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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克莱齐奥小说《沙漠》的符号学分析
　
杨　芬

摘　要：勒克莱齐奥的小说《沙漠》围绕“沙漠”符号，讲述了两个独立的故事，其主线都是

表现对自由幸福的渴望与追求，由此展开了对“沙漠”符号图景的定义与描绘。通过对“沙

漠”符号图景的几个主要构分的解读，如特殊的存在符号（天），艰难的生存符号（路），神秘

的矛盾符号（风），渴望的和谐符号（水）和魂牵的缺失符号（家），揭示作品的深层文化意

义，使读者重新认识虽贫穷却充满尊严的沙漠，领悟古老文明的价值和意义，感受人与自

然相通相融的和谐，体味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沙漠文明的精髓。
关键词：沙漠；符号；法国；外国小说；勒克莱齐奥

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２００８年１０月问鼎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当代法国文坛举足轻重

的人物，被誉为“在世的最伟大的法语作家”。小说《沙漠》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被译

介到中国来的第一部小说，１９８０年出版时便获得了法国保尔·莫郎文学大奖。《沙漠》的

创作更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获奖公报上指

出：《沙漠》中“包含有北非沙漠里一种已消失的文明的精美图像，这与移民到欧洲的人眼

中的欧洲的图像形成了对比”。这种对比表现的是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和反差，引
发着人们对非洲古老文明的关注和欧洲现代文明的思考。

《沙漠》由两个独立的故事构成：一个讲述的是居住在北非西撒哈拉沙漠的蓝面人游

牧部族为寻找理想家园，集体从南方向北迁徙，途中遭到基督教士兵的围堵和屠杀，在其

首领马·埃尔阿依尼纳的带领下与殖民军队进行英勇斗争的悲壮故事；另一个讲述的是

蓝面人的后代拉拉只身离家去法国大城市寻找幸福的种种失望和回归的经历。作者以西

撒哈拉沙漠为背景，把北非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和主人公拉拉遭遇西方文明的经历

交织在一起，形象地再现了非洲人民的生存境遇和对自由的追求。在作家笔下，沙漠是一

个多元符号系统，一个充满艰难和希望的地方，一片被遗忘的自由的土地，远远超越了地

理的范畴，被赋予了丰富的意蕴。作者从生态、自然、社会及人对幸福的渴望等主题入手，
努力揭示弱势文化和弱势群体的存在危机和矛盾心态，唤起人们对文化冲突的关注，通过

对符号意象场“沙漠”及其生活其中的人的刻画与描写，成功地营造了一个弱势文明生存困

境的代表性符号“沙漠”。本文试通过对“天”、“路”、“风”、“水”、“家”等几个物象的分析，揭
示小说《沙漠》中“沙漠”的符号学意义和作家对弱势文明的同情，以及对其出路的探索。

一、《沙漠》的符号图景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词指出，勒克莱齐奥“擅长表现断裂、诗意的遭遇和感官的迷

醉”，他的创作，无论是主题还是风格都具有独特的魅力。他善于借助 蓝 天、阳 光、大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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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风等自然要素，“像作诗那样”①写作，这使他的作品既充满诗意，富有梦幻色彩，又具有“完美的现实

性”②。勒克莱齐奥在接受《新观察家》杂志访谈时说：“我的作品永远是把我生活中的片段搬上舞台，因
为我没有任何的想象力。”③对他来说，“思想完全是客观的，现实催生思想，而不是思想表达现实世界中

被想象的东西”④，他认为作家的作用不是有意识地在他所描写的世界里提出某种道德观念，但作家的

创作本身，作为一种行动，却“担负着某种道德价值”⑤。他的创作不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单描摹，而是试

