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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巴尔扎克的

现实主义整体观

二
蒋新平

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整体观
,

是指他 的现实主义作品和理论中呈现出的对社会 的全局
、

本质和符合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
。

法 国文艺评论家泰纳说
�

巴尔扎克
“之所以有力量

,

是因

为他有系统
” , “

他看到 了细节
,

同时也看到 了联系各个细节的规律
” , “巴尔扎克抓住了

真实
,

就是因为他抓住了整体
。 ” � 可见

,

现实主义 整体观在巴尔扎克的创作和理论中占有

相当重要 的地位
,

要想全面地 了解巴尔扎克
,

我们就不能忽视这一点
。

� 一 � 作品 整体的蓝图和框 架
。

《人间喜剧》
,

是巴尔扎克毕生创作心血的成果
。

它汇集了作者 �� 多部小说
。

但这 �� 多

部小说在 《人间喜剧》 中并不是机械地合并和汇总
,

也不是一般的作品集
一

,
’

而是一个有机的

整体
,

是 巴尔扎克现实主义整体观的具体体现
。

据 《巴为�扎克传》 � 和 《人间喜剧》 前言 的内容来看
,

巴尔扎克设想
,

《人间喜剧》 在

内容上由三个部分组成
,

第一部分
,

叫 《风俗研究》
,

它主要 “反映一切的社会实况” � ,

第二部分 《哲学研究》
,

是以批判的眼光去考察感情的来源和生活的动机
,

即阐明 《风俗研

究》 中描写的全部社会现象所产生的原因
。

《分析研究》
,

则是探 讨社会存在的原则
。

这三

类作品所侧重揭示的
“现象

” 、 “
原因

” 、 “
原则

” 在内容的横向联系上表明是
“反映整个

社会实况
” 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

在内容 的纵向层次上
,

显示 出作者由浅入深剖析
、

把握

社会现实的过程
。

作者试图通过这种 内容侧重点不同的三类作品的创作
,

为我们构筑 了一座

浑然一体 的绚丽辉煌的艺术大厦
。

在形式结构
�

匕 按巴尔扎克的设计
,

《风俗 研究》是底座
,

《哲学研究》 是腰身
,

《分

析研究》 是顶尖
。

底座如果是二十四册 的话
,

那腰身就为十五册
,

而顶尖只有九册就够了
。

三个部分 的比例是 � , � , �
。

从底部到顶端
,

一层一层高上去
,

也一层一层小上去
,

象一

座光辉灿烂的金字塔
。

每一个大 类的作品
,

就是这座建筑 的几个层次
,

而每一部小说
,

则是

这座建筑 层次中的数块砖头
。

这些砖头相依相伴
,

密不可分
,

共同构筑着这座巍然壮观的艺



术整体
。

巴尔扎克曾计划写一百四十二部作品
,

构筑他的金字塔
,

但他过早地去世
,

使他仅

写完九十多部作品
。

从已完成的九十多部作品来看
,

他的整体蓝图和框架还是真正在艺术的

殿堂中立起来了的
。

一

�二 � 将反映 整个社会作为作品 的追求目标
。

这在巴尔扎克的大量作品的序言 中
,

可以

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

巴尔扎克说
� “

我们头脑里负荷着整个社会
” �

,

并认为
,

作家对整个

社会生活的兴趣
,

是创作一部艺术作品必不可少的条件
。

这说明巴尔扎克在创作时
,

一

注意的

是社会的整体画面
,

以探索时代的脉膊
、

社会的全貌作为自己追求的宏伟 目标的
。

这种反映社会的整体思想
,

第一次清晰地出现于 巴尔扎克的笔下
,

是在 ����年
,

当时
,

巴尔扎克在 《幻灭》第一部的序言里声明
,

他的每一本书
,

充其量只是
“
关于社会的这部庞

大的长篇小说里的一章
” ,

他打算着手
“
全面地描绘社会一一描绘它的一切 表 现

,

一 切阶

段”
。

遵循着同样的思想
,

他在�� ��年 《出色 的女人》 的序言中承认说
� “一种折磨人的念

头一一按其原有的面貌从总休上来描写社会的念头
,

在控制着” 他 � ��  �年
,

在 《一个轻桃

女人》 的序言里
,

他又重 申
,

他要努力创作能组合成为一部
“当代风俗史

” 的一系列作品
。

这种思想
,

在下面的一些地方也表现得很 明显
