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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包括对文本语言、小说结构、情节和角色在内

的一种独特力量。正如梵·康纳所说：“张力存在于……

节奏之间，节奏的形式与非形式之间；个别与一般之间；

具体与抽象之间”。文学张力如水存在于《陪衬人》之

中，缓慢而又不容忽视地流动着，在文本节奏的相互形

成中表现出独特的魅力。本文试从语言方面展开对《陪

衬人》的文本文学的张力分析，以描写文本内部层次的

含义与审美意蕴。

一、所指与能指的组合

在索绪尔的语言学概念中，能指和所指是语言不可

分割的一体两面。能指是指符号的物质形式，由声音—

形象两部分构成。所指是这样的声音 - 形象在社会的约

定俗成中被分配与某种概念的联想。文学作品之所以引

人入胜，令人回味无穷，主要是因为所指的丰富深邃所

辐射出的无限联想空间。特别是在小说当中，人物作为

能指的存在，充分发挥着其所指的强大功能。在小说中，

能指基本上算是故事的“筌”，只是通往故事的桥，所

指才是根本。在《陪衬人》中出现了多个能指符号，即

“杜朗多”、“贵妇人”、“陪衬人”、“掮客”以及“代办

所”等。

1. 百万富翁杜朗多

最先出现在小说中的是“杜朗多”，他是小说发展最

为重要的存在，他作为故事线索贯穿全文。他的能指是

一个百万富翁，具有独创精神的工业家，而今萌生出新

型商业模式：他颇费周章地筹组代办所的计划，招募陪

衬人的困难曲折、开张后代办所顾客盈门。看似一个简

单的商人创业，背后的所指蕴含丰富。

杜朗多拥有多重身份，既是百万富翁，又是工业家，

现在还做上了商人。在社会背景巴黎中，他其实指的就

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着社会财富与地位的上层阶

级，不仅本身拥有丰厚的社会财富与资源，而且还不满

足，仍想进一步从社会人民中进行剥削，压榨剩余价值，

获得超额价值，拥有更多物质财富，提升社会地位。比

如在杜朗多的事前准备时“杜朗多回到家里深思熟虑。

他策划的这场商业攻势，需要决定的巧妙，他可不愿卷

到那种成则一鸣惊人、败则贻笑大方的事业中去冒险。”

在叙述者的叙述中，杜杜朗多没有直接的语言对话，主

要平铺直叙揭露他的内心活动，一个性格精明谨慎的商

人形象跃然于纸上，紧接着在招募丑女的时候写道“他

身穿黄色睡衣，头戴黑缎子圆帽，四肢舒展地坐在安乐

椅中。……身体后仰着，眨眼示意，象个业余爱好者一

样，做出各种各样表示满意或者不满意的神态。他慢吞

吞地盯住一个人看……他甚至站起来，摸摸头发，看看

脸蛋……满意地搓搓手，”对杜朗多的动作描写，短短几

句展现出了他资产阶级商人的派头、装腔作势，人物形

象活灵活现。不过他这几个瞬时动作构成了丑姑娘的悲

剧纽结：人本该是平等交往，你来我往，结果在杜朗多

的一举一动中，社会上的丑女们成为了他眼中待价而沽

的商品，不断地被审视着合格与否。在当时社会仅仅只

是因为丑女处于社会下层，为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便

被如此利用压榨。叙述者用杜朗多这样一个具体的商人，

无形的指出在社会上还有无数的丑女们也在经历着这样

的不平等对待，与开头“巴黎什么都有出售：傻丫头和

巧姑娘，谎言和真话，眼泪和微笑。”的相呼应，指出资

本主义的畸形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被“物化”，

以金钱衡量，表现了社会的黑暗。形象的说明了杜朗多

的存在形式是看似合理的商业行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

社会中商业资本家贪婪无度，以各种卑劣手段来谋取价

值，无形地揭露了上层资产阶人们对下层人士的剥削，

在商品繁华的背后，表现出了非形式下的人与人的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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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2. 相互依存的“贵妇人”和“陪衬人”

“贵妇人”和“陪衬人”二者的存在相互依存，对立

统一。其能指分别是杜朗多的“顾客”与“饰品”。她们

都是一种被杜朗多作为商人所需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

存在。这是其相互依存的一面。对立统一说的是“贵妇

人”和“陪衬人”本是不相容的存在。她们在文中都是

以具体的某一个人物而存在，没有具体人名的她们以多

次个体不断地出现，其所指的是不同的社会群体的一般

性的存在。

“贵妇人”会出现在杜朗多眼中并从中找到商机是

因为她的能指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名气有资本，过着

奢侈放纵生活的上层人士。这类人不愁吃穿，每天都在

想着如何让自己的生活更加有趣，不断满足着自己精神

生活。所以“贵妇人”是名噪巴黎，极需要装饰其美貌。

与之对立的是“陪衬人”，她们的能指与“贵妇人”恰恰

相反，她们是要么挨饿、要么卖身的绝境，巴不得能找

个正当职业以自救。对应的所指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为

生存而发愁的底层人士，无心玩乐，整日为活下去而焦

灼，不断地在这个社会上寻找生存方法。所以就其所指

来说，“贵妇人”是高高在上的上层阶级，“陪衬人”是

低如尘埃的下层阶级，二者是作为对立的存在，本不该

有交际，但有代办所，在白天二者形影相随，在那时统

一在一起，她们穿着华丽。流连于各个风流场，以步代

车，宴饮于名家菜馆，在剧院里消磨，彼此以“你”相

称。所以说二者对立统一，以这样的形式更加深刻地表

现出“贵妇人”和“陪衬人”之间的能指张力。本该无

所交际但又出现在一起，表面看上去谈笑风生，宴饮游

乐，实际上不平等关系的存在。“贵妇人”视“陪衬人”

