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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独特的写作风格

李 青

摘 要

见性
。

关健词

海明威独特的写作风格主要表现在简洁紧凑的语言
、

含蓄的意境
、

真切的可触性和可

海明威 写作风格 简洁紧漆 含蓄 真切可 见

海明威是一位在艺术上有很高成就的作家
。

在

近 40 年的创作过程中
,

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

格
,

在世界文坛产生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

本文将从三

个方面对其写作风格作些探讨
。

一
、

简洁紧凑的语言

读过 19 世纪英美小说的人都有一种感受
:

句子

长
,

形容词多
,

如果不努力集中精力是读不完一个句

子的
,

不耗尽精力是读不懂的
。

这时如果再读海明威

的小说
,

我们则会有一种清新
、

流畅的感觉一一
“

我们穿过森林
,

上 了路
,

晓过一块高地
,

只

见前面绿油 油的一大片平原
,

纬延起伏
,

路 的尽

头是焦黝黝的山 峦
。 ” ( 《太 阳 照样升起》)

海明威在语言的运用上不同以往
,

行文用语简

洁
、

紧凑
。

他采用短小
、

干净的句子
,

而且常常是短

句
,

或者是并列句
,

用最常见的连接词联系起来
,

并

用一连串的动作描写来推进故事
,

从而使句子结构

简单明晰
,

行文干净利索
,

不拖泥带水
,

对话言简意

赅
,

犹如电报行文
。

海明威不喜欢用大词儿
,

尽力摒

弃空洞
、

浮泛的夸饰性文字
,

而选用普通的日常用

语
。

他避免使用形容描写的手法
,

避免使用形容词
,

特别是华丽的词藻
,

而以凝练的文笔来勾勒人物
,

反

映人物的思想
:

“
他静静地躺 了一会儿

,

接着越过平原眺望

灌木丛的边缘
。

在黄色的平 原上
,

有几 只野羊显

得又小又白
,

在远处他看见一群斑马
,

映 衬着葱

绿的灌木丛
。

这是个舒适的营地
,

背依山岭
,

上

面履盖 着大树
,

有清洲的水
。 ” (短篇 《乞力 马扎

罗的雪 》)

海明威小说的语言运用主要是 口语
,

其明显的

特征是竭力简化词汇与语句的构造
。

他往往只用短

而普遍的字
,

既用得很经济
,

又用得非常鲜活
。

英国

作家福德曾这样说过海明威的作品
: “

每一个字都打

击你
,

仿佛它们是新从小河里捞出来的石子
。 ” ¹

海明威的这种简洁
、

紧凑的语言艺术风格当然

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

当年他接受记者采访时
,

记者

曾问他
: “
你说谁是你在文学上的先辈

,

你曾经学得

最多的是哪些人 ? ”À他首先提到的就是马克
·

吐温

的名字
。

海明威曾经这样赞扬过马克
·

吐温的 《哈克

贝利
·

费恩历险记 》
: “

这是我们最好的一本书
。

一切

美国文学创作都来自这本书
。

在这 以前没有什么东

西
,

打它以后的东西也没有这么好
” ‘

当然
,

他的话也许说得有点过头
。

但是海明威对

马克
·

吐温的评价应是从语言简洁这一 点出发的
。

事实上
.

他们都是开 了一代文风的优秀作家
,

而且有

意 思的是 他们的经历也十分相同
:

两人都曾当过新

闻记者和驻外记者
,

两人都亲身经历过战争
,

两 人都

有深刻的人生体验
,

也许因此才使他们的文 风和创

作观点也较为接近
。

马克
·

吐温曾这徉表达 自己对

文学创作的见解
: “
用平易的

、

简单的英语
,

短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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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句
。

这是现代的写法
,

最好的写法
—

英语就得这

么写
。

坚持这 么写
:

不要浮华花俏
,

不要赘言冗长
。

你想起一个形容词就消灭它
。

不
,

我不是说一个形容

词也不 用
,

而是说大多数不要用
,

这样留下来的就有

分量了
。

形容词挤在一块儿
,

文章没力
,

离远一点儿

就有力
。

一个人一旦养成好用形容词的习惯
,

或者冗

长
、

花俏
,

就好比染上其它恶 习一样
,

很难改掉
。 ’,¹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
,

马克
·

吐温与 19 世纪后 50

年前的美国作家不大相同
。

这批美国古典作家被海

明威认为是
“
象是从英国流亡出来的殖民地居民

,

从

一个与他们无关的英国流亡到一个他们正在创建的

美国
,

所有这些人都是绅士
,

或者想当绅士
。

他们都

很有声望
。

他们不用人们常用的 口头语言
,

活的语
二兰 ”½
「J

O

这几句话诊及两个方面
,

一是说他们还没有完

全摆脱英国的影响
,

写的虽然是美国的事情
,

可是做

派还是英国绅士式的 ; 二是说他们用的是书面语言
,

而不是
“
口头语言

,

活的语言
” ,

与此相反
,

马克
·

吐温由于来 自民间
,

当过水手
,

做过排字工
,

还在美

国西部淘过金
,

所以用的是活泼生动的民间语言
。

作

为一位幽默的演说家和优秀的小说家
,

马克
·

吐温

极其讲究语言的巧妙运用
,

他把市井的俗语提炼成

为文学语言
。

这是一种 自然的美国 口语
。

他在美国口

语中发现了清新的气氛
。

海明威一方面继承了马克
·

吐温等作家的现实

主义传统
,

另一方面又在创作思 想和创作方法上进

行了变革
,

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
。 “

由于他

有力地掌握了讲故事的艺术
,

对当代文体风格产生

了影响
’, ¾ ,

因而获得了 19 5 4 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

现在看来 19 世纪 50 年代以前的美国文学虽然 已经

具有自己的 民族内容
,

基本上摆脱了英国文学的束

缚
,

但是这场文化方面的革新还没有深入到文学语

言领域里去
。

当时的作家
,

大都出身于新英格兰地区

的上层社会或知识阶层
,

因此文体上不具备革新的

条件
,

只能因袭沿用
。

现在
,

19 世纪那种冗繁的文风

已不 多见
,

而海明威式的文体—
简洁

、

紧凑
,

已为

许多现代作家所广为采用
。

海明威创作风格的形成不仅受益于他所处的那

个时代的变革
,

也不仅受益于他之前的一些有语言

创新的作家
,

还与他曾有过的记者生涯是分不开的
。

19 17 年之后
,

他曾作为见习记者在战前的堪萨斯城

《星报 》工作过
。

《星报 》是当时美国十分有名的报纸

之一
,

对记者的要求极为严格
。

这家报纸极为讲究文

风
,

对每一名记者都提出文体上的要求
。

海明威努力

遵循该报提出的摈弃华丽词句
,

用明快
、

生动
、

富有

活 力的英语语汇去写短句的要求
,

为最终锻炼出 自

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创立了良好的开端
。

对此
,

他说
:

“

在 《星报》你不得不去学习简单的陈述句子
。

这对

任何人都是有用的
。 ”¿ 他经过初步训练之后

,

又对自

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

他要摆脱新闻文体的影响
,

锤炼

文学语言
,

于是训练自己用一句话写一个小故事
,

把

环境
、

气氛
、

人物
、

行动和情绪浓缩在一句话里面
。

海明威不仅具有高度的语言敏感
、

天生爱好简洁
,

而

且擅于聪明地汲取别的作家之所长
。

斯泰因
、

庞德都

曾经指点过他
。

他领悟得极快
,

但从不跟哪个作家一

路走到头
,

而是在汲取养分
、

充实自己的基础上
,

开

拓自己的路
。

身处现代派文艺的氛围之中
,

他无疑汲

取过现代派的某些技巧
,

但他决不是现代派文学盲

目的追随者
。

他要有自己的风格—
“

海明威风格
” 。

海明威的写作风格的形成除了受益于多年做新

闻记者的功底以及时代的机遇及前辈的启发和影

响
,

还受益于他那种勇于探索和追求的精神
。

他的立

意
、

构思
、

锻句
、

炼字都是十分讲究的
。

这种不肯因

循守旧和勤奋的精神是造就海明威独特写作风格的

因素之一 这种严谨工整的文风主要存在
、

形成于他

写作的过程中
。

为了更好地表达思想内容
,

他常常琢

磨研究怎样表现才能使读者产生与作家同样的感

觉
。

他删去可有可无的内容
,

反复锤炼
,

精益求精
。

所以海明威写书写得很慢
。

他从不急于投稿
,

而且修

改书稿时改得很彻底
。

当记者问他
: “
你要修改多少

遍呢 ?" 他说
: “
这得看情况

,

《永别了
,

武器 峥 的结

尾处最后一页我改写了 39 遍才感到满意
。 ”

