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拉小说中的巴黎空间
及生态表现∞

陈晓兰

内容提要左拉小说中冗长的巴黎物理空间和生态环境的描写不仅是其自然主义文学观和

艺术手法的体现．而且形成了小谎中独直的“生态主题”，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空间意识以及作者

与巴黎关系的实质。小说中的巴黎空间是恒定的、负面的、非人性的，作者用灰色、阴暗的笔

调描绘了一幅破烂、航脏的巴黎圈景，与第二帝国的繁华巴黎相对照。此外，将工业图景与犯

罪相联系则反映了左拉对工业文明的否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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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现实中的城市空间是人工制造

的“第二自然”，那么，小说中的“城市”

空问则是作家构筑的“第三自然”。这种虚

构的空间一方面是由小说的人物身份和事件

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作品所反映的时代

决定的。作家在写作时，已经有一个现实的

城市存在，作者对已经存在的空间系统重新

组织化、系统化，以符合小说叙述的需要和

创作的主旨，因此，小说中再造的城市空间

秩序和社会结构、物理结构与道德秩序之间

存在着密切关系。19世纪，人类征服自然、

改造自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整体的

生态环境到人具体的生存空间都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人与环境的关系、人如何适应环境

成为迫切的问题，环境意识空前突出，迭尔

文的进化论、泰纳的文学观都将自然环境、

外部世界的作用强调到了极致。与此相适

应，在左拉的小说中，生态环境、物理空间

的描写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将环境描写

发挥到了极致。大量的环境描写甚至影响了

他小说叙述的进程和节奏，造成冗长、沉重

的感觉，致使当时的评论家称他有“描写

癖”，指责他无穷尽的描写。对此，左拉在

《论小说》中强调了描写的重要性，他认为，

17世纪的小说和悲剧，“背景千篇一律，环

境无关紧要，自然在作品中没有作用可起”；

18世纪小说，自然萌芽，“但却淹没在哲理

论辩和作为画幅村景的充满牧歌的成片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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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19世纪，是“浪漫主义式的描写盛

