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抡海 明 成小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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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瑛 ６ １００６８Ｅｓ 川成都ｔｓ 川 师范：大学基扯取学学院

摘 要 ： 本文通过大量的 实例和其他作 家的评论 ， 简要分析并总结 了 海明威

小说的 艺术特 色
，
主要讨论 了 海明威小说语言风格的客观性和真 实

性 、 实现
“

冰山
”

风格的具体语言 手段 、

“

冰山
”

风格在语言效果

上的具体体现等方 面的 问题 。

关键词 ：
文风

；

“

冰山
”

风格 ；
文字手段 ；

文字效果

海明威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的原 因 ， 不仅在于他是
“
一位忠实地、 勇敢

＿

地再现时代的艰辛危难的真实面貌的作家 ，

”
［

１
］

更重要的是 ， 或者说他对现

代文学发展最伟大的贡献是在于他创造了一种新的散文风格 。 用英国作家 、

短篇小说的研究者赫 ＊ 欧 ？

贝茨的说法 ， 就是海明威的小说创作法引起了一

场
“

文学革命
”

。 海明威的文学作品 ， 主要是他的小说 ， 有着开一代文风、

自成一格并独具魅力的艺术风格 ， 强烈而鲜明地体现了作家 自身独特的语言

特色 。 下面就其小说的艺术特色做简要论述 。

一

、 语言风格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海明威的作品中不论是死亡主题的表现 ， 还是硬汉形象的塑造 ， 都使人

产生亲历其境 、 身经其事的感觉 。 究其原因 ， 除了素材的真实性外 ， 这种效

果和他采用的文字表现手法有关 。

（

―

） 作家从作品中退场

在西方 １ ９ 世纪以前的文学作品中 ， 作者是经常在书中出现的 ， 经常站

出来对内容进行补充说明或解释评论 。 海明威与此不同 ， 他继承了１９ 世纪

？

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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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到 ２０ 世纪的一些文学大师创造的新方法 ， 让作者只是帮助读者看到人

物的形象 、 活动及其周围的环境 ， 甚至直窥人物的内心活动 ； 但是作者并不

出场 ， 读者看到的是作品里的情景 ， 听到的是作品里的人物的声音 。 海明威

的有些作品是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写的 ， 但是即使如此 ， 叙述者也不是无

所不知的作者的化身 ， 而是书中的一个具体人物 。 作者退居一旁 ， 读者就能

直接进人作品反映的生活之中 ， 感到他是独立地获得了第一手材料 ， 而不是

接受了经过作者加工的第二手材料 ， 从而大大加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和可信

性 。 《太阳照常升起》 是通过主人公巴恩斯之口说的 ， 因此情节的发展受到

巴恩斯的经历的严格限制 ， 事情的陈述也带有巴恩斯的思想感情的色彩 。

（
二

） 大量采用大段对话 ，
使之成为一种有力的表现手段

别的作家常常用陈述 、 描写和说明来展示环境 ， 展开情节 ， 刻画性格和

阐明主题 ， 但海明威却常常用对话来达到同样的 目 的 。 批评家们指出海明威

有一副极为敏感的耳朵 ， 能够辨别人们谈话中极为细微的差别 ， 而且善于使

用一种
“

风格化了的 口语
”

表达出来 。 他从亨利 ？ 詹姆斯那里学到对话的

戏剧化 ， 但不像亨利 ？ 詹姆斯需要用那么多的
“

舞台指示
”

来说明对话的

背景 、 说话人的思路和说话时的神情 。

一句话 ， 他是用对话来代替叙述 。

《丧钟为谁而鸣 》 里 ， 玛利亚及其家人的遭遇就是通过她的 口述 ， 同样 ， 比

拉尔在瓦伦西亚的经历也是由她 自 己 口述的 。 短篇中的经典 ， 尼克故事中的

《杀人者 》 ， 对话最有光彩 。 翻译成中文才 ８０００ 字的小说一共写了７ 个人

物 ， 背景是淡化了＃ ， 性格不作分析 ， 心理反应不着一字 ，
全靠对话中的细

微之处传达主题的信息 。 比如两名杀手一进餐馆说的头两句话 ：

‘‘

你们 吃什 么 ？

”

