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世界文学研究, 2023, 11(5), 421-426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3.115072   

文章引用: 向芷萱, 陈晓语.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创作观在 19、20 世纪的发展变化[J]. 世界文学研究, 2023, 11(5): 
421-426. DOI: 10.12677/wls.2023.115072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创作观在19、20世
纪的发展变化 
——以《欧也妮·葛朗台》与《老人与海》为例 

向芷萱，陈晓语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吉首 
 
收稿日期：2023年9月14日；录用日期：2023年10月19日；发布日期：2023年10月27日 

 
 

 
摘  要 

本文通过19世纪现实主义经典作品《欧也妮·葛朗台》和20世纪现实主义经典作品《老人与海》的对比

阅读，深入分析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创作观念的深化发展。这一创作观念没有仅仅停留于

对现世社会的典型社会风貌和人物的剖析，在20世纪更是运用历史和思辨的视角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在这个过程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直焕发着它的理论活力，当拥有了历史和思辨的眼光，再

来审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能在文学创作领域产生出更多更具有跨时代意义和精神价值的文学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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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reading of the 19th century realism classic Eugénie Grandet and the 20th 
century realism classic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the creative concept of “typical characters in typical environments”. This creative concept does 
not only remain in the analysis of the typical social scenery and characters of the present society, 
but has been further deepened in the 20th century through the use of historical and discursive 
perspectives. In this process, “typical characters in typical environments” has been glowing with 
its theoretical vitality, and when we have the historical and discursive vision to look at “typical 
characters in typical environments” again, we can produce more and more literary works of trans-
generational significance and spiritual value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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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内关于现实主义的研究源流已久。如马建辉[1]早在 1998 年的《现实主义论》中对现实主义作出了

四个维度上的分析；李新元[2]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话》(2001)中深入研究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

义的关系及其发展，揭示了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傅篪[3]在《传统与现代：现实主义从方法到精神的嬗

变》(2002)中分析了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局限和发展，以及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原则与作为精神

的现实主义理论的质的差异；王梅[4]在《现实主义再阐释》(2002)中阐述了现实主义以“时间”、“真

实”和“人道主义”三个核心内涵展现自身。 
总之，在现实主义相关研究中，大多视角比较单一。本文通过对现实主义著作《欧也妮·葛朗台》

与《老人与海》进行文本细读的方式，明晰二者的不同与在现实主义之上的发展和超越，这种发展主要

体现在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运用上。因此本文将紧紧围绕两位作家和两部经典作品、“现实

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突出 19 世纪到 20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继承和新变。 

2.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理解和拓展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 19 世纪巴尔扎克的创作文艺观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巴尔扎克认为，

艺术应当塑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通过众多的典型，来反映整个社会；人物的命运，是环境与性格

互动的结果。而到了 20 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的动荡不安、战争的接连爆发、个人的空

虚异化……以海明威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在充斥着虚无的 20 世纪开始发热，海明威著名的“冰川理

论”造就了他的笔力刚峻，简洁洗练以及作品之下那隐藏的“八分之七”。由于这种创作观，似乎海明

威不再刻意展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的环境描写非常简洁，多采用白描，比如在《白象似的

群山》中，他只字未提这一男一女在火车站要去哪，是什么时候，他们是谁，同时，我们似乎也找不到

“典型人物”的存在。但其实，在 20 世纪的文学创作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从未失去过理论

活力，且得到了深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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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观点，早已在巴尔扎克的 19 世纪现实主义创作观点上拥有了更深更

远的意义，它不仅仅是通过描写现世社会环境，塑造社会中的人物典型来突出文艺创作的真实、现实品

格，而是要用历史的跨度来重读“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两个概念，用思辨的方式使其更能指导有

