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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边疆学说解析 《了不起的盖茨比 》
中东部拓荒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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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工程大学 文学院 , 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 ]文章运用边疆学说对菲茨杰拉德的 《了不起的盖茨比》进行了另一种解读 ,盖茨比
像他的先辈们一样致力于向西部拓荒 ,建立自己的幸福家园。然而由于拓荒的时间 、地点 、环境
及其拓荒实质的变化 ,从而导致他的美国梦破灭这一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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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不起的盖茨比 》于 1925年出版 ,它的问世使菲
茨杰拉德一跃成为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在这部
小说中 ,菲氏以忧郁的情怀 ,浪漫的笔墨描写了爵士时
代的主人公盖茨比对 “美国梦”地不懈地追求 。但是盖
茨比的 “美国梦 ”并非是一个传奇 ,相反地 ,在 “爵士时
代 ”的狂热中 , 盖茨比与自己的幻梦一同化为了烟尘。

这部小说写得扑朔迷离 ,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使人
情不自禁地置身于一种悲剧气氛中 。盖茨比就是一个
悲剧人物。他从西部来到东部 ,带着美好的理想和坚
韧不拔的精神 ,去开拓东部 、征服东部。他期盼在东部
建立自己的家园 ,寻回失去的爱情 ,实现自己的美国
梦 。他的个性具备了 “边疆学派的”创始人特纳所说的
“边疆特性 “ 。弗里德尼克 ·特纳曾指出:“美国思想的
显著特性是依靠边疆形成的 。粗暴 、强健 ,加上精明 、
好奇这种特性;头脑既切合实际又能别出心裁 ,想的办
法快这种特性;掌握物质一类的东西 ,手脚灵巧 ,不过
艺术性差 ,但做出来的东西使人产生伟大有力的感觉
这种特性;精力充沛 ,生气勃勃的特性;个人主义突出 ,
为善为恶全力以赴这种特性;同时热爱自由 ,华而不实
这种特性———这一切都是边疆的特性 。

[ 1]
在小说的叙

述者尼克的眼中 ,盖茨比精力充沛 、生气勃勃 ,头脑能
别出心裁。而且 ,他在积敛财富时胆大 、精明 ,追求爱
情时坚持不懈。

盖茨比于一九二二年来到东部去实现自己的梦
想 。他立志努力奋斗 ,靠自己的双手来改变贫寒的生
活 ,出人头地 ,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 ,从而能与昔日的
恋人黛西重圆旧梦。但他并不是到荒蛮的西部去开垦
拓荒 ,而是 ,带着坚韧的拓荒精神到东部寻找幸福的生
活 。盖茨比的拓荒是为自我的生活而去 ,为征服东部
的环境而去 ,为寻回那种激情的岁月而去 。

美国历史上的拓荒祖先们 ,从东部来到西部 ,披荆
斩棘 、勤奋开拓 ,靠自己的双手来建立自己的幸福家
园 。他们对生活的憧憬体现在对土地的热爱中 ,他们
有明确的目标和不懈的奋斗精神 ,他们在与大自然的
搏斗中开拓着新生活 。同他的祖先们一样 ,盖茨比对
自东向西的生活充满了憧憬 ,他相信自己能征服东部 ,
能在那的上流社会争得一席之地 ,受到他们的认可。
但是 ,他的拓荒并不是发生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 ,而

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历史上纵情享乐的 “爵士
时代 ”,其地点也由荒蛮的西部变成了高度发达的东
部 ,他所遇见的人也不再是胸襟开阔 、热情善良的西部
人民 ,而是自私冷酷 、生活奢华的东部上层人。更为重
要的是 ,他的拓荒已被金钱腐蚀 ,发生了实质的变化。

特纳在论述拓殖时代的西部经济时指出 , “由于移
民以其罕见的规模和速度在西部展开的开发活动 ,迅
速地带动了与之相关的各行各业的发展 ,成为美国在
经济上由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变 、并最终
实现工业化的强大动力 。”而盖茨比到东部时正值美国
进入了二十年代所谓的高度经济繁荣时期 。而早在南
北战争后随着工业化进展的深入 ,美国政治 、经济文化
的中心也完成了在东部大都市的确立 ,而西部不再是
希望 、机遇和挑战的象征之地了。这意味着西部拓荒
时代的结束。正如尼克所说 “中西部已不再是世界温
暖的中心 ,而倒像是宇宙荒凉的边缘 。”

[ 2]
所以他决定

离开 ,到东部 , 寻找新的发展 , 并以为一去不复返了 。
尼克和盖茨比的离开 ,是新的拓荒要求 。他们认为 ,当
西部已丧失机遇和挑战 ,那么东部———新的土地在向
他们召唤 ,带着自信 ,勇往直前的精神 ,他们去开拓早
已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东部。