乔治 问他们 。

‘‘

我 不知道 ，

”

其 中
一个说 。

“

你想吃什 么
， 艾 尔 ？

”

“

我不知道 艾 尔说 。

“

我不 知道想吃什 么 。

” ［
２

］

有这样来用餐的吗 ？ 这是第一个暗示 ， 说明他们不是来用餐的 。

（三 ） 在特定情况下偶尔使用
一些古代英语和外语 ， 以期达到特定的

效果

比如 《丧钟为谁而鸣 》 里的人物 ， 有时说一点近似英语的西班牙语 ，

？

３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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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提供地方色彩 ，
又不给读者造成语言障碍 ； 有些人还说一点古代英语 ， 表

明他们是山民 。

二、 用板斧砍过的文风和
“

冰山
”

的语言

正如瑞典文学院的 《授奖词 》 所讲的那样 ， 海明威的文风和语言是他
“

精通现代的叙事艺术
”

［
３

］

的体现 。

（

一

） 实现
“

冰山
”

风格的具体文字手段

１ ． 适 当选词

在 《艾略特夫妇 》 这个短篇的开头 ， 海明威就写道 ：

“

艾略特夫妇力求

有一个孩子 ， 只要太太受得住 ， 他俩就努力尝试 。

”
［
４

］

接着 ， 海明威交代了

他们恋爱的经过 ： 他们是在茶室里跳舞 ， 可妮莉亚抬起头 ， 凝视艾略特 ， 于

是艾略特吻了她 ， 结果他俩成了亲 。 再往下 ， 海明威写他们到 巴黎 ，

“

在巴

黎也试着生孩子
”

［
５

］

。 以后又到了第戎 ，

“

离开第戎之前 ， 他俩仍然几次三

番地尝试着生孩子
”

［
６
］

。 我们由此人手 ， 仔细体味海明威的用意 ， 便不难发

现 ， 这对夫妇没有爱情 。 海明威的主要用意在于写一对没有爱情的夫妇的结

合 。 在海明威看来 ， 这种结合潜伏着极大的危险 ， 再没有比无爱的婚姻更令

人惊心动魄的了 。 但海明威在文字运用上却不露声色 。 尤其是不直截了当地

说明他们没有爱情 。 他只说他们尝试生孩子 ， 甚至从头到尾都在
“

尝试
”

，

“

尝试
”

这个字眼 自然是海明威精心挑选的 。 透过这个字眼 ， 我们可以感悟

到这两个人的不幸结合 。

“

尝试
”

这个普通的字眼 ， 在这篇作品中成了点睛

之笔 ， 余味无穷 。

再如在 《弗 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 》 中 ， 麦康伯 的妻子问威

尔逊 ：

“

你什 么 都打吧 ？ 对不 ？

”

■？

啊
， 什 么 都打 威 尔逊说 ，

“

确 实是什 么 都 打 。

”

她们 是世界上 最 冷酷 的 ，

他想 ， 最冷酷 ， 最狠心 ， 最掠夺成性和最迷人的 。

［
７

］

３ 个
“

什么都打
”

，
４ 个

“

最
”

。 这里的
“

打
”

显然不是指野兽 。 这以

后就发生了麦康伯的妻子夜间离开帐篷两小时 ， 去
“

换换新鲜空气
”

的事 。

？

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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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打
”

的弦外之音在这里是不难领悟的 。 类似这样含义颇深的字眼在

海明威的作品中俯拾皆是 。 我们留心这些字眼 ， 就能领悟到海明威隐藏在这

些字眼背后的真正用意 。

２ ？ 有限间 隔

以 《在密执安北部 》 的那段描写为例 。 吉姆和莉芝在仓库的遮雨棚里

坐了下来 ， 吉姆的大手放在莉芝的腿上 ， 莉芝说
“

别
”

， 说
“

不可以
”

。 但
“

无论吉姆还是吉姆的大手都没有理她
”