为奴隶，对她们冷酷无情。因此，陪衬人才会有白天在

大庭广众间强装愉快的欢笑和夜晚独自一人难掩悲伤的

哭泣。两类人的出现，一类为名，一类为利，两相对比

下以小说中陪衬人指出生活贫困的下层人士们沦为奴隶，

出卖人格的悲惨遭遇揭露资本中的人与人金钱社会。

3. 见证者“掮客”

再说不可忽视的“掮客”们，他们在杜朗多寻找丑

女的困境中出现，帮助杜朗多完成任务，促使代办所的

顺利开张。能指是那些嗅觉灵敏的人，根据对象的性格

进而处境对症下药。其所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催生的

产物，他们推动其发展的人。这类人平时不见踪迹，但

只要有资本需要马上就能出现，巧舌如簧，下作无耻，

不折手段的完成资本的任务。这一类人是资本最好的体

现，他们在社会中地位不高也不低，只为追逐利益，只

要自己有所获，便是作为报答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

们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丰富了小说

中的社会人物形象，表现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即使有着

各个阶层，但无一例外都是资本的产物，展现出看整个

社会的扭曲。

4. 无处不在的“代办所”

最后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代办所”，小说中所有的

人物都是依附着代办所的存在而陆续出现，是小说的关

键，贯穿始终。其能指是一个商业场所，在这里进行着

买卖交易，只是不同的是在这里，杜朗多把人们称之为

“丑”的这种迄今一直都是死的物质纳入商品流通。看

似合理的能指背后的所指实则是集资本主义各种弊端的

大成。表现的是社会的文明史阴暗的一面，整个社会的

堕落。“代办所”把人当作物品，待价而沽，甚至是在

广告上也直接将人当作饰品在大肆宣传，遍布大街小巷，

这是对陪衬人作为人来说，不仅是行动上也是心理上的

羞辱，稍微有良知的人，看到代办所这样的怪物，都应

嗤之以鼻，但在当时的特定社会里，社会不仅不予以谴

责非难，而却欢迎之拥戴之，生意兴隆，门庭若市。代

办所的存在仿佛情理之中，正常无比，不为社会谴责，

不为道德制裁，完全顺乎“平常”的天理，通乎“自

由”的人情，合乎“文明”的逻辑，借代办所的具体的

存在，抽象的表达了资本主义社会下对人的残害，人们

价值观的扭曲，叙述者在最后以“当然，一个痛苦的灵

魂于进步是无伤大雅的！人类在前进。未来将对杜朗多

感谢不尽，因为他把迄今一直是死的商品投入贸易，因

为他发明了一种装饰品，给爱情提供了方便。”用反讽的

手法强烈的表达量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嘲讽。

二、言语符号在语言系统中运行

乔纳森·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中说过：“语言学

并不仅仅是激发灵感的动力和源泉，而是一种将结构注

意原本各行其是的种种设想统一在一起的方法的模式。”

即在语言学里，符号作为言语是在社会这个语言系统中

运行，并可以得到语法认可与说明的，那么依照这个思

路，在小说的分析中可以把小说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世

界：在这个世界中发展的故事情节，可以大致看做是社

会生活的系统，即语言；人物则可以看做是符号，在这

个系统中运行，并产生意义得到认定。当然这个系统是

由各种关系和对立构成的，其中存在着叙事语法，也就

是系统地记录和说明普遍规则的符号和程序。“杜朗多”

与其他人物构成多组符号系统，小说呈现出辐射状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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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人物关系，展现出了社会立体面貌。

代办所的开办是语言系统，在小说的叙述中客体世

界是巴黎。历史悠久的巴黎社会有其发展、运行规则。

杜朗多正是这一规则下的体现，他按照社会所接受的生

存原则展开商业活动，并且找到了出卖丑这一独特的经

营模式，符合资本主义出卖一切的社会语法，进而召唤

出掮客、贵妇人、陪衬人等，推动者故事情节的完善，

不断地向前发展。所以叙述者说“今天，我只想叙述代

办所的创举，以使杜朗多的大名流芳后世。这样的人，

历史上。理应有其显要地位。”正是在说杜朗多处在资本

主义扭曲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语法运行之中，所以才会在

历史上留名。

在整个广阔的历史长河中，《陪衬人》将对资本的追

求集中在这个杜朗多身上，这种时空的巨大差异中体现

的是时空的张力，也是叙述者借杜朗多表达对资本主义

社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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