记者又

间
: “
这里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吗 ? 是什么难住了

你 ? ” 海明威回答说
: “
想怎样把字眼儿弄得准确一

些
。
”À 他的 《老人与海 》的原稿也是看过 200 次才完

工
。

所以他的成就还应该归功于他严肃的创作态度 ;

归功于他对自己的作品的求新精神
。

海明威对不论
·

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
,

都反复推敲
,

字字斟酌
。

通过这种辛勤的创作实践
,

他终于从现代美国口语

中提炼出一种既流畅又坚实
、

既清澈又凝炼的写作

风格
。

尽管他的文字貌似干硬
、

枯燥
,

却往往不仅能

使读者感到仿佛身临其境
,

而且能使读者感受到他

渲染的气氛和他笔下人物的内心活动
:

“

河上起 了雾
,

山上盖着云
,

卡车开过残起



一路 泥水
,

兵士的斗篷上尽是潮 湿 的泥桨
。

他们的

枪也是湿的
,

斗篷里 面有 两 只 皮子弹 盒别在皮

带前面
,

盒 子是灰皮的
,

很重
,

里 面有装着六点

五厘米
、

细长 型的弹夹子
,

这 些东西把斗蓬鼓 了

起 来
,

于是这些 行军中的兵 士个个 象是怀 了六

个 月的孕
。 ”

( 《永另
、

1了
,

武器 ! 》)

这一段是小说中主人公在意大利军队战败撤退

途中之所见
,

作者虽然一字未写士兵 的心理活动
,

但

是从文中可以感觉到士兵凄凉悲苦的心情以及兵士

们满怀的厌战情绪
,

海明威的这种简洁
、

紧凑的写法

在这里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
。

二
、

含蓄的意境

海明威的另一个创新是尽力追求一种含蓄的意

境
。

他靠着善于包罗及如实记载的敏锐感而使文章

前后串联得紧凑有力
。

在他的笔下
,

人物的感情
,

不

论是失望
、

恐惧
,

还是悲愤
、

轻蔑
,

从来不作过分的

描写
,

而总是被凝结在艺术形象里
,

如自然的景色
、

人物的动作
、

电文式的对话等
。

这种含而不露的写法

为读者留下了联想的空间
。

为此目的他总是冷酷地

压缩篇幅
。

这不只是他的写作技术手段而是他生活

态度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

海明威曾告诉记者
:

“ 《老人与海 》本来可以写成一千多页那么长
,

小说

里有村庄中的每一个人物
,

以及他们怎样出生
,

怎样

谋生
,

受教育
,

生孩子等等的一切过程
。

这些东西别

的作家做得非常拿手
,

非常好
。

在写作中
,

你受到 已

经被人写得令人满意的东西所限制
。

所以我试图学

习去做别的事情
。

首先
,

我试图删去没有必要向读者

传达的一切事情
,

以便他或她读过以后
,

这就成为他

或她经验的一部分
,

好像真的发生过似的
。

这事做起

来很难
,

我曾经十分努力地去做
。”À

海明威显然是在有意识地限制自己
,

为的是删

除多余的词句
,

压缩文字
。

正是这种毫不怜惜的简炼

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含蓄的特点
。

他一生都在追求含

蓄的效果
。

他曾这样比喻他的写作特色
: “

作家所看

到的每一件事情都进入他知道或者曾经看到的事物

的庞大储藏室
。

要知道它有什么用处
,

我总是试图根

据冰山的原理去说明
。

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

伟
,

关于冰山显现出来的每一个部分
,

八分之七是在

水面 以下的
,

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是在水面上

的
。

你可以略去你所知道的任何东西
,

这只会使你的

冰山深厚起来
。

这是并不显现出来的部分
。

如果一位

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
,

那么也可

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
,

而只要作者写得真实
,

读者

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部分
,

就好象作者 已经

写出来似的
。

⋯ ⋯如果作家因为不了解而省略某些

东西
,

他的作品只会出现漏词
。 ’, .

