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视角与心理 
 
 一、叙述视角的转换 

 
老舍的《月牙儿》 

 
 一般来说，小说的文体，是一种叙事的文体，有经验的作家，常常把叙述的

角度、观察点，从作家本人转移到作品中的人物身上来，用人物的眼睛来观察生

活，用人物的头脑来思考问题，让人物自己的想象去纵横驰骋，以写出人物在特

是的情势下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使读者有身历其境，栩栩如生的感觉，从

而取得较好的艺术效果。任何一部小说，至少都有三种人可能作为叙述者，一是

作者本人，二是小说的主人公，三是作品中某一人物或某几个人物。 
 在《月牙儿》一文中，老舍先生采用了第一个称的叙事方法，一切从“我”

出发，一气呵成，一以贯之，不作任意变换。从七岁丧父，妈妈给人帮帮，之后

改嫁，再之后作了暗娼，到“我”在贫贱中长大，经历了一场失败的恋爱，打工

无门，只好成了小饭馆的第二号女招待，从最初的不愿买身到为饥饿和生活所迫，

一步一步，由不心甘情愿到渐渐的麻木不仁，到不顾一切地带病卖淫，最终被关

进监狱，这母女两代暗娼的悲惨命运由“我”一一道来，作者虽未出面，但作品

中的“我”充当了事件生活场景，故事情节的目击者和叙述者。叙述者本身并不

游离于情节之外，而是溶化在情节之中，成为构筑情节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

老舍先生在《月牙儿》一文中充分发挥了第一人称叙述的有利一面：直抒胸怀，

侃侃而谈，行文活泼自由，因为叙述主题始终是“我”线索比较单纯，集中，由

“我”来穿针引线，情节的推进、场面的转换，也较自由。这样的叙述方式，便

于把叙述、描绘与抒情、议论揉合起来，熔于一炉，让读者产生深刻的印象。 
 为了使文章读来更为生动，在《月牙儿》一文中，老舍先生也采用了一些视

角转换的手法，以第三人称来作些描述，如：饭馆的一号女招待，“第一号”的

袖口卷起来很高，袖口的白里子上连一个污点也没有。腕上放着一块白丝手绢，

绣着“妹妹我爱你”，她一天到晚往脸上拍粉，嘴唇抹得血瓢似的。给客人点烟

的时候，她的膝往人家腿上倚；还给客人斟酒，有时候她自己也喝了一口。对于

客人，有的她伺候得非常的周到，有的她连理也不理，她会把眼皮一搭拉，假装

没看见。从外形到动作举止，把一个老练的暗娼的形象活脱脱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对照于“我”的不甘堕落、想自食其力、干干净净地生活，起了一个深化主题的

作用。 
 

高•素朗卡娘的《风尘少女》 
 
 一般而言，小说中的叙述角度有两个：一个是叙述者的叙述角度，也即是作

家的叙述角度，常采用第三人称。另一个是人物的叙述角度，常采用第一人称。

高•素朗卡娘的《风尘少女》是采用第三人称来描述的。第三人物的小说，由于

叙述主体不是同一个人物，叙述角度可以根据艺术构思的需要，随时转换。这样

多视角的出现，巧妙运用，刻画人物便能达到多层次、多侧面的立体效果。让我

们从《风尘少女》中任取一章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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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一 始“ 从背后只能看见一头披散着的秀丽长发。她身材匀称，着

一条深褐色的简裙，一件普通的白色短袖衫。”    〔《风尘少女》第三章，16-17
页〕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个纯朴的乡村姑娘。这里是一种传统的写法，从叙述者

