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当代著名遁世作家杰窑戴窑塞林格渊J.D.
Salinger冤的长篇小说叶麦田里的守望者曳直面物质富
裕与精神匮乏的失衡袁 抒发美国社会青年一代的心
声袁呈现社会物质文明后的精神危机袁被美国学界称
为 20世纪文学的野现代经典冶之一遥小说叙述了一个
未满 17岁的少年霍尔顿袁数次被学校开除后袁浪迹
于纽约的所见所闻遥霍尔顿的困惑尧迷惘不仅代表了
美国 20世纪 50年代青少年成长的特点袁 也反映了
不同时代尧不同国度青少年的共性问题遥用艺术的净
化力和感召力引导他们直面生活的烦恼和挫折袁排
遣心中的焦虑与困惑袁 在社会化过程中顺利完成个
人价值的定位和实现袁 是文学和文学研究必须面对
的问题遥

一尧叛逆尧挑战尧颠覆

野如果你真想听我的故事袁你想知道的头一件事
大概是我出生何地袁我晦气的童年是怎么回事袁我出
生前父母是干什么的袁 以及这类大卫科波菲尔的废
话袁但实话相告袁我懒得说这些遥 冶[1]1故事开篇袁我们
就看到了一个叛逆尧玩世不恭的年轻人袁他不愿提及
他的出生尧家庭尧父母袁有意将自己脱离于所处的时
代遥从开篇到书末袁他的每一句话里几乎都充斥着脏
话尧粗话袁以此来挑战传统文化和行为准则遥 在小说
中袁他满嘴野damn冶尧野god dam冶尧野hell冶袁连妹妹都告
诫他院野不要讲这么多粗话冶遥因此袁很多批评家认为袁
野这是一本不适合孩子读的书遥冶[2]1然而自发行伊始袁
该书就受到美国青少年的喜爱袁 立即成为校园畅销
书遥罗伯特窑伽特维利格曾感叹院野这部小说在当今大
学年轻一代心中所占位置袁正如 20世纪 20年代袁菲
茨杰拉德 叶人间天堂曳 在他们父母一代心中所占位

置遥 冶[2]1校园里的学生纷纷效仿霍尔顿的言行袁倒戴
鸭舌帽袁嘴里野damn冶袁甚至出现了野shit冶尧野fuck冶等更
具有冒犯性的口头禅袁并将其当作时尚遥霍尔顿的叛
逆言行与主流社会的语言规范尧行为准则格格不入袁
其言行举止颠覆消解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
限袁是对主流文化尧精英文化的解构遥 霍尔顿的粗话
以其坦诚尧粗犷的表现形式昭示其人性袁使人觉得有
一种从文明语言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感觉遥 西方精英
文化具有永恒尧高雅的艺术特质袁高于生活的创造遥
而塞林格在这部作品中以语言的野俗冶袁消融了艺术
的野雅冶袁表现出一个新的文化层面袁他充盈于现实世
界中袁抹去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袁削平了表层与深层
的野深度模式冶遥作家以霍尔顿的随心所欲袁挑战逻各
斯中心主义的传统文学叙述方式遥 霍尔顿的思想飘
忽不定袁忽而谈到家人袁忽而说起同学袁然而袁正是这
种真实存在的叙述袁 解构了传统文化明显确定的主
题遥 他满嘴脏话袁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渎神遥 但貌似
粗俗话语后面到底意味着什么钥身处贵族学校的霍
尔顿偏偏就在受教育的地方袁 不断地使用着刺耳
的尧未被纳入标准语言字典袁只有未受教育的野粗
人冶才说的脏话袁来抗议尧讥讽用语言划分等级的社
会形态遥