宴，一个色彩猛烈的反浪潮”，而巴尔扎克、

福楼拜都在“科学地运用描写”。o他认为，

描写不是目的，他也并非出于修辞学家的癖

好而为描写而描写。正如动物学家借昆虫所

寄生的植物了解昆虫的本体以及它的形态和

颜色．小说家是借人物的环境来表现人的特

性。他说：“他必须有自己的衣服、住宅、

城市、省份，方才臻于完成；因此，我们决

不记载一个孤立的思维或心理而不在环境之

中去寻它的原因和动力。”o在他看来，环境

不只是指社会、历史、风俗，一个人的职

业、居住地、房屋也都是环境，对人具有很

大的影响力。在实际的写作中，左拉在每一

部作品中都重墨描写地理学意义上的环境，

从自然景物到城市的空间布局，从天空到大

地，从布满各种建筑物的街道到室内的楼梯

和家俱摆设，都给予详细、具体的描写。从

声、色、味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地构筑了人

物生存的空间。因此，环境描写是他小说结

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不只作为人

物活动的背景和场所而附属于人物，更重要

的是，它们充当丁不可或缺的叙述功能，成

为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并影响人物

情绪的重要因素，因此，也成为推动或改变

人物行为、进而影响故事情节发展速度和方

向的潜在动力。

正如凯文·林奇所说：“一段时期内城市

的大致轮廓可能静止不变，但细节上的变化

从不间断”。o面对同一个城市或场景，不同

的人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印象。即使是同一个

人，对城市的理解也并非固定不变，他对城

市的印象是局部的、片段的，并与其他一些

相关物混杂在一起。左拉的小说创作十分丰

富，题材广泛，从早期的童话和浪漫主义小

说，到中期的自然主义小说，后期充满思辩

色彩和理想主义的作品，涉及到19世纪中

后期法国、特别是巴黎社会的各个阶层，从

·，，2·

上流社会到最底层的妓女、乞丐，无所不

包。而其间的空间描写对应了布罗代尔所说

的，巴黎的街区是非常“专门化的，即巴黎

的空间存在着等级化的倾向”。”贵族、资产

阶级新贵、手工业以及贫民的棚屋区和按省

籍而聚集的外省人所住的街道，都按一种不

成文的等级制划分了各自的区域。从左拉小

说中人物的地位和阶层来看，他们所处的地

理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

异，因此空间跨度自然很大。同时，小说中

的时间跨度也很大，从1850年到19世纪

末，现实的法国和巴黎在空间和环境方面都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左拉自己丽言，从

1857年到1902年，居住地方随着他的经济

状况而不断变更，从贫民区的阁楼到公寓，

最后到郊外别墅，表现出天壤之别。但纵观

左拉小说中巴黎的环境描写，却自始至终表

现出某种统一性，存在着一些固定的要素和

意象，巴黎的图景表现出恒定性和单一性，

不论他表现哪一阶层的生活，城市各部分都

表现出某种统一的特征，这些特征共同凝聚

成了一个“可识读”的城市形态，这种“可

读性”是通过不断重复的、固定的符号获得

的，它构成了左拉叙述中城市意象的风格化

特征，而这也正是左拉风格的～个标志——

即对丑陋的过分关注。如果，我们把这些在

不同的小说中不断重复出现的意象的碎片聚

合起来，就发现它们构成了一个内部完整

的、合乎小说叙述逻辑并具有自身独立意义

的想象的巴黎空间，这个想象的世界本身具

有自己的构成逻辑和“理念”——更确切地

说，它是作者思想和感情的物化形式。因

此，虽然左拉比任何现实主义作家都更加

“现实”，真实是他创作的生命和最高原则，

为了做到真实和合乎自然本真，他不惜运用

一切手法，观察、描摹自然，甚至不顾道德

教化的问题，但是，他在小说世界中所描绘

的巴黎，作为小说中人物的“聚落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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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场所和生存世界，仍然受到他的主观意

