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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骆驼祥子》与《判决》的其他人物之比较 

 

 

主人公与其他人物的对照往往会使小说里的主人公形象展现的更加鲜明生

动。以现实主义小说来说，其他人物都是属于社会的一部分，对于主人公的命

运发展起着或消极或积极的影响，对故事情节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因为这些人

物的作用就是把真实的人性反映出来，这些人性的部分在每个人物身上都有体

现，人性的不同方面由不同的人物以其自身的心里或行为展现出来，使读者对

真正的社会与人性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经过笔者研究发现，老舍的《骆驼祥子》与查·勾吉迪的《判决》中的其他

人物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受害者，在《骆驼祥子》中属于受害者的人物有

小福子、二强、小马儿与祖父；第二类是加害人，有刘四爷、孙排长或侦探；

第三类是事不关已者，有曹先生、高妈。在作品《判决》里属于第一类受害者

的人物有颂菘、夫（发的父亲）、凯大伯；第二类是小镇们、校长；第三类是

老师们。 

 

第一节   受害者 

 

《骆驼祥子》里因为战乱导致家人离散而不得不相依为命的马氏祖孙、不

堪家庭重负的二强子、为了养活兄弟而出卖肉体的小福子，这些人物的社会地

位与祥子同样低，他们这些底层人民必然也没能避免受到剥削社会的伤害。他

们之间谁也帮不了谁。祥子看到很多的同类人民的受苦、堕落，就越发感觉到

生活的迷惑，满满地变成委屈， 终失去了积极对待生活的态度。 

在《骆驼祥子》里小福子是 可怜的人物，小福子的真善美加上他所遭遇

的凄惨悲剧对祥子有较大的影响，她的善美给祥子的心胸带来了温暖，她的死

亡给祥子的灵魂带来了凄凉。小福子一直为家庭牺牲自己，她的人生从出生的

那一刻直到死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悲剧。小福子在穷苦的生活中长大，有个拉

洋车的父亲，有个不能守护她的母亲，还有两个年纪尚小的弟弟。为了维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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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生计，小福子甘愿卖身做军人的，然而她的牺牲并不能让家庭的经济情况

转好，命运注定了她卖身的人生，她一次又一次的出卖自己的身体。小福子宁

愿不顾颜面、吞下所有的委屈只是为了把弟弟养好，让他们过上比她更加美好

的生活。后来被卖到下等妓院的她， 终还是承受不了残忍的生活，上吊自杀

了。善良、孝顺、忍耐、负责、温柔、勇敢、可怜的小福子，用自杀方法告别

了这个世界。老舍有意运用小福子的善良来控诉恶劣的世界，用她的可怜来反

衬出残忍的社会。妓女是社会的一部分，每个妓女的生活是否都是悲剧，可见

老舍创作小说的目的在于引起读者对这些人物的同情，妓女的生活总是超悲剧

的情节。 

《判决》里的颂菘与小福子 合适对照，她们都是受害者。但是小福子的

悲剧形象特别鲜明，具有较浓的悲剧性，读者很好辨识，而颂菘的悲剧形象比

较含糊。这种含糊缘自于作者运用犀利的眼光看透了社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

够突出，并不容易使读者察觉到。作者运用深刻但又含蓄的手法展现颂菘这个

人物形象，读者很难马上看透作者的暗示。由于颂菘的精神不大正常，所以她

受到的压力并不大，倍感压力的是主人公发。但无论如何作者描写的有些情节

会让读者十分可怜她，例如她被小镇里的人们痛打的情节，或是被捉住送去神

经病医院的情节。精神上的问题使颂菘无法注意她的行为，更无法控制自己情

绪，想什么就会自然表达出来。她的某些行为使小镇的人们感到厌恶，他们吹

毛求疵，说颂菘变态，说她与发荒淫，但其实作者是在暗示我们，真正的变态

者恰恰是这些小镇里的人们。 

“酒客们嘻嘻哈哈，气氛热到高点，喝得愈醉愈敢说，话题当然都在发和

颂菘的事情打转。女人们在厨房里刷洗锅碗瓢盆，年轻的小姐们听了，害羞的

脸都红到脖子了，只能故意假装没听见，年轻的少妇们经过了世事知道了这是

怎么回事，反倒有些开心，她们开开笑颜，心照不宣地交换着眼色。”
27

(P54) 

“不，失败者不是我，而是你们，我没有霸占继母，干这种事的事你们”

发在嘟哝着。
28

(P298) 

                                                 
27
 查·勾吉迪 著 ,栾文华 译.《判决》[M] 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 

28
 查·勾吉迪 著 ,栾文华 译.《判决》[M] 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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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描述中可以看到作者的暗示，小镇的人们为美好的道德，为发和颂

