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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小说中的日本女人

陈晓兰

(上海大学 文学院
,

上海 2以只36 )

摘要
:
郁达夫主要从政治军事

、

地域
、

文化和 日常生活三 个层 面认识 日本
,

他的 日

本观也表现出三重性
,

三者既分离又结合
。

在文 学创 作中
,

那达夫 个人与 日本的

关 系主要通过跨种族的两性关系得 以 体现
,

性别 意识 与 国族意识
、

男性身份与 民

族身份相互对立
。

小说中的 日本女性形 象体现了郁达夫对 日本的道德评价
。

关键词
:
郁达夫 ; 日本 ;女性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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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19 世纪东西洋人闯人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
,

外国因素或隐或

现地存在于中国的事务甚至普通人的生活 中
,

对外 国的体验构成了中

国人经验与情感的一部分
。

这是一种充满创伤的体验
,

对于 19 世纪以

来的中国人而言
,

西洋
、

东洋一类的词总是会激起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

感情
。

它是帝国主义侵略者
,

但却是中国试图效仿的榜样
,

它吸引但同

时又排斥着中国
,

在这里个人的幻想和欲望受到无情的挫折
。

与其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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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异国的复杂体验属于那些被我们体验
、

想象
、

注视和言说的国

家
,

不如说它更属于我们 自己
。

19 世纪中期以来
,

西方或 日本不仅是

官方
、

政治家思考的对象
,

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想象和谈论的

对象
。

人们从不同的途径接触了或体验了他的谈论对象
,

或者从哲学

政治经济学家的文本
、

文学艺术家的描述
,

或者通过短期的旅游
、

考察

或长期的实地生活
,

或者从在中国的外国人
、

与外国相关的中国人身上

认识异国
,

并形成了种种刻板形象
。

这些形象虽然与所谈论所叙述的

实体有着必然的联系
,

但它却是经过 了特定时期有着特殊追求的中国

人这个中介的再创造
,

它体现更多的是中国人 自身对传统
、

对他异者的

态度和集体及个人内心欲求的诸方面
。

况且
,

异 国
,

不仅是一个文化
、

地域意义上的他者
,

更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同盟者和对手
,

每一个人在

面对一个异国时
,

个人的体验必然与民族国家的意识纠缠在一起
,

这使

异国呈现出复杂
、

多重和分裂的特点
。

在近 100 多年的中国文化史上
,

日本一直是思想家和文学家谈论

的对象
。

日本的形象随着国际政治形势及中日关系的变化和中国国内

对自身传统的认识与对未来的构想而不断变化
。

梁启超
、

鲁迅
、

郭沫

若
、

成仿吾
、

张资平
、

郁达夫等都曾对日本有过切身的体验
,

而且他们主

要是通过 日本来了解和认识西方及现代化的
,

他们以 日本为主题或为

背景的作品和言论表现了他们对于 日本的理解和态度
。

或许可以说
,

在这些作家中
,

郁达夫与 日本的关系比任何人都更复杂更矛盾
。

政治

军事意义上的日本与文化
、

地域意义上的 日本及国民 日常生活中的 日

本之间既分离又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

三者纠结在一起
,

影响了郁达夫对

日本的体验和认识
,

而在异国他乡被强化的民族身份
、

国族意识又与他

的性别身份
、

男性意识
、

个人欲望相对立
、

相冲突
,

使郁达夫在心理成长

的过程中
,

遭遇到异常强烈的挫折感
。

郁达夫在 1936 年写的《自传》中回忆了 20 多年前他初次见到 日本

时的感受
。

当他离开祖国驶人日本海时
,

他感到的是一种被解放的自

由
。

美丽的大海
、

明媚无以复加
、

四周如画的懒户内海
,

小岛纵横
、

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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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碧的长崎激起 了他对日本民族和文化的景仰
: `