识、空间观念和“城市⋯建筑”理念的影
响。因此，小说中的巴黎只能说是左拉个人

情感欲望和思想的产物，表达了他对巴黎都

市风景的感知和认识，巴黎如同一个“文

本”，他阅读，并用他独特的词汇系统命名

它，将它隐喻化、风格化。

从自然生态方面来看，左拉想象世界中

的巴黎常常是阴暗的、灰色的，浓烟笼罩。

铅色的天底下充满残物和恶臭的、热烘烘的

油脂味，马粪的臭气和腐烂的胡罗h味，骚

乱、喧闹、嘈杂、疯狂拥挤的人群，衣衫槛

楼的乞丐，肮脏的建筑物，泥泞不堪、令人

作呕的街道⋯⋯。多雨、多雾、潮湿、寒

冷，冬天的季节特征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不

适宜于生命生长的环境象征，而这正与他小

说中的社会衰败、腐烂、堕落、死亡主题以

及人的非人处境相呼应。在诸种自然元素

中，左拉最常运用的是水(冰、雾、雨)，

其次是土，然后是气，水和土结合形成泥，

不仅寒冷，而且肮脏，水与气的结合以雾的

形式出现，或阴冷或闷热，这些元素的组合

形成阴暗和压抑的世界图景，给人带来的是

强烈的不适感。这种感觉主要通过人的感

官，即运用通感的方式表现，具有强烈的主

观意味，象征着人与环境的对立。

左拉小说中对城市的观察基本是从两个

维度进行的，一是全知全能的作者或叙述

人，常常以俯瞰的角度或在街道中边走边

看，带着审视、批判的眼光认识巴黎、感受

巴黎。另一个是小说中的主人公，或者从远

处进入巴黎，或者居住在巴黎的某个区域。

尽管这些人身份、性别、年龄、地位、职业

不同，但他们所看到的巴黎图景却基本一

致，似乎构成了一种共同的并具有公众意味

的统一意象，而且与作者自己的全景描述相

一致。这一方面表明了左拉对外部世界的某

些特点具有强烈而敏锐的印象，对巴黎的刻

板印象形成了一种概念化的特征。另一方

面，也表现了左拉的环境观，即外部世界是

恒定不变的，它不会因为个人的感受不同而

表现出不同面貌，人只是被动地受环境影

响，显示了环境的强大力量。正如左拉所

说：“在我贫穷的青年时代，我住在郊区的

阁楼上，从那里可以看到整个巴黎。这一个

庞大的巴黎屹然不动，冷漠无情．它嵌在我

的窗VI里，对我好像是一个沉默的见证人，

好像是我的欢乐和忧伤的一个悲苦的知己。

我在它面前挨饿，哭泣；而且在它的面前我

也恋爱过，我也有过最大的幸福。自从20

岁以来我一直梦想写一本小说，在这本小说

里。巴黎和它的房屋的海洋将是一个类似古

代悲剧里合唱队般的角色。庞大的城市屹立

在地平线上，它老是张着它石头的眼睛观看

着这些人的煎熬。”o如果说，美丽愉悦和

“易识读”的城市意象表现了人与城市的和

谐关系和安全感，那么，在左拉的叙述中，

他对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商人们所赞扬的

那个正面意义上的巴黎似乎熟视无睹。在他

们的描述中，巴黎盆地气候温暖适宜，阳光

充足，物产丰富，在19世纪，经济指标成

倍增长，而巴黎更是辉煌灿烂的国际大都

市。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菲利普·李·拉尔夫所

说：“欧洲中产阶级无意勇敢地面对其成功

带来的令人不快的副产品。该阶级成员尽可

能地设法住在远离工业化所产生的令人不快

的景象与臭味的地方⋯⋯但对城市称颂不

已，视之为自己的独特创造物和利润之源

泉。他们甚而称颂城市的烟雾——把它们视

为一种繁荣的象征——只要自己不必日日夜

夜呼吸到它即可”。o工业主义对人类环境的

破坏的反对之声似乎只来自文学家和艺术

家，烟囱、破烂、臭气和垃圾——文明的所

有剐产品，都成了小说和诗歌中不断重复的

意象，不仅反映了恶化的环境，而且象征着

文明的腐烂。从狄更斯、左拉到波德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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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略特，都表现了这一主题。左拉的笔下那