但东部不同于西部 , “传统意义上 ,东部首先意味
着传统势力 ,不过同时又代表着权利与荣耀的文明 ,西
部则既可以代表无限的允诺又可指残酷的剥夺 。”

[ 3]
而

西进运动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 “美国的西部边疆作为辽
阔的处女地 ,在那里没有任何封建残余的压迫和束缚 ,
移民们得以按纯粹资本主义的方式去开发和利用其土
地” ,

[ 4]
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幸福家园 。但是在东部 ,社

会等级的划分森严 ,有上层社会对下层人民的压迫和
束缚 。出身卑微的人即使成为有钱人 ,也不会被上流
社会所接纳。盖茨比所信奉的开拓精神在那里并无用
处。汤姆那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宅邸就能体现出来等级
的森严和不平等:“他们的房子比我料想的还要豪华 ,
一座鲜明悦目 , 红白二色的乔治王殖民时代式的大
厦。”

[ 2]
与此相反 ,东部下层社会的人们却生活在一个

灰烬的山谷旁:“这里灰烬像麦子一样生长…… ,再这
里灰烬堆成房屋……的形式 ,最后经过超绝的努力 ,堆
成一个个灰蒙蒙的人……。有时一列灰色的货车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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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马上那些灰蒙蒙的人就拖着铁铲一窝蜂拥上来
……。

[ 2]

这些 “灰蒙蒙的人 ”就是东部的劳动人民 ,他们早
已不再是开拓者的后代 ,而是被生活的残酷耗尽了热
情 ,心甘情愿生活在这样一个毫无生气的不毛之地。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乔治 ·威尔逊 ,一家破败车
行的老板 ,他的家便座落在这片荒原的边缘 。一如西
部那荒凉的野蛮之地 ,但这里已成了人间地狱。人们
已由绝望变成了麻木 ,威尔逊就是因生活的绝望而变
得麻木 。东部就是这样一片景象 ,富人生活在 “沿着水
边光彩夺目的洁白的宫殿式的大厦 ”里 ,穷人则生活在
灰谷中一小排黄砖房子里 ,过着肮脏 、绝望的生活。人
们不再富有同情心 ,也不再有梦想 ,更不可能披荆斩
棘 ,勇于开拓 。所以 ,东部根本不是盖茨比实现美国梦
的理想之地 ,更不是他认为的幸福永久的归宿 。

尼克曾说 ,这个故事是一个西部的故事 ,因为小说
的主要人物全都来自西部 ,他们因各自不同的原因来
到东部 。布坎南一家 “在富人集聚地东漂西荡之后 ”不
明原因地永久移居纽约 ,其实这些 “不明原因 ”在故事
的结尾处早已给出了答案 。东部的价值观 、道德观认
为早已征服了汤姆和黛西 ,他们完全适应了东部的生
活 ,认为上流社会的权利 、尊严神圣不可侵犯 。他们推
崇并恪守富人间的游戏规则 ,纵情享受着由权利与荣
耀带来的奢华 、腐败的生活。而盖茨比 ,一个中西部的
穷小子 ,靠 “白手起家 ”实现了对财富的成功追求 ,他是
一位没有传统的 ,自我造就的人物 。他隐喻意义上的
父亲 ,丹 ·科迪是一位早期的拓荒者 ,由于开发金矿而
成为百万富翁 ,可以说盖茨比也效仿了他 ,成为这位
“西部牛仔 ”的后代 ,完全具备了一个开拓者的要求。
事实上证明 ,他也完全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位
拥有豪宅 、名车的富人。但他太富于浪漫 ,充满了想
象 ,对自己编织的梦幻不懈地追求 , “为了达到这个目
的 ,他野蛮地让人砍去了那些挡住他公馆去路的树
木 。”这与东部自私 、虚伪的上流社会的人们格格不入。
而更重要的是 ,他的乐观向上的开拓精神更与威尔逊
等人的衰颓 、绝望形成鲜明的对比 。他根本不可能融
入东部的生活 ,更不用说靠自己微薄的力量而挑战传
统 ,征服东部了。更为悲惨的是 ,正是布坎南夫妇和威
尔逊这些东部的人们扼杀了盖茨比。

