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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老舍笔下的伦敦都市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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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老舍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和“中年人”的认知情感描绘伦敦，展示了伦敦的自然

景观、人文景观、民族形象以及民族精神景观等多维形态。老舍对伦敦的自然景观多欣赏与倾

慕，对伦敦的人文景观既有欣赏又含批判、沉思的态度，对中国人与英国人的民族性作了深刻

的比较分析与批判。本文考察老舍所描绘的伦敦都市文化景观的个性特点，并探讨伦敦都市

文化础老舍的文化思想及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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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于1924年9月14 13抵达英国伦敦，至1929年6月底结束了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五年的

教书生活，在伦敦生活了近5年的时间。老舍是带着贫穷离开故国赴伦敦东方学院讲学的，在人们眼里

到外国“讲学”那经济收入该是可观的了，可是老舍“讲学”年薪微薄，加上每月都要寄钱养活老母，他在

伦敦依然过着一般市民知识分子的生活，没有摆脱“贫穷”走向上层的绅士殿堂。这就决定了他所接触

的城与人，就不是一个贵族式的伦敦的城与人，不是那现代化的大都市的声光化电、歌舞升平、菜色男女

式的喧嚣奢华的文化景观，也不是他所观照描绘的对象。正像他自己所说：“长发的诗人，洋装的女郎，

打微高尔夫的男性女性，咬文咂字的学者，满跟我没缘。看不惯。”fl-(啪¨更为重要的是老舍以一个中国

人的眼光和“中年人”的认知情感去描绘伦敦，这就使伦敦形象呈现出老舍式的多维的都市文化景观。

本文全面考察老舍所描绘的多维的伦敦都市文化景观，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民族形象以及民族精

神景观，并探讨伦敦都市文化对老舍的文化思想及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

老舍在英国期间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日》、《二马》，前二部是写北京的“人与事”，

《二马》是写伦敦的“城与人”；前二部是以回忆的方式写“北京”，是记忆中的现实，是过去式的现实，《二马》则

是对伦敦的现实观察、体验与文化审视，是现在的现实。而最能体现这“现在的现实”的是老舍对伦敦的自然

景色的描绘，所呈现的伦敦自然景观是真实的、实在的。李振杰曾将《二马》中描写的地名一一进行寻找、考

察，他发现小说里面的几乎所有的伦敦地名都是真实的，“小说中一共出现了近40个地名，其中有街道、大院、

车站、码头、展览馆、教堂、公园、河流等。这些地名绝大部分都是真实的，经得起核对”。。2儿㈣宁恩承曾回忆

说：“有一次我同他坐船沿泰晤士河到汉谟故宫去，那是亨利第八的皇宫，雄居河上，古堡春深，十分优美。他

鱼己下来。又一次到瑞屈港正是日落，我们坐在山坡上，静看太阳西下，红霞晚照，泰晤士河水溶溶，清风拂
面。他掏出他的零页纸片，一一记下来以为他日写景的材料。《二马》中的泰晤士河的红霞日落，是经过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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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老舍曾说过他作事的时候，终日与一些中年人在一起，于是就“成了中年人的样子”，他的创作也以中年人的眼光带着“中年人

的理想”去观察、去描写的，见《我怎样写(赵子日)》，《老舍文集》第15卷第17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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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体验工夫的。”13 o而这种经过实际体验的泰晤士河的美景的确是诱人的：

