外省人加佐纳勒为了一场官

司从外省来到巴黎。投奔已成为名画家的表弟，不
料表哥赴意大利旅游，他在巴黎滞留两年但毫无

进展，巴黎的豪华住宅让他目瞪口呆、昂贵的开支
让他心惊胆战，他恨透了巴黎，称它为“风湿病制
造厂”LIlj(P-"，是全法国最讨厌的地方。终于他在

报纸上看到画家已回到巴黎，于是写信求告，画家
决定带着表哥对巴黎的道德、政治、哲学、艺术来
一个广泛的认识。这位风景画家和他的朋友毕西

沃充当了导游的角色，他对加佐纳勒说：“巴黎是

个应当学会演奏的乐器，只要在这里呆上十分钟，
我就能给你上一堂课”。“在巴黎，无论好事坏事、

正当不正当，什么都能办到。这里什么都能办成，
什么都能办坏，什么都能重来”。【ll】∽∞而一个人
只要了解了巴黎的精神，就无法在别处生活了。

小说从某林荫道上的“巴黎咖啡馆”始到圣乔治街

交际花的住处终，在这一天的时间里，画家带领着
这个外省来的表哥到了巴黎歌剧院，看到一老一
少两个女人，画家告诉表哥，从她们的装束他便知
道小的是芭蕾舞演员，从八岁就开始跳舞，如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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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岁，眼睛不再天真无邪、脸色非常疲乏，两年
以后，这个尤物要么是无价之宝，可以在人市上卖
6万法郎，要么一文不值。接着他介绍了巴黎歌剧

院演员的等级，她们无人问津的悲惨下场和获得
成功后的权力与辉煌。之后，他们穿街走巷拜访

了野心勃勃、殚思竭虑的报纸发行人，每年有4万

利息收入的帽店老板向他们大谈帽子生易经，猛
烈攻击法国民族在帽子上的保守。之后来到了旧
货店，其丑无比的女老板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经
历和她从收购的各种纪念物中所探知的主顾们的

秘密，她告诉他们：在巴黎，没有什么人的幸福不
是建立在债台高筑摇摇欲坠的基础之上的，表面

上体面的女人骨子里异常贫困，人人为了情欲挥
金如土。接着来到了意大利人街高利贷者家中，
这是个一毛不拔冷漠无情的人，但只要估计有利
可图便立刻热情高涨，他的住处华丽无比，有成百
上千的小玩意儿，体现了巴黎市民的口味。在另