图去揭示人在现实中“难以看清或难以意识到的东西”⑥，进而使人思考。对他来说“词语是对现实的逼

近”⑦而不能直接表现现实，因而，他注重语言的寓意，追求用诗意的语言呈现现实，擅长在表现人的心

灵感受的过程中糅合进大量的自然元素，形成了富有诗意的自然意象，从象征的角度阐释人物的行为及

心理。在他的笔下，符号无处不在。这些符号和语言一样，不是事实性的，而是思想性的，指称性的，是

由感觉到思想的升华，是对世界意义的解释，具有普遍性。作者通过艺术创造使人类情感符号化，这是

一个对生命和感觉 的 个 性 化 的 领 悟 过 程，是 一 种“运 用 符 号 的 方 式 把 情 感 转 化 为 诉 诸 人 的 知 觉 的 东

西”⑧。读者通过对这些符号的解读，构建出一个“潜在的现实世界”⑨。因为艺术家是自然形式的发现

者，符号论美学把艺术视作一种符号的建构和展现的活动与过程，一种对客观世界的情感凝结与互动。
从符号与世界的关系看，符号既是显示世界（实在）的意义的媒介，又是对世界（实在）的一种能动的

“再解释”和新的发现瑏瑠。艺术的目的是创造某种情感的符号，即作品的情感，一种生命的形式或生命的

存在方式，能够使我们看见平凡事物的真面目瑏瑡。艺术家是创造理想符号和美学符号的大师，他们运用

自己丰富的情感和敏感的心灵，驰骋想象，使艺术的符号成为一种感性的具体符号，虽然不是推演的符

号，却充满了概念的魅力，所谓情、景、理合一。小说《沙漠》中的“沙漠”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符

号。它是小说的核心符号，与“天”、“路”、“风”、“水”、“家”等核心要素构成“沙漠”符号的意象场。作者

通过两条叙述主线将它们整合为一个整体，并赋予它们一种审美的意义，使它们有着内在的逻辑性，即

“天”→“路”［“风”、“水”］→“家”。这里，“天”是人们的希望和航标，“路”是他们寻找幸福家园（“家”）的

途径和过程，而“风”、“水”是他们在寻找途中所经受的磨难与安慰，家是他们的归宿。它们与沙漠构成

一个完整的多元符号体系，通过对这个符号及其要素的解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洞彻作品的文化内涵，
感受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体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二、特殊的存在符号 ———“天”

符号素“天”，在小说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构成小说人物不畏艰难，坚守信仰，守望希望的标