〈作者〉的角度，对人物作客观描述。介绍了初出道的乐，给人一种清新的印象。

接下来直接引用主人公威和乐的对话，如：“我要你回答，乐”。威低下头去爱

怜地抚慰着她”我要你回答说，见到我很高兴。我快一个星期没来了，难道不想

我吗？” 
 “ 我从未使您失望过，如果一定要我回答，那我就再说一遍。”乐温柔而

深沉地说。威俯身在她的额头上轻轻地吻了吻。“ 现在我的心正被分成两半。

一般高兴并渴望见到您，和您朝夕相处。只要您两三天不来，我就烦闷和忧伤，

就好像我的生活中失去了不可缺少的东西。但另一半，我为看到您常来这儿而感

到心痛欲绝，焦虑不安。” 〔《风尘少女》第三章，17 页〕 

在这段对话中，叙述角度已从叙述者〈作者〉转换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卫

和乐。在这种当事人的直接表述中刻画出威当时的柔情和乐对两人恋情的矛盾心

理。 
 一般说来，小说中的叙述视角有两个，即：A.外视角：即由作家以叙事人的

身份作叙述，他是创作小说的主题，对作品中发生的每件事一清二楚，从外部把

小说的内容描述给读者看。B.内视角：作者不出面，让作品中的某个人物或某几

个人物充当事件、生活场景、故事情节的目击和叙述者，当然，叙述者本身并不

游离于主题情节之外，而是溶于其中，成为构筑情节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高•
素朗卡娘的《风尘少女》一文，不仅在叙述方式上有所变化，就是在艺术视角的

运用上，也是复式的、双向的、多层次的，而且始终处于流动和变化的状态。小

说中大量的内、外视角交叉的手法，使作品更有个性特色，读来引人入胜。 
且看第十七章中的情节：“ 有的人对乐倾诉爱情，恳求她和自己住在一起，

但是乐总是婉言谢绝了。今天的乐观察男人已经很内行，第一次轻率的举动给了

她沉痛的教训，使她刻骨铭心。….有些人是在爱情上受挫折的青年人，也有些

人是有妻室但是背着老婆来散心的。….甚至还有不少人是王室子孙。….他还花

钱堵司机的嘴，让司机对那位美丽的皇妃说：“他到俱乐部去了。”….有些人

臆想不到的人物也会来玩妓女。有一位是个法官，….就连他自己也说：“我这

是怎么了？真是鬼迷心窍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的嫖客竟是医生。….伯
爵先生走进了客厅，先来这里正在跟乐谈笑的那位青年回头扫了一眼，顷刻，意

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双方都瞠目结舌地对视了片刻之后，伯爵先生举起手杖径

直朝那青年走来，怒吼道：“你这逆子！我不是禁止你来逛窑子了吗？”儿子跳

上前去抓住了父亲持拐杖的手，一边大声嚷嚷道：“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父

亲能来，我也能来。” ” 作者以其辛辣的笔触勾勒出上流社会的群丑图，针砭

了社会时弊，暴露了所谓上等人的卑劣行径。在揭露社会丑恶的同时，也抨击了

社会的不公。 
 
二、人物心理的剖析 
 

老舍的《月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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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创作“写人”从来都是放在首位的。如何把人写“活”，一直都是作家

注意和实践的中心。而塑造人物的典型形象，心理描写就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心理活动是无声的语言，看不见摸不着，隐蔽在人的脑海之中，而人的行为与动

作总是受心理活动的支配。在《月牙儿》一文中，老舍先生写了大量的内心独白，

这种对于人物心理的剖析，使主人公形象更为饱满，故事的发展读来也让人觉得

更为可信。“言为心声”，读了《月牙儿》，细细体味主人公心理独白，真是催

人泪下，发人深省。让我们来试着看以下一些摘录： 
“ 我疑心；又常由疑心而想到妈是为我才作那样的事。妈是没有更好的办

法。疑心的时候我恨不能骂妈妈一顿。再一想，我要抱住她，央告她不要再作那

个事。” 〔老舍小说，《月牙儿》第十节，325 页〕 

(对于妈妈作娼一事的矛盾心理。) 
 

“ 叫我最难过的是我慢慢的学会了恨妈妈。可是每当我恨她的时候，我不

知不觉地便想起她背着我上坟的光景。想到了这个，我不能恨她了。我又非恨她

不可。” 〔老舍小说，《月牙儿》第十一节，325 页〕 
 (亲情与良知的矛盾，左右为难。) 

 
“ 当我睡不着的时节，我很冷静的思索，妈妈是可原谅的。她得顾我们俩

的嘴。可是这个又使我要拒绝再吃她给我的饭菜。” 〔老舍小说，《月牙儿》

第十一节，326 页〕 

(生存与尊严的矛盾。) 
 

“ 我不恨妈妈了，我明白了。不是妈妈的毛病，也不是不该长那张嘴，是

粮食的毛病，凭什么没有我们的吃食呢？” 〔老舍小说，《月牙儿》第十三节，

327 页〕 

(生存的艰辛。) 
 