， 接着 ，

“

地板很硬 。 吉姆把她的衣

服掀了起来 ， 并且还要对她干什么事哩 。 她很害怕 ， 可是她需要它 。 她很接

受它 ， 但是它又让她害怕
”［

８
］

。 吉姆和吉姆的大手
“

没理她
”

与
“

地板很

硬
”

之间有个叙事的跳跃 ， 或称
“

间隔
”

。 如果加上这样的叙述 ：

“

吉姆把

她按在地板上 ， 并且把 自 己压到她身上 ， 她感到地板很硬
”

， 这样的
“

间

隔
”

就不存在 了 。 这段文字便成了很平常的叙述 ， 回味的余地就没有了 。

相反 ， 如果我们把间隔拉大 ， 连
“

地板很硬
”

也不要 ， 这样给人的感觉是

他们仍坐着 ， 躺倒的情节不存在了 ， 显然不能表达原作的意图 。 这就是省略

过多了 。
＇

３ ． 分切交代

熟读海明威可以发现 ， 分切交代是海明威引导人们去认识他书面以下的

深厚冰山的惯用手法 。 我们从电影中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人或某种事物 ， 导

演用特写镜头将其分为若干个局部 。 海明威用的不是镜头 ， 他用的是文字。

他很少长篇大论地交代一个人的外貌 、 出身 、 经历 、 个性 ， 他往往把这些分

切开来 ，

一点一点地在情节发展中进行交代 。 海明威也分切交代某种事实 ，

特别是他认为比较重要的那些事实 ， 他从来不一下子讲出来 ， 让人一 目 了

然 。 相反 ， 他把这事实一点点切开 ，

一点点地泄露出来 。

“

奇怪的是它一点

也不痛
”

；

“

千真万确 。 可我感到非常抱歉 ， 这股气味准叫你受不了啦
”

；

“

你瞧那些鸟儿 他说 。

“

到底是这儿的风景 ， 还是我这股气味吸引 了它

们 ？

”“

你可以把我这条腿锅下来 ， 这样就可以不让它蔓延开去了
”

。 这 ４ 句

话都引 自 《乞力马扎罗的雪》
Ｗ

， 海明威在这里就已经反复暗示了男主人公

的身体出了问题——腿有毛病 。 终于 ， 又经过了反复数次的交代后才开始的

长篇对话中说明 了
“

我
”

的腿生坏疽了 。 至于是怎么生的 ， 为什么会在乞

力马扎罗山下生 ，
又在之后的叙述中一点一点地交代出来 。 海明威始终让这

，

件事被藏着 、 捂着 ， 每次提及 ， 都只泄露一点 ， 这样牵了读者的鼻子走 。 每

走一步 ， 读者似乎搞清了什么 ，
又似乎还有什么没搞清 ． ， 还想继续搞清 。 这

？

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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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手法 ， 称为不停地设置悬念和伏笔似乎也是可以的 。

４ ． 重复效应

在 《 白象似的群山 》 中 ， 海明威写一个男人带着一位姑娘去马德里做

了
一次违法的堕胎手术 。 姑娘的过去和将来都被毁了 ， 姑娘吓坏了 。 贝茨认

？

为这个短篇
“

是海明威或者其他任何人曾经写过的最可怕 的副故事之一
”

。

但海明通篇没提堕胎的事情 ，
也没交代姑娘吓坏了 ， 被毁了 ， 而只是淡淡地

写他们等车 ， 喝啤酒 ， 说话 。 但读者会从表面似乎淡淡的谈话中感悟到海明

威所暗示的残酷的事实 。 这里作者借助了重复效应 。 海明威让姑娘谈山 ， 而

让那个男人谈
“

简便的手术
”

， 姑娘谈了３ 次山 ， 而那个男人谈了不下 ５ 次

手术 。 姑娘第一次说山像一群白象 ， 男人说他
“

从来没有见过一头象
”

。 显

然男人不喜欢这个话题 ， 他想把话题转到那个
“

简便的手术
”

