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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小说中的 “伤痕”意象反映了鲁迅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思。在他的作品里，许多人物身上都带着

伤疤：祥林嫂脑袋上的窟窿、孔乙己脸上的伤痕、高尔础眉棱的瘢痕、国王头骨的疤痕，这些伤疤的出现，

与人们的审美理想背道而驰，但是却暴露了丑陋的现实存在，鲁迅通过对 “伤痕”意象的描绘，揭示了国

民的劣根性，折射了整个社会的弊病，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残暴，控诉了封建思想对人们心灵的戕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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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以其先进的思
想和丰厚的创作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他的作品不仅

对 “五四”文坛产生巨大的影响，直至今日，也依然

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在本文中，笔者将目光聚焦于

鲁迅小说中的 “伤痕”意象，通过细致的分析，探索

“伤痕”意象所独有的艺术魅力和深刻内涵。

一、鲁迅小说中的四种 “伤痕”意象

（一）祥林嫂额头的伤疤

在鲁迅所有描写伤疤的作品中，小说 《祝福》

中的 “伤痕”最具有代表性，它 “记录”了一个

女人悲惨人生的全过程，是她悲剧命运的写照。在

《祝福》中，对伤痕的描写共有三处，分别借不同

人之口在不同的环境下说出，表现了祥林嫂所遭遇

的不同境遇，预示着她命运的转变。

第一处是在卫老婆子和四嫂的谈话中对 “伤

痕”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他们一不小心，一松

手，啊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

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

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１］１１７－１１８。这段是唯一一

次对伤痕的正面描写，它向我们介绍了伤痕的由

来，更丰富了祥林嫂的性格特征。在此之前，我们

只知道祥林嫂是个勤劳质朴、善良能干的封建社会

的传统女性，没想到她骨子里还存在着反抗精神，

虽然她的 “宁死不从”是为了恪守 “从一而终”



的旧道德，但是她的行为本身仍具有先进性。她的

伤痕是她向命运抗争的一个标志，她甚至愿意以付

出生命的代价来争取自己想过的生活，因此这个

“伤痕”是她为自己挂上的一个 “烈女”勋章。在

封建社会，这种行为本应是受到赞扬的，但是祥林

嫂的孤军奋战最终没能敌过宗族的力量，她被迫接

受改嫁，成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也正是由于结果

的转变，她的伤痕也转换了性质，成为她 “不贞”

