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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长子形象的文学书写——以老舍《四世同堂》为中心
张玙觐

忻州师范学院，山西省忻州市，035400；

摘要：长子形象是指在文学作品或社会中出现的具有长子身份、地位或责任的人物形象。作品以祁家为中心，塑

造了祁瑞宣这个典型的长子形象，通过对祁家的描述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现状。其中，祁瑞宣这个人物，说明了长

子性格内涵与个体所接受的思想文化和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甚至还会影响到他们自身在面对家国冲突时

做出的抉择。《四世同堂》中长子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个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自我探索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

本文运用了文本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通过分析长子祁瑞宣个体形象在作品中的叙事功能以及所体现出的文学意

义来梳理长子身份的性格特征和长子身份对青年的选择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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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长子形象在文学作品中一直备受关注。长子作为家

族排行之首，常被视为传统的守护者和继承者。尽管五

四运动后宗法制逐渐瓦解，但长子在家族中的地位依然

重要。五四新文学以来，众多作品描绘了长子形象，挖

掘了传统文化、家庭伦理与时代重任间的复杂关系。巴

金笔下的高觉新、老舍的祁瑞宣、路遥的孙少安等经典

长子形象，反映了不同时代的长子责任与困境。现代长

子除承担家庭责任外，还面临救国救民的时代重任。长

子形象的塑造不仅体现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也揭示了现

代社会对其的挑战与重新诠释，以小见大反映时代环境

对人们的影响。

1 长子的性格内涵

《四世同堂》中，作者塑造了祁老太爷、祁天佑、

祁瑞宣、钱孟石等长子形象，祁家长子尤为突出，尤其

是祁瑞宣。作为长房长孙，他贯穿全书，展现了性格的

复杂性，是塑造成功的原因之一。心理学认为性格受家

庭、环境等后天因素影响，阿德勒定义性格为适应环境

的特殊作风。因此，人物性格既与个体相关，也与环境

息息相关。

1.1 强烈的责任感

中国传统社会由家族结构组成，宗族伦理严格规定

成员间的权利义务，影响深远，使个体需履行义务方被

认可为人。此观念强调群体，忽视个体主体性。长子在

家族文化熏陶及身份限定下，责任感尤为强烈。祁瑞宣

作为现代长子形象，不仅承担家庭责任，更肩负民族与

社会责任。

家庭方面，祁瑞宣为四世同堂家庭长房长孙，需赡

养老小、维护家庭和谐。北平沦陷时，他虽内心痛苦，

仍为养家忍辱负重工作，甚至考虑在英国领事馆求职，

“作为一个贤孙、孝子、慈父，他甘心为十口之家的温

饱和安定鞠躬尽瘁”
[4]
。即便国难当头，他仍为祁老太

爷祝寿，维护家庭理想。

社会层面，祁瑞宣作为公民，有报效国家之责。北

平沦陷后，他面临最高责任与迫切问题的抉择，最终家

庭责任感超越社会责任。同时，作为新知识分子，他教

书育人，尽职尽责，从不旷课，只为对得起学生。

祁瑞宣作为长子代表，展现出对家庭、社会的强烈

责任感。但受传统观念影响，家庭责任始终优先于社会

责任。他选择守护家庭，体现了在传统与现代交织下，

长子身份带来的复杂情感与责任抉择。尽管面临国家危

难，他仍坚守家庭，展现了个人命运与家族、社会紧密

相连的深刻内涵。

1.2 自我牺牲的精神

长子常被责任感束缚，难以实现个人梦想，常牺牲

自我以家族为重。祁瑞宣，新旧交替中的知识分子，受

家族孝悌观念影响，徘徊于新思潮与旧观念间，如负重

蜗牛，承担家族重任，走向与个人理想相反的道路。

祁瑞宣理解自由恋爱，但仍顺从“父母之命”，娶

了无爱情基础的韵梅，平静接受安排，甚至感到牺牲的

自豪感。

北平沦陷后，祁瑞宣深知奔赴国难的责任，却选择

留在家中尽孝。他自责、愧疚与痛苦，最终鼓励三弟祁



聚知刊出版社 2025 年 2 卷 2 期

JZK publishing 智慧教育

286

瑞全逃出城去，自己承受“亡国奴”的耻辱与家庭重担，

不断自我谴责。他如新旧文化中的钟摆，需左右摆匀，

保持时刻平稳。

长子的牺牲虽悲哀，却促进新生活诞生。祁瑞宣的

牺牲让祁瑞全逃离家族束缚，实现报国理想，为家族成

员扫平障碍，减轻权利义务束缚。这种牺牲展现了长子

对家族的爱与责任，以及在新旧文化冲突中的无奈与挣

扎。

1.3 性格中的双重性

从整体上看，现代社会的长子性格体现了新时代与

旧观念的冲突。祁瑞宣作为典型，其思想随社会发展而