上去 。 果然 ，

他提出来了 。 这回姑娘默不作声了 。 于是男人第二次谈手术 ， 说他见过许多

人
“

都做过这种手术
”

。 姑娘说 ：

“

如果我去做了 ， 那么倘使我说某某东西

像一群白象 ， 就又会和和顺顺的 ， 你又会喜欢了 ？

”［
１°

］

姑娘显然是在抢 白 。

然后男人第三次谈起 ：

“

手术非常便当 。

”

姑娘说我们再
“

不可能过上舒心

的 日子了
”

。 接着男人第四次动员姑娘去做手术 。 姑娘请求他别再讲了 。 男

人第五次说 ：

“

做不做对我完全一样 。

”

姑娘说 ：

“

你再说我可要尖叫

了 。

”
［

１ １
］

海明威反复让男人谈论手术 ， 但始终没说明是个什么手术 ， 但从两

人的对话中 ， 从姑娘对男人的谈论手术的态度中 ， 我们已经揣摩出是怎么 回

事了 。 这里重复的话题显然起了作用 。 再看 《杀人者》 中重复的话语。 在

小说的对话中 ， 两个杀手一 口一个
“

聪明 的小伙子
”

， 反复使用达 ２５ 次之

多 ， 我们从中看得见他们的神态 ， 结合情节 ， 就不难发现
“

聪明的小伙子
”

分明起了说话人挖苦 、 挑逗 、 自得 、 嘲弄等作用 ， 大大增添了对话的色彩感

和现场惊悚感 。

（
二

）

“

冰山
”

风格在文字效果上的具体体现

１ ？ 叙事状物的镜头感很强烈 ， 有时 简 直可以称为
“

镜头化
”

。

他常常根据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和物体在空间的分布 ，

一桩桩 ，

一件件

地平铺直叙 ， 逐个交代 。 观察视角常常是从叙述者 、 书中人物 ， 甚至动物的

角度出发 ， 描写他 （它 ） 们眼前的情景或内心感受 。 作者似乎只是起摄像

机的作用 ， 把所有的一切如实地记录下来 。 这样摄取的视野一般比较狭窄 ，

但是清晰度较髙 ， 给人的印象十分具体和强烈 。 有时 ，

一张张狭窄的局部的？

？

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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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也能积累起来 ， 连成一片 ， 构成一幅 比较广阔而完整的图景 。 有时候 ，

海明威的笔还像摄像机运用景别一样
＂一全景 、 中景 ， 以至特写 ， 先勾勒出

一般轮廓 ，
再工笔刻画细节 ， 最后把一幅完整的 图 画展示在读者眼前 。 在

《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 》 里 ， 主人公乘车追猎奔逃的野牛 ， 起初远远望