个恒定不变的肮脏、破烂、充满毁灭意象的

巴黎图景，表达了他对这个混乱、喧嚣的世

界的厌恶以及他与巴黎关系的不和谐。

左拉对色彩有很强的感受力，然而他最

爱用的却是黑色，他因此也被称为“黑色诗

人”。《萌芽》和《小硒店》是“黑色”小说

的典范。正如马克·贝尔纳所说：《小酒店》

中“天际闭塞。描绘的街道大都是在黑夜；

从来也没有，或者几乎从来也没有见到过太

阳；没有一点光线，⋯⋯一切都是黑糊糊，

丑陋得使人揪心”。o左拉喜欢用图画的形式

描绘巴黎的环境和空间，他笔下的巴黎是由

一幅幅图画构成的。左拉一生与画家保持着

深厚的关系，他与塞尚是同乡、伙伴和挚

友，画家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如第一部

长篇小说《克洛德的忏悔》以及《巴黎的肚

子》等，之后还以塞尚为原型创作了《作

品》。他是当时年轻的印象主义画家们的支

持者和热烈的崇拜者。1866年，他开始参

加印象派的星期五聚会，并写了大量的画

评。他对画面具有强烈的感受力，他的小说

也常常是从空间画面的描写开始的，如早期

中篇《戴蕾丝·拉甘》(1867)的开头对新桥

巷的描写：狭窄、阴暗的过道，浓烈的湿

味，沾满了乌黑灰尘的门窗。摆满了货物的

弄堂，“乌黑的墙壁敷着粗劣的灰土，仿佛

布满了麻风病的症状，到处都是难看的疤

痕”。“恶劣的冬季里，浓雾弥漫的空际，龌

龊丑陋的阴影投射在石板地上”。拉甘太太

的杂货店里，“整堆整堆褪色无光的物品，

睡在那里。一切色调，在这弥漫了腐朽霉气

和灰尘的橱柜内，都化为肮脏的暗灰色”。凹

店里的女人脸色苍白、奇怪，男人瘦小、孱

弱、病态。戴蕾丝第一次看见这店铺时，就

仿佛进入了潮湿的土洞，厌恶得要呕吐，不

禁发出恐惧的震颤，像被冰封住了一样。

在30年后的《巴黎》(1898年)开头依

·f鲥·

旧是同样的景象：“这是经过两个月严寒下

雪和结冰，此刻正阴惨惨震颤地解冻的巴

黎。从广大的铅色天边，垂下浓雾的丧幕。

城的东面，贫困和劳动的整个区域，仿佛淹

没在只有作坊和工厂气息在活动的淡褐色烟

尘里；西边富有和享乐的区域，雾已开始明

朗和分散，只笼罩着一层薄暮，一点也不动

的白茫茫水气，无数的房屋像充满着乱石的

田亩一样，中间散着淡白凹隙的沼泽。巨大

建筑物的尖顶和高市街的屋脊，则以墨黑的

颜色显露在它们之上。一个神秘的巴黎，蒙

着烟雾，仿佛被什么灾难灰烬掩埋着的巴

黎，已一半消灭在它广大范围所隐藏着的痛

苦和耻辱中”。@这副景象是通过主人公彼得

的视角展现出来的，他从蒙马特高地的圣心

院俯瞰巴黎全景。在小说发展中，作者采用

高空和街道及房屋内部几个视角描绘巴黎空

间。在左拉的小说中，在大街上行走，常常

是主人公和其他次要人物认识、探索巴黎和

人性的一个途径。彼得每天在巴黎的大街上

行走，仿佛在进行着可怖的旅行，他走过巴

黎的街道，看到的是昏暗、丑陋的旧房屋，

牛血色的墙壁、恶浊的酒店，穷苦的人像畜

生般拥挤在黑暗和肮脏的民房，被泥泞淹没

的布满车辙的街道，愁惨的气氛从龌龊和痛

苦里升腾上来。垃圾堆、污泥的湖泊蒸发出

恶臭的气味，倾塌破裂的房屋，像地窖洞穴

似地敞开着，五颜六色的破纸贴在涂满尘垢

的窗玻璃上，污浊的破布到处悬挂着，仿佛

是死亡的旗帜，残废的男人蜷缩在旧马披的

破布里。泥泞中奔跑的小乞丐，半裸的、穿

着褴搂衣服的小孩贪婪地吃着连狗都不要吃

的东西。“彼得被这样的景象搞得精神烦乱，

热血已被这样多的贫困和遗弃，刺得冰

冷。””在《罗马》(1895)中，作者通过彼

得的回忆展现出同样的巴黎图景，这街景刺

激着彼得，使他痛苦不堪，逼着他寻求拯救

穷人、拯救巴黎和苦难世界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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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拉的环境意识不仅表现在空间的象征