记。当沙漠人遭遇挫折、痛苦和不幸的时候，是天给了他们希望、安慰和勇气。
蓝面人游牧部族在其首领的带领下从南方向北迁徙，途中遭到基督教士兵的血腥屠戮，成了“藏匿

和逃亡的人们”，他们忍饥挨饿，历尽艰辛。在沙漠途中，疲倦、干渴和饥饿折磨着他们，“基督教士兵冲

击商队，抢走奴隶”，“包围营地，杀死反抗的人们”。在灼热的太阳下，在敌人的枪弹下，在高烧的折磨

下，无数人被夺走了生命。我们仿佛看到，一群皮肤黝黑，精疲力竭，衣衫褴褛的男女在茫茫沙漠中艰难

跋涉的悲壮画面。但是，蓝面人“是在沙石、风暴、光明和黑夜里生长的男女”，“四肢经受了大自然苦难

的磨炼”。他们没有停下脚步，没有因此而悲观，失去希望，因为在高原的天空下，仍然有星星在闪烁！

对自由和幸福的渴望，鞭策着人们永不停息地翻越千山万壑，“一直走到太阳升起的地方”。

·８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弗朗索瓦兹·普洛坎、洛朗·埃尔莫利纳、多米尼克·罗兰：《法国文学大手笔》，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４５页。
张　璐：《〈沙漠〉中的文化身份模式与诗学建构》，载《当代外国文学》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１５页。
陈小莺：《同处当地和异域，属于不同的历史—勒克莱齐奥小说解读》，载《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１００页。
Ｌｅ　Ｃｌｅｚｉｏ，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　Ｇｕｓｔａｖｅ．Ｌ’ｅｘｔａｓｅ　ｍａｔéｒｉｅｌｌｅ．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９３，ｐ．２９．
Ｃｌａｕｄｅ　Ｃａｖａｌｌｅｒｏ．“Ｌｅｓ　ｍａｒｇｅｓ　ｅｔ　ｌ’ｏｒｉｇｉｎｅ”，Ｅｕｒｏｐｅ　Ｒｅｖｕｅ　Ｌｉｔｔｅｒａｉｒｅ　Ｍｅｎｓｕｅｌｌｅ—ｌｅ　Ｃｌｅｚｉｏ，ｊａｎｖｉｅｒ－ｆｅｖｒｉｅｒ，２００９，ｐ．３７．
许　钧：《勒克莱齐奥的文学创作与思想追踪———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载《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５页。
许　钧：《勒克莱齐奥的文学创作与思想追踪———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第５页。
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６２１页。
袁筱一：《探索人性的寓言世界———论勒克莱齐奥的作品》，载《当代外国文学》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８３页。
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６０８页。
胡经之：《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４１页。



杨　芬：勒克莱齐奥小说《沙漠》的符号学分析

拉拉十分喜爱仰望天空。无论是生活在居民区还是马赛，无论快乐还是忧伤，她都喜欢“久久地望

着天空”，只有这时，她才感到宁静和幸福。她喜欢一朵细长的白云飘过天空最蓝的地方，喜欢小十字架

在蔚蓝的天空中无声地飘荡。虽然沙漠上常常烈日刺炙，灼烫着人们的皮肤、眼睛，烤裂人们的双唇，但
沙漠辽阔的天空依然使她向往，令她陶醉。到马赛后，拉拉目睹了社会底层人民的贫困生活，目睹了社

会的阴暗和残酷的现实，感到寂寞、空虚和恐惧，“仿佛被驱逐出了家园”，对故乡的回忆成了她的精神支

柱。因为太阳就是她的希望，“总有一天，黑夜中将出太阳”。无论拉拉还是她的祖先都对天充满了敬

畏，因为天代表着希望和信仰的力量。

三、艰难的生存符号 ———“路”

小说中，“路”是一个内涵丰富，充满艰难和勇气的符号。它寓意着追寻的艰辛和回归的快乐，代表

着沙漠人寻找家园，追求自由生活的过程和经历。
小说中的人物始终在迁徙中，在奔走的途中，在追寻的路上，他们始终在寻找着幸福之路，寻找着自

己的归宿。蓝面人被迫在茫茫的大沙漠上不停地走，“他们自诞生的第一个黎明起就开始跋涉，从来没

有停过”。他们并不知道哪里才是自己的家，只是期待着到北方能找到“有水有地”的地方，所以他们“要
到北方去”，尽管“谁也不 知 道 正 走 向 何 方”，为 了 生 存，“他 们 必 须 沿 着 星 星 指 引 的 方 向 到 更 远 的 地 方

去”。他们迁徙在茫茫的沙漠之国，没有尽头，犹如在大海上航行，“无人知道归期”。蓝面人遭遇殖民军

队的围堵后，处境更加艰难，因为他们与法国殖民军队进行的是一场“双方实力不相等的”的孤立斗争。
但是蓝面人并没有退缩，他们为了荣誉和尊严而战，为了幸福而战。他们守卫的这块土地“是他们的自

由的空间，是真主的恩赐”，对真主的信仰使他们永不言弃。于是，在崇山峻岭中有一条狭窄的出口：“那
是一条路！到北方去的路！”蓝面人带着破烂的行装，日夜兼程，寻找那“和平、富强、外国军队永远不能

入侵的乐土”。在与殖民军队进行了殊死斗争之后，终因力量悬殊，蓝面人以惨烈的失败告终。但是“自
由没有终极”，它激励着蓝面人继续前行。最后幸存的蓝面人踏上了回归之路，重返家乡。在此，勒克莱