� ��  !年在 《古物陈列室》 的序言中

,

他把自

己的 “
长篇巨著

”
看成是

“
社会生活事实的汇编

” , � � 。年
,

他又在 《比 哀 兰 德》 的 序言

里
,

把自己的创作评为
“
标志着现代社会特征的

、

户泛的
、

包罗万象的风俗
、

人物
、

事业和

运 动的广阔画面
。 ” �� �。年�� 月�� 日

,

他在 《致卡斯提里的一封信》 里
,

又谈到了自己从整

体上描绘社会的强烈愿望和
“写一部整个社会历史” 的打算

。

在具体的作品创作中
,

巴尔扎克一步一步地实现着自己将整个社会作整体 来 表 现 的 目

标
。

以 《风俗研究》 为例
,

它是 《人间喜剧》 的第一部分
,

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

其中与了六

个场景
,

每一个场景都描绘出了资本主义人生的一个时代
,

各有它的范围
、

旨趣和意义
,

互相 区

别而又 密切联系在一起
。

私人生活场景
,

主要写 人生阅历尚浅的青年阶段 � 这里有纯洁的青

年
,

钟情的妇女和安静的农村生活及行将告终的青春等等 , 外省生活场景
,

描写成年时期的

转变
。

这时
,

人们凡事都要盘算
,

生活变得严肃了
,

幻灭开始了
,

每时每刻实际 的利益都在

与强烈的情饮和夭真的希望发生着冲突
� 巴黎生活场景

,

写人生到了衰老时期
,

这时美德被

毁谤
,

天真被出卖 , 激情让位给使人倾家荡产 的趣味和罪恶
,

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市场
,

一切

都可 以标价卖出和买进 , 军事生活场景
,

是通过凶残而激烈的搏斗
,

表现为防卫和征服而进

行的利益冲突 , 农村生活场景
,

描绘 了发生在农村的生活和斗争
。

从 《风俗研究》 的以上 内容来看
,

它是要突破一切界限
,

描写一切场景
,

男女性格和各

种生活方式
,

从青春到年衰
,

从外省到巴黎
,

从城市到农村
,

从政治到军事
,

以 人 物 为主

轴
,

分门别类
,

以极大容量的深广度
,

反映整个社会的生活面貌
。

作品的另外两部分 《哲学

研究》 和 《分析研究》 虽然侧重点不同
,

但都是将整个社会作为描写对象的
。

三个部分构成

一个有机的整体
。

�三 � 一个有机的整体
,

其内部结构应该是紧凑的
,

联系的
,

·

为此
,

巴尔扎克特别 注意

了以下几点
。

其一
,

在单篇作品中
,

将作品 内容要素
,

诸此细节
、

人物
、

环境等与反映的整个社会生

活联系在一起
,

使之构成完整的社会画而
。

以细节描写为例
,

巴尔扎克是很重 视 细 节 描写

的 ,
他在经济细节方面使恩格斯

“

所学到的东西
,

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
、

经济



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 ,

他 的经济细节描写之所以能够容纳这么多的

信息量
,

给人提供认识
、

把握社会 的上佳效果
,

是因为他的细节描写与作品反映的整个现实

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
。

《欧也妮
·

葛朗台》 的结尾
,

葛朗台用生命的最后之力
,

拼命去抓那

镀金的十字架的细节
,

有着很强的典型性
,

其思想意义与作品揭示的整体现实 的 社会 关系

�金钱关系� 亦是联系在一起的
。

巴尔扎克也很往意刻画人物性格和反映社会整体生活的联系
。

他极力反对欧仁
·

苏在刻

画人物时表现出的对社会整体生活的漫不经心
,

认为欧仁
·

苏在刻画人物时
,

根本没有考虑

到它们是整体社会生活的大画面的组成部分
,

而是将人物作为孤立的个体来描绘
,

结果写出

的人物只是孤立的存在
。

欧仁
·

苏在 《让
·

卡瓦利埃》 里把路易十四 描写成这样一个人
�

他

“好吃
” , “

身上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怪味
” ,

为了显得高一些
,

他
“
在鞋子里 垫 上 一 付纸

牌
,

在头上戴上高高的假发”
。

巴尔扎克认为这些细节脱离了整体的社会生活
,

如果将形象

放在整个时代背景上去揭示 的话
,

那路易十四应该
“
