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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别了，武器》中战争对人类的影响的探究
韩思琦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 辽宁 沈阳 110131

【摘 要】：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是美国迷惘的一代代表人物，《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于 1929 年根据自己亲身经历

编写的小说。故事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弗利德利克·亨利在美国军队中担任中尉一职，志愿到意大利去做救护车司机的角

度进行叙述，批判了战争的冷漠与残酷。小说描述的不是战后，而是战争。主人公亨利为了完成任务被炸伤后被转入医院认

识了女主人公凯瑟琳·巴克莱，两人开始了战争中的悲剧的爱情故事。本文通过亨利与凯瑟琳的爱情从开始到发展再到结束，

阐述了战争对人类的身心，爱情的影响以及人们对信仰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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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永别了，武器》的创作背景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空气中都萦绕着惨淡

与荒凉，当时的人们对可怕的战争恐惧极了，并且对未来的

生活也失去了希望，没有了信心与信念，他们非常迷茫，眼

中充满了无助与无奈，心中更是不知道该如何前行，当时这

一代的年轻人被称为“迷惘的一代[1]”，所谓“迷惘的一代”

就是脱离资本主义独立存在，然而又没有别的信仰可以支持

他们前行，他们只能去别的地方平静一段时间再回到自己的

国家。他们的精神面貌十分地糟糕，就像描述的一般充满了

迷惘之意。

1.2 战争及永别的概念

所谓战争，包括战和争。战是战斗，争是争夺，要争夺

某种东西。我想要某种东西，你不给，势必会发生争夺，从

而引发战争。战争的结果无非两种：胜亦或是败。战争从来

都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有的只是成千上万个家庭妻离子

散，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不管胜败与否都会导致国家的分

裂同胞的分别，分别即永别，永别指双方永远不再相见，永

别可能代表着死亡甚至是遗忘，毕竟被人永远的遗忘才算死

亡。人生没有永远，来日并不方长，即便有千万次邂逅，错

过了一次，也许再也没有后来。在无常的岁月面前，我们常

无能为力，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也无法

预料，这一次再见就有可能是永别。正如在《永别了，武器》

中作者海明威对战争和永别的理解更为深刻而具体，因为他

曾亲眼目睹了战争所带来的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悲惨现

状。也正因如此作者十分痛恨战争，亦想要和战争说“永别”。

1.3 战争对青少年的信仰的影响

所谓信仰就是人们在后天成长过程中深受周边文化和

宗教氛围所形成的。信仰对一个人的成长具有潜移默化，深

远持久的的作用。而青少年是我们国家的栋梁，战争带给人

们的伤害已经深刻的印在他们的头脑中，战争无情的摧毁了

我们的家园和爱情，让我们家破人亡，这些危害使得许多青

年人们不敢追求自己的爱情与理想，甚至对爱情失去了信

心，因为战争打破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理想。并且正义的战

争也不代表一定会成功，这无疑对青少年的信仰产生了巨大

冲击。

2 文献综述

2.1《永别了，武器》中战争对人类影响的国外现状

英国学者贝茨认为海明威的小说的主题是人如何面对

迷惘世界里的死亡。《永别了，武器》这篇小说便是以作者

海明威对战争的仇恨和厌恶为主线贯穿下来的，便于我们与

作者的创作情感产生共鸣，字里行间中向我们生动具体地展

现了战争时代底层百姓生活的悲惨现状，国家间的民不聊

生，进而揭露了战争的残酷性，悲惨性。此外，文学评论家

威尔逊曾研究过海明威传奇的生活经历，他认为，《永别了，

武器》生动的描绘了海明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个人生

活经历。正是因为海明威曾亲眼目睹过战争的残酷与痛苦，

也曾亲身体验过国破家亡的无助感，这些看似“丰富”的人

生经历使海明威创作出这样的绝世之作。

2.2《永别了，武器》中战争对人类影响的国内现状

王晓雁在她的《“迷惘的一代”的心声》中围绕“战争”，

写出了“迷惘的一代”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悲观又失望的情绪。

纵观古今，不管是正义的战争还是剥夺的战争结果都是让国

家、让百姓饱受战争之苦。尹燕在《战争带来的迷茫——评

海明威<永别了，武器>》一文中曾认为海明威在这部小说中

阐述了他对战争的观点，他指出“战争一无是处，再没有比

战争更糟糕的事了。”生动鲜明的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痛恨

和厌恶。同时两位学者在文章的最后也给予我们广阔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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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丰富我们对战争的理解。