菘的脏罪表示担忧，那些只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借口，其实他们需要通过发与

颂菘的淫事来发泄他们的性欲。他们常常用这个话题半假半真地来跟发开玩

笑，发越纯洁不懂这种事他们越觉得有意思。所以精神不正常的颂菘就成为了

他们发泄歇性欲的工具。作者就这样的热烈的揭开，故意的展示了佛教国家所

存在的这样的现象。 

二强与马氏祖孙在《骆驼祥子》里也是受到侵害的小人物。长期的北平生

活使老舍对这些拉洋车的人民特别熟悉，他们的困苦生活都深切地印在他的记

忆里。他只是从中拿出两、三个例子展示社会的真实现象，但在感觉上，这些

人们具有典型性，他们的生活都差不多，都是找不到美好生活的车夫，他们生

活少不了汗水与泪水。 

快要进入老年期的二强，身体已不足够支撑拉车这样的苦力劳动了，所以

他想去做买卖，他没有资本，只得将来女儿小福子卖给军人换取二百块钱。不

幸的是，由于他没有做买卖的经验，做了两个月非但没赚到钱，反而还亏了

本，又不得不再回过头来拉车。他把卖女儿剩下的钱拿去买了一辆新车拉，勉

强依靠着日渐虚弱的身体劳动过活，生活的无望与困苦让他嗜酒成瘾。有一天

他醉酒后把老婆打死了，为了出钱给老婆办丧事，又不得不把车卖掉了。失去

了挣钱的工具的他，为了自己与两个儿子能够维持贫困生活，又再一次把小福

子卖给了在 下层的妓院。二强子的故事只是《骆驼祥子》中所反映的底层人

民的困苦生活的一个例子，老舍还在《骆驼祥子》里提到小马儿与祖父的生活

故事。小马儿和祥子具有相同的命运，是车夫的典型命运。他与祥子怀抱着同

样的梦想与希望，他要强、热心，以为凭借自己健壮的身体就能够过好的车夫

生活，但 后却只是勉强能维持生计， 令他心痛的是没有办法救助自己的孙

子，眼睁睁看他死在了自己的怀里。在这些小人物的悲剧里，老舍含蓄的批判

了中国充满剥削的旧社会，通过这些人物的生活故事，我们就会明显的感受到

劳动者的悲苦命运，他们家庭里的小孩儿与妇女的凄惨故事一个又一个接踵而

来。 

至于《判决》里的做 底层的工作的小人物，虽然受到不同方式的伤害，

但他们都是受害者。由于泰国是个具备丰富的自然资源，气候利于生活的国

家，所以在《判决》中的劳动者虽然工作辛苦，但说到生活的困苦方面必定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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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骆驼祥子》里的小人物的困苦。发、颂菘、搭夫、与凯大伯，他们所遭