去 ， 野牛像黑色的油槽车 ； 接近
一些后 ， 不但看清了野牛的体型 ， 而且看到

它是灰色的 ， 无毛的 ， 遍体结疤的 ； 最后驱车靠近 ， 便进一步看清了野牛庞

大的身躯 ， 稀疏的牛毛 ， 毛上附着的沙土和张开的鼻孔 。

２ ？ 海明威常把环境 、 人物 、 活动三者融为一体 。

他对环境十分重视 ，

一贯交代得清清楚楚 。 不过 ３ 个因素中的关键是活

动 ， 活动把环境和人物有机地结合起来 ， 赋予它生命和意义 。 《太阳照常升

起》 里有一段描写斗牛节 日 清晨的情景 ， 环境分为 ３ 个地点 ：

一是城郊牛

栏 ，
二是城里狭窄的街道 ，

三是斗牛场 。 人物和活动分成相互区别而又彼此

交织在一起的两条线 ，

一是奔跑着的公牛和人群 ，
二是俯视奔牛和人群的陈

述者 。 拼命奔跑的凑热闹的人群和尾随而来的牛群构成主要活动 ， 把牛栏 、

街道和斗牛场连接了起来 。

３ ． 海明威 （
以及他笔下的人物 ） 重视感 觉经验 ，

因 此作品 中 常常描写

五官感受 ， 并且善于把抽象的感觉具体化 。

具体说来 ， 他常用下述几种办法 ： （
１

） 描写引起人物喜怒哀乐的外部

因素 。 （
２

） 描写人物受到外部因素刺激后作 出 的反应 ， 即人物的言谈举止 ．

和内心活动 。 在 《丧钟为谁而鸣 》 中 ， 有一段插 曲足以说明外部的行动如

何反映人物的内心活动 。 当安塞尔莫因炸桥被飞来的钢铁碎片击中死去时 ，

罗伯特 ？ 乔丹感到一种几乎压倒一切的悲愤 ， 但是作者没有用一个词来直写

安塞尔莫的伟大或者乔丹的心情 。 书 中描写了安塞尔莫 的服装和健壮的小

．

腿
， 表明 了他劳动人民的身份 。 他身材矮小 ， 头发灰白 ， 却 自告奋勇 ， 扛上

沉重的炸药包 ， 跋山涉水 ， 深人虎穴 ， 勇敢作战 ， 最后牺牲 ， 这表明了他朴

实的崇高与伟大 。 这个具体的形象和它使人联想到的内容就是引起乔丹敬佩

和悲愤的客观因素 。 乔丹踢开路面上的钢铁碎片 ， 揭示了他内心的悲愤 。 他

把枪扛在肩上 ， 手握枪管 ，

一步步走上 山丘 ， 而不是像别人那样飞奔而上 ；

他对桥对面的战斗进程漠然置之 ， 表明他悲愤的心情十分强烈 ，
以致忘记了

个人安危 。 海明威对读者从不指手画脚 。 他只是进行客观的描述 ， 并希望读

者根据 自 己 的感受和价值观念 ， 产生共鸣 。 安塞尔莫死后 ， 作者没有一句评

论的话 ， 但读者却深受震撼 ， 几乎能活生生地感受到乔丹所感受到的一切情

？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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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 （
３

） 象征手法的运用 ， 给抽象的感情赋予具体的形象 。 在 《永别 了 ，

武器》 中 ， 海明威以雨水象征不幸和死亡 ， 运用得非常成功 。 第一章就写

到雨 ， 说 ： 秋去冬来 ， 阴雨连绵 ，
雨水带来了霍乱 ， 造成七千士兵的死亡 。

后来意军溃败 ， 亨利从军队开小差逃走 ， 其间雨下个不停 。 亨利和凯瑟琳重

逢 ， 夜里沉醉在纯真的爱情里 ， 第二天醒来时发现已经雨过天晴 。 但是 ， 他

们直到在高山深处的农舍里住下 ， 才完全摆脱雨水 。 无雨的牧歌式生活持续

了几个月 。 不久 ， 春去冬来 ， 又下起雨来了 。 自此直到凯瑟琳死去 ， 亨利孤

独一人冒雨走回宾馆 。 全书结束 ， 雨水的阴影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们 。 雨水的

出现和不幸的出现 ，
总是紧紧交织在一起 。 读者读下去就逐渐感觉到 ， 只要

下雨 ， 不幸就会接踵而来 。

（ 三 ） 对
“

冰山
”

语言风格的总结

如前所述的这些艺术特点 ， 都建构在海明威独特的文风和语言基础之

上 ， 这正是他最为外界承认与推崇的地方 ， 也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重要

的原因 。 关于此 ， 贝茨有一个著名的比喻 ：

“

海明威是一个拿着
一把板斧的

人 。

”

这是说海明威的写法极为精练简约 。 粗粗看去 ， 海明威的文体似乎很

单纯 ： 他常用结构简单的短句子 ， 或者是并列句 ， 用最常见的淳词联系起

来 ； 选用最普通的 日常用语 ， 不大用形容词 ， 要用也是最平常的词 ， 而且常

常重复 。 但是 ， 这种写法本身就是一大革新 ， 切 中从 １ ９ 世纪后半期以来英

语文学中文风芜繁的弊病 。 那种令人隔膜的
“

大字眼儿
”

， 花花绿绿的
“

比

如
”