价值的文艺创作。 

3. 《欧也妮·葛朗台》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创作观的文本分析 

3.1. 《欧也妮·葛朗台》中人物形象与命运分析 

在当时的法国社会，金钱和欲望占据着这块土地。葛朗台是在这个典型社会中最为典型的人物，他

的生命里只有对金钱的渴望，机警、恶毒、工于心计，利用一切发财的机会，是那个资本主义勃发时期

的典型人物缩影，还有克罗旭家三人、德·格拉桑家三人，皆是这种“典型人物”。而到了夏尔，他更

为丧失人性——“他一过赤道线，便丢掉了许多成见：发觉在热带地方的致富捷径，像在欧洲一样，是

贩卖人口”，“他贩卖中国人、黑人、燕窝、儿童、艺术家，大规模放高利贷。偷税走私的习惯，使他

愈加藐视人权”[5]。夏尔的这些“勾当”让他“发财”，从而想要娶贵族女子跃升阶级。但是欧也妮是

这个典型社会中的“非典型人物”，也许她被初恋情人抛弃、被父亲这座大山压制等等，是一个典型的

毫无自由、被物化、被欺骗的有钱人家小姐形象，但她远远不仅限于此。 

3.2. 欧也妮对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超越性意义 

年轻时的欧也妮单纯善良，在恋上夏尔，知道夏尔的窘境后，将自己的全部财产给予了他，即使她

要面对来自父亲的巨大压力；等待夏尔的七年中，欧也妮每天祈祷，每天通过小金像怀念夏尔，富裕却

依旧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在收到夏尔的来信与汇票，德·格拉桑太太的信之后，她托所长先生替自己

将夏尔曾经的欠款补齐，并将汇票和一封信交给他，并最终与所长先生结婚。 
欧也妮的行为不仅仅出于爱情，更出于她一直未变的善良。也许年轻时的单纯的义无反顾的，是看

似愚蠢的，是一个“非典型人物”，在那个社会像是“理想化”的，但欧也妮这一角色的深度绝非仅于

此。 
正是这样的欧也妮，反倒是其中最为智慧的，她始终未被物欲裹挟，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善良。哪怕

身边守财奴父亲不断压抑她，她表面上继承了父亲那一套极度节俭的生活方式，但在心灵上，她是那个

环境中唯一没有被金钱绑架的。在等待夏尔的七年中，她等待的更像是一个答案——初恋情人是否如同

自己一样坚守并珍惜着这人间的温情与善良。夏尔就像是欧也妮的对照组，在同样疯狂追求物质的社会

中，夏尔早已迷失了方向，失去了人最为美好的品质与感受。 
欧也妮很清楚那些人情世故，懂得那些人如何物化自己，她追求的也从来不仅是爱情，正如巴尔扎

克在文中写道：“受到遗弃之后，有些女子会去把爱人从情敌手中抢回，把情敌杀死，逃到天涯海角，

或是上断头台……另外一些女子却低下头去，不声不响地受苦，她们奄奄一息地隐忍、啜泣、宽恕、祈

祷、相思，直到咽气为止。这是爱，是真爱，是天使的爱，以痛苦生以痛苦死的高傲的爱。这便是欧也

妮读了这封残酷的信以后的心情。”“‘母亲说得不错，’她哭着对自己说，‘只有受苦与死亡’。”

在这一刻，是她对爱情的绝望，对人间之爱的绝望，对母亲如同预言般注定的命运的绝望，对自己的生

命永远无法在那个社会得到拯救的绝望。 
从欧也妮的这个形象出发，巴尔扎克绝对理性的笔下有了一个这样的充满人文关怀的角色，她抱有

大爱，被现实击碎过，但不会被击垮。就像那时的法国社会里的一点希望、一点反思。 
同时，这个人物由此也成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欧也妮的意义超越了对其传统的理解。

她作为一个被时代打压，未必完全反映时代特征的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这种典型人物在于她从未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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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污的行为和坚守爱和善良的精神。在这里，巴尔扎克已经完成了一次对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这一观念的深化。欧也妮展现了一种看似非典型但拥有跨时代人格意义、精神价值。 

4. 海明威在 20 世纪对 19 世纪现实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4.1. 海明威现实主义创作的总体特点 