受的是小镇的人们对他们的轻视，这个现象使他们感到自己失去了的价值，失

去了社会地位。而在《判决》的背景里，泰国的农村社会，被社会里的人们拒

绝算是个很严重的事，这给这些受害者的心灵带来了不小的创伤。《判决》里

的受到伤害的小人物，除了已经论过的颂菘，还有搭夫和凯大伯。 

搭夫是发的父亲，作者在小说的开头便提到，搭夫是个流氓的贫民， 终

就成为小镇里的小学校的杂役。搭夫与精神不正常“颂菘”结成的事情，在一

瞬间里就传遍了小镇，小镇里的人们不断的摇头地议论着，说原本搭夫就是好

色的老头儿。但过了不久搭夫就去世了，不用长久地忍受小镇的人们的议论鄙

视。他的过世使得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生活，不断挣扎。 

凯大伯是小镇里的收尸人，每日接触的都是腐烂的尸体，这当然是个太不

体面的职业，做这个工作的人总是社会里的身份低微的人。他给人们带来的感

觉就是肮脏，人们嫌恶他的工作一直都避免与他接触交往。凯大伯无论人们怎

么看不起他，他都不反抗，默默着做他自己的工作，承受所有的委屈。他经得

住这些打击，或许是因为习惯了一直都孤独寂寞，一直都被轻视，一直都这么

地被伤害，一直也没有人崇拜过他，又或许是因为他对自然的人性十分了解。

凯大伯是个心灵纯白的底层人民，他的善良引起了他对发的同情，他愿意倾听

发的苦痛，相信发并且安慰发，他成了发的唯一好友。然而在这种社会下，即

便他很可怜发，生活在底层的他也不能违逆人们的偏见，不能把发从地狱里解

救出来，不能帮助发找回公道。例如发被捉去坐牢的时候他也不敢去看发，发

被校长侵吞钱款他不能帮发找办法，矮子抱驼子的状况， 后只能呆呆着看发

死去。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两部小说的受害者都是底层的劳动人民，只有颂菘不算

是，这就是这两部小说的一个共同点。但拿《骆驼祥子》与《判决》的悲剧性

来相比就不难发现，这两部小说的悲剧性不尽相同，不同点在于《骆驼祥子》

中的其他人物具有强调悲剧性的作用，他们的残忍生活的原因就是社会条件的

恶劣，但《判决》里的其他人物，作活者却没有运用他们来强调《判决》的悲

剧性，整个《判决》里的失败者只有发，凄惨的生活折磨的只是伤害他一个

人，反面看这种艺术也能达到悲剧性的效果。只有发一个失败者，面对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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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磨一个人挣扎，面对所有不公道一个人挣扎，面对所有的委屈一个人挣扎，

所谓孤独地挣扎。 

 

第二节   加害人 

 

小说里有了受害者，那么就不可缺少加害人，为了给小说带来冲击力，作

者往往会制造受害者与加害人的冲突，这也是小说的基本技巧。在《骆驼祥

子》里，属于的一组的人物是刘四爷与孙排长或是叫他孙侦探。《骆驼祥子》

里的刘四爷是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的代表，他的传统观念使得他形成了自私的

心理。他是人和车厂的老板，年纪已经快七十了，人老可心不老实。年轻的时

候，他当过兵，设过赌场，买卖过人口，还抢过娘家妇女，他晓得怎样对付穷

人。他还有一个没嫁的女儿，尽管虎妞是个能干的女人，他还是遗憾没有儿

子，无论如何女儿终归是女儿。被刘四爷伤害的恰恰是他的女儿虎妞，而不是

祥子。被刘四爷养大的虎妞具有一副男儿性格，因为人和车厂不需要脆弱的女

孩，需要的是会管理事务的泼妇，所以没有一个敢来取他的男人。然而不管虎

妞为了父亲多么努力地付出，刘四爷却不是真心地爱她，一知道虎妞要跟祥子

在一起过生活，就与她一刀两断。封建主义的观念下的刘四爷完全不能接受不

体面的祥子，资本主义的思想使他抛弃了亲情，女儿的价值比不上他的财产。

等到虎妞失去了，孤单的他才觉醒，可是太晚了。继续设想，假设虎妞不与刘

四爷断绝关系，也许虎妞就不会死。这样凄惨的生活直到死亡是她的爸爸对她

付出的回报。 

祥子的都两次堕落与孙侦探有直接的关系，祥子因为被大兵们逮捕，丢掉

了车算是第一次堕落，这些大兵的领头便是孙排长。祥子的第二次的受伤害是

在曹先生被搜查的时候，这次孙排长已变成孙侦探，他把祥子的全部积蓄都拿

走了。他给了祥子两次的伤口，两次的哀怒，无法抗拒的祥子只能委屈得哭泣

“我招谁惹谁了”
29

（P98），如果说刘四爷是作者显示当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

的剥削的工具，那么可以说，孙侦探就是当时的因为国家的政治不统一而带来

了动荡状况的象征。 

                                                 
29
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M]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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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 突出的坏蛋角色就是校长，但发的悲剧命运来自于小镇的人

们。我们能看出作者故意十分明显地显出校长与小镇人们的残酷，他们不断地

折磨伤害发，就表达了小说的主要题材，作者通过他们的行为揭示个人与社会

的偏见的问题，展开了人们的偏见心理，人们的黑暗人性。 值得关注的是

《判决》里的校长，通过他我们就会更好地意识到，我们社会里藏着不少人面

兽心的人，他们用逼真的演技，扮演出好人的角色引起人们的尊敬崇拜，又从

人们崇拜中制造自己利益。弥漫偏见的社会，也往往会逃避真实，藏躲腐败。

因为生活在这种崇拜金钱与物质的社会里的人们不注重真实，他们只关心自

己，只顾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从来不理会别人的苦痛，从来不关心他人的生

活。 

发的残酷遭遇，可能大大地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给读者带来一种不可置信

的感觉。这正是因为作者艺术手法的选用，作者有意地要突出小说的悲剧性，

不断地将主人公的痛苦心情描述出来，于是小镇人们的残酷性也必须要跟着突

出。其实人们在存在偏见之时就难以意识到公道，偏见能够使人丢失了准确地

认识，还会引起不少的恶劣的现象。所以存在偏见的社会之中，产生出像发这

么悲剧的故事，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充当某种角色，有可

能像发一样被别人用偏见地思想去判断，也有可能像小镇人们一样带着偏见去

判断他人。 

可恶的人物是校长，因为在《判决》他 坏，除了有偏见，他还贪心、

残酷、狡猾、投机取巧等，像校长这种人，虽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但也能给

我们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害。他们的欲望太大太多难以满足，为了自己得到满足

什么都能做。堕落的社会或落后的国家，是他们可以生存的地方，因为在这些

社会里，人们总会存在偏见，而偏见会引起不少的恶劣的事件，偏见能够使人

丢失了准确地认识，永不觉醒，总而言之是恶劣的循坏。 

 