2.3 本文与相关研究的区别

相比较于国内外的学者们对《永别了，武器》中战争的

分析层出不穷，但是通过小说具体某一段情节来分析战争对

于爱情和人们身心的影响少之又少。因此，本文通过对亨利

与凯瑟琳的爱情从开始到发展再到结束这一时期的故事情

节来从侧面具体阐述战争对人类的身心、爱情的影响。让我

们明白在战争中爱情的力量是多么渺小，并且战争带给人们

的伤害更是无法磨灭的。并借此呼吁继续坚持世界和平，人

们要有坚定的信念，不能被战争打倒，以前人研究探讨战争

对人们的影响，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当代青少年信仰的影响。

3 《永别了，武器》中战争对人类影响的分析

3.1《永别了，武器》的主要内容

《永别了，武器》讲述了一战时期，弗雷德里克·亨利因

受伤与英国护士凯瑟琳·巴克莱相识。在治疗期间，两个人互

相陪伴，碰撞出爱情的火花。后期亨利痊愈后被要求返回前

线作战，意军撤退后，意大利军官开始追捕那些没有坚守岗

位的军官，并对他们施行枪决，亨利亦在其中。当军官审问

其他人的时候，亨利趁机迅速地跳入河中逃走了，免除了被

枪毙的命运。此刻，他知道了，自己的士兵身份已经随着河

水流走了[2]。后来亨利找到了凯瑟琳，两人再次幸福地相聚

并且逃往瑞士。但是，幸福的生活总是短暂的，凯瑟琳在生

产中因为难产大出血一尸两命，留下亨利孤单一人过着流浪

的生活。

3.1.1 战争在亨利与凯瑟琳的爱情中的呈现

本文通过对男主人公亨利在作战时受伤被送往医院治

疗邂逅了身为护士的女主人公凯瑟琳，就此二人将战友情进

行升华开展了段绝美的爱恋，可天不遂人愿，由于战火不断

摧残，二人之间的感情皆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现

实残酷但二人始终没有放弃对彼此的爱，相互扶持着，直到

最后凯瑟琳因难产[3]而挽救无效永远地离开了亨利才使这段

心酸的爱情结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不管人们之间的情感

有多么的能经受的住考验，但是在战争面前，照样如同蝼蚁

一般渺小又无助。本文以亨利和凯瑟琳的爱情情节为主线来

分析战争的内涵和影响，明白了战争的冷酷性，以及摧毁他

人幸福的无情与痛苦性。

3.1.2 战争的危害

战争对人们的影响在本文中充分地体现出来，战争摧毁

了个人的幸福，亨利与凯瑟琳因战争而相识相爱，但迫于无

奈亨利要去前线作战离开怀有身孕的凯瑟琳，最后虽然逃离

战场，但还是四处逃亡，导致凯瑟琳难产而死，使亨利与心

爱的女人永远分离。战争更是让人们对信仰产生了怀疑，本

文中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体现了在战争中爱情不得善果，

正义之战也未必会胜利，使人们惧怕，也让当代青年不敢触

碰爱情。战争就是悲剧，战争就是杀戮[4]，战争就是残酷。

战争让人们对这个世界感到十分的惧怕。

3.2 战争带给人类的影响

小说的开始，从亨利与中尉、少校、神父等人饭后闲谈

可以看出来他们对战争已经麻木了，由于他们没有在前线，

他们每天的生活状态就是吃饭睡觉以及饭后闲谈与调侃，虽

然他是美国人但他在意大利，说着意大利语并且认为战争与

他无关，在这里他很安全[5]。战争就在眼前，但是对于他们

来说好似听故事一样。最初，亨利参加意大利军队他认为战

争一定会成功，后来，亨利在战场中受伤在医院接受治疗，

宁愿让自己的病情严重也不愿意返回战场，对战争已经不抱

有一丝希望，因为无法摆脱自己士兵的身份他不得不重返战

场，与凯瑟琳分开，后来当他真正深入战场，才体会到战争

的无情与冷漠以及战争给人们带来多么大的伤痛与折磨。

3.2.1 战争折磨身心

因为战争，和平的生活没有了安宁[6]。战争不仅摧毁人

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家园，还侵蚀着人的精神世界。亨利在与

救护车司机闲谈时得知救护车司机们都迫切的希望战争能

够停止，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只要战争能够停止就好。士

兵们为了能够不上战场，远离战争，不惜把自己的身体弄伤，

就像主人公在路上遇到的受伤的士兵，为了能够逃离战争，

听从亨利把话把自己的头撞破身体弄伤，可见，人们对战争

是多么的厌恶。由于前方路上有敌军的哨兵，所以他们不得

不在军队建造的掩体内躲避，甚至没有干净的饭菜。但是他

们别无选择，尽管再怎么疲惫他们也没有可口的饭菜和舒适

的床，他们仍然盼望着战争停息的日子能够早一点的到来。

战争持续一天，他们就多忍受一天的折磨。对于士兵来说只

要战争存在一天一时一刻，他们的身心以及家人就永远处于

折磨与担心之中。

3.2.2 战争成就爱情

战争让许多不曾谋面的人相遇，创造出了从未想过的火

花。亨利在医院与凯瑟琳相识，在治疗期间，两人在彼此互

相陪伴中产生了真正的感情，凯瑟琳的温暖照顾让亨利体会

到了处理战争外还有如此惬意的时光，使他真的爱上了凯瑟

琳。虽然亨利起初并没有对凯瑟琳产生好感，但时间匆匆地

向前推进，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在凯瑟琳的细心照顾与陪

伴下使亨利感受到了这个世界除了冰冷的战争外还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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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时光。后来亨利对凯瑟琳的喜欢便全盘摆在凯瑟琳面