首先，海明威有着现实主义中创作真实的要求。他在文学创作上坚持这种真实与历史品格。他认为

小说人物不能靠技巧编造，而必须出自作者自身经过消化了的经验，出自他身上的东西。他有亲身参加

一战的经历，并将其也深入进了作品当中。 
其次，海明威在环境描写上也力求细致真实和强烈意象[5]。在他的《永别了，武器》中，亨利和凯

瑟琳在瑞士时，海明威这样描述亨利眼中景物，“屋外樵夫的马为了取暖，又是跺脚又是甩头。马的口

鼻和鬃毛上都结了霜，喷出的气息，也在空中凝成片片羽毛般的白气。”一段温馨安宁的雪日场景随着

细节缓缓流出，亨利和凯瑟琳此时的心境也如此平缓安静。 
最后，海明威在情节上也如同现实主义作品创作呈现封闭式线性结构[6]。 

4.2. 《老人与海》中的“典型环境”的象征性意义与“典型人物”的超越性意义 

大海是一个非常经典且重要的意象，在大部分文学作品中，它代表着男性和阳刚之力，汹涌澎湃，

充满冒险精神。而在《老人与海》的老人眼里，大海更像是女性角色，孕育一切，强调大海的生机与活

力，“他想起海时，总觉得她是 LAMAR；”“可是老人想起她时，总想她是女性，会施大恩或吝于施

恩”，“他俯视水中，看到海水暗处斑斑红点的浮游生物，和阳光映出的奇异光辉”，“他划过海里的

某一片水域，看见果囊马尾藻闪出的磷光……海流冲击在海底深渊的峭壁上，激起了旋涡，种种鱼儿都

聚集在那儿”[7]等等。结合老人的工作可以看出，在老人这里，大海更像是人类生存的现实社会的象征，

充满了生命力和如同大马林鱼一样的丰富资源，同时暗藏着暗礁一般的危机和如同鲨鱼群般的掠夺者。

而老人对于大海的态度，也反映了海明威的人生观，无论社会环境多么不利，命运如何坎坷，只要凭借

顽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终究会取得最后的胜利[8]。就像桑地亚哥与大马林鱼的拉锯战，在马林

鱼真正跃出水面的那一刻，老人说，“我从没见比你更庞大、更美丽、更沉着或者更崇高的东西。”[5]
老人充满着对对手一般的尊重与自我价值满足的欣慰。鲨鱼群是残酷的掠夺者，贪婪、冷酷，桑地亚哥

决心与他们战斗到底。尽管最后老人未能将战利品带回去，但已经成为了精神上的赢家，他与鲨鱼群生

死搏斗的场景，就是“硬汉”形象的具体表征。包括反复出现的狮群意象，也象征着老人内心渴望力量、

渴望集体，希望不断的胜利和发展[9]。 
因此，在《老人与海》中，桑地亚哥早已超越了 20 世纪中叶的古巴这个时代和地域，他的勇于探索

的大无畏精神，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需要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人类保持了生生不息的战斗情怀和

坚持不懈的创造欲望。《老人与海》与其说是讲了一个发生在某时某地的故事，不如说是通过这个充满

象征意味的故事来表达一种超越时代的哲理。 

5. 《欧也妮·葛朗台》与《老人与海》文本细读对比总结 

同样是环境描写和现实主义技法，巴尔扎克在《欧也妮·葛朗台》中，是这样描写的：“门框的穹

隆与两根支柱，像正屋一样用的灰凝土，卢瓦尔河岸特产的一种白石，质地松软，使用不了两百年。寒

暑的酷烈，把柱头、门洞、门顶，都磨出无数古怪的洞眼，像法国建筑的那种虫蛀样儿……”[10]，巴尔

扎克极尽详细地书写葛朗台老头一家的生活环境。 
而海明威的环境描写处处充满象征，在开篇，海明威为老人桑地亚哥打造的环境是孤苦无依的——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3.115072


向芷萱，陈晓语 
 

 

