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雷蜂塔的倒掉》的语言特色

民伟童

《讠坌雷蜂塔的倒掉》是鲁迅根据当时杭

州西氵:i边 上雷峰塔伊l掉一事,联 系民间传说

白蛇 {效节写成的一篇杂文。它反峡了人民

肛 众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憎恨和对白由幸福的

向往,指出反动统治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

这笫u小精悍的杂文不仅内容深刻”而且语

古也很有特色。

鲜明的爱忄|丨 色彩 :丿1这篇杂文最主要的语

言f特色。文中所写 i勹 法海和尚是封建统治阶

级的代表人物,雷峰塔则是封建 统 治 的 象

征,鲁迅对他们是非常憎恶均。而对受到迫

害的善良、 t∮的白蛇娘娘却充满了同情。

因此,文章中凡叙述到法海或雷峰塔时9字
里 f亍 闸便流审出丨氵夸恶的感情,或进行辛辣的

讽∵Ⅱ、屮尖。 “雷峰夕照
”

本来是西湖十景

之一”应该说是美的。可是台迅偏用
“破破

烂烂”来形容它,并用
“
并不见佳”

予以否

定。这 吁寥寥效语便表现出他对雷峰塔的厌

恶。写到法海干涉许仙和白蛇的婚姻时,鲁
迅写道: “和尚本它该只管自己念经。⋯⋯

他 偏 要 放 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
“
本应该”强调下Π尚的本份职责; “

偏要
”

突出他不守本分的顽口劲。 “
招是搬非

”
在

这儿可不是指一般的挑埃离问乡而是干涉、

破坏他人的幸福生活。前而又加上一个 “横 ,

字,更点出法海的霸道。这就把这个 “得道

禅师
”的恶劣本质元情地揭露出来了。这种

恶 棍 理 应 受到惩罚。可是文章并没有写他

被捉住,而是说他 “逃来逃去,终于逃在蟹

壳里逵祸
”,彤家也描写出法海穷途末路的

狼狈相。另一方面。当写到霭峰塔倒掉时 ,

却表现∫廴作者 无限 t欣的心情: “现在,他
居然倒 l只 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

何如?” 作杼多午沟希望一且得到实现的痛

诀全部倾吐了出来。文章叙述雷峰 :各倒掉 ,

白蛇 I讠 娘获得 自由,而法海躲在蟹壳里永远

出不未时,情不 自∷F、 地喊了声
“活该”。这

句话吒是对法海 白作 自受的嘲笑9又抒发了

对法海受惩的快意,也是对一切反动派的严

厉警告。一旬话只用一个词,又以此作为文

章的结尾,也使得文章更加含蓄有力、耐人

寻味。

鲁迅很重视语 肓的学习9他既主张从古

典者作中吸取有生命的语言
“以供役使

”
,

又重视从'`民 冂头语言中吸取丰宙的荞料。

他往往根据表述 f勺需要,在一篇文章中,有

些地方 口语气息浓厚些,有些地方文言味又

重一点。如本文转述祖母讲的自蛇传故事的

语句就非常口语化,完全是摹仿老太太讲故

事的口气。比如称白蛇为
“
白蛇娘娘”,表

现了老太太对白蛇的敬爱。说法海时9称 “

一个和尚,法海禅师,得道的禅师”,连用

三个词组加以强调,这也是口语中常见的。

谈到 “妖气
”

时,文 中用了一个破折号加以

解释,这也是讲故事时常有的情况。其它如
“
讨妖怪做老婆

”等都是很通俗的口语。作

者的叙述和议论语言就显得典雅些9有些地

方根据文意需要直接运用文言词语。对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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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封建思想的人,作者用了 “贵恙”,表
面上似乎很客气,实则对他们进行了讽刺。