第三节    事不关已者 

 

这一类的人物，即《骆驼祥子》里有钱有地位的曹先生和曹先生的老妈子

高马，《判决》里的三位老师；吉迪老师、巴里查老师和玛尼老师。这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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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好好地在社会里过活，也许是因为有钱或地位高，也许他们是白与黑的融

合，既了解人性又具有人性。这些人物不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损害，也同样的不

能救助社会，他们只顾自己的生活。例如《判决》里的三位老师——发和他继

母的事，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别人的事，只是生活的一个‘插曲’而不是‘基

调’。他们还有不少自己的事要去想，比如工作呀、前途呀、父母呀等等。当

然，发和继母有染的桃色新闻，是他们在紧张工作之余寻求消遣和乐趣的一种

谈笑材料。虽然他们在小说里不会给读者带来什么深刻的影响，但现实主义的

小说里不能缺少他们，因为他们更强调小说的真实性，我们不可否认在我们社

会里，这一类的人物就是大部分的人们。 

 

第四节   受害者兼加害人 

 

除了上面已经提过的其他人物，还有没有提过的一个小人物就是“虎

妞”。 “虎妞”生动鲜活的形象塑造也是老舍的作品《骆驼祥子》得到成功的

因素之一。虎妞与祥子的个性同样很复杂，她被认为是祥子的加害人，其实她

也受到社会的受害者。虎妞出生在剥削者的家庭，带给她留下 大伤害的就是

她的父亲“刘四爷”。在刘四爷的眼里虎妞只是她的帮手，只是挣钱的工具，

他不让虎妞出嫁，但虎妞的能干的并不能够填补刘四爷想要儿子的心态。残忍

的命运注定她在车厂的环境下长大，围绕于粗俗的男人。虎妞被刘四爷养成个

泼妇、悍妇，她满身具有男人所不能接受的强悍、粗狂的男性特征，除此之外

资本主义者刘四爷还教她学会了精明和狡猾，所以面貌与心灵丑陋的虎妞没有

一个男人要她，到中年期三十七八岁都还没嫁出去，连会给人们带来温暖与温

柔感的爱情也没接触过。她失去了对别人的温柔爱心，尽管她对祥子存有不少

的好感与关怀，但仍然不知道怎样去爱一个人。 

按照小说里，人和车厂里总是弥漫了不大文明的男性世界的气氛，所以虎

妞为保护自己，就不得以跟着车夫们粗暴，具备女性的温柔怎能当车厂的带

头，说着她只要自己爽快的道理。模仿行为往往是会在常常接触的环境出现，

例如喜爱音乐的家庭往往那家庭的家人都会喜爱音乐。那么虎妞的关于不良好

的性欲行为，会不会是她被那些车夫们或她父亲刘四爷所传染，她是不是也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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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男性的自由发泄行为，给自己寻找自由，而在男权主义的社会里，虎妞就成

了犯了大错的女人。祥子发现虎妞已不是处女的反应告诉了我们许多祥子对虎

妞的反感，通过这些情节就可以看到当时男女之间的权力区别，自由的区别，

价值的区别。但很遗憾关于这观念也难以分辨出作者观念，作者所批判得到底

是谁，是虎妞还是不公道的男权主义社会。 

虎妞与祥子的多次冲突，在祥子的看来是虎妞的资本主义思想与他十分不

符。他们俩之间的冲突，就是精明的过好生活者与困苦的过悲惨生活者的冲

突，他们主张的是他们自然，前者自然爱爽，后者就自然爱苦。这是虎妞与祥

子的 大矛盾，再加上祥子的根本的不爱她，于是祥子越来越感到折磨，受到

不少的委屈。虎妞的精明利己还在她与小福子的关系表现，当小福子的家存在

生计问题，虎妞就建议把她的空房间给小福子用来接待顾客，但小福子必须付

给她房租，在这里虎妞的剥削的特征就明显地展露出来了。依照她对祥子与小

福子的态度来看，就不难否认她的心狼手辣，不难看出她是个厉害的角色。她

这种恶心的东西产生于恶心的社会，她就是腐败社会的恶心产品。祥子非常憎

恨她的狡猾，讨厌她的恶劣的祥子，也就跟着她变成了“社会病胎里的产

儿”，总也逃不出这种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