DOI: 10.12677/wls.2023.115072 425 世界文学研究 
 

“那老人独驾轻舟，在墨西哥湾暖流里捕鱼，如今出海已有八十四天，仍是一鱼不获。开始的四十天，

有个男孩跟他同去。可是过了四十天还捉不到鱼，那男孩的父母便对他说，那老头子如今不折不扣地成

了晦气星，那真是最糟的厄运，于是男孩听了父母的话，到另一条船上去，那条船第一个星期便捕到三

尾好鱼。……那帆用面粉袋子补成一块块的，卷起来，就像是一面长败之旗。”，但却也暗示着桑地亚

哥虽孤身一人，但精神却是饱满的，他即使一鱼不获，仍执着于出海捕鱼，即使像“长败之旗”，精神

上已然在全文屹立。 
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老人捕鱼的描写中，多次出现“独自在大海上航行三天三夜”中产生的与鸟

类的“攀谈”，提醒自己补充能量等语句，老人外在所表现的硬汉形象在我们眼中似乎软化了，显示着

老人也有丰富的多层次的内心世界，同时，从这个角度与《欧也妮·葛朗台》进行对比，能发现此时的

文学作品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内转向”趋势，这也是此时的“典型环境”发生变化之处。 
加之文章前三部分已经进行的文本细读分析，海明威的“典型环境”不仅仅是对场景准确真实的雕

琢，更多的是提供给读者一个特定的环境来让读者体会人物的感情，以及这种感情和环境之后的象征意

义。这种特征也造就了他的“超越性意义”。 
在巴尔扎克的细细刻画中，文中处处都起着作用，一个靠自己发家的守财奴，一个吝啬鬼的形象已

初步建立。而海明威的“典型环境”，是人物的心灵世界，而这被深深藏于冰山之下。可以说，《欧也

妮·葛朗台》的主线是一个金钱毁灭人性和造成家庭悲剧的故事，但海明威的笔下，这些清晰的人物情

感线索和精神内涵需要读者深挖。比如在《老人与海》中，读者需要通过对“典型环境”背后的人物—

—老人桑地亚哥的心态进行细细揣摩和对“典型环境”的象征意义进行探讨，以及最后阐发出“典型环

境中的典型人物”之后的跨时代的超越性意义。 
于是，通过进行二者在“典型环境”的写作手法使用上，我们能够得以了解 19 世纪到 20 世纪现实

主义创作发生的细微但内涵深远的变化，即跨时代的超越性意义。 
19 世纪的现实主义更多的是对资本主义现定制度永久性的怀疑和批判；而 20 世纪的《老人与海》

深挖了人类精神内蕴，象征寓言一般向我们昭示了跨越时空的人类永恒的自我求证意识。 
因为巴尔扎克在表现人与物的关系时，着重表现物对人的腐蚀和人对来自物的异化的抵御和不接受

[10]；而 20 世纪这种“物”被扩大包括金钱、物质财富和科学技术等客观存在的整个西方现代物质文明

与社会形态。 
由此，“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换发出新的时代生机：20 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人物是重在

人类命运和尊严上的刚硬追求，是积极树立人物形象，以求带给人们希望的胜利，这些人物经受得住命

运的折磨，为了尊严而战，看似是悲剧，却是有血有肉的正面典型，是时代需要的典范。不同于 19 世纪

的那些人物命运安排，他们的悲剧是被动的，承受在金钱命运之下，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环境中的典

型人物，欧也妮的家庭悲剧和爱情悲剧，是时代的牺牲品，具有人物性格和环境重压之下人物命运悲惨

的必然性。 
在 20 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已经实现了跨时代的飞越，典型人物不再仅仅

是某一个时代的“典型”，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甚至历时性的“典型”，代表着人类的总体精神，典

型环境也不仅仅只是人物遇到的逆境，服务于主题需要，也超越了文本，服务于读者体会到人类同样的

收获、感动或是迷茫、困惑。 

6. 结语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创作思维往往会固化，后人的解释往往强化了典型环境的社会本质，

从而忽视了某些人物逆于整个时代背景却自有其深刻意义，或者忽视了一些因象征意义好似与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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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的典型环境、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典型人物。只有把“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放到历史和时代的思

辨角度上去看，才能兼顾其社会本质和精神意义，从而也会使得“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获得更强的

理论生命力，指导创作出更具跨时代意义和精神价值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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