齐奥带给我们的不是悲观和绝望，而是“绝望中不灭的希望”①。
拉拉在沙漠中出生长大，对地中海对岸的法国大都市马赛充满了幻想。为了逃婚拉拉从非洲大沙

漠来到了法国，但与想象中的完全相反，她看到的马赛到处充满着饥饿、寒冷和贫穷，到处是贫民窟，乞

丐、醉鬼和流浪汉，整个城市“笼罩着一种空虚和寂寥的气氛”。她目睹了现代文明滋生出的种种虚伪和

丑恶，觉得在这里“所有一切生灵都无法生存”。她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渴望，那是“对温暖的渴望，对阳

光、歌声和一切的渴望”，是对故乡的渴望。当她与小乞丐拉第茨手挽手走在大街上时，她想起了大海彼

岸的国土，仿佛正沿着“大街返回故乡”，往太阳的方向走去。晚上，当她闭上双眼，城市里的一起都消失

了，“只剩下无边无际的大沙漠”。每每想到沙漠，拉拉便感到“阳光透进来她的躯体，慢慢地充满了她全

身，驱走了心底所有的阴暗和忧伤”。最终，拉拉决定抛弃城市的一切，踏上了回归之路。其实，回乡的

路一直在拉拉的心里，从没有忘记过，因为在离家之前，“她看清了眼前的标志，看清了消失的足迹”。历

尽艰辛之后，拉拉终于回到了家乡，在故乡的土地上，靠着一棵无花果树生下了女儿。这是一个新生命

的诞生，更是一种传统的延续，是古老文明的延续，其意义“远远超出”出生本身，正如有评论家指出的那

样，“这个新生命的诞生，意味着生命的传承和不朽的沙漠的重生”②。

四、渴望的和谐符号 ———“水”

勒克莱齐奥出生在法国南部的海滨城市尼斯，童年时期是伴随大海度过的。在他的眼中，“水”不仅

有灵性，更有灵魂。“水”是生命之源，这一点在沙漠中表现得更加清晰。有水，绿洲，就有生机；没有水，
等待人们的就只有饥渴和死亡。在沙漠里，水是生命的象征，承载着沙漠人的梦想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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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拉的命运始终与大海息息相关。按照沙漠人的传统，“孩子必须在泉边降生”，拉拉的母亲在泉水

边生下了拉拉，拉拉又在海边生下了女儿，因为需要阴凉和清水母子才能平安。“水”这一自然元素在此

蕴藏着生命的意义，更是沙漠人的希望。不仅如此，对于沙漠人来说，水也是他们快乐和幸福的源泉。
水是美的，降雨时，“雨水沿着铅皮油毡房顶流淌，落到屋檐下的水桶里，奏起一支悦耳的歌曲”，这水多

么纯净，多么美丽，“水在光线中跳跃，喷涌出千万颗晶莹闪亮的露珠”。对生活在沙漠中的人来说，“最

惬意的是，雨几天下个不停”。拉拉喜欢静听雨声，喜欢呆在海边或眺望着大海。“水”这一大自然的恩

赐使沙漠人体会到了简单而纯粹的快乐。
对于在大漠中跋涉的蓝面人来说，水就是生命。“南部沙丘之邦那无水无木的土地上的灼热”让人

们难以忍受。“疲倦和干渴像一层粗糙的外衣，包裹着他们”，只有“大沙漠深处的泉眼，温温的水中蕴藏

着风、沙和冰冷夜空的魔力”，因为“这是圣水，是最纯净的露水”。对他们来说，一些椰枣，一盆炼乳，一

桶清水，都是真主在关心着他们，哺育着他们。他们“畅饮清凉的水”，便感到充满了欢乐。蓝面人在最

困难的处境里，当他们聆听斗士们讲述圣迹的传说时，“仿佛听到了沙漠中的泉井的喷涌，听到了干燥的

土地上雨水的流淌”。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沙漠人对水的向往、崇拜和敬畏，因为水这一符号代表着生

