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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婉儿是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作品 《浮城》中的悲剧女性。作品围绕女主人公婉儿的 “抗

争”展开故事情节，从人性的角度揭示了造成婉儿悲剧的社会原因和 “浮城”毁灭的必然性，进而凸现

了婉儿形象的悲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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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城》是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创作于二十

世纪九十年代的一部长篇小说。婉儿则是小说中

的女主人公，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沿海城市

“享乐型”女性的典型，是受西方价值观念和生

活 方 式 侵 蚀 的 牺 牲 品 。 作 品 采 用 荒 诞 现 实 的 手

法，成功地虚构了 “浮城”这一偶然事件，塑造

了婉儿这一悲剧女性形象。本文试图对婉儿形象

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其悲剧意义。

一 婉儿形象分析

婉儿是一个悲剧性 “小人物”，其 “抗争”

正是 “‘小人物’的抗争” 1 " 2。她的命运悲剧与其

悲剧性性格特征密不可分。纵观整个作品，婉儿

性格特征的形成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城市与大陆架断裂，到教堂余

生

这一阶段，婉儿的性格特征表现为：厚颜无

耻，不惜出卖肉体和灵魂；有重新做人的要求，

不记仇、有同情心、讲仁义。一方面，她认为出

卖肉体也不过是一种 “活法的选择和确定”，也

不过是 “想出国，和几个可能将她带出国的中国

男人或外国男人睡过觉。”她信仰上帝，曾到教

堂忏悔。甚至产生了给上帝生一个儿子的奇怪想

法，但又深感自己的罪孽，因而不敢再去教堂。

另一方面，她又不记仇、有同情心、讲仁义。街

坊二铁强暴了她 3 她用花盆砸伤了已下楼的二铁。

看到二铁妈可怜，她就没有再深究二铁的责任。她

还能自觉遵守仁义街 “仁义”的道德准则。逃命之

际，她还忘不了叮嘱孟祥大爷，托他转告李奶奶

“浮城”的消息。她不记仇，即使记仇时间也不会

太长。她一生中只对一个人记恨最久，那就是上

帝。

第二阶段：从教堂余生到替 “哥”报仇

随着重新做人希望的唤起和受挫，其性格特征

表现为天真、善良、机灵，报恩心快和复仇心切。

城市断裂了，人们恐慌地感到末日即将来临。

婉儿象 “浮城”上众多的人们一样，无所依托地逃

到了市中心的基督教堂。然而海鸥却越聚越多，并

向人们展开攻击。婉儿被吓得昏死，幸而被修自行

车的个体户赵晓坤救出。车铺内，婉儿和赵晓坤同

海鸥展开了殊死搏斗。经过这次死里逃生，婉儿才

明白赵晓坤救她不是为了占便宜。她被感动了，第

一次懂得了真爱。遇上赵晓坤，正是婉儿 “金盆洗

手”重新做人的一次重大转机。

当人们得知 “浮城”正向日本漂去时，不少的

人都希望能够去刷盘子。婉儿不想去，现实让她感

到：无论中国或日本，只会使自己更加肮脏。到日

本沦落到妓院，由业余的变成专业的就惨了，又不

自由。她决定同 “哥”一起去闯，一同过几年清苦

的日子，自己也要找份工作干。

她孑然上街寻找小红夫妇，以报答孟祥大爷送

她救生圈的知遇之恩。在机场候机室里，婉儿找到

了小红的丈夫广志。然而广志已一无所有，更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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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婉 儿 这 个 拖 累 。 婉 儿 机 智 地 引 出 了 广 志 跟 她

走。在晓坤收留广志之际，婉儿被广志的豪言壮

语所感动并原谅了他。她想： “钱，即使美元，

也难买到 ‘同舟共济’四个字 # # # # # # 人在咋然落

魄之际，说几句荒唐话，作出些荒唐行为，不是

很应该的么？”

为了到日本后能够独霸十几万美金，广志趁

婉儿上街买酒菜之机谋财害命杀死了晓坤。婉儿

痛不欲生，希望破灭了，她的重新做人遭到了$金

盆洗手$后的第一次致命打击。混乱中她寻机杀死

了广志，替晓坤报了仇。

第三阶段：报仇后被女大学生许雁南所救，

到许雁南的死

这是婉儿命运的又一转折点。其性格特征表

现为善良，内疚而又任性。但对社会的认识是肤

浅的，不惜抓住任何一根 “救命稻草”，容易上

当受骗。

婉儿替 “哥”报仇后昏迷街头，被女大学生许雁

南救回学校。她怕再次受骗，因而骗了许雁南后又

立即感到内疚：“不，姓赵。”她要象 “哥”那样去生

活，去通过辛勤的劳动自食其力。是的，她忘不了赵

晓坤，更忘不了在人们眼中自己早已无名无姓。姓

赵，已成了婉儿生命中的最后依托。许雁南不仅收

留了婉儿，还安排时间教她学知识。遇上许雁南，是

婉儿的幸运，也是她命运的再次转机。婉儿虽在社

会上晃荡过几年，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但认识肤

浅。这一阶段，她更努力地与命运抗争。然而，重新

做人与 “浮城”之间的矛盾，客观现实与主观自我之

间的矛盾，更进一步地将婉儿的命运推向了毁灭的

顶峰。

她崇敬同海鸥战斗死去的人们，也怀念她的

“哥”。许雁南带头为与海鸥战死的大学生捐钱

修纪念碑，婉儿请求许雁南替她捐，并表示今后

可以不吃菜。她告诉许雁南： “这算我对一切在

这场死难中的人，表达我婉儿的一份心情了，包

括那个不知姓名的 ‘哥’ # # # # # # 他原来也是位研

究生啊。”

