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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学地理学视角的威廉福克纳小说中的地理意象分析 

谢俊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广西崇左  532200） 

摘要:在文学研究上,文学地理学的关注点一般都集中于对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自然景观等方面。而威廉福克纳地理意象分

析是文学创作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本文旨在揭示小说中对于人物形象、时代背景和自然环境等等因素且具有的特殊含义,暗示作

者情感体验,并由此来对文学地理学体系进行完善,以及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一些有价值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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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文学是一门艺术,它的发展离不开作者本人对历史事件、人

物和时代背景等方面的理解。而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独特

鲜明地地域性文化特色。而小说作为一种特殊形式存在于人们

日常生活当中就具有典型意义:一方面由于人类生存环境限制

了其创作;另一方面也因为作家们拥有着不同寻常且丰富多彩

多样文学形象,从而使他们之间形成强烈对比以及高度交融相

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和社会共同体意识等精神文明特征。 

二、福克纳小说中的南方地域特色与景观描绘 

福克纳的小说中,南方地域特色与景观描绘尤为引人注目。

他笔下的南方,既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又充满了神秘与魔幻。他通

过细腻的笔触,将南方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以及人们的情感世

界展现得淋漓尽致。福克纳善于运用生动的比喻和富有诗意的

语言,将南方的景色描绘得如诗如画。无论是广袤的田野、静谧

的溪流,还是古老的庄园、破旧的教堂,都在他的笔下焕发出别样

的光彩。这些景物不仅为故事提供了背景,更成为人物情感与命

运的象征。在福克纳的小说中,南方地域特色与景观描绘不仅增

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更让读者在品味故事的同时,感受到了

南方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深厚的历史底蕴[1]。 

三、福克纳小说中的自然地理意象分析 

（一）水域意象：河流、湖泊等自然水域的象征意义 

在福克纳的小说中,自然地理意象,特别是水域意象,如河

流、湖泊等,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些水域不仅仅是故事发

生的背景,更是承载了丰富的象征意义。河流往往象征着生命的

流动与变迁。它们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与人物的命运起伏,流淌着

生活的喜怒哀乐。在福克纳的笔下,河流有时平静如镜,反映出人

物内心的宁静与平和;有时则波涛汹涌,暗示着人物面临的困境

与挑战。湖泊则往往与神秘、宁静和反思相关联。它们如同镜

子一般,映照出人物内心的真实面貌。在湖泊的静谧中,人物得以

暂时逃离现实的纷扰,进行自我反思与内心探索。 

（二）陆地意象：森林、山丘等自然景观与人物情感的关

联 

在福克纳的小说中,陆地意象如森林、山丘等自然景观与人

物情感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这些自然景观不仅仅是故事发生

的背景,更是人物情感的外化和象征。森林常常代表着神秘、未

知和隐秘的内心世界。在福克纳的笔下,人物常常在森林中迷

失、探索,寻找自我或是逃避现实。森林的茂密与幽深,如同人物

内心复杂的情感与思绪,既让人向往又令人畏惧。山丘则常常与

坚韧、力量和高度相关。人物在面对山丘时,往往需要克服种种

困难,攀登至顶峰。这一过程象征着人物在生活中的挑战与成长,

也反映了他们面对困境时的坚韧与毅力。 

（三）气候与季节变化对人物命运与情节发展的影响 

气候与季节变化在福克纳的小说中,对人物命运与情节发

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并非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

到人物内心,与他们的情感、思想和行为紧密相连。在温暖的季

节,阳光明媚,万物复苏,人物的心情也往往随之变得轻松愉悦。

他们更容易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对未来充满希望。这种氛围下的

情节往往更加明快,人物关系也更为和谐。然而,当寒冷的季节来

临,阴冷的气温、萧瑟的景象往往会引发人物内心的孤独与悲

伤。在这种氛围下,人物往往更加沉思,情感也更为复杂。情节的

发展也可能因此变得更加曲折,人物关系也可能出现裂痕。气候

与季节的变化还常常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因素。例如,一场

突如其来的暴雨可能打破人物原本平静的生活,引发一系列意

想不到的事件;而漫长的冬季则可能考验人物的意志和毅力,促

使他们做出重要的决定[2]。 

四、福克纳小说中的社会地理意象分析 

（一）城镇与乡村：不同居住空间的地理特征与象征意义 

作者的小说大都是以城镇为背景而进行描写,在对人物性

格、生存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深刻了解之后,才

会有了威廉福克纳作品中不同地域空间特征所呈现出的象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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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文学意象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和认