的标志，当她再带着这个伤痕回鲁镇的时候，她本

就悲惨的命运变得雪上加霜。

第二处是祥林嫂逢人便说自己的遭遇，柳妈听

后感到十分不耐烦，于是拿 “伤痕”的事反驳她，

让她语塞。起先，人们听到祥林嫂的故事，看到她

的伤痕还会为她流下同情的泪水，但是祥林嫂不断

地重复自己的不幸，使本来就麻木的人们变得更加

冷漠，不但没得到别人的怜悯反而招来他人的嫌弃

和厌恶，而 “伤痕”也成为别人叫她住嘴、打击

她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这里是借柳妈之

口说出来的，而柳妈也是 《祝福》中不可小视的

配角，她和祥林嫂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不论是身份

地位还是生存境遇，柳妈无疑都应该是祥林嫂的

“知音”，然而就是这个最能感同身受的人都站在

祥林嫂的对立面奚落她的伤疤，足以见得祥林嫂在

人们心中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下，所以祥林嫂的伤痕

也注定了她最后不会有好结果。

第三处是借大家之口说出，和柳妈的谈话后人

们发现了一个新的话题，那就是祥林嫂的伤痕，大

家把讥讽伤疤作为闲暇之时的娱乐消遣，对疤痕进

行大肆地嘲笑，最后就连祥林嫂自己都觉得这是耻

辱的标记，开始质疑自己先前的反抗，认定自己有

罪，甚至轻信柳妈的迷信说法，把自己辛辛苦苦赚

的钱都去捐了门槛。这时候的伤痕，已经让祥林嫂彻

底的失去了自我，一心只想着赎罪，她的精神到了崩

溃的边缘，她的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她已经完全被

她所生活的环境排斥在外，她的命运已不可改写。

三次描写，层层递进，由最开始的符合伦理道

德到成为不忠贞的耻辱再到带有罪孽的笑柄，伤痕

性质的演变也显示了祥林嫂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过

程，鲁迅仅用一个 “伤痕”就描绘了封建社会下

层妇女的一生，也让我们看到了世人的愚昧与无

知，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二）孔乙己身上的伤痕

《孔乙己》中的咸亨酒店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缩

影，在这个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孔乙己作为

“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１］１６，常常是人们

取乐的来源，嘲笑他的伤痕已经成了这里人的共同

乐趣，每当他来吃酒，人们总要调侃他： “孔乙

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１］１６即使孔乙己对他

们不予理睬，那些看客也还是会继续高声嚷道：

“你一定又偷人家的东西了！”［１］１６接着再把他被打

的经过添油加醋的戏说一遍。此后，人们每每谈论

起孔乙己，总记得他 “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１］１６，

他常常因偷东西而被打。

孔乙己的伤痕既是他咎由自取的结果，也是封

建社会科举制度毒害所致。在那个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旧社会里，科举入仕是所有读书

人一辈子的理想，穷苦之人指望通过科举来当官发

财，为此不惜穷尽一生，然而最终能走上仕途的却

寥寥无几，孔乙己就是众多失败者中的一个。平日

里，他一心只读圣贤书，为自己是个读书人而骄

傲，对不识字的劳动者嗤之以鼻，但事实上，他空

有一肚子的之乎者也，却连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

被人抓到偷窃遭毒打也不知悔改，还美其名曰是

“窃”，竭力维护自己读书人的颜面和尊严，殊不

知那满身的伤痕已经将他的迂腐可笑尽显。

鲁迅对于他是 “怒其不争”的，但同时，鲁迅

也深知他的苦楚，同情他的悲惨遭遇，便也 “哀其

不幸”，用 “伤疤”来控诉这个冷漠的社会。咸亨

酒店的人们对这个可怜的读书人没有丝毫的同情心，

相反，他们不顾孔乙己的恳求，一次又一次地揭开

他心里的伤疤———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拿他身上

的伤痕作笑料，将他被打的经历当作趣闻轶事来闲

谈，故意看其出丑。最为可悲的是，他给人们带来

那么多的 “欢乐”，却到死都无人问津，生命在这

里如同草芥一般，一文不值。倘若以丁举人为代表

的封建统治阶级残害了孔乙己的肉体，那么腐朽的

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文化教育就直接腐蚀了孔乙己

的精神，还未等这双重 “创伤”愈合，麻木、好事

的看客们就迫不及待地在其痛处补上几刀。最终，

孔乙己终于经受不住肉体的毒打和心灵的虐杀，带着

他满身的伤痕，孤独的死去了。“伤痕”印证了孔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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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悲惨的一生，也折射了这个冷酷、畸形的社会。