从窗子往外看，正看泰晤士河，河岸上还没有什么走道儿的，河上的小船可是都活动开了。

岸上的小树刚吐出浅绿的叶子，树梢儿上绕着一层轻雾。太阳光从雾薄的地方射到嫩树叶儿

上，一星星的闪着，像刚由水里捞出来的小淡绿珠子。河上的大船差不多全没有挂着帆，只有

几只小划子挂着白帆，在大船中间忽悠忽悠的摇动，好像几支要往花儿上落的大白蝴蝶儿。早

潮正往上涨，一滚一滚的浪头都被阳光镶上了一层金鳞：高起来的地方，一拥一拥的，把这层金

光挤破；这挤碎了的金星儿，往下落的时候，又被后浪激起一堆小白花儿，真白，恰像刚由蒲公

英梗子上挤出来的嫩白浆儿。”J【～’ ～

如果我们把老舍在《老张的哲学》里写北京积水潭的美景与这一段写泰晤士河的美景连起来读，你就会

发现老舍观察、描写自然景物，对绿色特别偏爱。北京的积水潭有“绿水”、“绿荷”，岸上有“绿瓦高

阁”，垂柳在池中形成“绿盖”，微风吹来，摇成“绿浪”。以绿为主色，画面是清新的。而到了写泰晤士河

时，除了以绿为主色外，写了浅绿、淡绿、嫩绿，而且还加上水上的白帆，绿色与白色互相辉映，更给人以

淡雅清新之感。同样，他写海德公园的晚景：绿树、清池、池边的小白花、水边上下飞的小白鸥，又是绿色

与白色的映衬。他写伦敦夏天的景色：“春天随着落花走了，夏天披着一身的绿叶儿在暖风儿里跳动着

来了⋯⋯街上高杨树的叶子在阳光底下一动一动的放着一层绿光，楼上的蓝天四围挂着一层似雾非雾

的白气；这层绿光葙白气叫人觉着心里非常的痛快”。_4j(晰"他写瑞贞公园夏季的景色：花池子满开着各

色各样的花，细沙路两旁的大树轻俏的动着绿叶，树下大椅子上坐着的姑娘，都露着胳臂，树影儿也给她

们的白胳臂上印上些一块绿，一块黄的花纹。他写冬天的植物园：老树，小树，高树，矮树，全光着枝干，

安闲的休息着；小矮常青树在大树后面蹲着，虽然有绿叶儿，可是没有光着臂的老树那么骄傲尊严。缠

着枯柳的藤蔓象些睡了的大蛇，只在树梢上挂着几个磁青的豆荚；河上的白鸥和小野鸭，唧唧鸭鸭的叫

着；地上的绿草比夏天还绿上几倍，只是不那么光美。靠着河岸的绿草，在潮气里发出一股香味，非常的

清淡，非常的好闯；河上几只大白鹅，看见马威，全伸着头上的黄包儿，跟他要吃食。H_(嘲”马威本来是怀

着愁闷来植物园的，如今他看着水影，踏着软草，闻着香味，常青树、绿地、白鸥白鹅，这绿色与白色相辉

映的美景赶走了他的愁闷，带来了欣喜与欢慰。

是的，老舍以绿色为底色配以白色相映衬的写景方式，的确能给人带来诗一般的欣慰与遐想。这种

写景方式，在他以后的创作中仍延续着，比如他写青岛：青岛是颗绿珠：¨“脚，他写齐鲁大学：绿楼、绿草

地、绿树，深绿的爬山虎把楼盖满，“只露几个白边的窗户“，绿树下有“洁白的石凳”，“白石的礼

堂”。L6 J(㈣他写五月的青岛，“绿意无限”除了联接着的“各种绿色”，总不忘向绿色上加“白色”：“那短

短的绿树篱上也开着一层白花，似绿枝上挂了一层春雪。”一_(聊’你看，老舍真不愧为“自然诗人”了。这

位“自然诗人”对都市的奢华喧闹并不倾慕，他倾慕的是淡雅清新、安静幽美韵自然之趣，所以在《二马》

中特别安排了马威和李子荣两人在一个礼拜天坐火车到邦内地，然后步行到韦林新城去。这也是老舍

自己曾去的地方，借此，他让主人公去体验乡村生活，于是就有了对伦敦郊外的乡村景致的描绘：从邦内

地到韦林一路上尽是田园风光，绿色的草地，忽稀忽密的树林，“人家儿四散着有藏在树后的，有孤立在

路旁的，小园里有的有几只小白鸡，有的挂着几件白汗衫，看着特别的有乡家风味。路上，树林里，都有

行人：老太婆戴着非常复杂的帽子，拄着汗伞，上教堂去作礼拜。青年男女有的挨着肩在树林里散逛，有

的骑着车到更远的乡间去。中年的男人穿着新衣裳，带着小孩子，在草地上看牛，鸡，白猪，鸟儿，等等。

小学生们有的成群打伙的踢足球，有的在草地上滚。工人们多是叼着小泥烟袋，拿着张小报，在家门口

儿念。有时候也到草地上去和牛羊们说回笑话。”“英国的乡间真是好看：第一样处处是绿的，第二样处

处是自然的，第三样处处是平安的。”【7J㈣25。626’老舍说的这“乡间真好看”的韦林新城，“建于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英文全名的意思是韦林花园城。它的确是个花园城，所有的建筑都掩藏在绿色的树林里，市