“ 我必须有用，我是吃着别人的饭。.... 我只能顾目前，没有将来，也不

敢深想。嚼着人家的饭，我知道那是晌午或晚上了，要不然我简直想不起时间来；

没有希望，就没有时间。我好象钉在个没有日月的地方。”    〔老舍小说，《月

牙儿》第十四节，328 页〕 

(寄人篱下的生活的无奈与无望。) 
 

“ 我这才真明白了妈妈，真原谅了妈妈。....学校里教给我的本事与道德

都是笑话，都是吃饱了没事时的玩艺。我差不多要决定了：只要有人给我饭吃，

什么我也肯干；妈妈是可佩服的。我才不去死，虽然想到过；不，我要活着。我

年轻，我好看，我要活着。羞耻不是我造出来的。”    〔老舍小说，《月牙儿》

第十八节，330-331 页〕 

(为了生存下去，心理发生了变化；黑暗社会的残酷现实下发出绝望的呐喊！) 
 

“ 我后悔，我自慰，我要哭，我喜欢，我不知道怎样好。我要跑 ，永不

再见他；我又想他，我寂寞。....穿上新衣，我自己看出我的美。可是我也恨这

些衣服，又舍不得脱去。我不敢思想，也懒得思想，我迷迷糊糊的，腮上老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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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两块红。我懒得打扮，又不能不打扮，太闲在了，总得找点事作。打扮的时候，

我怜爱自己；打扮完了，我恨自己。” 〔老舍小说，《月牙儿》第二十二节，

332 页〕 

(初恋的美好，一个纯情少女的爱恋与矛盾心理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 
 

“ 可是，我并不想卖我自己。我并不需要男人，我还不到二十岁。我当初

以为跟男人在一块儿必定有趣，谁知道到了一块他就要求那个我所害怕的事。是

的，那时候我像把自己交给了春风，任凭人家摆布；过后一想，他是利用我的无

知，畅快他自己。他的甜言蜜语使我走入梦里；醒过来，不过是一个梦，一些空

虚。” 〔老舍小说，《月牙儿》第二十八节，336 页〕 

(受骗上当后主人公的反省，仍不甘沉沦，不愿出卖自己。) 
 

“ 可是，实在挣不上饭吃，女子得承认自己是女子，得卖肉！”  〔老舍

小说，《月牙儿》第二十八节，336 页〕 

“ 我没有钱，我连个结网的屋角都找不到。我得直接的捉人，或是被捉，

我比她们明白一些，实际一些。”    〔老舍小说，《月牙儿》第二十九节，337
页〕 

“ 我比她们更直爽，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是的，我 始卖了。”〔老舍

小说，《月牙儿》第三十一节，337-338 页〕                                          
（生活所迫，最终几经挣扎还是走上了暗娼这条不归路。) 

“ 世界就是狼吞虎咽的世界，谁坏谁就有便宜。”    〔老舍小说，《月

牙儿》第三十三节，339 页〕 

“ 这些经验叫我认识了“钱”与“人”。钱比人更厉害一些，人是兽，钱

是兽的胆子。”    〔老舍小说，《月牙儿》第三十三节，339 页〕 

“好吧，我伺候他，我把病尽力的传给他。我不觉得这对不起人，这根本不

是我的过错。” 〔老舍小说，《月牙儿》第三十四节，340 页〕 
(暗娼的经验使“我”身心备受摧残，人性也扭曲变型。) 
 

“ 我发狂似的笑起来：她找到了女儿，女儿已是个暗娼！她养着我的时候，

她得那样；现在轮到我养着她了，我得那样！女人的职业是世袭的，是专门的。”    

〔老舍小说，《月牙儿》第三十六节，341 页〕 
(声声泪，字字血，这是对万恶社会的控诉！让人的心灵为之震撼！) 

 
“ 什么母女不母女，什么体面不体面，钱是无情的。”   〔老舍小说，《月

牙儿》第三十七节，3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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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眼已失去年轻时的光泽，不过看见了钱还能发点光。”   〔老舍小

