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恶之花》：巴黎的城市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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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象征派鼻祖的波德莱尔，其唯一的诗集《恶之花》就是一部巴黎城的寓言。波德莱尔所生活的时代，正是

资本主义的上升期，但在纸醉金迷的巴黎城，他看到的风景却是恶无处不在：腐尸、吸血鬼、幽灵、骷髅；在充斥着巴黎

的无数的赌徒、酒鬼与妓女的身上，他看到了贫穷、丑恶，而这贫穷与丑恶背后，有一种情绪正悄悄滋长，那就是暴力革

命。波德莱尔不是革命家，但他敏锐的目光却穿透了巴黎的心脏，寓言了这座城市底部孕育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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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象征派鼻祖的波德莱尔，其唯一的

诗集《恶之花》就是一个最大的象征：一部巴

黎的城市寓言。波德莱尔自己说：“在这部残

酷的书中，我注入了自己全部的思想，全部的

心灵，全部的信仰以及全部的仇恨。”这所有

的爱与恨，所有的痛苦与欢乐都指向同一个

城市，那就是：巴黎。

恶无处不在：巴黎的风景

#-世纪中期的巴黎，正处于资本主义的

上升期，素以浪漫闻名的巴黎城更是展示了

它的繁华与富足，尤其是夜晚，歌剧院里灯火

通明，各色沙龙中人头攒动，漂亮时尚的交际

花与放荡不羁的文学青年充斥其中，波德莱

尔正是这些青年中的一个。与众不同的是，

在舞池摇摆的裙裾中，在灯光酒影里，波德莱

尔看到的却是与风光、时尚截然不同的另一

面：恶，无处不在的恶。这体现在它的诗集

《恶之花》中。

《恶之花》（#,+"）是波德莱尔的代表作，集

中描写了巴黎城的丑恶现象。在他笔下，巴

黎风光是阴暗而神秘的，诗人呈现给我们的

是坏修士、腐尸、吸血鬼、幽灵、骷髅、性；吸引

诗人注目的是被社会抛弃的穷人、盲人、妓

女，甚至不堪入目的横陈街头的女尸。《巴黎

的风景》集中描写了诗人对现代资本主义都

市病态文明的感受：工厂烟囱冒出的滚滚浓

烟变成“那煤烟的气流升向穹苍”［#］（.!%"），使天

空感到愤怒和怨恨；高大的建筑、林立的脚手

架，是文明的痛苦而光荣的饰物，当然还有那

身首异处的女尸、变态的性爱、绝望的沉沦

⋯⋯在诗人眼中，现实的一切都罩着苦难色

彩，而最苦难、最丑陋、最邪恶的是穷人聚居

的郊区，在那里，“邪恶的梦宛若群蜂”，巴黎

城充斥着乞丐、罪犯、死尸还有蛆虫。

《给一个赤发的女乞丐》里，写一个“赤发

的白皮姑娘”，穿着“褴褛的衣裳”，拖着“青春

年少的病体”，在“某个酒家的门口”［#］（.!##），乞

讨残羹剩肴；在《盲人们》里，是不知寻找什么

的盲人，穿过巴黎的大街小巷；在《黄昏》中，

诗人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充满丑恶与痛苦

的夜巴黎景象：当辛劳了一天的“驼背的劳动

者”“重返卧塌”歇息自己疲乏的肉体的时候，

“邪恶的魔鬼们在空气中 /象实业家一样张开

睡眼惺忪”，透过路灯的微光，诗人看到“卖淫

在各条街巷里大显身手”，邪恶象从人体上窃

取食物的蛆虫，在“污浊的城市中心区蠢动”，

在赌场里，“聚满婊子和骗子”，而那些以偷窃

为生的人，正在“偷偷撬开人家的大门和银

箱”⋯⋯［#］（.!0"）在这首诗里，集中了波德莱尔眼

中巴黎所有的“恶”。毫无疑问，他所关注的

是下层无业游民的生活，在尽情凸现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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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肮脏与丑恶之后，隐含的是诗人深深地同