意义上，而且与小说的叙述结构相结合。这

一特点在《人兽》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在这

部以工业图景为背景的小说中，左拉有意识

地把物理空间与小说的叙述结构结合起来，

使《人兽》成为一部精心策划的空间小说。

小说中空间的布局与火车运行密切相关，空

间构成是通过铁路线和火车的线路完成的。

正如亨利·密特朗(Henry Mitterand)所说：

左拉“对空间结构有清楚的意识，以致把它

变成了小说结构的象征性表现，这进一步强

化了他小说的形式主义特征。小说发展本身

成为一种火车旅行。从一列车的起点到达终

点，每一站的减速停靠即是小说的每一章。

章节的连续、叙述的程序、节奏韵律都与火

车运行的速度、线路密切结合”。o在写作

《人兽》时，巴黎铁路和火车站的结构布局

出现在作家脑海里，这是一个网状结构，即

一种星状空间，中心是车站，有十条铁路线

交叉于此。《人兽》的地点和背景都与铁路

有关，铁路作为一个可怕的戏剧场景和犯罪

场所，使工业技术图景与人的犯罪结合了起

来。小说中详细地叙述铁路运行的线路、经

过的隧道、车站以及列车运行的时刻表、出

站、进站、返回、停靠、信号、分道、调度

等等，这些空间和时间要素又与人物的活动

空间与行动时间密切结合在一起。铁路事

故、火车上的谋杀、犯罪的侦破，表明它融

合了都市侦探小说的因素，使之成为一部惊

险小说。

在实际的写作中，网状空间具有散乱的

危险，会不利于叙述，因为场景的不断变换

会影响到叙述的结构。于是，左拉选择了线

性的结构，一条线路连接两个站点。中间加

上第三个点，故事就在这三个点和火车上展

开，而火车将这三个点连接起来。空间的线

性结构与叙述的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作者

选取了巴黎与哈佛尔为两个定点，二者之间

的摩弗拉十字，即信号员和扳道工的住所以

及火车停靠站为第三个空间，也是事件发生

的地点。火车的运行和铁路线将这三者联系

起来，使不同空间的人们发生关系。除了这

三个固定的空间，还有一个移动的空间，即

满载着无名大众的奔驰的火车。固定空间与

移动空间之间相互影响，并通过犯罪、谋杀

和车祸及意外事故联系了起来。

作者通过火车经过地——摩弗拉十字

——居民的感受和他们的古怪性格来表现火

车和铁路对人生存环境的影响力。摩弗拉十

字处在一片荒野之中，而为铁路的运行而居

住在这里的扳道工、信号员，他们的居住地

就坐落在被铁路截断了的花园里，每当火车

经过就使房屋摇动不已。隆隆的列车像巨大

的长蛇，有时在旷野里发出喘息声，有时像

雷一样滚动过去，“震动并威胁着要卷去低

矮的房子。”o住在这里的人，他们的生活、

谈话甚至欲望都与火车的运行密切相关。米

索尔每天迎接一辆辆列车的到来．又送每一

列火车离去，打开或关闭栅栏，亮起或熄灭

信号灯，12小时内做着同样的工作和动作，

从不读报纸，“他的倾斜的脑壳下没有一点

思想”。他性格阴沉，终日惦记着太太的

l，000法郎，他在她的食物里放进慢性毒

药。而他的太太，则对丈夫怀有一种秘密的

恐惧。她也曾经是信号员，无数列车每天从

这个寂静角落里在她面前经过，她感到孤零

零地被遗失在荒漠深处，投有一个人同她谈

知心话。而那些借着蒸汽的全部力量在火车

的暴风雨里迅速溜跑的男男女女，代表着外

部流动的世界，这种流动让她心烦意乱，使

她感到一切都在互相淹没、互相混合，一眨

眼就消失不留任何痕迹。最使她悲伤的是，

在她看来，那些随着火车连续的滚动而忙碌

的人们，在享受着安适和富有，对她所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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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的死亡危险一无所知。移动的火车在这里人