是一位孜孜不倦 的城堡的建造者

、

运河

和纪念碑的建筑师
、

艺术和商人的庇护人”
。

巴尔扎克在这里尽管对路易十四评价过高
,

·

但

是他强调作品内部因素与反映的社会整体的联系
,

则具有较多的真理成分
。

其次
,

巴尔扎克利用
“
串篇

”
人物

,

增强作品和作品之间的联系
。

巴尔扎克是以反映整个社会的生活为出发点的
,

他 的单部作品
,

写的只是个别
、

局部的

矛盾冲突 的发生
、

发展和解决
,

并不是整个社会规模冲突 的全貌
。

只有将作品与作品之间的

画面
、

情节完整而连续地串联起来
,

才能反映 出社会的全体
,

使所有作品成为有机的整体‘ 为

此
,

巴尔扎克小说 中设计 了大量的串篇人物
,

如
�

鲍赛昂夫人
、

拉斯蒂捏
、

吕西安
、

阿拉斯

大齐等等
,

他们从这部长篇小说串到那部长篇小说
,

从这部短篇刁蜕 串到那部短篇小说
,

把

各种小说反映社会的不同画面粘合在一起
,

从而促进 了超越王个别长
、

中
、

短篇小说的整个

画面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

此外
,

·

他还利用经纬交织
、

纵横结合的内部结构
,

加强作品和作品之间的联系
。

,

一方面
,

《人间喜剧》 以历史发展规律为
“
经

” ,

贯穿作品与作品之间
,

从纵向描写了

封建贵族的日益衰败
,

资产阶级的 日趋强大
,

通过两种阶级力量的兴衰长消的对比变化
,

反

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

鲍赛昂夫人就是一个走向没落的封建贵族 的典型
。

她本是宫廷贵

族 的后代
,

是
“ 巴黎社交界的王后

” , “
贵族社会的领袖

” ,

然而
,

在 《高 老 头 》 的 作品

中
,

于情爱的竞技场上
,

她却运气不佳
,

败在资产阶级小姐洛希裴特的手下
,

而被排挤出上

流社会
。

在 《弃妇》 中
,

息居的鲍赛昂夫人
,

虽然又有了恋人
,

但又被资产阶级小姐罗地埃

夺苏 这样
,

鲍赛昂夫人就成 了名副其实的
“
弃妇”

。

其它贵族的代表人物艾米 丽小姐仪苏

城舞会》 �
、

艾斯格里雍侯爵 � 《古物陈列室》 � 等在连续的作品中
一

‘ 命运亦是如此
。

甲尔

扎克通过这些人物
,

为我们展示 了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
,

,

贵族阶级走向灭亡的过程
,

表现

了封建主义被资本主义代替的必然性
。

在作品和作品之间的纵向联系上保持了连贯性
。

另一方面
,

作者又以金钱原则为 “纬
” ,

从横向描写了金钱势力 的强大和罪恶
,

通过对

资产阶级丑恶灵魂的剖析
,

反映 了资本主义社会 的本质
。

赛西儿在婚事中感兴趣 的只是对方

的财产 � 《邦斯舅舅》 �
,

斐纳为了金钱嫁给 了纽沁根 � 《高老头》 �
,

葛 朗 台
“
是 只 老

虎
,

是只巨蟒
” ,

为了金钱可以不顾女儿的爱情和幸福 � 《欧也妮
·

葛朗台》 �
,

作者通过

这些典型人椒的刻画和描绘
, 在作品的横向联系上

,

反映 了资本主义的生活是
“
一部由金钱



开 动的机器
” � 《高利贷者》 � 这一共同的社会特征

。

由于作者既注意了单个作品内部要素和作品反映的整体社会生活的联系
,

又考虑了作品

和作品之间的统一和衔接
,

这就大大增强 了总体作品表现生活
、

反映社会的整体功能
,

真正

“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 的现实主义历史” �
。

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 整体观的形成
,

与他的唯物主义哲学观有关
。

构成巴尔扎克的世界观的成分是复杂的
,

一方面
,

他有保皇党的政治观点
,

又信仰天主

教
,

在哲学观点上保留着明显的唯心主义成分
。

但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中也有着进步的成分
,

那就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及科学 的研究和观察社会的方 法
。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
,
巴尔扎克受消极浪漫主义 的影响