如果说 ,盖茨比在精神上的拓荒失败归结为他的
天真 、浪漫和不切实际 ,那么他在物质上的拓荒失败 ,
使得他不被上流社会所接纳 ,则是完全令人扼腕长叹 ,
遗憾不已的了 。他错误地认为 ,只有拥有像汤姆一样
的万贯家财 ,才能最终赢回黛西的爱 。于是他不择手
段 ,惟利是图 ,不惜与沃尔山姆这样的黑社会分子同流
合污。他贩卖私酒 ,作债券投机生意 ,来牟取暴力。从
而成为西卵首屈一指的暴发户。作为一个东部的拓荒
者 ,他热爱的不是土地 ,而是财富 。他奋斗的目标不是
开拓家园 ,而是获取金钱和用金钱换来的爱情。与他
搏斗的不是大自然 ,而是残酷的上层社会 。所以 ,既使
盖茨比拥有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 ,他的拓荒注定是要
失败的 。

由于他的天真 ,他并不认为金钱的来源有很重要
的意义 。他觉得这并不与他的个人主义相违背 。但是

拓荒祖先相比 ,他的途径 、手段以及最终的目的已发生
了实质性的变化。这时 ,盖茨比已变成了一个彻头彻
尾的拜金主义者 。他已完全 “献身与一种博大 、庸俗 、
华而不实的美 。”而正是这种美促使他到东部单纯只是
追求黛西 ,从而使美国梦变得肤浅而庸俗。与其说 ,他
来拓荒是为了征服这个大都市 ,不如说 ,他实际上是为
了重温旧梦 ,回到另他 “唏嘘不以 ”的过去。从这个意
义上来讲 ,他已丧失了先辈们的不畏艰险 ,勤奋开拓的
精神 。他的 “锲而不舍”实际上是对拓荒精神的一种错
误的诠释 。他相信黛西仍旧爱着他 ,相信自己可以按
照同一种游戏规则与汤姆竞争 ,并最终获得真爱 。但
事实证明 ,他唯一的行动就是举办通宵达旦的盛宴来
炫耀自己的金钱 、豪宅 ,从而吸引黛西。在他们重逢后
的那一幕 ,他不停地把卧室里五颜六色的真丝衬衣越
堆越高 ,令黛西喜极而泣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黛西
的虚荣和浅薄。其实菲氏在小说的扉页上引用他的
《人间天堂》中的一段话点破了盖茨比的悲剧缘由 “如
果你能跳得高 ,就为他也跳一跳 ,跳到他高呼 情̀郎 ,戴
金帽 ,跳得高的情郎 ,我一定把你要!' ”

[ 5]
就是这样一

个爱出风头 ,华而不实的金钱至上者竟然会是盖茨比
的最终追求 ,毋庸多说 ,他的梦想注定是要破灭的。

盖茨比 ,一个西部的穷孩子 ,一个爱读 《牛仔卡
迪》 ,敬仰丹·科迪的人 ,满怀热情来到东部 ,以期靠自
己的努力来获取幸福 ,实现梦想 。但是 “他没有认识到
上流社会极端冷酷 、自私的丑恶本质 ,而是把没有灵魂
的黛西看作是美国完美一切的象征 ,因而他的悲剧不
仅仅是对上流社会的批判 ,而且标志着美国理想的破
灭。可以说 ,盖茨比的悲剧也是菲氏所属 “爵士时代 ”
的悲剧 ,在某种程度上是当时整整一代人的心路历程
的缩影。”

[ 6]
在这种意义上 ,盖茨比的所谓 “拓荒 ”是盲

目 、狭隘 、超现实的 ,因此注定他无法像先辈们一样 ,在
东部开创一片新的天地;更无法树立一个全新的拓荒
英雄的形象。而只能是被看作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正
如尼克所说的那样:“他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才来到这片
蓝色的草坪上 ,他的梦一定就像近在眼前 ,他几乎不可
能抓不住的。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丢在他背后了 ,丢
在这个城市那边那一片无垠的混沌之中不知什么地方

了 ,那里合众国的黑黝黝的田野在夜色中向前伸
展。”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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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觉罗巴哈纳谥号敏壮 、励杜讷谥号文恪 、高士奇谥
号文恪 ,包括张之洞谥号文襄都属于特谥;还有如三品
以下的官员 ,通过 “赠 ”高一点儿的官职给予谥号 ,也出
自特恩 ,就是特旨给予谥号 ,如 “陆隆其以御史赠阁学 ,
赐谥 清̀献 ' ”, “强忠烈公克捷 ,以知县赠知府”等等。

清代谥法制度的确立 ,在清代中前期和后期产生
了两种影响:在清代中前期 ,谥法制度的功能得到积极
发挥 ,清朝中央给予已死官员谥号 ,既是给予他们同情
和怜悯 ,又以这些得到谥号的官员为榜样 ,宣传 、引导
其他人为统治者服务 ,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晚清剧
烈变化的国内外情势 ,使得情况发生了变化 ,谥法制度
的很多功能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谥法制度仅仅变成了
一种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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