一条街上的理发室，他们拜访了理发店老板，他曾
经是国民自卫军上尉，得过勋章，在名字具有商业

价值的巴黎，创立了自己的理发学派，他认为理发
师必须猜透顾客的灵魂和脾性，要有魔鬼般的想

象力，他让那些漂亮有风度的理发员上门服务，而

自己则只为有身份的女人上门理发，他有自备马
车和随身小厮，他赢得了批发零售头发的垄断权，

出售不名誉的假药，一年的利息收入是3万法郎。
出来后他们遇见了一位身材矮小、脸色苍白、眼睛
忧郁、野心勃勃的画家，在巴黎，艺术家为了更快

成名便借助时势的翅膀，这位画家也是某个体系
的拥护者。接着，他们到了老神庙街算命太太阴

暗怪异的巢穴，这个被死神遗忘了的丑老太婆将
这个外省人的口味、习惯、性格、婚姻、来自何方、

最近的官司等等一一道出，令他目瞪口呆。之后
他们又到了协和桥北岸，政府的心脏——议会大
厦，艺术家们认为议会大厦是弥补剧院的不足，议

员们只不过是些喜剧演员，他们的所谓公务也只
是为了赚钱而演出。在这里他们见到了在《高老

头》中出场的拉斯蒂涅，他如今已被皇帝封为伯
爵，是法国贵族院议员，纽沁根的女婿，通过他他
们了解了党派斗争和投票的内幕。外省人不由得

感慨：“可怜的外省再渺小总还是个诚实的姑娘，

而巴黎是个娼妓，贪得无厌，谎话连篇，象个演喜
剧的戏子。”【11“9一”他本来就对巴黎存有戒心，现

在更是看不起它。黄昏时分，他们决定回柏林街
画家的住处．路上遇见一位十年里翻来覆去只写
一部长篇小说、眼高手低的文人，画家又介绍了巴

黎文人的状况。在画家的住所，贵重家具和梳妆
打扮用的成百上千个无用的东西让外省人惊呆

了。不一会修脚师来访，他把自己的行当称为“形

体学”，他一边修脚，一边与画家大谈政治，他理想
的国家是没有宗教，公民一律平等，消灭最高和最

低，割掉贵族的脑袋，他认为在法国天才人物的待
遇太优厚，因此他们的事业就是干掉几个伟人，教

育别人做个普通公民。作者借此表达了自己对于
阶级平等论者的态度。晚上六点，他们到胜利街

女演员的住所，因为她与公诉人关系密切，是歌剧
院的第一女主角，许多名人都是她的座上客，他们
打算引诱她，果然一听这位外省人有数百万家财，

便向他卖弄风情。晚上十一点半，他们来到了圣
乔治街巴黎一交际花的住所，如同所有交际花一
样，她是巴黎“政界生活和金融界生活的一种平衡
物”，艺术家、文学家、记者、上院下院议员等都会

到她这里来寻找欢乐，她是一个可以使外省的省
长下台的人，她是决定外省人案件的关键所在。

三天之后，画家告诉表哥参政院判他胜诉，而这位
被巴黎震惊了外省人已经迷上了女演员，百依百顺

地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送给了她，连律师费也付不起
了，他现在知道了首都的威严以及资本的厉害。

正如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所说：“编
制德行和恶习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
实”，【101(P．62)“呈现一幅同时汇集了大善与大恶的
大都会所特有的风俗激发起来的嗜欲、恶习以及

一切肆无忌惮的作为的画图。”【lIJ(P。71)在巴黎场景
小说中，巴尔扎克采用“先知式”的语言批判巴黎

的道德堕落，并综合学术性的话语，从哲学、经济
学、社会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角度对巴黎的历
史、风俗和本质精神进行深刻的理性分析，因此，

他被称为“学者型”的作家。他常常采用全知叙述
和权威的声音对巴黎的总体特征和本质予以盖棺

论定式的界定。正如罗伯特·阿尔特(Robert A1-

ter)所说：巴尔扎克，“是欧洲最会讲故事的人”，

“他创造了一种文学神话使我们相信城市的重要
性，并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巴黎的权威的指导，
他对巴黎本质的表现采用的是一种权威式的宣言