中心是个大花园，周围的商店也都被树木遮掩。街上行人、车辆不多，更看不见马车了，到处显得非常整

齐、美丽、安静、舒适。”_2j(蹦’老舍用如此多的笔墨书写“英国的乡间真好看”的自然景色，这正体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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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居繁华的都市而对自然、平安、绿色如画的乡村之境的倾慕，代表了他欲在都市与乡村之间寻求理想

之地的文化愿望。现代城市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城市的乡村化”，城市文化追求乡村文化的自然之

趣，大概可以成为“都市人”的共同的文化愿望。因此，老舍所描绘的所倾慕的“自然、美丽、安静、舒适”

的带有田园风光的韦林新城，也就成了都市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共同追求的理想文化了。

老舍在都市文化中追求乡村文化的自然之趣，这只是他作为“自然诗人”书写伦敦自然景观的文化

思想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他更是一位“社会诗人”。他以“社会诗人”的情感去描绘伦敦的“城与

人”，即出现了对伦敦都市人文景观的多维审视，这种审视与他对伦敦自然景观的欣赏、倾慕态度不同，

他对伦敦都市的人文景观既有欣赏又含批判、沉思的态度。 ～

老舍是从一个古老的农业国走到现代文明的工业国，是从封闭自守的老北京走到开放发达的英国

伦敦的。他到英国的头一天就感到“这不是一个农业国”。¨2 J(陇’伦敦的房屋、街道、广场、教堂、饮食习

惯、服饰衣着、节令习俗、生活观念等等，都与北京不同，他笔下呈现的不是一个农业国的文明，而是一个

发达的工业国的现代文明。他发现车站、地铁、咖啡馆等地方，“外面都是乌黑不起眼，可是里面非常的

清洁有秩序”。伦敦中等人的住房，大多是二、三层的小房，红砖青瓦，“那些房子实在不是很体面，可是

被静寂，清洁，花草，红绿的颜色，雨后的空气与阳光，给了一种特别的味道。”他从伦敦人住房感受到

“它是城市，也是农村”，而这些房屋“表现着小市民气，可是有一股清香的气味，和一点安适太平的景

象。”【8J(陇’老舍在伦敦的住房以及《二马》中的温都太太家的住房(马则仁、马威到伦敦住在温都太太

家)，也都体现着老舍所记述的“表现着小市民气”的景象，具有静寂、清洁、安适的特点。这与老北京市

民居住的多是四合院的平房和“大杂院”的旧房不一样，同是在住房中体现“小市民气”，伦敦的“小市民

气”带有“工业国”的现代文明特征，北京的“小市民气”带有“农业国”的安稳、凝固、沉静的特点。就街

道论，《二马》中温都太太家住的戈登胡同，那是个不大不小的胡同，路是柏油碎石子的，两旁都是些两

层小房，走道上有小树，多像冬青，结着红豆，这些胡同给人的感受同样是静寂、清洁、安适的。与这种寂

静、清洁的房屋、胡同不同，伦敦的广场、大街则是喧闹的。《二马》描写最多、最细致的是牛津大街，它

位于伦敦中心，是一条最繁华的商业街，街上的铺子“差不多全是卖妇女用的东西。”平时人很多，人挨

人，人挤人，一刹步，一伸手，就要碰到别人。除了人多，便是车多，“街上的汽车东往的西来的，一串一

串，你顶着我，我挤着你。大汽车中间夹着小汽车，小汽车后面紧盯着摩托自行车，好象走欢了的驼鸟带

