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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鲁迅《药》中的象征艺术

戴雨晴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00

摘 要：《药》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鲁迅先生在这篇不到5000字的作品中大量运用了

象征手法，将复杂的情感和深邃的思想放诸众多典型意象，从而造就“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本文即对鲁

迅《药》中的象征艺术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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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于鲁迅先生文学作品的研究一直是学界、思想界

及其他诸多领域的研究热点。在有关人士整理出的鲁迅

先生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一篇长篇小说。经过一定的考

证，不少学者总结出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很多客观原因和

主观原因，而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故不进行赘述。然而，

能用短小精练的文章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思想深度和高度，

这是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鲁迅先生本人文学功底

的深厚呢？ 1

文学作品的价值不能用其篇幅的长短来衡量。而短

篇作品若能成为经典，往往是借助了一些艺术表现手法

实现的。其中，象征手法无疑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用某

些形象和事物暗示其他事物或事理，往往可以用简练的

文字传递丰富的思想情感。鲁迅先生在《药》中的象征

艺术的创造就达到了这种理想的效果。其象征艺术主要

是通过色彩、具体事物以及小说人物三方面建构的。

一、关于《药》中的颜色及其背后的象征艺术

颜色词在《药》中出现的次数不下十次，其中的一

些还在文中多次出现。鲁迅先生在对自然环境、事物和

人物进行描写时，都运用到了颜色词。而这些颜色也成

为了象征手法的载体之一。下面选取三例进行说明。

（一）“黑”与“白”

《药》中的颜色词首先出现在小说的第一段——“只

剩下一片乌蓝的天”“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漫了青白

的光”。“乌蓝”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黑里

泛蓝”。这种极为暗沉的色调无疑在作品开头就奠定了压

抑与肃杀的基调，在一定程度上象征了五四运动时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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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环境的复杂黑暗。“青白”与“乌黑”同属冷色调。不

同的是，其给人一种惨淡的实感。它更像是在象征着作

品中华老栓一家面对无法医治儿子痨病的心境——失魂

落魄，悲哀无助。当然，正如郁达夫先生所说——“文

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种心境在本质上也是当时

鲁迅先生心境的一种写照。那种对现实不满，渴望通过

批判现实来唤起民族觉醒的思想情感借助这种象征手法

巧妙地表达了出来。

鲁迅先生在《药》中对自然环境进行描写时，其用

的颜色词多与“黑”和“白”有关。“街上黑沉沉的一无

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类似的描写所起

到的象征作用与前文相近。“黑沉沉”给人沉重压抑之

感。灰白是黑与白相结合而成的色彩，“灰白的路”也象

征着当时社会状况的复杂和未来的不确定。

（二）“红”与“白”

“红”与“白”的结合在《药》中也有很多处。“一

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

下滴”。革命者夏瑜的红色的鲜血与白花花的馒头在色彩

上的强烈对比首先便给人一种视觉冲击。更重要的是，

这两种颜色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性。结合时代背景对文本

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做出较为合理的推测。红色代表革

命力量，而白色自然是与之对立的反革命力量，在当时

的国内主要指的是封建势力。“红”与“白”的结合反映

出当时社会形势的复杂，也代表了革命力量与封建势力

的顽强斗争。

“红”与“白”的结合在《药》中还有很多例子。

“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里走动；衣服前后的一

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

出号衣上暗红的镶边”。此处的“红白之别”很大程度上

也具有象征性，其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革命力量与封

建势力的对立。“红”是暗红并且其只作为镶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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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通过“大白圆圈”呈现的。二者所占比重的差别说

明了这些士兵本质上是封建势力的爪牙。这是一种对拥

护封建势力和固守封建思想的人们的巨大的讽刺和批判。

“红”与“白”的结合还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文中夏

瑜坟上的红白之花，这在后文会进行分析。

（三）“黯淡的金”