二尧传统叙述模式的解构

华莱士窑马丁认为野叙述在传统上一直提供对社
会价值标准的肯定遥 冶[3]因而传统小说具有审美教育
功能遥 而叶麦田里的守望者曳却借一个叛逆青年之口
叙述所发生的一切遥 这一叙述者身份本身就具有颠
覆性遥用一个玩世不恭尧貌似精神不健全的叙述者身
份来解构以理性为中心的思维逻辑遥 而通过他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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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袁你不再肯定他是绝对权威或真理价值的陈述者袁
任何理性世界中的价值规律与共识都被消解遥 以第
一人称的有限视角叙述自身感受和体验袁 而第一人
称野我冶则很容易缩短主人公与读者的距离袁让读者
贴近主人公的心声遥在他的世界里袁成人世界的虚伪
肮脏和庸俗暴露无遗遥 野到处都是他妈的伪君子袁到
处都是假模假样冶袁野我受不了这类事情袁它会逼得我
发疯袁会让我烦恼的神经错乱遥 冶[1]13读者仿佛感同身
受他的敏感尧烦恼尧苦闷尧孤独以及疯狂遥霍尔顿因失
去弟弟无以排泄心中的伤痛袁以至于打碎车窗玻璃袁
让身体的流血来疏解失去弟弟的痛楚遥 而父母并不
理解袁差点将其送进精神病院遥 当他浪迹纽约之后袁
怀着郁闷的心情准备逃离这个假模假式的世界之
时袁妹妹菲碧纯洁的心灵袁以及为自己同胞关照的心
唤起了他做一个野麦田里的守望者冶的职责遥 但在他
顿悟时却被送进了精神病院遥理想与疯癫混淆不清袁
一片混乱袁理智与非理智在理性世界中完全颠倒袁读
者似乎也陷入了这种叙述的价值迷乱世界遥 身处精
神病院的霍尔顿对前途迷惘无助袁野你怎么知道自己
打算怎么做钥冶野我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看法遥冶[1]271使
读者对他渴望做一个野守望者冶的想法充满了同情与
理解遥 在纽约这个大都市中袁霍尔顿面对满目荒凉袁
想到了逃离遥然而却留了下来渴望做一个野守望者冶袁
因为他未被泯灭的纯真召唤他去守望世界剩下的某
种有意义的东西遥 然而袁在这个荒原的世界中袁他的
行为与意识被无情地嘲笑袁他的质疑尧反抗袁探寻被
社会排斥尧否定和抛弃袁并且被送入精神病院遥 这正
是他要做个守望者袁当个野哑巴冶袁用无言对抗世界的
疯癫遥 塞林格借霍尔顿的口叙述自己对传统和理性
的怀疑和斥责袁表达这个社会与世界的疯癫袁从而颠
覆占统治文化的话语权力袁 消解世界所谓的意义追
寻和深度模式遥

三尧对传统文化的颠覆

霍尔顿生于中产阶级家庭袁就读于贵族学校袁而
他并没有循规蹈矩的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遥 传统文
化与现实价值观念的冲突尧 信仰危机以及与父辈的
冲突反而加速了霍尔顿的叛逆遥 霍尔顿在青春期这
一人生重要的转折阶段袁无法摆脱童年痛苦的回忆袁
没有同伴的理解袁又无成人的呵护和指导袁他的精神
世界空虚尧孤独尧焦虑尧乃至疯狂遥于是选择了远离和
放逐袁回到孑然一身的孤独遥 逃离潘西中学袁把自己
彻底地从世俗精英的社会中释放出来遥 选择纽约这
个大都市开始自己的精神之旅遥 纽约街头的所见所
闻袁使他目睹了社会的庸俗与堕落遥无论是校内还是
校外袁野假模假式冶的虚伪无处不在遥因此他表现出一

种极端的叛逆和反抗遥
首先袁传统文化与享乐主义的矛盾冲突袁不同价

值观导致的与父辈的代际冲突遥 父辈经历过经济萧
条和战争的磨砺袁他们坚韧尧克己袁雄心勃勃袁开拓进
取曰 战争胜利和战后经济持续繁荣使他们自豪并对
未来充满乐观袁 同时更增强了他们对现存社会结构
和价值的认同遥 而年轻一代却没有这样的历史体验
和磨砺袁他们敏感脆弱袁笃信享乐主义遥 把富裕当作
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状态袁 而非必须奋斗以求得的
生存状态遥而且他们的价值观与父辈完全不同遥安东
尼老师曾谆谆教导院野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
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袁 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
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鄙地活着遥 冶[1]175这是老一辈的
价值理念袁也是他们得以生存袁并取得成功袁坐上野凯
迪拉克冶的经验之谈遥 他们已被世界所物化袁物质的
高度发展和繁荣袁 使人们的兴趣集中在不断挣钱和
物质享受上遥 人与人之间变得势利尧虚伪袁人的精神
变得空虚尧麻木袁甚至信仰亦被商业化遥在家里袁母亲
只会唠叨儿子野不争气冶袁缺少理解袁连送儿子的礼物
渊一双冰刀冤也弄错了袁父亲打着主持公正的法律旗
号谋取私利袁 一心只想让儿子将来进耶鲁大学或者
普林斯顿大学袁却丝毫不关心他内心的真实愿望曰哥
哥虽有创作才能但却写低级剧本赚钱袁 出卖自己去
迎合好莱坞的某些低级趣味遥 霍尔顿怀有美好纯真
的理想袁无法容忍社会的虚伪欺诈袁因而心中充满困
惑迷惘尧继而失望尧不满乃至反叛遥
其次袁 平等意识和等级划分的冲突遥 潘西中学