前，凯瑟琳也渐渐被亨利感动，二人很快便进行走心的爱恋，

而非单纯的调情[7]与不甘寂寞。虽然他们是通过亨利的室友

相识的，但是没有战争他们也不会相遇，就算相遇他们也不

会相爱，可以见得，战争造就了这段凄美的爱情。

3.2.3 战争摧毁爱情

战争创造了美好的爱情的同时它也摧毁了爱情。亨利在

医院养伤的期间由于凯瑟琳悉心照顾，百依百顺，使得亨利

深深地爱上了女主人公凯瑟琳，他们享受着在医院养伤的安

逸的时光。但是，由于亨利无法摆脱自己士兵的身份，在伤

养好后他就要回到战场中去，尽管他用喝酒的方式让自己的

病不能痊愈，但是最终也难逃重返战场的命运。此时的凯瑟

琳已经怀孕了，尽管如此，亨利也不能留在凯瑟琳的身边，

由于命运的捉弄使两个有情人只能被迫松开彼此的手。回到

战场上的亨利发现有了德军的加入让战争变得更加的可怕

与残忍，看着自己的伙伴被处死，他认识到自己当初满腔热

血参与的战争是多么的不在乎他们这些人的死活。最后虽然

亨利死里逃生的回到了凯瑟琳的身边逃往瑞士生活，但是，

凯瑟琳在生产中因为难产大出血而死去，孩子和心爱的女人

都离他而去，只留亨利一人孤独生活。他再也感受不到凯瑟

琳的陪伴与温暖，这对他来说无疑是重大的打击，凯瑟琳的

离去是压倒亨利的最后一根稻草[8]。可见，战争摧毁了爱情。

3.2.4 战争摧毁信仰

亨利最初认为战争会胜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亨

利满怀希望与信仰志愿到意大利北部担任救护车驾驶员，他

希望通过战争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他在最初并没有意识到

战争的残酷，他对战争的胜利还有着期待，他对凯瑟琳说“这

里是不会垮的”[9]，他最初满腔热血，但是当他后来真正进

入战场的时候，他看到了战争是多么的无情和残忍，他目睹

了自己的伙伴被射杀，一个人的生命在他们看来是多么的廉

价可以随意射杀，他的信仰[11]逐渐消失，他认识到自己当初

满腔热血参与的战争是多么的不在乎他们这些人的死活，最

终他选择远离战争平淡生活。凯瑟琳心中的信仰无疑就是爱

情，她从未强迫自己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而且始终依靠

男人去寻找幸福和快乐[10]。最初她与自己的青梅竹马相恋八

年，但是由于战争让她彻底失去了自己的未婚夫，她心中的

信仰随即破灭。由此可以得出战争不仅能摧毁人的身心健康

还能摧毁个人的信仰。

4 研究结语

4.1 战争即悲剧，战争即杀戮

《永别了，武器》以“我”的口吻进行叙述，更能引起

我们的共情[12]。一般来说，最深的伤害不是说出来的，而是

感觉得到的[13]。小说里有句话令人震惊，让人深思：“在战

争中我观察了好久，并没有所谓神圣、光荣的事情。所谓的

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只不过这里屠宰场好的肉不

是装进罐头，而是就地掩埋”[14]。通过这句话让读者明白战

争是毁灭性的、残忍的。小说通过描写亨利与凯瑟琳爱情，

体现了战争对爱情的影响有多么的深刻，战争把人们心中所

有的美好都打破了。战争，成为了爱情中的巨大挑战，战争，

使人们变成迷惘的一代，他们并非想要迷惘[15]，但是战争使

他们迷失了自己，模糊了理想，在战争中一切都显得那么弱

小与无助。战争无情的摧毁了爱情，这使得许多青年人们不

敢追求自己的爱情与理想，对爱情失去了信心，战争打破了

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理想。海明威通过亨利的口吻表达出战争

的残酷，小说中充满着反战的情绪，对战争厌恶至极。战争

就是悲剧，战争就是杀戮。

4.2 远离战争，珍惜当下

本文通过对两位主人公爱情的描写，系统地阐述了战争

对人类的身心，爱情的影响以及人们对信仰的怀疑，更进一

步深化了小说主题，表达出作者海明威希望世界和平，远离

战争。他呼吁人们要彻底反对战争，要崛起，要把反对战争

作为一项重大任务，每个人必须坚持，直到全世界所有人可

以向武器说“永别了”的呼声。同时，也启示我们要远离战

争，呼吁和平，珍惜当下，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就算生活

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

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15]。毕竟一场战争的爆发没有任何一个

人可以置身事外，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与痛苦早已历历在目，

我们一定要坚持和平解决内外矛盾，真正向武器说“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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