命、希望和快乐，是真主对沙漠人的馈赠与恩泽。

五、神秘的矛盾符号 ———“风”

“风”在由沙漠这个核心符号组成的意象场中，是个有着特殊含意的符号。它是沙漠上的常客，可以

给酷热的大沙漠带来凉爽和生机，也可以在沙漠上制造无数的灾难，摧毁一切，让人心生恐惧。
在沙漠里，“风”首先代表着死亡，是不祥与灾难的象征。蓝面人与殖民军队顽强斗争，弹尽粮绝的

时候，首领马·埃尔阿依尼纳的心中滋长的不再是愤怒、焦急，“而是随着死神的来临，大沙漠每日劲吹

的热风”，这是死亡之风，它“伴随着死神吹到了大沙漠”。风呼啸着，吹干了大地的所有水分，把人们卷

进热浪。外国军队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城市，“提兹尼特城也吹起了恶风”。“死亡之风在干涸的大地上吹

着，这是从外国人占领的土地上吹来的恶风”。人们将永远得不到过去的和平，“恶风将永远不会让他们

安宁”。此时，风，恶风是夺取生命的幽灵，它狂暴而残忍，代表着欧洲殖民军队这些所谓“文明人”的贪

婪和残暴。他们在“窥伺着阿拉伯帝国的灭亡，密谋他们的占领计划，瓜分土地、森林、矿藏、棕榈树”，他
们“对土地和城市垂涎三尺”，他们的冷酷和残暴犹如恶风一般摧残着沙漠人。

在现代文明的大城市马赛，拉拉目睹了无家可归的乞丐和流浪汉的生活现状，心里十分难过。她仿

佛看到“恶风”在街上呼呼地吹，“是它，使城市陷入空虚、恐惧、贫穷和饥饿”。拉拉憎恨它，“它们在城市

大施淫威，吞噬男人和女人，将他们嚼碎”。不难看出，此处的“恶风”代表着西方现代文明中的不公正和

弊端。
在作者的笔下，风并不总是狂怒的，消极的，它也有自然、温情和力量的一面。在外国军队侵入之

前，大沙漠上有蝎子和毒蛇，还有“来自宇宙中心的风”。在沙漠人眼中，“风是美的，像火一样透明，像雷

电一样迅猛”，它吹散了云彩，洗净了天空。清朗的风，在海面上不停地跳跃，瞬间便越过茫茫的沙漠，在
山脚下，在鸟语花香中翩翩起舞。沙漠虽然贫瘠，但是大自然赐予了沙漠人无限的心灵自由，他们乐观、
豁达，有着人类“最原始的情感，至简至纯的情感”①，人们互相尊重，彼此宽容，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
是欧洲殖民者的到来打破了沙漠的宁静，制造了不幸和灾难。沙漠人从心底里发出了这样的呼喊：“让

风停息吧！让大地安宁吧！”

六、魂牵的缺失符号 ———“家”

家是人的归宿，代表着幸福和安宁，但是在沙漠这个符号场中，家却是一个充满快乐与忧伤的地方，
是一个最需要的又最容易失去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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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宏安：《〈沙漠〉：悲剧诗寓言》，载《书城》２００９年１月号，第８５页。



杨　芬：勒克莱齐奥小说《沙漠》的符号学分析

迁徙、逃离与回归是勒克莱齐奥小说的人物特征。在《沙漠》中，无论是蓝面人，还是他们的后代拉

拉，都是先远走他乡，后又回归故里，寻找着自己的归宿。
北非撒哈拉沙漠是蓝面人部族世代繁衍生息的地方，也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他们虽处于弱势，却坚