着一群小驼鸟。”远处近处全是车，前后左右全是车，“全冒着烟，全磁拉磁拉的响，全fb4h吧吧的叫，”整

个街道形成了“车海”‘4儿Mm引。老舍对伦敦繁华喧嚣的景象，如此的“车海”并不欣赏，他感受到那现

代化的繁华喧嚣的背后，带来了“车海”对空气的污染，对静寂、清洁、自然的环境破坏，因此才有对伦敦

的感喟：“伦敦真有点奇怪：热闹的地方是真热闹，清静的地方是真清静”一儿M’。显然，老舍对伦敦形
象的两面，欣赏的是那“真清静的地方”。 ．‘

从老舍对伦敦房屋、街道的描绘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不是一个农业国”，体现了都市文化现代化的

人文景观，那么再深入考察老舍对教堂的描绘，就更能够体味到伦敦都市文化的特殊的人文景观了。

《二马》重点写了圣保罗教堂，李振杰曾对这个地方作过核对与统计：“在小说中圣保罗教堂出现过11

次，是作家着意最多的一个地点。马家的古玩铺就在教堂左边的一个小斜胡同儿里”。心儿N”其实这11

次有9次只是提到“二马”(马威、马则仁)到圣保罗教堂或从古玩铺望见教堂或听到教堂的钟声，简单

地用一、两句话带过。他没有对圣保罗教堂面貌作整体的描写，也没有对圣保罗教堂的历史作文字的讲

述，只是有一处提到了马威听了李子荣讲了教堂的历史，然后就关了古玩铺的门回去了。值得注意的有

两处写圣保罗教堂，虽然用墨不多，但很能够体现老舍的文化思想。一处是在一天的中午，父子两个出

了古玩铺，他们望见教堂的塔尖，老马说教堂是不坏，可塔尖把铺子的风水夺去了，他似乎把基督教全忘

了，一个劲地报怨风水不好。而马威不同，他“仰着头儿看圣保罗堂的塔尖，越看越觉得好看”。14j(晰”

另一处是写马威因失恋带着沉闷，“走到圣保罗堂的外面，他呆呆的看着钟楼上的金顶；他永远爱那个

金顶”o[4J(P437)从这两处的描写可以看出，老马是信基督教的，可是他从中国的风水迷信观念出发，抱怨
1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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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破坏了他家铺子的风水，可见他忘了对基督教的虔诚。而小马对基督教是非常虔诚的，所以他看到

教堂的塔尖，“越看越觉得好看”，特别爱那个“金顶”。在老舍看来，“金顶”象征着基督教的精神，他同

小马一样，爱那个“金顶”，对基督教十分虔诚。老舍对基督教的深厚情感，也隐藏在他对伦敦圣诞节的

生动描绘中，“圣诞节的前一天，伦敦热闹极了。”街上拥挤的人们，忙着购买送人的礼物，“街上的铺子

全是新安上的五彩电灯，把货物照得真是五光十色，都放着一股快活的光彩。处处悬着‘圣诞老人’，戴

着大红风帽，抱着装满礼物的百宝囊。”圣诞晚上，人们盼望着“救世主”的降临，祈求天下四海兄弟的太

平。“教堂的钟声和歌声彻夜的在空中萦绕着，叫没有宗教思想的人们，也发生一种庄严而和美的情

感。”‘4儿”㈣联系他早年参加基督教，而眼下对教堂的“金顶”的热爱以及对教堂的钟声和歌声的钟情，

你就可以感受到他的基督教文化思想在《二马》里也作出了“庄严而和美的情感”表现，而且这种基督教

文化思想在他以后的创作中仍有着时隐时现的表露。

老舍在对伦敦的人文景观进行考察时，总不忘对英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生活观念的审视。