变化，但周围人观念滞后，致使其性格双重。

首先，祁瑞宣在家庭中的长子身份具有双重性。他

需平衡长辈与小辈关系，既要孝顺长辈，又要成为小辈

敬重的兄长、好父亲。面对弟弟分家提议，他虽不反对，

但为了家庭“团圆”，选择忍耐。

其次，祁瑞宣在思想和行为上也体现双重性格。南

京沦陷后，他决意保持中国人本色，拒绝不当校长和为

弟弟职位说情。然而，他也展现出卑微软弱一面，如无

法拒绝汉奸夫妇祝贺，选择买醉逃避，对询问给出模糊

答复。

此外，祁瑞宣生活在充满双重性的环境中。民国时

期，封建思想仍根深蒂固，同时西方新思想涌入。他既

受新式教育影响，又受传统熏陶，常在新旧观念间徘徊。

国难时，他渴望救国却无法割舍家族，只能在五色旗下

偷生；不甘心吃“洋饭”，但为了家人不得不上班；希

望宣扬民族气节，却只能看着青年沦为亡国奴；为缺乏

气节的人痛心，自己却选择家庭。作为新青年，他清楚

应如何行动，但个性和环境迫使他选择“苟安”。

祁瑞宣的双重性格，体现了他强烈的责任感和牺牲

精神，使长子形象更加丰满。其性格双重性，既反映新

旧时代冲突，也是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无奈选择。

2 长子形象的叙事功能

2.1 体现家国责任的冲突

在《四世同堂》中，长子是十分重要的角色之一，

他通常扮演的是被期待承担家族责任的决策者和领导

者角色，他们肩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马克思的

观点，“任何个人都是“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

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并由此认

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

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一个人无论

如何都无法做到独立存在于社会之外的。

祁瑞宣为普通公民，国家危难时，责任感驱使他赴

前线。但作为长子长孙，他难舍家庭。理智让他担起救

国使命，情感却牵挂家庭。他力求“忠孝两全”，却受

家庭羁绊。虽志在报国，行动却先孝后国，内心冲突煎

熬。冲突源于社会变革与成长经历。社会转型下，年轻

人接触新思潮，批判审视社会，不满现状，向往未来。

祁瑞宣受成长环境影响，家住北平“小羊圈”，受“顺

民文化”熏陶，即便受现代教育，也难摆脱老派市民的

胆怯软弱。

作品对于祁瑞宣这个长子所做的选择的描述，可以

帮助读者理解到在那个年代复杂多变的环境之下，人们

所做出的关于选择承担传统家庭的责任还是投身于时

代发展洪流之中的原因，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人物的形象。

2.2 展示家庭关系

在这部作品中，长子的形象不仅仅是一个角色，还

是用来展示和探索家庭关系的工具。通过长子的故事，

读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互动。这

种叙事方式使得观众能够更加具体地感受到家庭中的

情感纠葛和复杂性。

为了维护“四世同堂”的和谐气氛，他努力周旋于

各种家庭矛盾中，竭力调节家庭中“叛逆成员”与长辈

之间的矛盾、冲突。祁瑞宣是十分支持三弟祁瑞全出走

的，但是他却因此受到了家里人的责备，祁老太爷“表

示只对老大不满意：‘单单快到我的生日，你教老三走！

你等他给我磕完头再走也好哇！’”；二弟祁瑞丰害怕

三弟出走的事情会给自己带来灾祸，所以对他挑剔责难，

但为了家庭氛围的和谐，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忍耐

了下来；除此之外，为了维护祁老太爷的“四世同堂”

的家庭理想，他一次又一次忍耐了祁瑞丰夫妇的挑衅与

发难，当后来祁瑞丰出事之后，他也选择接纳他重新回

到家庭里，为了满足祁老太爷的心愿，他宁愿委屈自己

受气，也不让长辈烦心。

长子形象就像是家庭中的润滑剂，为了维持家庭环

境的和谐，努力周旋于整个家庭不同的关系中。通过祁

瑞宣与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族成员之间的互

动和关系描绘，既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家庭成员之间是如

何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也可以更深入地展现家庭内

部的复杂性，使得读者进一步感受到亲情的纽带，以及

代际传承所带来的冲突和阻力。

2.3 探索个体的自我认同

作为一个独立的灵魂，祁瑞宣经历了自我探索和身

份认同的曲折之路。他身负家族重任，感受到家人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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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望和压力，同时也要权衡个人追求和道义选择——