同。然而文学本身也具有一定程度上“边缘化”特点:一是它是

由特定时代背景而产生的;二是小说创作过程中会根据历史人

物、事件等进行相应变化,从而形成独特风格;三是文学意象具有

鲜明的时代性。 

（二）庄园与种植园：作为权力与经济中心的地理空间 

在福克纳的小说中,社会地理意象的描绘尤为精彩,其中庄

园与种植园作为典型的南方社会地理特征,承载了丰富的历史、

文化和象征意义。庄园往往代表着南方社会的权力与地位。它

们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家族荣誉与传承的载体。在福克纳的

笔下,庄园往往与家族的兴衰紧密相连,见证了家族的荣耀与衰

败。庄园的宏伟与壮丽,既反映了家族的辉煌历史,也暗示了家族

未来的命运。而种植园则与南方的奴隶制历史和种族问题紧密

相连。它们曾是南方经济的重要支柱,但也带来了深重的社会问

题和道德困境。福克纳通过描绘种植园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关系,

揭示了南方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种植园中的劳动者,他们的

苦难与挣扎,也成为福克纳小说中重要的主题之一[3]。 

（三）交通与流动：道路、交通工具在小说叙事中的作用 

在福克纳的小说中,交通与流动不仅是物理空间的移动,更

是社会地理意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反映了人物的社会地位、

心理变化以及命运走向。首先交通方式的选择往往与人物的社

会地位密切相关。例如,马车通常象征着贵族或富裕阶层的优雅

与从容,而火车则可能代表着工业化时代的快速发展与变迁;其

次,流动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人物心理的变化。在旅途中,人物可能

会面临各种挑战与机遇,这些经历会深刻影响他们的内心世界。

福克纳通过描绘人物在旅途中的所见所感,展现了他们内心的

挣扎、成长与蜕变;最后交通与流动也暗示着人物的命运走向。

在福克纳的小说中,人物的流动往往与他们的命运紧密相连。有

时,一次意外的旅行或迁徙可能会改变人物的命运轨迹,引发一

系列意想不到的事件。这种流动的命运描绘,使得小说的情节更

加曲折、引人入胜。 

五、地理意象在福克纳小说中的艺术表现与功能 

（一）地理意象与小说叙事结构的关联 

文学的基本理论来源于对意象概念和理论研究,而文本中

蕴含着丰富的艺术手法、特殊意义等,这些都为小说语言赋予了

一定程度上研究空间。但同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作者虽然

将地理意象作为一种叙事手段加以运用并在其结构特征与艺术

风格方面做出贡献;但是这种偏重形式表现出来的是抽象化且

缺乏现实性内容作品。文学的叙事结构是指小说中各种不同类

型和体裁之间关系与联系,也就是在一定意义上所体现出来的

一种特定方式,它决定了作者对某一事件进行叙述时采取何种

形式。而文学本身就具有很强逻辑性。因此在研究福克纳作品

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他所处时代背景下,读者阅读时所处环境

以及人物形象、立场等因素,这都影响到的小说主题和风格特征

以及这些主题与性格特点之间关系,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

握作者所要传达的思想感情。 

（二）地理意象对小说主题深化的贡献 

地理意象在小说中对主题的深化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首

先,地理意象为小说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叙事空间。通过描绘具体

的地理环境,如高山、森林、河流等,作者构建了一个充满地域特

色的世界,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故事的发生。这种叙事空

间的建立,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人物的行为和选择,从而更深

入地理解小说的主题;其次地理意象常常承载着特定的象征意

义。例如,高山可能象征着挑战和攀登,森林可能象征着神秘和未

知,河流可能象征着生命的流动和变迁。这些象征意义与人物的

性格、命运和故事情节紧密相连,使得地理意象成为揭示小说主

题的重要工具;最后地理意象还能够与小说的其他元素相互呼

应,共同构建小说的主题。例如,人物的性格、命运与特定的地理

环境相互关联,情节的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变化相互呼应。这种相

互呼应使得小说的主题更加鲜明、深刻。 

六、结语 

文学地理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理问题的专业,

从社会学、历史学到心理学都对其产生了不同程度影响。但其

实在美学上来说,文学和小说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概念,文学是一

种独立于哲学之外,并且具有高度边缘化性质,是艺术性与审美

意义属性相结合起来形成独特而富有生命力的学科。文学是以

美学为核心思想内容发展出来,它本身就是属于人类文化创造

力最活跃、最突出表现形式之一,它也是一门艺术,它作为一种独

立意识形态更是属于哲学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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