， 冗繁复杂的句型 ， 总之 ，

一切毫无创作个性的文章俗套都被海明威砍

个精光 。 所以说 ， 这位手拿
“

板斧
”

的作家
“

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 ，

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 目
”

， 最后
“

通过疏疏落落 、 经受过锤炼的文字 ，

眼前豁然开朗 ， 能有所见
”

。

‘

贝 茨经过比较和研究 ， 得出结论说 ，

“

随着亨

利
？ 詹姆斯复杂曲折的作品而登峰造极的一派文风

”

， 像是附在文学身上的
“

乱毛
”

， 被海明威
“

剪了个一干二净
”
［

１ ２
］

。 这样干净 、 单纯的写法是海明

威文体的特色 ， 在他的作品里不胜枚举 ：

河上搭着一座 浮桥 ， 大车 、 卡车 、 男 人 、 女人和孩子们在 涌过桥去 。 骡 车 从桥

边蹒跚地爬上 陡坡 ，

一 些 士兵帮 着推动轮辐 。 卡 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 了 ， 把 一

切抛在后 面 ，
而农夫们还在齐到 脚踝 的 尘土 中沉重地走着 。

［
１ ３

］

？

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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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翻译 ， 文字的原貌 ， 包括它的节奏等等已经不可避免地有所损失 ，

但是海明威那种朴实 自然 、 干净节约 、 清醒爽 目 的风格仍然保留了下来 。 后

一段文字写的是西班牙内战时法西斯分子进攻前夕逃难的场面 。 这段不到

１００ 字的描述有条不紊地描绘了撤退的混乱 。

仅仅指出文风上的特色还不能完全说明海明威小说的艺术风格 。 这属于

表现形式的范畴 ，
还得看形象的 内涵 ，

也就是说
“

冰山
”

似的语言下所隐

藏的内容 、 感情 、 思想 。 他意在使用尽可能简洁的文字 ， 追求尽可能深远的

效果 。 他打过这样的 比方 ：

“

冰山在海里移动是很威严壮观 ， 这是因为它只

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
”

， 而作家所依靠的是思想感情 ， 即
“

水面以下
”

的八

分之七 。 这并不是要求作家把这八分之七和盘托出 ， 相反 ， 应该把它深藏在

水里 ， 以加强八分之一的基础 。

露出水面的是形象 ， 是作者写出来的部分 ， 也就是读者看见的部分 ； 深

藏海里的是思想感情 ， 是作者省略的部分 ， 也就是打动读者的部分 ， 尽管作

者将其
“

省略
”

掉 ， 读者依旧会
“

强烈地感受到
”

它的存在 ，

“

好像作者已

经写出来似的
”

。 所以 ， 重要的是内涵 ， 是深藏在形象背后的思想感情 。 它

们是表里 、 显隐 、 实虚的关系 。 内涵越深 ， 形象越能打动人 。 在海明威那

里 ， 感情万分激动之时 ，
正是他格外含蓄之时 。 《永别了 ， 武器》 中 ， 亨利

在凯瑟琳死后 ， 不顾护士阻拦 ，

一定要进屋看一看她的遗容 。 亨利连遭战争

打击 ， 凯瑟琳是他唯一的温暖 ， 而她的死则是现实给他的最后的 ， 也是最致

命的打击 。 换一个作家 ，
也许要亲 自跑出来洒许多伤心的泪水 ， 或者生怕读

者不动情 ， 要把 自 己的感情统统形象化 。 可是海明威充分信任读者 ， 在情节

的高潮不着痕迹地写出主人公悲哀 、 孤寂而又麻木的神情 ：

医 生顺着过道走掉 ， 我 回到 病房 门 口
。

“

你现在还不 能进来 。

”
一名 护 士说 。

“

不
， 我要进 。

”

“

你还不 能进来 。

”

“

你 出 去 我说 ，

“

那位也请 出 去 。

”

我把护 士赶走 ， 关上 门 ， 熄 了 灯 ， 可这也 没 有 什 么 用 。 这像是 同
一 尊 石像 告

另
１

Ｊ 。 过 了
一会儿 ， 我走 了 出来 ， 走 出 医院 ， 在雨 中走 回旅馆 。

［
１ ４

］

这个结局海明威
“

改写了三十九遍才感到满意
”