在老舍笔下，英国人在饮食方面是以面包、牛肉、甜点心等为主，爱喝啤酒，喝茶要加牛奶，饮食简单而富

有营养，讲究卫生，甚至饮食的摆放也要体面、干净、漂亮。老舍借着马威的眼光写道：“马威再细看人

们吃的东西，大概都是一碗茶，面包黄油，很少有吃菜的。”李子荣则向马威发出感叹：“唉，英国人摆饭

的时问比吃饭的时间长，稍微体面一点的人就宁可少吃一口，不能不把吃饭的地方弄干净了!咱们中国

人是真吃，不管吃的地方好歹。结果是：在干净地方少吃一VI饭的身体倒强，在脏地方吃熏鸡烧鸭子的

倒越吃越瘦⋯⋯”。L4j㈣61’由此显示出东西饮食文化的差异。如果我们将这里的李子荣的感叹与《老张

的哲学》里所写的进北京的饭馆要经过的“五关”(以表现脏、乱、差、喧闹、醉酒为主)对照着读，就会感

到老舍对中国饮食文化持一定程度的批判、讽刺态度，而对英国的饮食文化有赞赏的成分。当然，老舍

对英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尤其生活观念，又多含批判、否定的因子。《二马》一开头就写马威到海

德公园，领受了那里的自由演说、自由辩论的情景：一圈圈的人群围着站在小凳子上的演讲者，演讲的内

容各种各样，有谈政治的，有讲宗教的，有评论世界大事的，听者有赞同的就报以热烈的喝彩，有不同观

点的就进行激烈的辩论，而警察又在自觉地维持秩序，使这里显得既热闹又文明，没有像《赵子日》中所

写的学生们打校长、打教员、闹风潮的“起哄”的局面。因此，对这样的自由论坛，马威愿领受，老舍也比

较欣赏。但是，老舍对伦敦的各种赛会、赌赛马、赌足球比赛的结果等不以为然，带有揶揄与讥讽，他看

到了英国人贪玩贪闲的一面：“溜冰场，马戏，赛狗会，赛菊会，赛猫会，赛腿会，赛车会，一会跟着一会的

大赛而特赛，使人们老有的看，老有的说，老有的玩，——英国人不会起革命，有的看，说，玩，谁还有工夫

讲革命。”H。‘丹㈣“英国人的好赌和爱游戏，是和吃牛肉抽叶子烟同样根深蒂固的0”[4](P614)但是，老舍又

认为：“从游戏中英国人得到很多的训练：服从，忍耐，守秩序，爱团体。”-4]c嘟∞他对英国人的“守秩序，

爱团体”的国民性格多有赞赏。他还对英国人的守法度、遵守时间观念大加赞赏：“英国人是事事讲法

律的，履行条件，便完事大吉，不管别的。”14_(附”老马睡懒觉不按时起床吃早饭，过了规定的时问，再想

要早饭吃，温都太太答应给他重做，但要外付一个先令，可见温都太太是严格按照他们双方签订的契约

行事。英国人讲究法度、讲究时问观念，老舍深深感到：“城市生活发展到英国这样，时间是拿金子计算

的，”人们的交际来往是遵循“时间经济”【4_(跚∞的。老舍到伦敦的头一天就深有体验，赞赏埃文斯的遵

时守信：“易教授早一分钟也不来；车进了站，他也到了。”[8](刚’他在《我的几个房东》中称赞两个老姑娘

中的妹妹的“勤苦诚实”，佩服她的“独立精神”，同时又认为“这种独立精神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逼

出来的”。一儿即∽英国人虽然“守秩序，爱团体”，遵时守信，有“独立精神”，但他们对外人冷漠、傲慢与偏

见，万事不求人，不易交朋友，“非常高傲”。_loJ㈣"总之，老舍对英国人、英国形象的审视，显示出他对伦

敦都市文化思想的双重矛盾性：他既欣赏英国人的独立特行、勤奋自强的精神，又不屑于英国人的冷漠、

傲慢的绅士风度；他既称赞英国人的“守秩序，爱团体”，讲文明，又反感他们的保守、冷漠、自私；他既倾

慕英国的富强文明、民族自信，又特别痛恨他们对华人的极端的民族歧视，因而他在《二马》里抒发了对

歧视、奚落中国人的亚历山大等英国人的愤懑，表达了对“真爱中国人”、无民族偏见、富有新思想的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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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林这样的英国人的亲近感。