（三）高尔础眉棱上的瘢痕

同样作为知识分子的高尔础，也被鲁迅以刚劲

辛辣的文字大加鞭笞，将反讽艺术发挥到极致。在

文中，高老夫子一出场就被塑造成一个博古通今、

学贯中西的新派学者，不仅在 《大中日报》上发

表了脍炙人口的 《论中华民国皆有整理国史之义

务》，还被邀请到贤良女学校去教书，更被教务长

万瑶圃尊称为 “有名的学者”，可谓是出尽了风

头。然而这风光的背后，却掩藏着鲁迅良苦用心的

讽刺。其中，一个颇为重要也易被忽视的细节，就

是高尔础眉棱上的瘢痕，从他对瘢痕的态度上，就

足以窥探其丑陋的灵魂。

高老夫子左边的眉棱上有一个尖劈形的疤，那

是他孩童时期偷吃桑葚从树上摔下来，不小心磕破

的，由于没有及时医治，而成为永不消灭的疤痕。

为此他十分苦恼，还特意留了长发，将头发中分，

以图遮盖住那难看的疤尖。虽然这个方法起到一定

的效果，但他仍旧害怕女学生们会注意到自己的疤

痕而深感自卑和恼火，上课时，他更是将注意力都

放在自己的形象上面，脑袋里的授课内容空空如

也，最后只得在女学生们的嘲笑声中落荒而逃。事

实上，高尔础去女学堂教书完全不是为了支持女学

生的教育事业，更不是为了教书育人、宣传新思

想，而是有着不堪的目的——— “看看女学生”，因

此他才会把时间全费在照镜子上而不用心备课，他

才会对自己眉上的疤痕过于敏感，他才会在上课的

时候还依然记挂着不要露出瘢痕而忘记了授课内

容。当他意识到自己辛苦伪装出来的 “为人师表”

的形象彻底崩塌，便恼羞成怒地对女学堂发出狠狠

地咒骂，随即直奔赌桌继续他的老本行了。而那面

可怜的镜子也被推到一边从此束之高阁，疤痕对他

而言再也不是值得花费心思的事。

一个小小的疤痕，就让高老夫子 “华而不实”

的假学者形象跃然纸上，让他肮脏的内心暴露无

遗。他表面上学富五车，积极倡导新学，仰慕高尔

基等西方大文豪，实则胸无点墨，鼓吹复古思潮，

连神圣的教书育人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和邪

念，这样的人，还配称为 “学者”，还有勇气去误

人子弟，还被 《大中日报》吹捧为 “中华文坛之

幸”，难道不可笑吗？鲁迅故意将这个 “打牌、看

戏、喝酒、跟女人”的流氓赌棍塑造成一个博学

多识又德高望重的正派学者，就是为了无情地撕破

以高尔础为代表的封建卫道者们的伪装，让其出尽

洋相，把言行不符、名实不副的真相赤裸裸的呈现

在读者眼前，让人们在欢笑之余体会到作者对这群

社会 “毒瘤”的愤慨。

（四）国王头骨上的疤痕

收入鲁迅 《故事新编》中的小说 《铸剑》，改

编自曹丕 （魏）《列异传》和干宝 （晋）《搜神记》

中为父报仇的故事。主人公眉间尺是一个未经世事、

性格优柔的少年，在他十六岁生日的时候，他突然

从母亲那得知父亲的遗嘱———杀掉国王、为其报仇。

虽然他深知父亲的冤屈，内心燃起了复仇的火焰，

甘愿承担复仇大任，但从母亲的叹息中，他也深知

复仇之艰辛和实现复仇之不易。果不其然，在即将

接近国王的时候，他遇到重重阻碍，与干瘪脸少年

的纠缠使他错失了报仇的最佳时机，国王也因此而

得知了消息，火速逃回王宫后开始全城通缉他。就

在复仇大业无望之际， “黑色人”宴之敖者及时出

手相救，为其出谋划策，最终二人联合打败了国王，

在一场激烈的 “三头大战”中完成了复仇使命。故

事到这里看似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但鲁迅却没有

就此收笔，他在结尾处加了一个讽刺式的尾巴，让

故事蕴藏了更丰富的内涵。

“三头大战”之后，现场一片狼藉，面对已被

煮烂的皮肉，大臣、妃子们开始辨别哪一个是国王

的头骨，这时候，“伤痕”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王后说王的右额上有一个疤，是做太子的时候