这就是说作家应该删掉一切可有可无的东西
,

要 以少胜多
,

不要铺陈
,

不要把
“

八分之八
”
全盘推

出
,

造成一览无余的乏味后果
。

艺犬感染力的源泉就

在这些意到笔不到的地方
。

所以把小说出现过的人

物和 事件统统交代清楚
,

把人物内心的悲痛倾吐出

来
,

就不如专写 一人一事
,

以无声的形式表现好
。

因

为这有点象是画家做画
:

可以用笔细腻
,

不 尚节制地

画
;
也可以留有余地

,

把主要人物画到入神处打住
,

以留下空间让读者去想象
:

“

我上面那个人 的血仍旧流个不停
。

在黑 暗

中
,

我看不清是从哪个地方流下来的
。

我试图把

身体移开一点
,

但血仍旧滴在我的衬衫上
,

又暖

又粘
。

我身体冷
,

腿又痛
,

上面的血一流下来
,

更

是十分难受
。

过一会儿
,

上面那个伤 员的血流少

了
,

但仍然是一滴一滴在落
,

我听得见他动 了动
,

以便死得舒服一些
。 ” ( 《永别了

,

武器 ! )))

海明威在这里只是客观地
、

精确地描写了主人

公亨利在救护车上所看到
、

听到和感觉到的一切
。

这

里虽然言语不多
,

但是却充分地表达出一个不断 流

着鲜血的伤兵糊里糊涂地送了性命的过程
,

让读者

自己感觉到了战争的残酷
。

这就写得凝炼
、

含蓄
,

非

常富有表现力
。

从而达到 了以少胜多
、

意在言外的效

果
。

三
、

真切的可触性和可见性

海明威写作风格的第三个独特之处
,

表现 在他

的作品都具有一种真切的可触性或者可见性
。

艺术的形象必须是具体的而 不是抽象的
,

鲜明

的而不是模糊的
。

这是叙事艺术的法则
,

任何时代都
·

应是如此
。

海明威在写作上的成功
,

不仅在于遵循了

这一法则
,

而且在于把这一法则作了充分的运用
,

发

挥到了尽乎完美的地步
。

在他的作品中
,

形象描写具

体
、

鲜明
,

他笔下的树叶
、

山峦
、

雨点
、

道路等等好

象都看得见
、

摸得着
,

仿佛一切都历历在 目
。

海明威

是一位精细敏感的艺术家
。

他凭着自己敏锐的视觉
、

触觉
、

听觉
、

感觉来塑造形象
、

描写动作
。

海明威作品的这种可触性首先表现在视觉上
:



“

陆地上的云彩现在象是巍峨的 山 峦似 的
,

升

到上 空去
,

海岸 只利下 一 长 条绿 色的线
,

背后 是

一 丛 淡青色的小 山
。

现在水是深 兰色的 了
,

深得

几 乎变成紫色
。

桑提 亚哥低下头朝水里 望 了一

望
,

看见兰 色的海水 里纷纷游走着红 色的小 生

物
,

和 阳 光幻成一道道奇异的光柱
。 ” ( 《老人与

海 》)

在这一段里
,

海明威只用了几个短句
,

就仿佛在

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画面
。

这完全是视觉的艺术
。

画

面分远景和近景
,

很有层次
。

远景由云彩
、

海岸线和

小山组成
,

用笔不多但很明快
,

远景虽然远但并不模

糊
。

场景是海水和水里游走的小生物
,

具体
、

清晰
、

真切
。

这一切又用绿
、

青
、

兰
、

紫
、

红等各种颜色衬

托
。

有了这幅远近
、

静动结合的画面
,

海明威就不用

再去叙述这个连续 84 天没有捕到鱼的老渔夫此刻

的心情
,

读者已经通过这幅画面感觉到老渔夫在第

85 天出海时舒畅的心情了
,

而且让读者还感觉到他

有信心今天捕到一条大鱼
。

所以海明威的描写常常

从视觉
、

感觉
、

听觉与触觉等着手
。

他尤其重视视觉

的效果
,

原因在于他能够把他眼睛所看到 的东西加

以提炼
,

由远及近有所突出地 呈现给读者
。

这种因情

写景的方法在海明威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

“

一个戴金 丝边眼镜的老 人坐在路旁
,

衣服

上尽是 尘土
。

河上搭着一座浮桥
,

大车
、

卡车
、

男人
、

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
。

骡车从桥边瑙

姗地爬上陡坡
,

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辐
。

卡车噶

噶地驶上针坡就开远 了
,

把一切抛在后 面
,

而农

夫们还 在齐到脚裸的尘土中掷蜀着
。

但 那个老

人却坐在那里
,

一动也 不动
。

他太 累了
,

走不 动

了
。 ” (短篇 《桥边的老人 )))