她开始变得任性起来，与许雁南争吵并不听

劝告，溜出去参加了大学生闹剧式的 “革命”。

游行中，她回答学生$领袖$贾晓光： “我真心实

意拥护你们就是了”、 “公社 # # # # # # 会给我一份

好一点儿的工作干么？”她多么急于$新生$啊！

当她得知大多数的人只是陪着散散步时，婉儿觉

得自己被$嘲弄$和 “伤害”了。但她坚信这一 “壮

举”，并背着 “社员证”到处分发。在街上，婉儿

所在的队伍同$刷日本人盘子$的队伍发生了冲突。

从学校赶来寻找婉儿的许雁南，被驱散人群的警察

走火打死。婉儿的全部希望，因许雁南的死而彻底

破裂了，精神也随之完全崩溃。

第四阶段：从许雁南的死，到婉儿的死。

这一阶段，是婉儿的最终毁灭，也是婉儿形象

升华和悲剧命运的最后阶段。

作品中，这一部分着墨不多。不外乎就是许雁

南的死，使婉儿近乎疯了直至完全疯了。日本筑起

了 一 道 冰 坝 ， 人 们 刷 日 本 盘 子 的 梦 破 裂 了 。 已

“疯”了的婉儿，仍免不了遭到厄运，她被十几个

丧失了人性的男人集体强奸了。 “浮城”已成废

墟，婉儿被中国军舰救起，荒乱中跳海了却了自己

的一生。

无论是遭到集体强奸前，还是跳海前，她都在

不停地唱着同一首歌：

山里的花儿开，

远远的你归来 # # # # # #
可以说这首歌，是她彻底毁灭和将疯时的瞬间

顿悟。正是有了婉儿毁灭前的这种顿悟，进而升华

了婉儿形象及其悲剧意义。

二 婉儿形象的悲剧意义

婉儿这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现代 “享乐型”

女性，其信仰、生活方式以及人生态度，是应该受

到批判的。 “浮城”事件发生后，她能不断地同命

运抗争，且几欲重新做人都应该得到肯定。她希望

能重新做人，而现实却不可能让她如愿以偿。这种

矛盾的抗争，最终导致了婉儿的悲剧性毁灭。毋容

否认，婉儿的抗争是属于 “悲剧性的抗争”。

造成婉儿悲剧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其一，社会因素，亦即 “社会悲剧”因素。改

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引进了国外不少于国于民有

利的东西，出现了许多新生事物，但也伴生繁衍了

象婉儿这样的 “癌细胞”。西方思潮的大量涌进，

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受到了严重挑战；国人受到了

不小的冲击，意志不坚定者则变成了 “俘虏”。

个人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是造成婉儿悲

剧的重要社会因素。在思想上，大家一切都向钱

看，因而容易受到金钱和物质的诱惑。有的崇洋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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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认为外国特别是美国什么都好，月亮又圆又

大，遍地是黄金，一出国就会立即富起来就会上天

堂。为了出国，有的不惜出卖人格国格。婉儿就是这

个畸形群体中的一个。正如作品指出的：“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中国的城市，仿佛平地长出一片蘑菇似

的，繁殖出许多像她这样的姑娘。不，她们也许从来

不曾是姑娘，她们大抵从妙龄少女一下子就变成了

成熟的女人。她们零售或批发自己，并非被生活所

迫，而是被自己所迫。”

其二，家庭因素。父亲早逝，母亲忙于为生

活操劳，导致了婉儿从小就缺乏家庭温暖和起码

的家庭教育，这是造成婉儿悲剧的家庭因素。

其 三 ， “性 格 悲 剧 ” 因 素 。 偶 然 事 件 ———

“浮城”的发生，为婉儿也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悲

剧的可能性，并加速了婉儿命运的悲剧进程。外

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因此，

造成婉儿悲剧的因素还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亦即

“性格悲剧”因素。一方面，她自甘坠落。上初

一时便大胆地给班主任老师写情书。十七岁初三

复读时，便主动勾引了包子铺老板。当老板娘双

双将他们抓获时，她还觉得老板娘好笑。从此，

她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堕落，只为了能够出国。另

一方面，婉儿不能正确认识社会的复杂性。虽有

初中文化，但她却不知道传说中的白素珍是谁。按

理，遇上赵晓坤应是她自身命运的重大转折。正是

由于婉儿未能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没有认识到身

在 “浮城”所面临的危险，再加上她的善良和幼

稚，导致了晓坤的遇难和自身悲剧的提前到来。这

一点是婉儿事先未曾到也不可能想到的。遇上许雁

南，本该是婉儿命运的又次重大转机。但是，急欲

“新生”的她已变得任性起来。不听从许雁南的劝

告，争吵后跑上街去参加 “革命”。可以说，作者

对婉儿的命运给予了充分同情，但同时又是 “哀其

不幸，怒其不争” # $ %，即便事实上是 “不会争”，

也 “不能争”。许雁南的死，又使她失去了 “浮

城”以来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亲人。而遭致灭绝

人性的强暴，才是婉儿苦苦抗争后彻底绝望和 “真

疯”的重要因素。

婉儿命运的悲剧，深刻地提示了西方思潮侵

袭、传统文化沦丧、拜金主义以及个人享乐主义蔓

延的危害性。从而昭示出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进程中，应大力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断

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此外，婉儿的命运还表

明，个人命运只有立足于现实的土地，并与国家、

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通过辛勤劳动，才能谱写

出更加美好的现实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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