跌伤的，搞不好骨头上也会有痕迹，话音刚落，一

个侏儒就真的发现带有疤痕的头骨，就在大家欢喜

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了另一个头骨上有相仿的瘢

痕，于是场面又陷入混乱，在一番毫无结果的讨论

后，大家得出了一个最妥善也最无奈的办法：将三

人的头骨和王的身体一并合葬，于是这场光荣而伟

大的复仇在乱七八糟的送葬仪式中结束，显得滑稽

和可笑，俨然成为一场闹剧。

不得不说，国王头骨上的 “伤痕”在小说里

十分特别，它虽然作为意象仅出现了两次，但其作

用却不可小觑。首先，“伤痕”作为身份识别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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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体现了强烈的社会等级观念。在封建社会，国

王至高无上，被称为 “九五之尊”，而下层的百姓

被叫作 “贱民”，高低贵贱在称呼上就得以显现。

所以作为最尊贵的王，逝世后自然要举国奔丧、举

行祭礼，但身为凡夫俗子的眉间尺和宴之敖者，却

“不配”享有如此盛大的仪式，这也是大臣和王妃

们为何要费尽心力找出国王头骨的原因。瘢痕是识

别国王最重要的标志，更是高贵身份的象征，它代

表了封建社会的贵贱有序和王室血统的纯正与王权

的不容侵犯。就像王可以随意地杀害无辜的百姓

（眉间尺的父亲），却不用负任何的法律责任，“伤

痕 “意象本身就体现着一种不平等的等级制度。

其次，鲁迅用 “瘢痕”划清了以国王为代表

的贵族与平民的界线，却又用这个意象同时消除了

这种不平等，打破了等级差别，甚至以此消解了复

仇的意义。当得知国王右额头骨上有疤痕时，人们

仿佛看到了希望，但很快这希望就被失望所取代，

因为人们在另一个较黄的头骨上发现了相仿的瘢

痕，这下国王的头骨就彻底成了迷，想要准确安葬

国王尸体的希冀化为泡影，不过也正因为如此，眉

间尺和黑色人的头骨才得以保留，避免了像身体一

样被抛之弃之的悲惨结局。在文中，疤痕原是用来

分出贵贱的，却因为疤痕的相仿而恰恰消灭了等级

差别，最终，百姓眼中的 “逆贼”们享有了与国

王同样的待遇，充满复仇意志的复仇者的头颅得以

永存，受人祭拜，这也许就是鲁迅内心对于革命前

景所存留的一丝期待。然而，复仇是否真的实现？

复仇的目的是否达到？难道故事的结局真的因头骨

合葬就圆满了吗？答案也许是否定的，之所以这样

说，还要回归到 “伤痕”意象上来。在分辨头骨

时，最能代表身份的伤疤失去了作用，人们开始进

行毫无意义的探讨，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做无用功，

仿佛讨论时间的长短才是衡量忠心的标尺，能否识

别出头骨并不重要。七天后的 “大奔丧”更是像

例行公事一般，每个人都带着伪善的面具，装出哀

戚的神色，到最后连祭拜的行列都不成样子了。更

可悲的是，眉间尺和黑色人用自己的牺牲为民除

害，铲除暴君，不仅没有得到肯定和赞扬，反而被

“义民”们怨愤，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逆贼。在

“义民”眼中，眉间尺和宴之敖者的头能够享受和

国王同样的级别待遇，是莫大的荣幸，但于这二者