说，《月牙儿》第三十八节，341 页〕 
 

“ 恐怕再过几年我也就这样了，人老心也跟着老，渐渐的老得和钱一样的

硬。” 〔老舍小说，《月牙儿》第三十八节，342 页〕 
 

“ 我的妈妈是我的影子，我至好不过将来变成她那样，卖了一辈子肉，剩

下的只是一些白头发与抽皱的黑皮。这就是生命。”〔老舍小说，《月牙儿》第

三十九节，343 页〕 
 

“ 这个世界不是个梦，是真的地狱。” 〔老舍小说，《月牙儿》第四十节，

343 页〕 
 

月牙儿母女两代人的悲惨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劳

苦大众的不幸生活。她们为了起码的生存，为了糊口，不惜出卖自己的一切！从

体面尊严到肉体、灵魂！这使个人吃人的世界！是个地狱！读之使人深深惋惜，

并产生强烈的同情!这不是她们的罪，是社会的罪！ 
 

高•素朗卡娘的《风尘少女》 
 

现实生活中的人，从来都是复杂多样的。如何才能真正了解人、认识人、把

握人呢？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打 人的内心世界。这样，心理剖析就在写作中占据

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高•素朗卡娘无疑地在这方面也是个高手。让我们来看看以

下一些摘录：  
“ 不管你认为自己坏，或是别人说你坏，我都不那样认为。有谁甘愿沦落

为娼?有谁认为买笑是一种快乐，是一种公平交易？”    〔《风尘少女》第三

章，19 页〕 

 (涉世未深的威当时还有着正义感和良知，正是这一点打动了甜美纯朴的乐

的心。) 
 
 “ 她的心早已飞到了那儿。这个纯洁无瑕的姑娘的心里，正在产生一种未

曾有过的感觉。这感觉是那样的微妙，不可捉摸。”    〔《风尘少女》第四章，

33 页〕 
(甜初恋的美好感觉。) 

 
“ 甜心乱如麻，痛不欲生。….甜想着想着便歇斯底里地抱头通？笑起来。”   

〔《风尘少女》第七章，53 页〕 
  (甜对被骗失身，卖至娼寮的刻骨铭心痛悔。) 
 

“ 你既然要干这一行，哪能只想什么爱情呢？要是那样，早就饿死了!对咱

们来说没有什么爱情可言，只有钱，钱！你可要记住。” 〔《风尘少女》第九

章，71 页〕 
 (妓院老鸨的冷血、无情，唯利是图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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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来寻欢作乐的，谁都想和快活的人说笑逗乐，你赶我这样的病人

去接客，不是自己败坏自己的名声吗？” 〔《风尘少女》第十章，76 页〕 
(生活的困难使逆来顺受的乐坚强起来，并敢于反抗老鸨的欺压。) 

 
“ 有些人认为，妓女根本不会有什么痛苦，只要打扮得花枝招展，就可以

舒舒服服地弄到钱，他们哪里知道，在那张为了供别人寻欢作乐而涂脂抹粉打扮

起来的脸的后面，是怎样地充满了痛苦和悲伤。她们活着，只是为了供别人寻欢

作乐，充当玩物。自己却忍受着歧视和凌辱，绝无幸福可信。”    〔《风尘少

女》第十三章，103 页〕 
(妓女生涯的真实剖析，读之触目惊心。)  

 
“ 乐为了不让孩子挨饿，不得不忍受着病痛卖淫，如果人们知道，泊妈在

拥挤的人群中高举着的钞票正是这样得来的话，怎能不黯然泪下呢？这真是个是

非颠倒的世道！”    〔《风尘少女》第十七章，137 页〕 
(读之催人泪下!黑暗的社会确是人妖颠倒，是非混淆！) 

 
“ 乐走到一面镜子前，….可现在从镜子里看到的，却是一张布满皱纹，两

颊深陷、干黄憔悴、满是黑斑的脸。….那已经不是自己的脸了，简直不象一张

活人的脸。”    〔《风尘少女》第二十章，158 页〕 
(多年为娼的悲惨生活已彻底摧毁了乐的身心。) 

 
“ 对于一个正处在放荡不羁的青春年华并且还不懂多少生活哲理的年青人

来说，出现这种情况也是难免的。….世间一切事物都按照自己的规律不断发展

和变化着，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静止不变的。“ 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咱们谁

都没有过错。青春的活力无知，再加上一种无形的奇异力量的驱使，使我感到我

爱你，尽管我自己也不敢肯定这样做对不对。”….乐？爱情不是永恒的，是可

以变化的。” 〔《风尘少女》第二十一章，170-171 页〕 

(冠冕堂皇的理由掩盖不了威灵魂的卑鄙和玩弄女性的丑行。) 
 