旧 本艺术的清淡多

趣
,

日本民族的刻苦耐劳
,

就是从这一路上的风景
,

以及 四周海上的果

园垦植地看来
,

也可大致明白
。

蓬莱仙岛
,

所指的不知是否就是在这一

块地方
,

可是你若从中国东游
,

一过懒户内海
,

看看两岸的山光水色
,

与

夫岸上的鱼户农村
,

即使你不是秦朝的徐福
,

总也要生出神仙窟宅的幻

想来
。

何况我在当时正值多情多感
、

中国岁是十八岁哩 !
” 。

①在郁达夫

尚未深人日本文化的核心之前
,

他是从自然的
、

地域意义上的 日本来感

受并描述日本的
,

在他的眼中
,

这是一个远离尘世的享乐世界
,

人可以

超越一切局限
,

摆脱种种束缚和羁绊
,

个人的欲望都可以实现
。

他用
“

蓬莱仙境
” 、 “

神仙窟宅
”

来形容
,

日本变成 了一个超越现实
、

自由享乐

的道家境界
,

并由此联想到徐福
,

这一方面说明他对中日之间的历史关

系的了解
,

而且也表明他对 日本的感受和期待与
“

徐福东渡
”

的历史传

说之间的某种连续性和相关性
。
②另一方面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普遍

的崇洋之风也影响了郁达夫对 日本的美好想象
。

在郁达夫的青少年时

代
,

既定的世界秩序早已发生巨变
,

异国也已不再是
“

西番
” 、 “

蛮夷
” 。

对异国的肯定与对本民族的自我批判和反省意识的觉醒相伴而生
,

因

此
,

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
,

也把异国的人侵和中国的失败看作是应

该由自己负责的结果
。

当西方和 日本在对中国实行殖 民主义政策和排

华意识空前高涨时
,

日本同西方一样
,

却变成 了一个可以避难
、

足当效

仿并能满足有关个人和国家欲望的理想之邦
。

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历史

教授马里乌斯
·

詹森所说
: “

在 19 世纪后半期
,

在有影响的中国领袖人

物心 目中
,

日本逐渐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形象
。

在冯桂芬的

一些著作中
,

可以看到中国人早期对 日本制度变革和对技术做出的努

力所流露出的赞美之情… … 明治时期的日本在清末儒家维新派心 目中

占有特殊的地位
。 ” ③ 19 世纪最后几年

,

日本成了有志之士趋之若鹜的

国家
,

终于在 18 % 年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 留学高潮
。

一方面知

识分子把留洋看作寻求救国之路的途径
,

另一方面
,

清廷也由于外交和

军事的需要鼓励出国留学
,

留洋已成为一项国策
,

朝廷制定了相应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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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选派办法
、

经费来源及回国后的奖励录用等措施
。

留学生依所获取

的文凭高低而分别奖给拔贡
、

举人
、

进士
、

翰林出身
,

分别录用
。
④统治

者以功名利禄鼓励留洋
,

普通人也就把留洋作为升官
、

发财的途径
,

崇

洋之风在民间十分盛行
。

郁达夫在其《自传》 ( 19 3 6) 中描写了他去 日本

之前家乡的崇洋之风
,

而他自己也由于上了洋学堂
、

成绩优异而洋洋自

得
。

郁达夫的长兄郁曼陀是清末的官费留学生
,

191 0 年 7 月毕业于东

京法政大学法律科
,

回国后应清廷留学生考试及格
,

奖给举人衔
。

他的

二哥也在这前后于一洋学堂毕业
,

在一个驻防部 队任排长
, “

这一文一

武的两位芝麻绿豆官的哥哥
,

在那小小的县里
,

自然也耸动了视听
” 。 `

忍

同时
,

国内局势黑暗混乱
,

学校教育令人失望
,

在这样的环境下
,

郁达夫

同许多中国人一样
,

在对日本缺乏切身体验之前
,

充满着海市屋楼般的

幻想和向往
。

郁云在《郁达夫传》中说
,

郁达夫当初是
“

满怀着喜悦
”