情：他们“大多数从来不知道什么 !家庭之乐，

从未好好地生活过。”［"］（#$%&）

《恶之花》的另一个重要的意象是腐烂的

尸体。在巴黎“凉夏的美丽的早晨”，却有“一

具丑恶的腐尸”［"］（#’(）横陈在巴黎街头，苍蝇与

蛆虫聚满了尸体的全身⋯⋯这景象当然不怎

么美丽，但却直指巴黎的实质：也许看上去珠

光宝气美艳无比的巴黎骨子里却是一具在太

阳下散发着恶臭的尸体，而那些奔波其间的

大大小小的商人、资本家、银行家们正是趴在

她尸身上的苍蝇和蛆虫⋯⋯

从这些所谓丑的意象里，我们也看到了

诗人的内心———他眼里所有的恶均源于内心

的创痛与忧郁，源自自己贫病交加的现实生

活。他所生活的时代，巴黎的商业已很发达，

写作也已和市场挂钩，而波德莱尔无疑是一

个市场经济下失败的写手，“在文学市场上，

波德莱尔最终也只占了一个很糟的位置。他

的全 部 作 品 不 过 为 他 挣 了 一 万 五 千 法

郎。”［$］（#)"）伴随着贫穷的是摆脱不了的病魔，在

生活的放纵之中他已百病缠身，在这个背景

下，所有的繁华在他眼中只不过是死尸的舞

蹈，透过幻象，他看到了巴黎的底层，那无处

不散发着腐臭与罪恶的才是真正的巴黎风

景。

大众：巴黎的男人和女人

在《恶之花》里，巴黎城涌动着的男人、女

人无非两类，一类是代表着真正巴黎精神的

人：他们包括雨果和自己的老女仆，对于他

们，波德莱尔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另一类是人

数众多的赌徒、妓女、小偷、酒鬼等等，他们代

表了巴黎的底层生活。体现前一类的诗有献

给雨果的《天鹅》、《七个老头子》和《小老太

婆》。“巴黎的风景”中的第 ") 首诗是写给幼

时老女仆的，这是整个集子里的另类，在这首

诗里，非但没有任何的“恶”的意象，而且还充

分地表达了诗人的善良与温情：那个善良的

老女仆，“如今卑微的草地下面安睡”，诗人责

备自己“应该去给她献上些鲜花”，责备自己

没有去及时更换“挂在墓栏上面的零落的花

圈”。在诗的最后，波德莱尔更是表达了他深

挚沉痛的爱：

如果在夜晚，当炉薪嘘嘘作响 !我看

到她泰然坐在安乐椅上 !在冷得发青的

十二月的夜里 !看到她来自幽深的永眠

之地 !严肃地缩在我房间的角落里 !用慈

母之眼注视长大的孩子 !看到她深陷的

眼中泪珠滚滚 !我怎样回答这位虔诚的

灵魂？［"］（#$(* +$),）

这是波德莱尔唯一的真情流露，即便对母亲，

他有的也只是反叛（见第一首诗《祝福》），但

对已经去世的女仆，他却表达了真挚恳切的

感情。

然而，除此之外，《恶之花》中的巴黎人众

却大多与“恶”相关：赌徒、妓女、酒鬼，即便豪

华宴会上的美女，也只不过是一具黑色的骷

髅。

赌徒：在很多首诗中，波德莱尔都写到了

巴黎的赌场及赌徒，最出色的当然是《赌博》

一诗，它描绘了一群“喝饱自己的鲜血”，“不

要虚无要地狱，不要死亡要痛苦”的赌徒的生

活：“老妓女们坐在褪色的靠背椅子上”，阴惨

惨地微笑，“在绿呢赌台四周，尽是无唇的面

庞，!无血色的嘴唇，无齿的齿龈，并还有 !摸