又如 “
荼毒生灵”、 “

腹诽”这两个文言词

用得很准确,也很简洁,如果换成白话词,

恐怕会使文章减色不少。

文章中有很多地方作者进行了强调,但
强调的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一是使用倒装

旬。第一段写见到 “雷峰夕照”的真景时,

鲁迅说, “
并不见佳,我以为。”把宾语提

到主语和谓语前面,强调 “并不见佳”,突
出对雷峰塔的憎恶。二是转折。文章是这样

谈法海蛮横地干涉白蛇婚姻的原因的: “大

约是怀着嫉妒罢——那简直是一定的。”
语

句用 “
大约⋯⋯罢”

表示猜测,紧接着一个

破折号,表示意思的转折,说出了肯定的意

见。这个破折号反映作者思考的过程,使读

者体会到作者经过了短时间的思考后,肯定

了前面猜测的正确,所以马上说 “那简直是

一定的”。这样得出的结论如有千钧之力,

不容对方辩解。三是重复。文章开头说亲眼

见过的雷峰塔是 “破破烂烂″
的,后来说到

杭州见到这塔时,又加上 “破破烂烂”
这个

定语 ,突出对塔的反感情绪。后来知道了雷峰

塔实际上是 “保椒塔
”,里面并没有白蛇娘

娘,鲁迅说: “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
然希望他倒掉。”这里用了两个 “仍然

”
,强

调他对雷峰塔憎恶的感情并没有减轻,表达

希望它倒掉的迫切心情。四是用反问句和疑

问句。用反问句的如: “凡有田夫野老,蚕
妇村氓9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的之外 ,

可有谁不为白蛇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

事的?” “
有谁不为

”
说明每一个人都如此,

强调民意之深。文章结尾处作者又用了一个

疑问句
“
莫非他造塔的时候 ,竟没有想到塔是

终究要倒的么?” 这句话禽义很深刻。指出

封建制度要被推翻的,正象塔是终究要倒的

一样,这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必然规律。

但是鲁迅不直接说出这个结论 ,而 是 用 了
“莫非”一词表示猜测。 “竟没有想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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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应想到却出人意外地想不到 ,可 见 这 个
“得道的禅师”当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连
普通的常识都忘了。这个意思用猜测疑问句

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强调了事物发展的规

律,而且具有浓厚的讽刺意味。

语言的精炼、准确是鲁迅杂文的特点。

以本文而论,短短一千二百字左右的文章,

叙述了白蛇故事的始末,介绍了雷峰塔的建

造和倒塌,抒发了自己的感情9又议论了对

此事的看法,没有极其精炼的语言是无法写

出的。例如文章叙述白蛇娘娘中了法海的计

策
“
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钵盂里了。钵孟埋在

地里,上面还造起一座镇压的塔来”。这里

只用了三个动词 “装
”、 “埋”、 “造”就

写出了法海对白蛇娘娘压迫的深重。又如,

文章对找蟹和尚的描写只用了六个字: “切

下,取出,翻转”,却把细致地寻找蟹和尚

的过程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了。

这篇文章还有个很突出的特点是语句的

转折很多。试以第二段为例,略作分析。这

一段的第一句话就是对第一段的转折,我们

姑且不论:第一旬说西湖胜迹之中知道得最

早的是雷峰塔,接着却转述祖母讲的白蛇娘

娘的故事, 这是第一层波澜。 转述完故事

后,插入一句 “我的祖母讲起来还要有趣得

多
”,一笔把故事宕开,这是第二层波涧。

紧接着又猜想故事的来源,这是 第 三 层 波

澜。 突然笔锋一转9 由说祖母而联系自己
“没有看过这部书

”,这是第四层波澜。接

着用 “总而言之”一词,又把话题转回'到 白

蛇娘娘的故事上来,白娘娘被镇压在雷峰塔

下,这是第五层波澜。到这里叙述似乎该结

束了,不料又写了一句 “以后似乎事情还很

多”,这是第六层波澜。读到这里人们一定

会以为作者还要接着讲白娘娘的故事呢,万
没料到作者笔锋突然一收, “但我现在都忘

记了”
,戛然而止 ,以突出法海对白娘娘的迫

害,这是第七层波澜。真是写得峰峦起伏 ,

曲折多变,引人入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