来说却是无限的悲哀，因为他们复仇的真正目的并

没有达到，他们只是消灭了国王的肉体，可他的愚

民政策还在，百姓依然麻木不仁、愚昧无知，不分

善恶、不辨是非。这场充满正义的复仇之战，只是

感动了眉间尺和黑色人自己，而在百姓看来，不过

是增添了一桩茶余饭后的笑料罢了。

作为身份识别的疤痕，构建起一个等级森严的

封建社会，让复仇者的复仇变得崇高而悲壮。但同

时，它的模糊性又解构了复仇的神圣性，让这场正

义之战显得尤为可笑和荒诞，使人们在闹剧般的收

场中对复仇者的献身感到悲哀，对复仇伟业的实现

感到渺茫。回归到现实生活中，使人们看到了以鲁

迅为代表的革命先驱在拯救国民、对抗封建势力中

的艰辛与不易，迷茫与徘徊。就如眉间尺一般，先

驱者们力量弱小并深知这条道路上荆棘满满，但他

们依然自觉承担起去除封建顽固、改造国民性的重

担，可是结局却差强人意，即使消灭了封建势力者

们的身躯，不愿被改造的顽劣思想却依然存在，所

有的流血和牺牲都显得那样一厢情愿，这不得不令

人心痛又引人深思。

二、“伤痕”意象的特点与审美价值

在以上四篇著名的短篇小说中，都或多或少出

现了 “伤痕”意象，可见 “伤痕”描写并不是鲁

迅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意为之，那鲁迅为何要

给作品的人物刻上 “伤疤”呢？想必，这和 “伤

痕”意象的特点与价值有关。

（一）“伤痕”意象的特点

身体的 “伤痕”具有独特性，就像被贴上了专

属的标签，让人们很容易就识别出来，甚至在很多

时候，独一无二的伤痕可以进行身份的指认： 《铸

剑》中的结尾，眉间尺、黑色人、国王的头骨难以

分辨，大臣和妃子们就企图通过国王头骨的伤疤来

进行识别；《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的哈利，被邓

布利多藏在其姨妈家十年，直到进入霍格沃茨魔法

学校，越来越多的人认出了他前额的闪电形疤痕，

危险和挑战也随之而来； 《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

在经历十年海上漂泊后终于回家，为了考验妻子对

他的情感、避免暴露身份，他特意乔装成乞丐并将

脚上的伤疤隐藏起来，直至夺回王位，他才露出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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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夫妻相认。倘若没有独特的伤痕，主人公的身

份就变得不明确，其存在就变得虚无，而疤痕的显

露，能够获得身份的认同，被异化的自我才得以复

归。鲁迅所描写的四种伤痕看似没有区别，实则各有

不同：祥林嫂额头的大窟窿是她故意撞在香案角上留

下的，是自我反抗的标志；孔乙己的伤痕是被丁举人

等毒打所致，是被压迫的象征；国王头骨的疤痕和高

尔础眉棱的瘢痕都是儿时淘气摔伤造成的，是不得已

的结果。同为伤痕，其出现的原因不同，所在的位置

不同，导致的后果也不同，正因为如此，主人公们才

具有了不同于其他角色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身体的疤痕还具有永久性，不论这伤痕会引发