离

开家乡去 日本的
。

郁达夫在其《自传》中也表现了他当时去 日本时的心

情
: “

鹊立在船仓的后部
,

西望着祖国的天空
,

却一点儿离乡去国的悲感

都没有… …大约因为生活的沉闷
,

两年来的蛰伏
,

已经把我的恋乡之情

完全割断了
。 ” ⑥然而

,

他在 日本遭受 的失败和挫折很快使他来 日本的

美好幻想破灭
,

而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好感的丧失又是在个人欲望

的受挫中
,

在 日常生活的创伤性体验中完成的
。

19 13 年郁达夫到了日本
,

那时他只有 18 岁
,

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

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阶段
,

完成了他的成人仪式
,

这是他生理和心理

成长的关键阶段
,

直到 19 22 年
,

郁达夫完成学业回国
,

194 5 年被 日本人

杀害
。

郁达夫在 日本的生活经历对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

包括他个

人性格的形成
、

男性身份的确立
、

他与社会与女性的关系和态度
、

他回

国后的政治立场
、

他对 日本的态度等
。

郁达夫在 日本 的时间可以说是

1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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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
,

从 19 13 年到 19 22 年
,

近乎十年
,

他所接触的 日本应该是全面

而又广泛的
,

然而
,

从郁达夫留给世人 的记录和叙述来看
,

他不断重复

的一个主题便是一个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女人间的关系
,

这个 留学生或

者是作者自己
,

或者是他塑造的人物形象
,

但这种关系似乎给作者自己

的心灵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
,

不仅成为他开始文学创作时的中心主

题
,

而且致使他在后来有关 日本的小说和 自传中总是把 日本与女性
、

两

性关系与种族关系
、

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
、

男性个体的身份危机与民族

的身份危机纠缠在一起
。

而他的创作也由于对情欲的大胆表现而受到

批评
,

同时又由于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而被肯定
。

郁达夫一踏上 日本的土地
,

首先引起他注意的似乎便是 引起他想

象
、

并使他陷人混乱状态的作为商品的女人
。

正如李欧梵先生所说
:

“

就是在 日本
,

这些中国青年的大多数才开始不受限制地接受了外国的

思想
、

外国的习惯以及 日本的女人
。

专为中国学生提供膳宿的招待所

通常都是由一些贫苦的日本家庭开办的
,

而年老的女房东往往都有个

女儿
。

还常有艺妓馆
、

餐馆
、

茶馆
,

令人应接不暇
,

不断勾起这群总有点

虚掷年华的少年们的声色口腹之欲
。 ” ⑦郁达夫在 《自传》中也叙述了当

时所受的影响
: “

画报上的淑女名媛的记载
、

东京闻人的妓妾的艳闻
” ,

“

街头名优半裸体的艳照
” , “

易 卜生的问题剧
,

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
,

自

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
,

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的两性观
” , “

对我

这样一个灵魂纯洁
、

生性孤傲
、

感情脆弱
、

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
”

引起的
“

只是一种感官的刺激和无法实现的性幻想
” ,

而幻想和欲望的受挫又

使他倍感
“

受到推挤
” ,

沦入
“

消沉
” 。
⑧在他人生观

、

世界观形成的重要

时期
,

他却只能通过 日本的一些下等妓女
,

或以色情为生 的女子
,

或者

是旅馆酒店女招待
、

小商店的
“

看板娘
”

认识女人
,

并通过与她们的关系

认识 日本
,

并体验他与 日本的关系
。

郁达夫与同时代的其他文人一样
,

被赋予一种家
、

国使命感
:
给家庭带来荣誉

、

财富
,

使国家富强
。

正是在

这种家庭 的责任感和对国家的使命感 中
,

在男女的性别差异和高下尊

卑的社会地位的区别中
,

中国男人的男性身份得 以确定—
这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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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别意义上而言具有优越性的男性身份
。