摸空虚的衣袋、扪着跳动的胸房、!由于恐怖

的高热而在拘挛的指头；⋯⋯”［"］（#$%* +$(,）这纯粹

是一幅象征的画面，在赌桌上，赌徒们全都面

目模糊，诗人突出的是他们痉挛的手指和同

样痉挛的心情。

妓女几乎是波德莱尔下笔最多的形象，

在《黄昏》中，在《赌博》中，在《孤独者的酒》

中，都有她们疲惫而冷漠的身影。

酒鬼：《恶之花》的第三部分名为“酒”，在

全部 )首诗里，写到了各式各样的醉酒者，写

了在酒精的麻痹下，醉汉们暂时的欢愉：“请

你给我们倒出毒酒，给我们鼓舞 !趁我们头脑

发热，我们要不顾一切，!跳进深渊的深处，管

他天堂和地狱，!跳进未知之国的深部去猎获

新奇！”［"］（#%(-）

在整部诗集中，赌徒、酒鬼和妓女的形象

经常同时现身于同一个地方，他们无疑代表

了巴黎底层的芸芸众生，也代表着巴黎城的

真实情形———珠光宝气的巴黎、风情万种的

巴黎，何尝不是象醉酒的人一样，坐在命运的

赌桌旁，一掷千金？

毫无疑问，赌徒、酒鬼的形象来自下层巴

黎，但他们代表了大多数，本雅明称他们为

“大众”。大众的产生与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

·-&·

枣庄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万方数据



息息相关，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巴黎

城的“大众”：一群身处下层的流氓无产者对

于波德莱尔来说，大众意味着巴黎的一切，本

雅明说：“大众是一幅不安的面纱，波德莱尔

透过它认识了巴黎。”［!］（"#$%）的确，大众的发现

对波德莱尔意义非凡，虽然他笔下的大众面

目模糊，大多没有名字，但它们的存在与出现

恐怕是一个隐含的寓言，正是他们的存在决

定巴黎的明天。

反叛：巴黎寓言

波德莱尔以自己超越时空的诗歌文本开

创了象征诗派的先河，这象征体现在许许多

多散发着“恶”意的意象中，更体现在对巴黎

城的整体寓言式的隐喻中。《恶之花》的寓言

性非常明显地体现在献给雨果的《天鹅》一诗

中：“它无疑是一个寓言。骚动不安的城市变

得严峻刻板起来，变得象玻璃一样易碎而透

明，也就是说，‘城市的面貌变化得比一个凡

人的心还要快’，巴黎的质地是脆弱的，它被

脆弱的象征包围着———有生命的东西（女黑

人和天鹅）、和历史形象⋯⋯无论巴黎在《恶

之花》的何处出现，都带着这种衰老的印记。

‘黄昏的微光’是一个由城市材料再造出来的

人苏醒时的悲泣。‘太阳’展现出城市破败的

纹缕，像阳光下的一块旧织物。那个老人日

复一日逆来顺受地拿着他的工具，因为即便

在晚年他也没能从匮乏中摆脱出来，而这正

是城市的寓言。”［!］（"#&!）从本雅明这一段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到《恶之花》的巴黎寓言的本质，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从波德莱尔的诗里读到