海明威在这里因情写景
,

从视觉的角度把一幅

嘈杂
、

混乱
、

令这位老人心烦意乱的情景淋漓尽致地

表现了出来
。

他之所以能达到这种效果
,

主要在于写

法的角度
。

在前面提到的 《老人与海 》那幅彩色画中
,

读者只见到了天空
、

大海
、

云彩和小生物
,

而没有看

到船上的老渔夫
,

因为这一切景物都是来自这个老

渔夫的视觉所见
。

如果这幅画上还有船
,

还有渔夫
,

那就成了作者的视觉
。

这就隔了一层
,

从而防碍了读

者的视线
。

海明威在一篇谈写 作经验的通讯中说
,

“

创作的目的全在于 向读者传达每一种感觉
、

视觉
、

感情
、

地点和情绪
, ” “

要写下来
,

要读者也看得见
,

产生与你同样的感觉
。 ”

这样便使作者
、

对象与读者

之间的路离缩短到最低限度
,

达到 真切 不隔
,

有高度

的可触性
、

可见性的艺术效果
。

把被写对象直接诉诸

观众的视觉
,

让读者通过 人
、

物等 一系列客观的动

作
、

言语和行动
,

真切而迅速地体验到人物的内心感

情和思想性格
。

海明威应该说是很成功地从视觉
、

听

觉
、

触觉
、

感觉等等几个方面刻画 厂人物
,

描写了事

物
,

因为他取得了用具体鲜明
、

不杂染个人感情色彩

的方式让读者自己去体味
,

使读者有身临其境
、

如见

其人的真实效果
。

海明威在写书中的主人公时能冷

静而不动个人感情地与之保持距离
,

这是海明威的

所有佳作所具有的特点
。

读者在画面上感觉不到作

家的存在
,

因为他完全采用直截了当的叙述和生动
、

鲜明的对话
。

通过这样一种叙述的文体
,

他能够把事

件
、

景物
、

人物的动作
、

语言及心理活动
,

鲜活地摆

到读者面前
,

从而大大缩短 了读者与作品的距离
。

他

不用冗长的文字
,

喋喋不休地介绍和评价作品 中的

人
.

物
,

而是冷静地
、

客观地描绘 一幅幅色彩鲜明的

生活画面
。

他所描绘的场景是如此的清晰逼真
,

从而

构成了深远的意境
,

给读者留下了想象和 回味的余

地
。

总的看来
,

海明威虽然在开始学习写作时从别

的作家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

但是他能根据他自己的

经验与擅长
,

到前辈那儿选出他认为是最有意义与

吸引力的东西
。

他独特的个性加上他高超的写作技

巧
,

使他能把借来的东西化为自己独特的一部分
。

而

海明威一旦有了自己的风格
,

别的作家们立即模仿
,

设法变成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东西
,

这就是海明威的

魅力
。

任何国家只要有人看美国书
,

他们的文学作品

就不会完全不受海明威作品的影响
。

在美国他的影

响是如此之广泛和深入
,

使大家都不觉得他的影响

的存在
。

在积极的方面
,

他清除了文字里的堆砌铺

张
,

向大众展示用明快
、

生动
、

富有活力的英语语汇

去写短句的艺术效果
。

但是海明威的艺术风格也有

其明显的局限性
:

他不长于进行广阔的社会生活描

写
,

也不长于 用多个线索展开复杂的故事情节或者

有众多人物参加的场面
。

他擅长表现孤独的男主人

公
。

这些人物在他先后不同的作品中出现
,

思想面貌

有时趋于雷同
。

他的主人公具有强烈的个性
,

勇敢
、

坚强
,

但是缺乏多方面的
、

丰富的性格特征
。

但是
,

海明威懂得扬长避短
,

他从不去尝试他所不擅长的
,

而对他所独擅的则予以淋漓尽致地发挥
。

所以
,

他在

狭隘的天地之间
,

常有意到笔不到的神来之笔
,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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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上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境 界
。

海 明威这种 独特的艺

术风格表现出一种新的审美方式
,

他的写作风格成

为数十年来许多作家竟相效仿的榜样
。

海明威在写

作风格上的独树一帜
,

使他在国际文坛上产生 r 相

当大的影响 他虽 然没有形成一 支创作流派
,

但却影

响了一代文风
。

在许多欧美作家身上可以发现海明

威写作风格的痕迹
。

他将因简洁紧凑
、

含蓄凝炼
、

真

切可见的行文风格而水载世 界文学史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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