,

在创作中为 了一些先验的世界模

式去唯心地杜撰事实
。

这种唯心主义 的认识方法
,

使其创作过分地 注重对死亡
、

凶 杀
、

监

禁
、

疾病等偶发事件的揭露上
,

作品的艺术价值并不高
,

这一时期的作品
�
《海盗阿尔古》

、

《阿尔坚的牧师》 等
,

连巴尔扎克 自己后来 也表示不满意
。

自三十年代起
,

他与轻视现实生

活
、

轻视周围环境对现象的制约性的消极浪漫主义逐渐决裂
,

唯物主义认识论开始占据了他世

界观 的主 导地位
。

他对思维和存在这一哲学的根本问题一直进行思考和探讨
。

他在自传性小说

《路易
�

朗贝尔》 中
,

曾通过他自己的化身路易
·

朗贝尔谈到
“理智完全是物质的产物” ,

他承认
“思维的物质性” ,

还
“
认为思想和 观念是人 的内部机体的运动和行动

” 。

巴尔扎克

还听过历史学家基佐的课
,

接受 了基佐的一些唯物主义观点
,

使他能够用 唯物主义的观点
,

来观察
、

理解整个社会现实
,

在创作前 “埋头调查
、

解剖人 的举动
,

细细观察人 的面貌和声

音的变化
” ,

然后
“根 据事实

,

根据从生活中得出来 的结论
” �写 自己的书

。

这 种 脚 踏实

地
、

立足现实的唯物主义态度
,

也使巴尔扎克在深入地考察细节和琐事 的时候
,

易于见 到事

物之 间的联系
,

然后
“以老螺铀工匠 的那种耐心和手艺把它们组合起来

,

使它们构成一个统

一
、

独立
、

新鲜的整体
。 ” �

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 整体观除与他 的唯物主义哲学观有关外
,

直接 的启发却来自法国自

然科学界的一场争论
。

�� 世纪末至�� 世纪初
,

法国生物学界有两位著名 的学者
,

一者为居维

埃
,

另一个叫圣伊莱尔
,

他们是科学院的同事
。

居维埃在研究方法上
,

采用 分析的方法
,

把事物

分解为个别
、

独立的因素
,

无视于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 � 圣伊莱尔则用综合方法
,

十分重

视事物的有机性和完整性
,

重视事物部分之间的统一联系
。

这显然具有唯物主义倾 向和素朴的

辩证法思想
。

这种方法论上的重大分歧终于酿成了一场大争论
。 ��  �年

,

当圣伊莱尔提出了

动物机体构造的
“
统一论

” 时
,

遇到居维埃的反驳
,

于是一场似
“火山爆发

” 的争论在科学

院公开发生了
。

这虽是科学界的一场争论
,

但 波及面很大
。

恩格斯
、

歌德等著名人士皆对这

场争论作出过 反应和评价
。

这场争论也自然吸引了巴尔扎克
,

他完全站在圣伊莱尔一边
。

巴尔扎克受圣伊莱尔
“
有机统一

”
学说的影响

,

认为社会也和自然界一样
,

没有任何孤

立的东西
,

是由各种互相联系的事物组成的有机整体
。

在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比较中
,

巴

尔扎克形成了整体
,

系统观察社会的方法
,

也逐渐形成了现实主义的整体观的基本内容
。

�



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整休观对他 自身的创作及整个现实主义创作和理论都有着不可磨灭