悲伤的情感还是会带来喜悦的回忆，它都是挥之不

去的印记，人们每每看到这疤痕，总能想到背后所

隐含的故事。鲁镇的人们一看到祥林嫂的疤痕，就

想到她的不忠，视她为不祥。咸亨酒店的人们一看

到孔乙己的伤痕，就知道他又被毒打，开始尽情的

嘲笑。高尔础一看到自己的瘢痕，就感到自卑和怨

愤，责怪父母对自己疏于照顾。这丑陋的疤痕里，

藏匿着人物不堪回首的过去，是被人耻笑的把柄，

是痛苦遭遇的源泉，因此人人都想拼命的遮掩。但

疤痕一旦形成就很难消除，会伴随主人公一生，成

为他一辈子的污点。中国古代的墨刑，就是在犯人

的脸上刺字，让它永远也无法消失，使犯人不仅经

受肉体的摧残，还要蒙受巨大的精神羞辱。鲁迅也

是用 “伤痕”来惩罚这些顽固不化的迂腐百姓，

让他们的秘密和丑事公之于众，使他们不能够再隐

藏和躲避，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透

过这 “疤痕”看到弱者们的悲惨境遇，从而对整

个社会进行深刻的反思。

伤痕的独特性能够使主人公的形象铭记于读者

的内心，伤痕的永久性又时时刻刻在提醒读者人物

所遭遇的不幸。“伤痕”意象的存在本身就含有悲

剧意味，经过鲁迅巧妙地运用，就具有了一定的审

美价值。

（二）“伤痕”意象的审美价值

一提到伤痕，人们首先会想到丑陋，但其实伤

痕是丑陋与真实的结合体。这种身体上的不美，反

而会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人物的性格和行动上来，

使这个人物更加具有真实的艺术魅力，正如罗丹所

说：“自然中认为丑的，往往要比那认为美的更显露

出它的 ‘性格’，因为内在真实在愁苦的病容上，

在皱蹙秽恶的瘦脸上，在各种畸形与残缺上，比在

各种正常健全的相貌上更加明显地呈现出来。”［２］

“伤痕”意象最大的审美价值便在于它的真实性和

残缺性。伤痕是丑陋的，所以人们想要拼命地遮掩，

这又恰恰暴露了问题的所在，真实的反映了问题。

很多文学作品中，人们常常把它作为折射历史的一

面镜子。在伤痕文学中，卢新华用晓华母女的 “伤

痕”来披露文革存在的问题以及它所带给人们的心

灵与肉体的双重打击，在晓华母亲的日记中写到，

“虽然孩子的身上没有像我挨过那么多 ‘四人帮’

的皮鞭，但我知道，孩子心上的伤痕也许比我还深

得多”［３］，肉体上的疼痛是暂时的但是心灵上的创

伤却是永久的，伤痕就是历史的见证。鲁迅也是借

“伤痕”的这一特征表达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我们

可以看到，无论是祥林嫂前额的窟窿、孔乙己皱纹

间的伤痕还是高尔础眉棱上的瘢痕，这些本就悲剧

的人物经过鲁迅的丑化，更加具有悲剧色彩，为他

们的凄惨结局增添了震撼人心的作用。

三、“伤痕”意象与鲁迅小说的恒定主题

（一）“伤痕”意象与鲁迅小说恒定主题的关系

　　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甘愿做一个孤独的战
士，就是因为文学能够深入人心、传递思想，因

此，他不惜从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取材，将其最

为丑恶不堪的地方做细致的剖析，“揭出病苦”使

人们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

血”［４］，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拯救国民灵魂的目

的。“伤痕”是鲁迅刻在主人公身上的符号，更是

表达其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重要载体。正如美国学者

彼得·布鲁克斯在 《身体活》一书中提到的 “给

身体标上记号 ，这意味着它进人了写作，成了文

学性的身体，一般说来，也就是叙述性的身体，因

为记号的刻录有赖于一个故事，又推演出这个故

事。给身体打上记号，这是关于进人了写作的身体

成为文学叙述之主题的一个象征。”［５］可见，伤痕

作为身体的标记可以起到突出主题的作用。那么

“伤痕”意象在表现改造国民性这一主题中到底扮

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０３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４月