的眼里是神秘的、奇特的，是激发想象的，

但也是令人不安的。它的无休止的移动给固

定在这里的人造成一种被抛弃、被遗失的感

觉。这种感受．主要通过信号员芙洛莉和火

车司机杰克的关系得到表现。她先是受到杰

克的引诱，但当她真爱上他时，她又遭到拒

绝。杰克不过是这里的一个过客，偶尔停留

一下。而她则每天看着他在风驰电掣的火车

机头上闪过，最后则看见他与另一个女人在

每周固定的日子和时间从她面前闪过，这一

切使她的被遗弃感更加强烈，剧烈地刺激着

她的欲望和痛苦。英洛莉最后通过引发车祸

来向遗弃她的人报复，结果造成了大量的伤

亡。而她也只有选择自我遗失才能从痛苦中

解脱出来。

这部小说集中体现了左拉对现代工业和

机械文明的态度。小说中，遗传性的嗜杀、

一系列蓄谋的情杀和意外事故都与铁路联系

了起来，人物的活动、情节的安排和事件发

生的地点都受到火车运行时刻和到达地点的

影响。空间成为一个结合暴力和死亡的地

方。工业图景与人的精神情感世界交织在一

起。与铁路相关的各种空问：如火车站、铁

路沿线、隧道、车厢、火车机头、铁路局、

职工宿舍等的描述都充满了混乱、阴郁和古

怪的特性。小说表现了在机械和速度控制下

的生活，反映了左拉对速度、对机械文明的

恐惧和不安。正如密特朗所说：小说表现了

“恐怖与色情的欢乐之间、机械的形式和性

的形式之间，运动、飞翔的快乐与死亡的恐

惧之间的某种交流”。@二者相互作用，火车

影响并毁灭着与它相关的一切——大自然、

家庭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驾驶火车的主人

公杰克由于遗传和祖上的邪恶，内心深处隐

藏着他无法控制的杀人欲望。他之所以喜欢

他的机车，是因为他不能爱人，不能有正常

人的生活，火车代替了人的地位，成为他的

·136·

情人。火车在这样一个非理性的人的驾驶

下。一开始就隐藏着危险。小说的最后，酒

鬼火夫柏葛不断地添煤，使火车以最大的速

度越过黑暗的乡野，司机和火夫在火车上打

斗，被甩出车厢，碾得粉碎，无人驾驶的火

车。像未被驯服的牝马，“脱出她的看守人

之手，拼命向平坦的原野里狂奔。⋯朝黑暗
的夜色向前滚动。”诅最后，走向深渊、走向

毁灭。小说表现了对科学、现代文明和速度

的恐惧与隐忧，同时，也表现了理性、逻辑

的苍白无力。杰克虽然想控制自己的原始

性，却无能为力。《人兽>作为一部犯罪和

侦探小说，其探密和揭密的侦破过程，也是

一个对城市的认识过程。它表现了左拉对现

代科学和理性主义的怀疑。

左拉从根本上说是浪漫主义者，他受泰

纳、福楼拜、科罗德-贝纳尔的影响，但他

也崇拜缪塞，他是科学家和诗人的结合。正

如卡罗尔·科勒瑞拉(Carol Colatre[1a)所说：

“左拉早期的诗、小说和书信表明他的目的

是结合科学、哲学和诗于一部作品中”。o

“在早期的论文中，他宣称小说中诗死丁，

代之以科学。但他也宣称任何科学文学应考

虑到诗歌的因素，应该诗意她表达一个科学

的时代”。仰正是从这种浪漫主义的诗意和美

感出发，他对工业主义、科学和都市所代表

的文明世界表现出极度的厌恶。这种厌恶使

他把憎恶的笔触伸向工业文明的两大动力

——煤矿和铁路。在以煤矿为中心场景的

《萌芽》中，左拉主要表现了人的非人处境，

矿区是一个黑色世界，黑色的煤、黑色的

人，而矿井这个地下世界则活像一个集中着

绞刑架的“死人的王国”。

左拉小说中冗长庞杂的环境描写，表现

了被文学史所通常界定的自然主义小说的特

点，但在空间和环境的再构造中却表现了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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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拉小说中的巴黎空间及生态表现
——————————————————————————————————————一———————————————————————————————一

拉的另一层自然主义的思想，它可以追溯到

18世纪卢梭的回归自然和19世纪德、英、法

憎恶工业文明回归大自然的浪漫主义诗人和

作家。左拉在对巴黎空间和环境的描述中表

现了鲜明的道德、伦理评价，其前提正是对

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现代工业文明破坏大自然、

破坏性地改变人类生存环境并进而影响人的

生存方式的否定。左拉一方面是科学主义者、

人文主义者，但同时又是自然中心主义者，

即肯定大自然本身的价值和美。正如理查德·

李翰(mclIard I曲an)所说：左拉是从乡村的

立场表现城市的，“左拉相信，接近自然的生

活是好的，而接近社会(城市)的生活是坏

的。现代人从自然环境中被错置出来，失去

了与基本的自我感的联系，越来越远离自然

生活，金钱与官僚机构代替了自然的产品和

感情，人完全被金钱所控制”。o因此，在左

拉笔下，巴黎是一幅地狱图景，象征着文明

的腐烂，而他的乡村则象征着生命。从早期

的短篇小说如《给尼侬的故事》、《桑普利斯》

及后期的乌托邦小说，左拉都把美丽的大自

然与丑陋的城市相对照。大自然是生命，是

人类永恒的摇篮，象征着人类的健康，并具

有净化罪恶的作用。左拉在对自然的态度上，

表现了一种鲜明的环境伦理观：即“人的生

活和精神世界受制于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

文化的基础。对于人的生活质量来说，环境

质量是一个必要条件”。吩

①左拉出生于1840年，经历了珐国工业革命从起飞到

完成的历史时期。在路易·菲利蒲和路易一拿破仑-渡

章巴统治时期，法国的现代化、城市化迅猛发展。巴

黎的大规模扩建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都市。左

拉的生话和创作与这十时代法国的工业化以及巴黎的

瑰代化进程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左拉共创作中长篇小

说3l部，其中以巴黎为场景和表现对象的主要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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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素描)等也大都以巴黎为主题，而他后期的作品

(--名城)和‘四福音书>也大多与城市及现代化问

题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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