的重大意义
。

在现实主义整体观指导下
,

巴尔扎克以反映一个国家 �法国 �
,

一个世纪 �十九世纪�

的历史面貌有己任
,

以浩瀚磅礴 的气 魄
,

波澜壮阔的热情
,

给我们绘制了一整卷幅员广大
,

形象逼真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图景
。

他表现的不是一家一人
,

而是整个社会
,

不是一水一池
,

而是整个海洋
。

如果没有明确的现实主义 整体观的指导
,

谁也不会选这样吃力的担子放在肩

上
。

巴尔扎克前后 的一些现实主义作家
,

如
� 司各特

、

司汤达
、

狄更斯
、

萨克雷等等
,

尽管

他们在 刻画人物形象
,

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方面有很多成功和可取之处
,

但由于他们缺乏巴尔

扎克这种现实主义 整体观的指导
,

所以在反映历史 的深广度的结合上
,

在表现社会的整体性

和集中塑造众多的典型人物方而
,

他们都不能与巴尔扎克相提并论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巴尔

扎克是一条滔滔不息的大河
,

其它人只是一些 支流小溪
� 巴尔扎克是一个五彩 绚 丽 的 大在

园
,

其它作家只是几支独秀
� 巴尔扎克是整部历史

,

其它人则是这史 书的数页数节数章
。

巴

尔 扎克可 以容纳他们
,

但他们 谁也不能替代 巴尔扎克
。

现实主义的整休观产生了 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这样 的辉煌成果
,

还丰富了现实主义的

典型理论
。

长期以来
,

人们对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进行阐述
、

概括时
,

都不约而同地将注意的焦点

集中在典型人物
、

典型环境
、

典型细节等方面
,

这是非常正确 的
,

因为它们代表了现实主义

的主要特征
。

但对典型化的具体过程的研究
,

人们仍没有得出一个完全令人信服的结论来
。

我认为
,

巴尔扎克的现实 主义 整体观在单部作品中注意 的细节
、

环境
、

人物之间的联系

以及这些因素与 反映的社会生活整体画面 的联系
,

恰恰是对典型化的过程 的具体
、

精确
、

完

整的表述
。

塑造的形象做到了以上两方面 的
“
联系

” ,

就可以达到典型 的高度
。

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 的信 中说
� “

你 的人物
,

就它们本身而言
,

是够典型 的
�
但是环绕

着这些人物并促使它们行动的环境
,

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 的了
。 ” 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

,

典

型人物可 以孤立存在
,

而是说只有将人物与环境联系起来
,

将人物置于社会发展的整体面貌

中刻画
,

才能
“
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 。

这表述的内容与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

整体观大致差不多
。

欧仁
·

苏
、

左拉之所以在塑造艺术典型方面遭到马克思
、

恩格斯的强烈

批评
,

也是因为这两位作家缺乏巴尔扎克 的整体艺术观
,

不是从反映社会 的整体要求出发去

利用
、

选择细节
、

刻画人物
,

而是不厌其烦地描述那些在社会发展的总体运动中消失了的个

别细节
,

这就不可能塑造出典型形象来
,

而且往往还歪曲时代 的本质
。

从上可知
,

马克思
、

恩格斯两位导师在对作家的艺术典型进行规范
、

要求时
,

与巴尔扎

克的现实主义 整体观所体现的原则
,

是基本一致的
。

因此
,

现实主义 的典型理论
,

理应重视

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整体观
,

并将之纳入到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中去
,

使现实主义的典型理

论更加丰满
、

更加完善
。

�下转第�� 页 �



学家
、

大学教师以及其他教育工作者 的大力支持
。

我的观点倾向于后者
。

我们应关心并密切注视新西兰英语的发展
,

应进一步研究新西兰

英语
,

而具应理论联系实际
,

使大家通过比较
,

鉴别各种英语的异 �可
,

提高教学效果
,

提高

交际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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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

作为文学史上的一座现实主义里程碑
,

巴尔扎克亦有自身的缺陷和局限
。

他有整体
、

全局把握事物 的能力
,

但由于他还没有找到一种明确的东西与资本主义制度

相抗衡
,

所以仍然未能下决心 与这个社会完全决裂
。

也正因为如此
,

他在反映社会时
,

尽管

具有整体观
,

但鞋对 整体画面的事物和人物 进行评价时
,

仍得出一些不符合实际 的结论来
。

�

他的现实主义整体观
,

有朴素 的历史主义观点
,

但尚未达到历史唯物主义高度
,

所以真
作品对历史规律

,

特别是阶级斗争规律的反映
,

常常还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
。

他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矛盾和弊端
,

对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
,

但他是从资

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
,

从人性的角度来揭露资 产阶级 的 贪 焚
、

吝

戳 狠毒
、

狡诈的
,

所以
,

这种批判和揭露是欠彻底的 � 他 反对资产 阶级
,

但往往 反对的不

是资产阶级的全体 , 他揭露金融资产阶级和社会的黑暗现象
,

但为的是维护中
、

小资产阶级

的利益
。

以上种种缺胳
,

限制 了巴尔扎克用现实主义整体观去把握和认识社会的本质
、

规律的能

力
,

反映了作者思想和世界观上 的复杂矛盾
。

尽管如此
,

在总体上
,

这些缺陷还是无损于巴

尔扎克在文学史上 的重要地位
。

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整体观与他 的作品一样
,

永远闪耀着灼

人的光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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