在郁达夫的时代
,

虽然已

经在提倡男女平等
,

但男性在社会地位及两性关系中的优越性和主导

地位仍然是主导性的意识
。

从郁达夫的《自传》看
,

郁达夫也并不是一

个天生 自卑的人
,

他初到日本时
,

生活非常有规律
,

对自己的前途充满

信心
。

然而
,

他与 日本女人的接触使他失去了心态的平衡和一个男人

不可或缺的 自信和 自尊
,

性别上低下的 日本女人却由于种族上的优势

对郁达夫表现出歧视的态度
,

她们作为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自尊的男

人 由于种族上的劣势而产生的屈辱和 自卑感
,

这种自卑感一方面来 自

对当时衰弱的民族自我形象的认同
,

另一方面由于颠倒的两性关系而

得到强化
,

性别上的优势与种族上的劣势使他处于矛盾状态
。

日本人

普遍存在的国家主义意识和种族歧视无情地使他回到现实
,

并迫使他

接受日本人强加给他的
“

中国人低劣
”

的意识
。

由于 中国男人
,

特别是

知识分子的国家使命感使他们自觉地将民族命运与个人密切联系起

来
,

将民族身份与个人身份等同起来
,

也 由于郁达夫本人在日本的特殊

经验
,

即在两性关系上的欲望与受挫的经验
,

使他将民族的衰弱和屈辱

感内化为自我意识的组成部分
,

这使他产生了一种无能
、

无力
、

自卑和

边缘感
,

使他在面对日本人
、

特别是 日本异性时处于无力的绝望状态
,

这种无力衰弱感不仅表现在两性关系中
,

也体现在改变国家的愿望中
。

正如他所说
: “

是在 日本
,

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

的地位
,

是在 日本我开 始明白了近代科学— 不 问形 而上或形 而

下

— 的伟大与精湛… …而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
,

弱国民族所受的

侮辱与欺凌
,

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
,

是在男女两性
,

正 中

了爱神毒箭的那一刹那
” 。 “

从快乐的绝顶立时掉人到绝望的深渊底里

去
” ,

产生
“

被侮辱
、

绝望
、

悲愤
、

隐痛的混合作用
” 。

⑨在郁达夫心智成长

的关键时期
,

其性意识的觉醒和伴随着两性关系和婚姻家庭而获得成

人意识的过程
,

要在视自己为卑下软弱的异国的土地上完成
,

正如李欧

梵所说
: “

发生在与外国女人之间
” ,

郁达夫
“

无法抵制一个鄙视自己的

国家里的女性— 尤其是屈服于妓院里那些人的诱惑
” ,

L而这些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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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上
、