一股隐藏的反叛的潜流。

波德莱尔把《恶之花》的第五部分题名为

“叛逆”，这既是对那个无所不能的上帝的抗

议，也是巴黎城中那些面目模糊的大众对巴

黎的反叛。上帝从来都不是公正的，对亚伯

的后代，天主永远发出“满意的微笑”，而对该

隐的后代，却让他们在“土中爬行，到最后让

你悲惨地死掉”［#］（"$#’）———上帝是亚伯们的上

帝，而不是该隐的上帝，不是反抗者的上帝。

同样，对巴黎的酒鬼、赌徒们来说，巴黎也不

是他们的天堂，他们的前程只有一个，那就是

像撒旦一样起来反抗。

在那首著名的《拾垃圾者的酒》中，诗人

似乎暗示了巴黎不久将要发生的暴动：

常看到一个拾垃圾者，摇晃着脑袋 (
碰撞着墙壁，象诗人似的踉跄走来 (他对

于暗探们及其爪牙毫不在意 (把他心中

的宏伟的意图吐露无遗。

他发出一些誓言，宣读崇高的法律

(要把坏人们打倒，要把受害者救出 (在
那象华盖一样高悬的苍穹之下 (他陶醉

于自己的美德的辉煌伟大。

是的，这些尝够了他们家庭的烦

恼、(厄于年龄的老大、困于工作的疲

劳、(被巨大的巴黎所吐出的杂乱的秽物

——— (大堆的垃圾压得弯腰曲背的人物

(他们回来了，发出一股酒桶的香气 (带
领着那些垂着旧旗似的小胡子、(被生存

斗争搞得头发花白的战友；(无数旗帜、

鲜花、凯旋门，在他们前头 (屹然耸立着，

这是多么壮丽的魔术！

在那一大片军号、阳光、叫喊和铜鼓

(吵得使人头痛的辉煌的狂欢之中 (他们

给醉心于爱的人们带来光荣。［#］（"!’$ )!’*）

这首诗写于 #+**年之前，从其中的“暗探们”、

“爪牙”、“弯腰曲背的人物”等等字眼中，我们

看到了一幅底层人民的暴动场景，从中我们

似乎看到了发生在 #+*+年 !月革命甚至更向

后的 #+,#年巴黎公社的一幕：这些困于工作

的疲劳，被资产阶级压到社会最底层的工人

阶级成了巴黎的主角，在这时，巴黎城更是脆

弱得不堪一击，旗帜、鲜花、凯旋门都属于波

德莱尔笔下的“大众”，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真

正的上帝。

#%世纪中期的巴黎，资产阶级正处于上

升期，巴黎城表面上还是富足而幽闲的模样，

然而诗人锐利的目光却穿透了美丽的幻象，

看到了“恶”，看到了“反叛”，他注意到了大众

的苦难，“他在 #+-#年写到：‘他都不可能不被

这种奇观攫住：病态的大众吞噬着工厂的烟

尘，在棉花絮中呼吸，机体组织里渗透了白色

的铅、汞和种种制造杰作所需的有毒物质’

⋯⋯；这些衰弱憔悴的大众，‘大地为之惊

愕’；他们感到‘一股绛色的暴烈的血液在周

身的脉管中流淌，他们对着阳光和巨大的公

园的阴影长久而充满忧愁地注视。’”［!］（"%!）在这

种深重的苦难之下，大众的出路只有一条，那

就是：“反叛”。

波德莱尔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大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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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他之前的雨果等人已有所触及，但他

却是第一个看到了反叛的人，这与他个人的

性格有关。波德莱尔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

他天生是一个反叛者，他反叛继父，反叛生

母，反叛一切墨守成规的生活，反抗专制的

体制，在 !(:( 年 $ 月那次革命中，波德莱尔

就曾亲自走上了巴黎的街头，和他笔下的大

众们一起战斗，虽然他在巴黎的街角上挥舞

着步枪高喊的是“打倒奥皮克将军”———他

的继父，但这种参予的态度就决定了他对于

生活的忠实，正是这种忠实的态度让他不自

觉地成了巴黎的寓言者。

虽然波德莱尔曾亲自走进大众之中，但

他并没有把自己看作大众的一分子，本雅明

说：“雨果把自己作为英雄放在人群中，波德

莱尔却把自己作为一名英雄从人群中分离

出来。”［$］（I(:）也许正是因为波德莱尔站在了巴

黎的人群之外，他的《恶之花》才看到了他人

看不到的东西，才会成为巴黎的一部城市寓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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