《药》中那丁字街头破旧牌匾上的黯淡的金字“古口

亭口”耐人寻味。

文中夏瑜的原型为革命者秋瑾，而秋瑾就义之地便

是轩亭口，因此“古口亭口”指的应为“古轩亭口”。鲁

迅先生在此处用“黯淡的金字”表示牌匾已因破旧而字迹

不清，很好地避免了实指，保持了文学语言的“陌生化”。

而“黯淡的金”这种色彩本身是否具有象征性呢？

金色在旧社会一般被视为一种权力的象征，为封建统治

者广泛使用。而“黯淡的金”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反抗。

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封建势力与思想的没落。

二、关于《药》中部分具体事物及其背后的象征艺术

在《药》中，还有很多具体事物也在象征着某些深

刻的事理。这些具体事物比上文的颜色更形象，因而其

具有象征性这一点也更容易被读者发现。但，由于其并

没有人物的语言以及鲜明的性格特征等，其象征性也较

为隐晦。对此，我们也只能通过文本及其他参考文献进

行分析。本文选取人血馒头、红白的花、乌鸦、“药”这

四个典型事物进行分析。

（一）人血馒头

人血馒头无疑是《药》中的核心事物，也就是所谓

的“药”。旧时民间流传人血浸泡的馒头可以医治痨病

（肺结核）。因此，其无疑象征着落后封建思想，象征着

群众的愚昧无知和革命者的悲哀。而对于这一点，学界、

思想界以及大部分的读者的观点没有太大分歧，故不再

赘述。

（二）红白的花

夏瑜坟前的那一圈红白的花的象征性一直是学术界

的研究热点。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这些

观点大致分为三种。这三种观点不尽相同。

一是直接否定其具有象征性。欧阳凡海在《鲁迅的

书》中评价《药》中的红白的花为“草率的迁就”。二

是一味强调它的不合理性。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

物》中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个人观点——“乡下吊祭用花

圈大概还是二十年来的事情，就是在现今要想找一个红

白的鲜花环，恐怕也还不容易吧”。三是认为其存在是合

理的并且对其象征性进行了一定的阐释。孙伏园在《鲁

迅先生二三事》中对此有过一段这样的论述——“如果

花环只是象征也有亲属以外的人上坟，那么我敢相信，

夏瑜的坟头祭扫者决不会只有夏四奶奶一人”“我则以为

有了花环也还是很自然，愚昧的群众中往往有极少数比

较清醒，各各他地方的耶稣十字架下还不是跪着一堆人

吗？”可见，第三种观点既认为花环的存在具有合理性

并且认为其象征着当时一部分中国人的觉醒。

鲁迅先生本人也对此进行了说明。他在《呐喊》自

序中声明——“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

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

添上一个花环”“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一

方面，“平空添上一个花环”说明鲁迅先生本人在某种程

度上也认为其具有不合理性，因为晚清几乎没有出现花

圈祭祀的习俗。但，另一方面，鲁迅先生也对文中红白

的花做了解释——“听将令”“曲笔”“主将不主张消极”。

这说明，红白的花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文学服务于时代

和社会的属性。它象征着国人觉醒的可能和对革命的憧

憬与希望。这样看来，红白的花对表现《药》这部作品

的核心思想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因此，红白的花到底在当时有没有出现在烈士秋瑾

的坟上并不是研究的重点。其象征着的事物和事理才是

我们真正应该关注并进行研究的内容。

（三）乌鸦

乌鸦在《药》中紧接着红白的花出现。对于它的象

征性，大部分学者持肯定态度。那么，乌鸦究竟象征了

什么呢？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也不尽相同。

维林吉诺娃在《鲁迅的〈药〉》中提出了“双重的

象征作用”这一观点。在“铁铸一般站着”的这一部分，

乌鸦是封建迷信的代表。它丝毫不理会华大妈和夏四奶

奶的设置则象征着封建迷信的虚伪。而在乌鸦大叫并飞

走这一部分情节中，乌鸦象征着“相反的革命的主题”。

乌鸦这一猛烈的举动被很多学者视为是对封建迷信束缚

的挣脱，是一种献身革命的战斗姿态。这两种说法都有

一定的根据。

关于这一问题，鲁迅先生也曾在《〈中国新文学大

系〉小说二集序》（1935）中进行了说明，即乌鸦这一具

体事物可以渲染一种阴冷的氛围。这说明鲁迅先生在文

末设置的乌鸦这一意象很有可能象征着某些虚伪、丑恶

的事物。

尽管有关乌鸦象征性的观点很多，但结合鲁迅先生

本人的解释来看，乌鸦象征着封建迷信的观点比较有说

服力。乌鸦本身具有阴冷的色彩，鲁迅先生将其放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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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末，试图烘托出阴冷的氛围。这极有可能是在讽刺和