性别上低下的诱惑者却表现出对他的歧视
。

郁达夫在 日本的这

种经历使他既不再与中国认同— 那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
,

他的痛

苦正是国家造成的
,

同时 日本对他的歧视和排斥也使他无法认同日本

文化
,

因此他处于两种文化的边缘
。

美国学者在跨文化认同现象的研

究中
,

通过对以下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来确定一个移居于他文化的外

国人的心理
:
一

、

是否渴望维持自己的传统文化
,

二
、

是否在这个社会中

愿意与其他群体保持关系
。

对这两个问题的肯定回答表明了一种文化

影响中的整合模式
,

对第一个问题的否定和对第二个问题的肯定表明

了一种归化倾向
,

而对两者的否定则是边缘化的表现
。

而对 中国人的

调查则表明中国人普遍存在的对民族歧视的敏感远远超过其他民族的

人
。
⑧日本经历对郁达夫的心理影响是他浓烈的边缘人意识形成的重

要原因
,

这种心灵创伤在他日后的生活中变成 了一种恶梦
。

在两性关

系中
,

他总是处于被对方控制的被动地位
,

在《迷羊 》中
,

他表现了一个

被情感控制的男人
,

时刻恐惧着被抛弃的命运
,

对于被抛弃
、

被排斥的

恐惧使他在情感中必然处于被动地位
。

而且在表现两性关系时
,

他总

是通过女性这面镜子对照男人
。

早期小说中的日本女人
、

《春风沉醉的

晚上》
、

《迟桂花》中的女性人物
,

都具有镜子的功能
:
她们照出男主人公

道德
、

性情和人格上的弱点
。

因此
,

从心理和人格的形成方面而言
,

日

本的经历对郁达夫的影响是消极的
、

有害的
。

郁达夫正是通过他所接触和遇到的 日本女人及他与这些女人的关

系来认识和体验日本的
,

在郁达夫有关日本经历和体验的描述中
,

日本

女人占据突出地位
,

他通过女性表现 日本
,

并通过性别关系表现他与 日

本的关系
。

在对长崎的自然美景 的描绘中
,

他用
“

少女
”

这一 比喻来形

容长崎给他的印象和对他的吸引
: “

嗣后每次回国经过长崎
,

心里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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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跃半天
,

仿佛遇到了初恋的情人
,

或重翻到了几十年前写的情书
。

长

崎现在虽 已衰落了
,

但在我的回忆里
,

她却总有着那种活泼天真
,

像处

女似的清丽的印象
。 ” L将 日本女性化

,

并以对少女和情人的怀恋和欲

求来 比喻 自己对 日本的感受
,

并将自己青春期与女性化的 日本联系起

来
,

其中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两性化的寓意是不言 自明的
。

同样
,

在

《归航 》 ( 19 2 2) 中
,

郁达夫也用 了两性关系来比喻他与 日本的关系
: “

我

将要离 日本 了
,

我在沦亡的故国山河中
,

万一同老人追怀及少年时代的

情人一般
,

有追思到 日本的风物的时候
,

那时候我就可拿出几本描写 日

本的风俗人情的书来赏玩
。 ”

郁达夫对日本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
,

一方

面
,

他肯定 日本的大自然和文化
,

他说
“

紫式部的同画卷似的文章
,

蓝苍

的海浪
,

洁白的沙滨
,

层次雅淡的别庄
,

别庄内的美人
,

美人的幽梦
”

令

他留恋
,

另一方面
,

日常生活中所遭受的屈辱又使他厌恶 日本人
,

正如

他自己所说
: `

旧本的海岸是风光明媚的
,

日本的儿女是荒淫无忌
、

轻薄

淫荡的
。 ” `

旧 本是我最厌恶土地
,

所以今后大约我总不至于再来的
。

因

为我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
,

所以将来大约我总不不至坐在赴美国的船

上
,

再向神户横滨来泊船的
。 ”

在郁达夫有关日本的小说中
,

其中心主题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对 日

本女人的幻想
、

欲望及欲望的挫折
。

小说的结构总是千篇一律
。

孤独

的中国学生被性感的日本女人所诱惑而陷人难以 自拔的单相思
,

最后

少女嫁给了日本男人
。

小说中的少女或者女人总有一个年长的家长
,

如静儿的五十多岁的母亲
,

从前在西洋菜馆里当过炉
,

看见男主人公带

来的礼物就满脸堆笑
。

《沉沦 》中少女的父亲
,

《南迁 》中东京某旅馆 M

的父亲
,

这些家长像守护者
,

阻碍着小说主人公与 日本女子的婚姻
。

这

些家长大都是作为反面形象来表现的
,

如 《南迁》中的父亲
“

身体伟巨
” 、

“

相貌狞恶
” ,

将女儿作为商品
, “

卖
”

给第三者
,

而这个第三者往往是强

壮的日本人或商人
。

《银灰色的死》中的静儿后来嫁给了一家酒馆的三

卜多岁的男人
。

日本女人对于中国男人而言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欲

望
,

一个被禁止得到的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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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列维
·