老舍在《我怎样写(二马)》中说他写《二马》时“开始决定往‘细’里写”，这往“细”里写不仅包括老

舍自己所说的“心理分析与描写工细”，而且在我看来还含有小说叙事视角的多重性。《二马》里既有老

舍视角下的或“二马”视角下的伦敦城、英国入、英国形象，又有着英国人、伦敦城视角下的中国人和中

国形象。这小说叙事视角的多重性，是由他创作《二马》的文化思想决定的，他写《二马》的意图是“在比

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分析“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lJ∽"∽这种比较分析、鉴别、判断、批判的

文化审视，又是作为“哲理诗人”的老舍往“细’’里写的重要内容。

老舍在写《老张的哲学》、《赵子日》时就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唐蒙现代性”主题，《二马》同样坚守

了五四“思想启蒙”的新传统，以“启蒙主义”为主导审视中国人的国民精神。不过，《二马》的文化审视

与《老张的哲学》、《赵子日》不同，它是通过对中国人与英国人以及中国与英国两个民族进行比较分析，

既展示了现在式中国人和中国形象，又展示了现在式英国人和英国形象。上一节论述了中国人视角下

(作者视角和作品中的人物“二马”视角)的英国人与英国形象，本节论述伦敦城和英国人视角下的中国

人和中国形象。在伦敦城和英国人的视角下，老马(马则仁)这位“背后有几千年的文化”，“代表老一

派”的中国人，处处显得落后、守旧、愚昧与荒唐。他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与伦敦城格格不入：到伦敦

的第一个早晨就因睡懒觉吃不上饭，用不上热水而生气，“早知道这么着，要命也不来!”他过不惯西方

生活，为吃不到北京的饽饽而纳闷。英国人喝茶加牛奶，吃饭少菜，爱养狗而不爱种花，他感到奇怪而不

屑一顾。英国人时间观念强，把时间当作金钱，他则慢条斯理，懒散闲静，毫无时间意识。英国人满脑子

商业观念、市场意识，作买卖赚钱，他认为作买卖是“没出息，不高明”，俗气。英国人讲究地位，但并不

贪求作“官”，他则满脑子的“官本位”思想，认为“发财大道是作官”，他要马威读书，也是为将来回国好

作官。英国人自尊自傲，有进取“独立精神”，而老马则自尊自傲，“对将来他茫然，所以无从努力，也不

想努力”。⋯J(附"英国人作生意讲究商机、策略，以“利“为重，老马则讲究礼仪文明，以情义为重，保持老

北京的古旧商业情调。李子荣按西方人作生意的法子，给古玩铺作广告，老马则按老规矩、老气度，拒绝

广告。英国小孩骂他“老黄脸”、“挨打的货”，他则投以笑脸、无动于衷。亚历山大欺骗戏弄他，将他灌

醉，他不思反抗，还依然和他交往、讲交情。老舍以如此老派的中国人与英国人的对比，既表露了他对中

国国民性的批判精神，又彰显了他对英国人的某些民族性格的欣赏态度。但是，老舍对英国人的欣赏是

有限的，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歧视又使他特别反感、愤慨。他在《二马》里写出了英国人对中国人的

歧视，不单是学校、商店、大街上的行人鄙视中国人，就连饭馆跑堂的甚至连妓女也看不起中国人，由此

发出了国弱受人欺的呼喊：“国家衰弱，抗议是没有用的；国家强了，不必抗议，人们就根本不敢骂你。”

他真诚地期盼着中国的富强、民族的复兴。

老舍在《二马》里又通过新一代中国国民小马(马威)、李子荣与英国人的对比，让人看到作为“新文化”代

表的中国人的进取务实精神。中国新一代的国民热情谦和、敏感要强，活跃进取，“个人的私事，如恋爱，如孝

悌，都可以不管，只要能有益于国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llj∽””同时又让人看到了英国的年青人像保罗之

流，则整天无所事事，喝酒肇事，自私偏狭，妄自尊大，显露出西方物质文明中的精神危机。老舍在英国还体验

到：“英国人很正直”，做事认真，“自重”，但英国人又傲慢与偏见，“非常高傲”，万事不求人，不愿谈政治、谈宗

教、谈书籍，乐于“论赛马、足球、养狗、高尔夫球等”。110_‘眦’他真切地感受到了英国人的保守、安稳、不喜革命、

高傲冷漠的绅士风度。可见，英国的国民精神潜藏着抑制现代化发展的危机，而中国新国民如饥似渴地向西

方现代文明求科学、求进取的精神，又预示着民族复兴的希望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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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enery of Urban Culture of London in Lao She’s Description