１伤痕揭示了国民的劣根性
首先，“伤痕”意象揭示了知识分子的虚荣和

迂腐。在鲁迅所描写的知识分子题材中，孔乙己和

高尔础是鲁迅所着力刻画的人物。他们虽代表了不

同的立场，生活处境也不尽相同，但是却都反映了

旧社会里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弱点：虚荣和迂腐。

无论是深受封建制度毒害的孔乙己还是暗地里

维护封建制度的高尔础，他们都对封建统治坚贞不

移，固守着旧有的体制不懂变通，即使被社会所抛

弃也不自知，因此才会露出迂腐可笑的丑态。孔乙

己一生做着金榜题名的美梦，为了考试而穷困潦

倒，却不肯为了生计放下文人的尊严，好不容易找

到一份事做却要去偷人家的笔墨纸砚，被人毒打还

百般为自己开脱，想偷换概念来掩盖自己偷窃的事

实，简直是掩耳盗铃。高尔础亦是如此，他去学校

教书就是为了看女学生，他拼命的遮盖伤疤，就是

为了给女学生们留下好印象，他满脑子都是些污秽

之事，但他却口口声声的否认，将自己伪装成饱读

诗书的先生，可惜他的演技过于拙劣，刚一出场就

被女学生们识破，眼看自己的马脚露出、阴谋没有

得逞，就将过错推卸给女学校，说其不成体统，故

意撇清干系，实在是滑稽可笑。

其次， “伤痕”意象揭示了农民的愚昧和苟

安。鲁迅写得最多的就是农民，他对农民的精神状

态、生存困境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农民的愚昧和

苟安刻画得入木三分。

祥林嫂是众多农民里具有反抗精神的人中的一

个，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贞，不惜连命都搭进去，可

当她发现这样的生活并不影响她的生存时，她就选

择了妥协并安于其中，等到愿望破灭她又重回鲁四

老爷家，即使遭尽白眼和唾弃，也坚持要留在那

里，就是为了能有个安身之所。生活无论多么的不

幸与不公，她都从未想过改变，只是一味地忍耐和

退让，甚至把自己最后的希望也寄托在虚无的鬼神

身上，最终丧失掉为自己争取幸福的机会。不仅是

祥林嫂，鲁镇里所有的人都安于现状，只要不侵犯

自身的利益，不剥夺其 “生”的权利，就绝不愿

做任何的尝试去改变现有的生活，只是习惯性的将

生活的不如意怪罪到 “老天爷”的头上。正是小

农思想的狭隘与保守，造成了农民的苟安和愚昧。

鲁迅对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分析是十分透彻的，

正是因为对他们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才能一针见

血的指出其存在的弱点和缺陷，希望有朝一日他们

能够觉醒。

２伤痕折射了整个社会的弊病
伤痕真实的展现了封建社会的残酷与暴力，鲁

迅借此批判了旧社会随意践踏生命的行为。生活在

社会最底层的祥林嫂和孔乙己，一个是 “不干不

净”的寡妇，一个是穷困潦倒的旧知识分子，是

身边的人随意欺负和取笑的对象，他们对自己的生

命没有任何的话语权，因为一旦反抗就要挨打，被

打后还无力还手，最后只能任人摆布。鲁迅让我们

看到，在封建社会中，鲜明的家长制度、宗族制

度，使长辈尤其是男性被赋予绝对权力，权力之大

甚至可以决定他人的生死，而以金钱构建的等级制

度和阶级制度更是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金钱至上

的原则又使富人可以掌握穷人的命运。在这样一个

不公平的社会里，倘若既没钱也没权，似乎就注定

要被奴役和被践踏， “被打”就成为一种理所当

然。 “人”失却了作为 “人”的最基本的生活权

利，在畸形的社会中成为行尸走肉般的存在，这是

多么的可怕和可悲！

伤痕真实的反映了封建思想对人们心灵的残害，

鲁迅借此痛斥了人们精神的扭曲与病态。祥林嫂的

伤疤被鲁镇的人视为 “不贞”的标志，她想努力证

明自己的无辜，摆脱大家异样的目光，但是只要伤

痕跟着她一天，她就不可能被大家所接受，就要一

直遭到鲁镇的女人们的鄙视，最后就连她自己都觉

得她的伤疤是种耻辱，只要人们提起她的伤痕，她

就再也说不出话来。孔乙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多读了

几年书、多识几个字，于是自命不凡，对他人的嘲

讽不予理睬，可惟独大家用 “添新伤疤”来取笑他

时，他就再也抬不起头，只好苦苦地哀求，为自己

那可怜的文人尊严做无用的反驳。几千年的封建思

想太过于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习惯了去信奉，却

忘记了要质疑。于是对改嫁有所反抗的祥林嫂和迫

于贫穷不得不偷书的孔乙己就成了他人眼中的 “异

类”，是有悖于封建思想的不道德的人。指责他们的

过失就是与他们划清界限，就会衬托自己的高贵与

纯洁。在这样的思想下， “被吃者”孤立无援，变

得自卑自贱。 “吃人者”愈加猖狂，以一种高高在

上的姿态去戳 “被吃者”的伤疤，用冷言恶语来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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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可怜人的自尊心，以此淡忘自己的不幸，获得别