施特劳斯所说
,

许多社会与文化的构成以交换女人为基

础
,

一方面经由婚姻与家庭制度
,

在阶级与家庭之间流通女人
,

让男人

挑选可以欲求的女人
,

从而维系父系血统的纯正
,

巩固父权价值
。

在男

性社交上
, “

藉由女人的可欲求性
,

增加男人本身的价值
,

商品女人是男

性价值的镜子
。 ” “

在象征层次上
,

男人欲求女人乃是男性社会结构的产

物
,

男人透过取得令人欲求的女人而彼此交劲或结盟
,

建立权力关系
” ,

正是女人建立了男性之间的彼此关系
。
L从郁达夫对 日本女人的想象

和叙述来看
,

他在两性关系及种族关系上的观念具有传统性
。

在现实

中
,

不论是日本还是中国
,

将女人作为商品和性及生育的工具
,

是他所

熟习的
。

日本女人的实际状况证实了他的观点
。

他说
: `

旧本的女子
,

一例地是柔和可爱
” 、 “

顺存男子
” ,

但却没有 中国那么固执的守身观念
,

不愿缠足深居
。

虽然郁达夫因为赤裸裸地暴露个人的感情而被看作是

对传统
、

礼教的叛逆
,

但他的妇女观
、

两性观却是传统的
。

如果把他笔

下的 日本女人和中国女人作一 比较
,

就发现这两种女人具有本质的区

别
。

他在中日妇女形象上表现 了传统文人的妇女观
,

即一方面把女人

看作道德的化身
,

另一方面又把她们看作淫妇
。

中国女人和 日本女人

正是这两极分化的女性的代表
。

在有关日本的小说和散文中他主要描

写了两类 日本女人
,

一类是色情淫荡
,

在道德上
、

社会地位上都是卑劣

和低下的妓女
,

以及下宿屋的招待女子和当炉的少妇
,

而后两类也常以

色情赚钱或吸引客人
。

正如他在 《银灰色 的死》中所说 : “ 东京的酒馆
,

当炉的大约都是十七
、

八岁的少妇
” ,

他
“

知道她们想骗他的钱
,

所 以肯

同他闹
,

同他玩的
” 。

另一类是主人公作为追求对象的纯洁少女
,

如《银

灰色的死》中的静儿
、

《南迁》和《风铃》中患病的女学生
。

但不论是哪种

类型
,

在他笔下
,

她们都是被作为诱惑者和背叛者表现的
。

他在表现这

些女性时所采用的手法和叙述语言
,

表现了他对这类女人的价值判断
。

在《沉沦》
、

《银灰色的死》中
,

他详细描写她们的服饰
、

色香味
、

小曲儿
、

红白的脸
、

蔷薇花似的嘴唇
、

笑庸
、

洋磁似的牙齿
、

雪嫩的纤手等等
。

他

在《自传》中
,

详细地描写了日本女人的身体特点及其形成的原 因
: `

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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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女人大抵总长得肥硕完美
,