Xie zhaoxin

Abstract：With a middle aged Chinese guy’S view，cognition and feeling，Lao She has described London，

showing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its natural and cultural scenery，its national image and ethos．While appreciates

and admires Londqq’S．natural scenery，Lao She’s attitude to its cultural scenery is a mix of admiring，criticizing

and reflection．He also gives a deep comparison between the nationalities of Chinese and British peoples with ana—

lytic criticism．This paper observes the uniqueness of Lao She’s description of London’S urban cultural scenery，

and investigates the London urban culture’S influence on Lao She’S thought and his writings．

Key words：Lao She；London；urban culture

《国门英雄》人物断想

电视剧《国门英雄》中，张怀兵这一角色给观众留下

深刻的印象。他与以往的商业涉案剧中的反派有着明显

的区别。《国门英雄》并不是着意去渲染这一角色有多么

的可恨与唾弃，而是想通过张怀兵这一人物形象去更多地

展现社会常态的一面。张怀兵与记者卢娅的初次对话，虽

带有几分戏谑，但同时也显示了他的低调谦和而又真情随

意的一面。他讲排场喜铺张，却并不在意被别人当成“暴

发户”。他熟谙人情世故，有心为关汉生的母亲寻得玉佩。

他事事算计，但也尝试在人际交往中找到平衡点。在他的

眼里只有桀骜不驯、玩世不恭，没有正义与邪恶，只有成王

败寇，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

一个精明能干、熟谙人情世故的人，为何会滑向深渊，

其中蕴藏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给观众带来了许多想象与

思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的价值与意义，应当是

建立在国家法律与制度的基础上，才能被显现出来。张怀

兵的“高地”集团，并不是真正的人生“高地”。正如关双

在最后一集中所说的：“现在的高地貌似强盛，其实已经危

如累卵”。当裁决来临的时候，这里注定了将是被埋葬的

终点。张怀兵也正是在一次次道德的考量中滑落到了人

生的陷阱与谷底之中。贪欲与满足感逐渐浸蚀了人性的

常态，变得扭曲与疯狂。为了保全自己，不惜杀人、陷害与

栽赃。但到头来又得到什么?实际上，这也正是《国门英

雄》对观众作的警示与提醒。

《国门英雄》不仅是一部以海关为题材的行业剧，而且也

是一部反映社会百态的全景剧。全剧以浓厚的战友情为剧

情基调，以老牌国营企业的变迁为引发点，以特大镁砂案的侦

破为主线，对社会人情、行业职责、生存价值等重要的主题做

了尝试J陛的探索与思考。与以往打黑反腐剧有所不同的是，

《国门英雄》并不单纯全面地弘扬英雄形象，批判罪恶与欲

望；而是希望能够从更多的层面上显现人物性格的特质，表达

人在正常状态下应有的反应与流动的意识。合乎情理的性

格特征与人性赢弱的一面平行呈现。

魏庭坚在最终的表态；舒兰对东方集团态度的转变，

以及方虎积极的配合与支持，这些都展现了新时代国家公

务人员的优秀形象。但值得注意：在他们身上既要看到坚

守国家职责的一面，同时也不能忽视其自身的缺点。魏庭

坚愚昧的坚持、舒兰不顾及原则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虎

的冲动、软弱⋯⋯这一切也都是导致社会问题的发生。

实际上，任何英雄形象都是通过对照与烘托的方式，才

能表现出他的难能可贵与钢筋铁骨。正由于魏庭坚、舒兰等

人一次次的犹豫，一次次的怀疑，一次次的游离于信任与被信

任之间，才使得关汉生的处境更加的艰难与窘困。这样的场

景，更能表现出关汉生的坚毅与信仰。这也是观众深受其中

人物形象感染的重要原因。 (宿迁学院徐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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