批判某些事物。这样看来，乌鸦象征封建迷信思想的可

能性就比较大了。当然，对其的各种观点都还有待进一

步的考证。而因为乌鸦这一具体事物出现在文章末尾，

对它的象征性的不断深入分析是研究《药》这部作品的

文学性与思想性的关键。

（四）“药”

“药”是鲁迅这部小说的标题，其本身也蕴含着丰富

的象征意义。

一方面，“药”在小说中指的是所谓的能医治小栓痨

病的药。然而，这在本质上是旧社会落后的封建迷信思

想。其戕害、麻木民众的思想，造成社会的种种乱象。

“药”是害人之药，但同时也是救人之药。它既象征

着民众的落后、麻木思想，同时也象征着以鲁迅等人为

代表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思想。鲁迅的《药》犹

如一剂医治思想病症的良方，它用那极具讽刺意味的故

事尝试唤醒愚昧无知的民众。

除此之外，“药”也是警醒有志之士的良药。这篇小

说的背景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但，尚有很多民众抱

着封建愚昧落后的思想度日。这反映出辛亥革命在一定

程度上脱离民众的局限性。转变社会风气的关键在于革

新民众思想。大众思想普遍落后的病症是革命者应该关

注的。而民众思想的转变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

也是造成辛亥革命不彻底的重要原因。这正是中国知识

分子努力的方向。

三、关于《药》中人物及其背后的象征艺术

鲁迅先生在《药》中通过语言、动作、外貌等描写

方式塑造了很多典型人物。对于其象征性的研究，当然

可以从性格、行为等方面入手。而本文选取了人名这一

相对隐性的部分进行研究，简要分析其背后的象征艺术。

首先是比较明显的一点，即《药》中的两大家——

华家和夏家的两家之姓恰好组成了“华夏”一词。还有

文中的夏瑜与其原型秋瑾形成呼应。“夏”对应“秋”，

而“瑜”对应“瑾”。“瑜”“瑾”二字在《说文解字》中

都被解释为“美玉”，象征革命者的高尚品格。这样的处

理既避免了实指，又耐人寻味。

安徽师范大学硕士马玲玲在《鲁迅的命名艺术研究》

中指出，鲁迅先生善于将有关人形体特征或外貌特征的词

放在人名中，这往往是将病态的心理与丑陋的外表结合在

一起。《药》中的驼背五少爷和花白胡子这两个反面人物

的名字就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那时国人的低劣和麻木的精

神。这些人物无疑是当时社会很多民众的缩影。

鲁迅先生给人物取名还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运

用反语的修辞手法，而这同时也是具有象征性的。比如，

康大叔和“红眼睛”阿义。这两个人物都属于反面人物。

康大叔作为刽子手，恶行累累。红眼睛阿义作为一个小

牢头，痛打革命者夏瑜。但，鲁迅先生却用“康”和

“义”两个褒义字给他们取名。这象征着封建势力及其

爪牙的虚伪，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与批判。

除了命名这方面以外，作品中的人物的语言也是象

征艺术的重要体现。例如在文中反复出现的“包好”，其

表面是人物对人血馒头功效的肯定，本质上体现出的是

民众极度愚昧和麻木的思想。同样反复出现的词语还有

“疯了”，其在更高程度上表现出民众的精神病态。还有

文章末尾部分华大妈多次说到的“我们还是回去吧”也

象征着一种“事不关己”的麻木状态。言为心声，其所

具有的象征性不言而喻。

四、结论

鲁迅先生在《药》中通过颜色、具体事物、人物等

要素，充分地运用了象征手法。象征手法的运用增强了

这篇短篇小说的文学性和思想性，其在一定程度上使鲁

迅的短篇小说传递出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尽管学

界对其有多种不同解读，我们还是可以尝试结合鲁迅先

生的自述以及学者对文本的深度剖析，给出更加合理的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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