野在教育界声誉挺高冶[1]3袁中产阶级家庭都希望把孩子
送到那儿去接受野最好冶的教育遥 然而在霍尔顿看来院
野你也许听说过它袁也许你至少看见过广告遥他们差不
多在一千份杂志上登了广告冶袁标榜野自从 1888年起
我们就把孩子栽培成优秀的袁 有脑子的年轻人冶袁野完
全是骗人的鬼话遥 潘西也像在别的学校一样袁根本没
栽培什么人才遥 而且在那里我也找不到任何优秀的袁
有脑子的人遥也许有那么一两个遥可他们很可能在进
校时候就是那样的人冶袁校长是个野假情假意的杂种袁
像娼妇一样巴结那些有钱有势的学生家长遥冶[1]2在这
样的令人生厌的教育环境中袁 霍尔顿第四次被学校
开除遥 当妹妹问他为什么又被学校开除时袁他回答院
野这是个最最糟糕的学校袁里面全是伪君子袁噎噎我
甚至都不想谈它遥那真是个糟糕透顶的学校遥冶[1]156这
里无非是野读书袁求学问袁出人头地袁以便将来买辆凯
迪拉克遥冶[1]122以及野挣很多很多钱袁打高尔夫球袁打桥
牌袁买汽车袁喝马提尼酒袁摆臭架子遥冶[1]160这种权威意
识形态所统治的学校袁消灭了差异袁压抑了个性袁因
而引起霍尔顿极度的反感与厌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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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建构爱与宽容的世界

解构与建构是同时产生袁共同存在的遥无解构的
建构是无源之水袁无本之末袁无建构的解构袁则是消
极的破坏遥 解构以建构为目的袁建构以解构为前提遥
野背叛意味着怀疑袁反抗袁重新提出问题或重构遥如果
背叛的是权力和诺言袁那么有革命袁如果背叛的对象
是思维模式或感觉模式袁那么有哲学和艺术遥冶[4]正是
这样的解构和反叛袁 才有霍尔顿这样一个鲜活的桀
骜不驯的青年叛逆者形象遥
虽然霍尔顿抽烟尧酗酒尧撒谎尧讲脏话袁但本质上

依然保持心灵的童贞遥他表面上恣意放纵袁但内心却
厌恶人们的虚伪造作遥 他脏活不断袁却心地善良袁乐
于助人袁为修女捐款袁热心替溜冰的女孩系鞋带袁为
参观博物馆木乃伊展览的孩子充当导游遥 他厌恶虚
伪的世界袁愿作麦田里的守望者遥他的愤恨尧不满尧反
抗表明他内心极度渴望一个文明的社会遥 有人认为
霍尔顿在纽约都市的流浪是一种妥协袁一种堕落遥作
者则以为这是他在迷惘中的求索袁 是走向成熟的尝
试遥他不是在混沌中妥协尧放任尧堕落袁而是从这些对
立面中找到了自己追寻的目标袁 并且更坚定了做守
望者的信念遥 他所寻求的目标是建构一个充满爱与
宽容的世界遥只有爱才会充盈建构的力量和勇气袁只

有宽容才能寻求生命的意义遥
塞林格曾说院野艺术家只关心一件事袁 就是寻求

某种完美袁但各自按照自己的标准袁而不按照别人的
标准遥冶[5]通过霍尔顿之口袁塞林格对美国这个他认为
并不完美的世界袁对其低俗尧腐败的制度加以嘲讽遥
但另一方面袁他又忠于自己的理想袁既反映现实袁又
超越现实袁真实形象地呈现了霍尔顿的心路历程袁抒
发了美国青年一代的心声袁建构更自由尧更理想袁同
时也是更幸福的生活袁这就是守望者的职责遥

野艺术所要表现的本质其实是一些至关重要的
生命成分和精神成分袁艺术所谋求的袁不是心袁物与
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袁 而是人的自由存在和心灵的彻
底解放遥 冶[6]叶麦田里的守望者曳所要追寻的正是这样
的自由存在和心灵解放遥 霍尔顿年轻而充满孤寂的
心不停地探索自然袁探索他人尧世界袁探索自己的内
心本质遥虽然是几天的流浪经历袁但其追寻的目标越
来越清晰袁越来越明白袁要要要不是在压抑尧虚无的环
境中沉溺袁 而是寻觅真诚与爱袁 并竭尽去爱护和守
望遥这使他心灵得以净化和解放袁唤起他对世界的重
新认识袁给他生命存在的勇气和力量袁使他摆脱压抑
的情感遥 他野守望者冶的心愿不是悲观的尧无奈的袁是
他对成长的渴望袁对美好世界的追寻袁这意味着他领
悟了人生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袁最终走向成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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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Through an interpretation of Salinger爷s The Catcher in the Rye and an analysis of Holden爷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the paper tends to survey the longings of American youth amid deep spiritual crisis of American society beneath material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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