守着自己的文明，他们信奉伊斯兰教，恪守《古兰经》教义，追求自由，崇拜祖先，一代代传承着自己的文

化。对于他们来说，北方是个神秘和令人向往的地方，人们相信那里富足而安康，“在那里有地有水”等

着他们，于是，他们决定向北迁徙。牧民们对北方充满了期待，得知要去北方的消息时，都非常兴奋，“努
尔父亲的双眼中闪烁着一种狂喜的光芒”。但当他们历经磨难，来到梦想中的圣城时，却遭到了法国殖

民军队的屠杀，成了无家可归的人。“蓝面人已经消失，仿佛被大地吞噬了”，“家，已经消失在满是尘埃

的大地上”，因为法国殖民军队，北部的欧洲人，他们“需要整个大地，他们不吞噬掉整个世界，决不会罢

休”。面对“文明人”的贪婪和残暴，他们终于明白他们踏上的原来是条死亡之路。于是，“最后幸存的蓝

面人又踏上了南下的小道”，走向自己的家园，走向南部故国。
拉拉想象中的法国是块乐土，她憧憬着到欧洲那些富足而神奇的大城市去看看。但她来到巴黎后

并没有看到传说中的宫殿和教堂的钟楼，目睹的却是饥饿和贫穷。她住在贫民窟，看到的是衣衫褴褛的

穷人，蓬头垢面的孤儿和追名逐利的富人。梦想破灭之后，她真正意识到北方不欢迎像她这样“来自沙

漠的人”，在经历了“奴隶的生活”之后，拉拉决定放弃一切，重返故乡，回到养育她的大沙漠。她甚至觉

得“仿佛她没有离开过故乡，只是昏睡了一两个小时”。
拉拉和她的祖先蓝面人都经历了从向往到失望，从迷茫到回归的过程。他们从沙漠到城市再到沙

漠的过程是一条充满艰辛的回归之路。因为对他们来说，“真正的天地，是这沙石，这天空，这日光，是这

寂寞与痛苦，而不是由金属和水泥组成的，充满着喷泉和人声的喧嚣的城市”。从生命降临大地的第一

刻起，他们便完全属于 这 无 边 无 际 的 沙 漠。那 里 虽 然 贫 瘠 荒 凉，但 却“是 地 球 上 唯 一 幸 存 的 自 由 的 土

地”。沙漠才是他们的家，这里才有他们的根，才有他们自由、简单而平静的生活。他们是沙漠的儿女，
生于沙漠，死于沙漠，早已与沙漠融为了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相融相通，相互包容，正是作家要彰

显的北非沙漠文明的要义和精髓。在作家笔下沙漠不仅仅是一片土地，一道风景，而是人类自由生活，
与自然相依相融的象征。

七、结　语

勒克莱齐奥通过沙漠符号，用诗一般的语言呈现了一个断裂而又连续的故事，揭示了两个世界、两

种文明的对立和冲突：沙漠在勒克莱齐奥的笔下始终是一个隐含的、蕴涵的符号体系，也始终存在着多

种多样的嵌合与缠绕，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蕴涵与表现，包含与展现，这就是《沙

漠》中建构的符号的魅力。当然，沙漠的中心是“人”，这个符号的制造者和充实者也是“人”。北非人们

的人生轨迹和生活点滴，他们的求生、艰难和被遗忘是这个符号的所指，而沙漠整个形象是这个符号的

能指。作家通过这个符号，对沙漠做了精确而充满感情的定义和描绘，表达了作者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

对“异域文明的赞美”①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悲悯和同情，使我们重新认识了曾经被指为荒漠的生活场地，
重新认识了文化冲突造成的人类苦难与隔膜，重新认识了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共存和相互尊重的迫切。
这也许就是作家想通过这个符号传达给世人的思考和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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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　方、许　钧：《试论勒克莱齐奥的创作与创作思想》，载《当代外国文学》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６５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