样的快乐和优越感。鲁迅正是看清了这冰冷的社会，

才会对 “吃人者”及其所信奉的封建思想大肆斥

责，用 “被吃者”的 “伤痕”来唤醒人们对小人物

心灵和人格尊严的珍视和尊重。

３伤痕透露了对革命的反思
《铸剑》中的头骨，因伤痕的相仿而无法分

辨，于是只好三头合冢，复仇者不仅失去了身体，

连头骨也只能和敌人的葬在一起，对他们来说复仇

已经意味着失败，其后群众的反应更是叫人寒心。

闹剧般的奔丧让复仇变得无效、无意义，看客们永

远是最后的胜利者。鲁迅对此进行的思考有着深刻

的现实意义，辛亥革命的到来让人们看到了创建新

世界的希望，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腐朽的封建

王朝，只是换掉了一个封建皇帝，百姓依然是敬畏

皇权的奴隶相。这让启蒙者鲁迅感到悲痛和失望，

并开始对革命的结果和意义进行深邃的思索。

伤痕揭示了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种种劣根性，揭

露了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是为了让人们能够认清

现实，唤醒沉睡的灵魂，从而进一步对国民性进行

改造，达到 “改良这人生”的目的。在这一过程

中，鲁迅承受了灵魂的拷问、自我的怀疑和批判，

在精神的挣扎中对人类的生存困境进行了思考，对

民主革命进行了反思。

（二）“伤痕”写作的意义

身体自身有时在无意间充当着记录、铭写的载

体与反射社会的镜子，［６］伤痕，就是一种复杂的社

会印记。在文学作品中，给人物的身体作上标记，

使疤痕也成为讲故事的载体，通过伤痕的由来、意

义、影响来推动情节的发展，正如王德威在 《一

九四九：伤痕书写与国家文学》中提到的 “只要

伤疤的痕迹存在，人们就会记起暴力的曾经发生。

隐含在伤痕里的是一项肉体证据，指向身体才能遭

受的侵害，指向时间的流程，也指向一个矛盾的欲

望———一方面想要抹销，一方面却又一再重访暴力

的现场。在检视个体的伤痕的同时，记忆被唤醒，

一个隐含的叙事于焉成形。”［７］作者通过对 “伤痕”

意象的主观再创作，使其具有了丰富的情感内涵和

特殊的隐喻功能，向读者传达着不可言说的秘密。

不论这伤疤代表的是虚无、是耻辱、是暴力、是自

卑亦或者是崇高，它都是作家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现

实关照，是他们在面对千疮百孔的社会时，抱着自

觉的责任意识对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关注，通过对伤

疤的描绘来影射变了形的社会，以此来思考等级、

制度、文明等所带给人的改变。

结语

“伤痕”意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在 《荷马史

诗》的 《奥德赛》中它就开始成为人物身份指认

的重要标记，承担着揭露人物真实身份、改变故事

发展走向的重要作用。等到了鲁迅的笔下，它更是

发展成为表现小说叙述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鲁

迅的作品中，“伤痕”意象独具匠心，它不仅能够

进行身份的识别，还能够丑化主人公、暴露其劣根

性，通过肉体的残缺来影射国民丑陋的灵魂，以图

寻找人性异化的根源，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小

说的字里行间中饱含了鲁迅深刻的 “立人”思想

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其后，“伤痕”意象的

描写并没有停滞，不同的作家从不同的视角来解读

“伤痕”，丰富着 “伤痕”的现实意义，让我们进

一步思索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人应该如何避

免被物化又应该怎样抚慰创伤，实现自我的救赎。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 “伤痕”写作的

余温，体会到作家所传达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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