决没有临风弱柳
,

瘦似黄花的病貌
。

更兼

岛上火山矿泉独多
,

水份富含异质
,

因而东西靠山一带的女人
,

皮色滑

腻通 明
,

细白得像似磁体
,

至于东北内地雪国里的娇娘
,

就是在 日本也

有雪美人的名称
,

她们的肥白柔美
,

更可以不必说了
” 。

L这段描述 的语

言和方式将 日本女人作为异类女人 (以中国女人为参照 )和诱惑者的特
J

点暴露无疑
,

他这种谈论女人的方法和对她们的肆无忌惮的注视本身

就含有一种贬低意味
。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
,

只有对那些被作为性对象

的女子的描述中才运用这种手法
,

即通过女人的服饰和媚态来暗示身

体和性意味
,

如梁朝的宫体诗
、

以风尘女子为对象的传奇
、

小说
、

戏曲
。

虽然郁达夫颇有兴致地描写 日本女人的身体
,

但他仍然认为身体和欲

望是可耻的
,

这也是中国传统对待身体和欲望的态度
。

他在表现中国

女性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词汇和方法
,

表现了他的不同态度和价值判

断
,

因此
,

他笔下的中国女人也不同于 日本女人
,

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和

本质
。

他以中国女人为主题的小说大多写于 1922 年回国后
。

小说《空

虚》虽然以 日本为背景
,

穿插了他对一个中国女子的单相思
,

但却没有

对她进行色情化的描述
,

而是用
“

纯洁的处女的娇美
”

来形容她的美丽
,

她的黑色的制服
,

使她联想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圣 画
“

天鹅图
” 。

《孤

独》虽然是 以
“

名妓李芳人
”

为主人公
,

但只写 了她的悲惨的身世
。

《春

潮》以一对中国青年男女诗礼和秋英的纯洁爱情为主题
。

《笃萝行 》
、

《春风沉醉的晚上 》
、

《过去》等都塑造了纯洁的中国女性
,

写了她们对男

主人公灵魂的净化
。

而在 《出奔》 ( 19 35 )和 《她是一个弱女子 》 ( 19 32 )

中
,

他又用了表现 日本女人的相似手法
,

即通过对欲望的表现
,

来塑造

他所肯定或否定的人物
。

《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李文卿父女和《出奔》

中的董婉珍都是有产阶级的代表
,

前者是性变态者
、

色情狂和乱伦者
,

后者却以色相诱惑革命队伍中的青年
,

这两篇小说非常明确地表现 了

作者对欲望的否定态度
。

郁达夫的小说主要是用极度夸张的手法表现

他的感情
,

两性关系是其小说的重要主题
,

但由于他在表现中日妇女时

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方法
,

所以他的小说以 192 2 年为界显示出不同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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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不存在过渡形态
。

他描写中国妓女的小说《秋柳》写于 19 22 年

他再度回日本时
,

这也许并非是一个巧合
,

日本似乎总是一个激发其性

幻想的地方
。

不过
,

他对这些中国妓女的表现方式也不 同于对 日本女

人和妓女的表现方式
,

他对于她们的感情和评价是单一的
,

她们也不像

日本妓女那么丑陋和淫荡
。

由于郁达夫在早期小说中赤裸裸地表现女

性的性诱惑及主人公的个人情感和变态心理而被视为色情
、

颓废
,

这些

小说一般都从郁达夫在 日本时的生活经历来解释
。

仅就他个人的生活

经历而言
,

把日本色情化
,

与郁达夫在 日本时所接触的 日本生活和 日本

女人有直接关系
。

他的具有强烈 自传色彩的小说
、

散文和 《自传》都提

供了他在 日本的生活情形
。

然而郁达夫并没有表现出对这样一种 日本

的认同
。

虽然日本是一个令人迷惑的对象
,

它更多的表现出原始和本

能的一面
,

但在理智上
,

日本和 日本女人并不是他所喜爱和值得尊敬

的
。

在《莺萝行》中
,

他一方面表现了一个温柔
、

贞洁
、

克制的传统妻子

形象
,

表现了他的怜悯
,

另一方面
,

他又向她忏悔自己在 日本时的放荡

生活
,

他说那些 日本女人
, “

灵感丧失了的妩媚的游女
,

和她们的妓艳动

人的假笑佯啼
,

终究把我的天良迷惑住 了
。 ”

他痛恨在 日本时对
“

灯红酒

绿的沉缅
,

荒妄的邪游
,

不义的淫乐
” 。

他的本我与超我在不断地冲突
,

这使他总是处于一种罪责感中
。

个人的欲望和伦理道德的冲突
,

通过

日本女人和中国女人得到了形象化的表现
,

郁达夫对中国女人的态度
,

特别是《笃萝行》中对于妻子形象的表现
,

说明了作为反传统的五四浪

漫主义作家的郁达夫对于传统道德的复杂态度
。

而他对日本女人的表

现和道德价值判断又与他的日本观相联系
。

同样
,

郭沫若的小说《喀尔美罗姑娘》也表现了中国女人和 日本女

人作为道德化身和欲望化身的对立
。

主人公
“

我
”