“ ….知道您是一个不配为男子汉大丈夫称号的人，是一个缺乏人道的人。”    

〔《风尘少女》第二十二章，174 页〕 
 

“ ….您是一个不敢正视罪孽的男人，并且还没有赎清您所犯下的罪孽。”    
〔《风尘少女》第二十二章，174 页〕 

 
“ ….你们的道德究竟在哪里？”   〔《风尘少女》第二十二章，175 页〕 
(对于伪君子威的痛斥与控诉！体现了乐的反抗精神！) 

 
“ 过去，他们曾经鄙视过乐，认为她是个卖淫的，是个娼妓。现在他们已

清楚地看到：虽然乐是个烟花女，但她的心地却是如此纯洁和善良，这真是世所

罕见的。”    〔《风尘少女》第二十五章，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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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的悲惨身世使人无限同情，它印证了一句话“高贵者最卑贱，卑贱者最高

贵。”) 
 

高•素朗卡娘虽然出身没落贵族，却无等级门弟之见。她对于劳苦大众的生活

和苦难，有着深深的了解。对被侮辱、受损害的贫苦妇女寄托了无限同情。对贵

族子弟和一些所谓的上等人的腐朽和糜烂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风尘少女》

一文指出了正是社会的黑暗、丑恶和不公，才是逼良为娼的根源，这点是难能可

贵的。无论是从思想内容和艺术性来看，它都是一部较完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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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过比较研究老舍的《月牙儿》与高•素朗卡娘的《风尘少女》这两部作品，

使笔者了解了那个年代的社会情形，两个国家的娼妓状况，及沦为妓女的原因，

特别是作品中的母亲角色，同时又是一个妓女，真是不容易。老舍与高•素朗卡

娘出生于不同的国家，当然会接受不同的文化与教育，可在文学作品方面，他们

俩却触及社会底层，以受侮辱、被损害的妓女为主人公，通过对她们苦难生活的

描述，来揭示社会的黑暗与不公，以及上层社会人们的虚伪与无耻，对劳苦大众

的生活寄予深刻的同情。 
 另外作品中的描写方面，描述的环境、景物、时间、地点，都影响到每位角

色的思想与感情，使内容更显具体，真实，扣人心弦，催人泪下。 
 虽然两篇作品中的母亲这一角色，沦为妓女各有其不同的原因，可都不是自

愿，而是被逼迫使然。《月牙儿》中的年轻母亲是因生活贫穷，而《风尘少女》

中的乐〈甜〉是因被人家欺骗拐卖，可在她们俩的心目之中却有着相同的目的，

那就是女儿的生活，母女两人的生存。这使她们两位母亲都要逼着自己走上一条

并不甘心情愿的妓女道路，而被人们所侮辱、鄙视，及被指责为是恶劣下贱，不

受尊敬的人，且因此而缺乏社会上人们的理解和同情。如从较深层面来看，对于

一位母亲而言，要卖身为娼，以这样的不为人所称道的方式换取收入来养活一个

纯洁天真的女儿，并尽到为人母亲的职责，这确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两篇作品的结尾，对于妓女形象的母亲角色却有了差异，在老舍《月牙儿》

中的年轻母亲，为了女儿的生活，女儿的不挨饿，她甘愿让女儿从事妓女来解决

困难的生活，她不是不爱护女儿，而是她相信妓女的职业，会给她女儿带来一种

较为稳定，不至挨饿的生活，同时高•素朗卡娘的《风尘少女》中的乐〈甜〉却

奋斗、挣扎，尽力而为，自己一个人付出，愿意受苦受难，绝对不让女儿走上妓

女这一条路。 
 实际上，出自一位良好母亲的本性，不是该尽已所能地付出，牺牲自己的幸

福，克服种种困难，也不让孩子们踏上低劣，及被社会人们讨厌侮辱的妓女这一

条路吗？ 
 无论如何，倘若提到妓女，当然社会上人们仍然还是无法接受并唯恐避之不

及的。可实际上，娼妓职业其实原来并没对人们造成损害，而却给男人们带来一

种肉欲上的满足，解决了男人们的需要，减轻了国家这方面所产生的罪行。可她

们为什么一直无法受到公平的对待，无法得到人们的同情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

对于妇女命运的深刻关注和进一步的思索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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