［
１ ５

］

。 这个高潮海明威

没有
“

写到头
”

，

“

写到顶
”

， 而是留有充分的余地 ， 为读者张开想象的翅

． ｍ
？



略论海明威小说的
“

冰山
”

艺术特色

膀 ， 留下 自 由的空间 。 不仅高潮需要节制 ， 就是一般的思想感情 ， 不论恐

惧 、 失望 ， 还是悲愤 、 ｉ几讽 ， 在海明威那里都不做过分的描写 。 它们从来都

凝结在艺术形象里 ， 包括疏简的描写 、 人物的动作 、 电文似的对话 、 内心独

白和偶尔运用的象征手法 。 在他的笔下 ， 树叶 、 雨点 、 河流 、 道路和山峦虽

然都
“

着我之色彩
”

， 但着墨轻微 ， 把
“

我
”

深藏起来 。 所以 ， 有人甚至说

海明威为了写感情而有意丢开感情 ！

在海明威看来 ， 最不艺术的是冗繁的笔墨 。 他以 《老人与海 》 为例说

明他的观点 ： 这部小说
“

本来可以写成一千多页那么长 。 写小说里村庄中

的每个人怎样谋生 ， 怎样出生 ， 怎样受教育 ， 怎样生孩子等等
”

［
１ ６ ］

。 他还

告诫初学者蹩脚的作家都喜欢史诗似的写法 。 这里海明威并不是泛指一切史

诗类的作品 ， 他所推崇的司汤达 、 托尔斯泰都是史诗性作品的作者 ， 他提到

的作家的一本必读书一一托马斯 ？ 曼的 《希登勃洛克一家 》 也是一部叙事

体小说 ； 他所反对的是可有可无的笔墨 。 可有可无的东西必须删去 ， 因为 ，

凡是对艺术的完整不起好作用的 ， 就必然不起好的作用 。 铺陈冗繁 ， 旁见侧

出
， 把一切都写尽 ， 只能造成一览无余的后果 ，

而一览无余是
“

蹩脚的
”

艺术 。

三 、 海明威语言风格形成的过程

海明威文体风格的形成首先得益于美国 １ ９ 世纪的语言艺术大师马克 ？

吐温 。 马克 ？ 吐温那种极度夸张的漫画手法 、 粗犷的风格对海明威没有多少

影响 ，
可是他把 日常用语化为 自然流畅的文学语言的本领 ， 极受海明威的推

崇 。 他还从他那里学到含蓄的表现方法 ， 虽然含蓄的幽默内容并没有为海明

威所继承 。
１９ 世纪小说家斯蒂芬 ？ 克莱恩那种又是印象式又是客观 、 冷漠

的态度 ， 让形象 自 己说话、 作者不露意向 的写法 ，
也是海明威所爱好的 。

２０

世纪的美国作家中 ， 舍伍德 ？ 安德森对于短句单字的运用 、 葛屈露德 ？ 斯泰

因主张的单纯与重复 、 林 ？ 拉德纳含蓄的讥讽 、 依滋拉 ？ 庞德的具体与精

确 ， 都曾经是海明威学习的对象 。 他在欧洲现代绘画里也学到了不少表现方

式 。 他的学习过程就是选择和吸取的过程 ， 也就是创造的过程 。

海明威刻苦学习写作的精神是可贵的 。
１ ９ １７ 年 ， 在海明威去欧洲打仗

之前 ， 曾经在堪萨斯市 《星报》 当过 ６ 个月 的见习记者 。 这家报馆对于新

闻报道有 自 己 的
“

文体要求
”

：

“

写短句
”

，

“

第一段要短
”

，

“

用生动的语

？

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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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

“

正面说 ， 不要反面说
”