的妻子
“

瑞华
”

既有现

代女性的知识和独立意识
,

又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
,

宽容
、

忍耐
,

如

同母亲
, “

我
”

也把她当作母亲
、

姐姐来爱
。 “

我对于她只有礼赞的念头
,

就如象我礼赞圣母玛丽亚一样
” ,

她是生活在圣洁的光辉中的人
,

在她

的光辉中
, “

我
”

觉得痛苦
、

卑下
。 “

我抱着圣母的塑像驰骋着爱欲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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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

我的自我的分裂
,

我的三重生活
” 。

如果说她是
“

中世纪的圣画
” ,

那

么
,

日本女子则是古代希腊雕像加了近代色彩
。

作者同样运用了 自然

主义的表现手法
,

刻画了一个诱惑者的形象
,

而这个女人也是一个替人

作招牌
、

在糖食店做
“

看板娘
”

的商妇
,

后来她做了咖啡店的侍女
, “

一种

新式的卖笑生活
” 。

小说表现我面对这两类女人时的矛盾心理
,

而这种

矛盾恰是传统道德与个人欲望之间冲突的表现
。

如同许多被看做反传

统的现代作家
,

郭沫若和郁达夫却通过女性形象
,

表现了他们对于传统

道德的矛盾态度
。

如果说郁达夫曾被冠之以色情
、

颓废和堕落
,

那么这种颓废
、

色情

和堕落只与日本有关
。

而将色情
、

颓废和堕落与异端
、

他异者进而与异

国联系起来
,

并非限于郁达夫
,

在晚清及 30 年代表现都市特别是上海

生活的小说中都非常突出
。

这反映了特定时期中国人对他异者和异国

的理解和想象
。

在 19 世纪末
、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
,

异国总是被作为

欲望放纵
、

色情的象征来表现的
,

中国人对这样一个异国也总是表现出

一种既肯定又否定的矛盾情感
。

而在对异国的想象和价值判断中
,

仍

然没有超出道德评判—
主要是性道德和传统的义利观的范围

,

因此
,

异国
,

作为中国的他异者
,

虽然代表着时代进步的潮流
,

但在道德上是

堕落的
,

它所体现的正是儒家道德的反面
。

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对

个人欲望严加防范
、

革新时期又提倡反传统和个性解放的特定时期
,

人

的解放就变成了情感和欲望的解放
,

有关性和性别的话语成为许多革

新者文本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然而把异国看作一个在幻想中可以

实现所有欲望的所在
,

则隐藏着对欲望的复杂态度
,

而对这样一个欲望

化或者色情化的异国的态度又表现出与传统道德的暗合
。

因此
,

郁达夫与日本的关系
,

不仅是一种单向的影响关系
。

在二者

的接触中
,

两个民族固有的传统及现代意识在冲突
、

在印证
。

郁达夫对

日本的理解不仅来自日本的现实
,

而且也来 自一种先在的思维惯势
。

叙述结构中的日本形象
,

与其说是 日本的真实
,

不如说更多地蕴涵着郁

达夫自身的感情和困惑
。

然而
,

这又不是他个人所能控制的
。

他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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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感与国家民族情感纠缠
、

两性关系与种族关系
、

个人命运与国家命

运
、

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
、

非理性的欲望与伦理道德的关系
,

都围绕着

中国与日本这两极的相遇与碰撞
,

相互交织在一起
。

他对 日本女人的

态度
,

渗透着他对日本的态度
,

他与日本女人 的关系也就成了他与 日本

民族关系的象征
,

表现了中 日两国关系的复杂化和紧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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