国难当前，是忠于国家还是孝顺家庭。一开始，作为长

子，祁瑞宣选择了留在家中，过着平凡安稳的生活。然

而，可事实却是他的家人、邻居并没有因为他的留下而

得到保全。面对钱先生家破人亡、小崔被处决、自己被

投入监狱、父亲自尽等一连串悲剧，他终于明白了委屈

只能忍受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唯有勇敢反抗才能改变

现状。在钱先生和三弟祁瑞全的鼓励下，他毅然加入战

斗，为最终胜利贡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

祁瑞宣随着故事的发展，逐渐从一个软弱、纠结的

人物成长为坚定、成熟的人物，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自

己作为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积极的参与了战斗。

从苟安到反抗，这个转变向读者展示了祁瑞宣在困境中

的成长与觉醒。通过他人生的经历、处事时候内心的挣

扎和对自己的价值观的思考，读者可以感受到他在变成

一个真正的独立的人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困惑和挣扎。

3 长子形象的文学意义

3.1 展现人物个体的悲剧性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定义悲剧为严肃、完整、

有长度的模仿，通过装饰语言与人物动作引发怜悯与恐

惧。希腊文化衰落后，悲剧转为美学概念，形成悲剧精

神。许多作家认为悲剧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鲁迅指出

悲剧展现有价值之物的毁灭。这与偏好“大团圆”结局

的读者观念相悖。长子形象受关注，源于其承载的悲剧

性。传统社会中，长子身份与生俱来，伴随命运强加的

责任与义务。祁瑞宣身上体现了强烈的悲剧性。

首先，从个人角度看，祁瑞宣的悲剧在于内心的孤

独。作为传统与新式思想的矛盾体，他在北平沦陷时虽

受新式思想鼓舞，却受传统束缚。他想投身抗战，却被

家庭责任牵制；不满二弟行为，却为维护家庭和谐而忍

受。祁瑞宣的矛盾少有人懂，祁瑞全是唯一理解他的人。

祁瑞全逃走后，祁瑞宣更感孤独，连妻子也无法理解他

的内心。

其次，家庭环境上，祁瑞宣的悲剧体现在被家庭责

任拖累。作为长子，他需承担家庭重担，包括婚姻选择。

国难时，他放弃个人理想，选择家庭责任。他忍辱负重

工作养家，却仍无法避免家庭悲剧，成为家庭责任的负

累者。

最后，从社会环境看，祁瑞宣在工作岗位上也未找

到喜剧片段，仍是悲剧角色。作为知识分子，他虽乐于

教书，但日本人占领北平后，他痛苦万分。他虽有民族

气节，却不得不为生计而工作，羞于见学生，希望更多

青年逃离。工作环境不仅未减轻他的家庭痛苦，反而带

来更大压抑。

3.2 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长子形象在传统文化中与“仁孝”观念紧密相连，

被视为家庭代表和传承者，需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维

护家族荣誉和传统，体现孝道，为家族繁荣贡献力量。

祁瑞宣作为长子，承担家庭责任，委屈自己以维护家庭

理想，牺牲婚姻让长辈舒心，将尽孝视为首要。这种牺

牲自我的性格体现了人格崇高，但过度发展导致长子放

弃个人理想，压抑自我，完全为家庭考虑，展现出软弱、

矛盾性格。

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家庭责任与个人、国家责任

的矛盾有了不同考量。思想观念转变，家庭关系变化，

出现“不孝”行为，引发对“仁孝”传统文化的深刻反

思。作者通过作品揭示传统文化弊病，同时寻找其优秀

一面，使其与现代社会兼容，发扬传承。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并未一味否定传统文化，瑞

宣的爱国表现体现了传统文化优秀一面，如危急时想起

民族英雄和杜甫诗歌，上海炮声响起时哼唱《满江红》。

这体现了传统文化对爱国行为的影响，说明老舍认为传

统文化背景可激发国民爱国热情。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批

判看待，是老舍在社会转型期间给读者带来的文化启示。

4 结语

在老舍的《四世同堂》中，祁瑞宣是典型的长子形

象，其塑造不仅描绘个体，更揭示社会与家庭、大国与

小家冲突及个体自我探索。长子形象多样复杂，受作家

观点和创作背景影响。分析长子形象拓展了文学作品理

解，启示传统与现代关系思考。尽管现代社会长子形象

淡化，但文学反思犹存。长子形象反映中国社会变革与

传统文化发展，个体悲剧性凸显传统文化反思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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