［
ｎ

］

等等 。 海明威在这家报馆受到严格的文字

训练 。 欧战结束后 ， 他从美国到巴黎学习写作 ， 刻苦地反复训练 自 己怎样用

一句话陈述一件事实 ，
逐渐形成 自 己含蓄简约的文体风格 。 在此后的过程

中 ， 他从来没有放松过 自 己对表现形式的要求 ， 他每天写作之前 ， 总要把前

两天写的重读一遍 ， 甚至从头改起 ， 为的是把
“

字眼儿弄准确
”

， 以致 《老

人与海 》 改了２００ 遍之多 。 他 的工夫主要花在删节上 。 这样 ， 速度慢 了 ，
‘

字数少了 ， 但文体风格一眼望去就是海明威的 ， 绝不会与别 的作家混 同 。

“

人们不应该忘记他叙事的技巧 。

”“

他能把一篇短小的故事反复推敲 ， 悉心

剪裁 ， 以极简洁的语言 ， 铸入一个较小的模式 ， 使其既凝练 ，
又精 当 ， 这

样 ， 人们就能获得极鲜明 、 极深刻的感受 ， 牢牢地把握它要表达的主题 。 往

往在这样的情况下 ， 他的艺术风格达到极致 。

”［
１ ８

］

让我们再次用 《授奖词 》

里的两段话来做个结尾——精简省略的
“

冰山
”

似的语言 ， 是文学语言 由

繁到简的一次发展 ， 这种高层次的简略对今天的叙事文学仍有很大的借鉴

价值 。

注释 ：

［
１

］ 宋兆霖 ， 《诺贝尔文学奖全集》 ， 北京 ： 北京燕山 出版社 ，
２００６

， 第 １０９８ 页 。

［
２

］ 海明威 ， 《杀人者 》 ， 曹庸译 ， 《海明威文集——短篇小说全集 》 （ 上册 ＞ ， 上海 ： 上

海世纪出版集团 ， 译文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第 ３ １ ３ 页 。

［
３

］ 宋兆霖 ， 《诺贝 尔文学奖全集》 ， 北京 ： 北京燕山 出版社 ，
２００６

， 第 １０９８ 页 。

［
４

］ 海明威 ， 《艾略特夫妇》 ， 孙梁译 ， 《海明威文集一短篇小说全集》 （ 上册 ） ， 上

海 ：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译文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第 １ ８３ 页 。

［
５

］ 海明威 ， 《艾略特夫妇》 ， 孙梁译 ， 《海明威文集一短篇小说全集 》 （ 上册 ） ， 上

．

海 ：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译文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第 １ ８３ 页 。

［
６

］ 海明威 ， 《艾略特夫妇》 ， 孙梁译 ， 《海明威文集——短篇小说全集》 （ 上册 ） ， 上

海 ：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译文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第 １ ８３ 页 。

［
７

］ 海明威 ，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 》 ， 鹿金译 ， 《海明威文集一短篇小说

全集》 （上册 ） ， 上海 ：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译文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第 １ １
－

１２ 页 。

［
８

］ 海明威 ， 《在密执安北部》 ，
王圣珊译 ， 《海明威文集一短篇小说全集 》 （ 上册 ） ，

上海 ：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译文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第 ２ １０２ 页 。

［
９

］ 海明威 ， 《乞力马扎罗 的雪》 ， 汤永宽译 ， 《海明威文集——短篇小说全集 》 （ 上

册 ） ，
上海 ：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译文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第 ６３ 页 。

［
１０

］ 海明威 ， 《 白象似的群山 》 ， 翟象俊译 ， 《海明威文集——短篇小说全集 》 （上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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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译文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第 ３０９ 页 。

［
１ １

］ 海明威 ， 《 白象似的群山》 ， 翟象俊译 ， 《海明威文集一一短篇小说全集》 （上册 ） ，

上海 ：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译文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第 ３ １ １ 页 。

［
１２

］ 赫 ？ 欧 ？ 贝茨 ， 《海明威的文体风格》 ， 赵少伟译 ， 贝茨 《现代短篇小说》 ，
１９４３

，

第 ６ 页 。

［
１ ３

］ 海明威 ， 《桥边的老人》 ， 宗白译 ， 《海明威文集一短篇小说全集》 （上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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