式的语言。‘巴黎是⋯⋯，巴黎是⋯⋯’是巴尔扎
克常常采用的句法结构。”[12】(P．”譬如，“巴黎是一
个美好的城市，适合于各种各样的秘密

事”。【10】(P．剐“巴黎确实地地道道的魔怪”，“巴黎

一直是魔怪般的奇迹，是运动、器械和思维奇异的
组合，是十万本小说描写的城市，是世界之都⋯⋯

巴黎是一个活物。每一个人、每一片房屋，都是这
位高等级女细胞组织的一个细部。”【9“R”《行会头

子费拉居斯》中的一切始于街道上的一次邂逅，在
小说开端，巴尔扎克花了大量篇幅对巴黎街道予
以总括性的界定：“正如一个人劣迹昭彰声名狼藉

一样，巴黎的某些街道也很不光彩。⋯⋯有高贵
的大街，还算老实正派的大街，⋯⋯还有专事凶杀

万方数据



192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

的街道、比老迈年高的王太后还要古老的街道、令

人肃然起敬的街道、一向清洁整齐的街道、一贯肮

脏污秽的街道⋯⋯总之，巴黎的大街具有人类的
品格，以其不凡的风貌，使你自然而然形成某种看

法，而且一旦形成，便无法改变”。“在巴黎的某些
街道上，某些邂逅会酿成大祸。”【9“附-8)在《金眼

女郎》中，巴尔扎克采用盖棺论定的宣言对巴黎的
三个阶层予以界定：“巴黎市民的一般容貌，无疑

应列为世界上集恐阵之大成的景象之一。有的苍
白赢弱，有的面黄肌瘦，有的颜色黑紫，看上去丑
陋不堪⋯⋯在个人私利支配之下，一群群男男女

女呼啸飞旋，死神前来收割，其频繁更胜于别处；

然而又不断重新生出，密密麻麻，一如既往；人的
面孔，歪歪斜斜，扭曲变形，每一个毛孔都流露出
狡诈和贪欲，他们的头脑中正是塞满了这些毒素

⋯⋯每个人都身心疲惫，急切的贪欲给他们打上

了无法磨灭的烙印。他们追求什么呢?一言以蔽
之，金钱，或者享乐!”【9J(只307)‘‘在巴黎，一切强烈
的欲望可用虚荣二字来概括。”“在巴黎，各种欲

望用两个词便可以概括：金钱与享乐”。[9](P．319-320)

巴尔扎克通过对巴黎市民三个阶层的社会学分析
揭示了巴黎的社会秩序。处于底层无产者——靠

活动身体活命的工人、工匠，金钱引诱着他们拼命
干活，精疲力尽，然后把一周的薪水花在酒店里，
他们组成巴黎下层三十万的大军。他们向往的是

使自己的子女进入上一层——成为小有产者，伙
计、职员、办事员、文书，这构成了巴黎社会结构的

第二层，他们仔细琢磨每一个有利可图之处，同样

疲于奔命，私利和野心扭曲了他们的肌体和灵魂。
而这一阶层所向往的“无非是国民自卫军的军刀、

千篇一律的牛肉浓汤，拉雪兹神甫公墓的一块像

样的位置，还有合法赚来的金钱。”[9“咐15’这自然
而然引入了“这座地狱的第三层”，这是巴黎的腹

部，城市的物质利益在这里消化。诉讼代理人、医
生、公证人、律师、经纪人、银行家、大商人⋯⋯这

些人几乎全部在事务的重压下精疲力竭，巴黎社
会的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炼丹炉中被烤得于瘪萎

缩，被卷进这个庞大机器的破碎体系中，拼命敛
财，以便爬上更高的一层。这种结论式的总括是

个体人物生活的环境，也是他们无法逃脱的法则

和规律。巴尔扎克一方面表现每一位野心勃勃、
不断行动的个体，他们变换不定的身份、光怪陆离
的偶然事件、惊心动魄的冒险、错综复杂的阴谋诡

计，不择手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动力，但同时又

揭示了决定他们行动及其动机的社会法则．每一
个人似乎都是极其主动的事端制造者，内心动荡
不安，为了永不满足的欲望而行动，可是，每个人

却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难以自持地受制于巴黎

这个大机器的控制。

纵观巴尔扎克的小说，他想象世界中的巴黎
基本上是一幅“地狱”图景，这无可置疑地显示了

他从基督教立场对巴黎所做的先知式的审判，正
如他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所说：“我在两种
永恒真理的照耀之下写作，那就是宗教和君主政

体。”【10J(P．㈣同时，他也认为：“一个作家在道德上
和政治上应该持有固定的见解。”[9】‘n102’巴尔扎克

从道德和政治两方面否定了他无法摆脱的资产阶
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从他有关巴黎的指南
式、宣言式话语，我们听到了犹太一基督教传统中

对于奢华的世俗城市的审判。

注释：
①1800年时，巴黎人口75万，到了1840年，人口增加了两倍。

仅1841一1846年5年间．就增加了12万。城市的人口结构发生

了改变。参见菲剁普·李·拉尔夫等著：<世界文明史>(下)，第

267页，商务印书馆，1999。来自德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和外省

的移民以及学生、打短工的季节工人、旅游者等等流动人口占据了

巴黎人口的一半。其中男性对于女性，青年多于男性，巴黎成为外

来者冒险和自我实现的梦乡。

②拆毁市区25000座旧房，建造75000座新楼．新辟了95公

里长的街道，9座新桥横跨赛纳河两岸．宽阔的林荫大道、大型广

场、纪念性建筑、拱廊街以及豪华的资产阶级住宅的修建，巴黎变

成了现代巴黎。参见郭华榕：《法兰西文化的魅力：19世纪中叶法

国社会寻踪)，第282页。三联书店，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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