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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并阐述的是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圣经文化原型。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作者
运用圣经故事作铺垫，隐含着圣经中的人物和经历。根据诺斯洛普·弗莱对原型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材料在菲茨杰拉

德笔下是作为原型出现的。作者运用原型作为某些意象、人物形象、叙述模式的象征，用圣经文化的方式描绘出一个关于美

国文化的寓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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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了不起的盖茨比》与圣经文化

    菲茨杰拉德是“迷惘的一代”作家中的一员，“在美国现

代小说家中，他是仅次于福克纳和海明威的第三号人物”(吴

建国，2002)。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现了一个经济繁荣
的时期，年轻的一代抛开了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沉迷于纸

醉金迷的生活。于1925年出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集中反

映了这一时期的生活，深刻地揭示了狂热追求“美国梦想”的

人们注定要遭到毁灭的必然结局。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部

有关爱情、理想主义及幻灭的小说，然而菲茨杰拉德通过盖

茨比这一形象揭示出物质财富完全不能帮助实现人生理想，

盖茨比所笃信的“美国梦想”与“美好未来”是虚无飘渺的，与

现实格格不人。盖茨比“一生的遭遇正是美国二十年代社会

生活的真实写照。”(吴建国，2002)无论在思想深度还是在艺

术表现力度上，《了不起的盖茨比》都是菲茨杰拉德最优秀的

一部作品，它是美国文学中重要的经典名作。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内涵之所以如此耐人寻味，重要原

因之一是因为它的故事叙述中运用《圣经》的某些故事作铺

垫，使小说与圣经文化有着一目了然的联系。《圣经》对西方

文学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部作品。“无数作家从《圣经》中征

引典故、选取素材、改写情节、化用人物、推演母题、再现原

型、极取灵感、接受观念，创作出带有圣经意蕴的重要作品。”

(梁工，2001)此外，菲茨杰拉德在这部小说中运用圣经人物
形象和故事为原型塑造小说的主人公和故事情节，在使读者

深人了解人物性格的同时也增强了小说主题思想的震撼力

和艺术表现力。

    二、原型批评

    原型批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个十分

重要的批评流派。其主要创始人是加拿大的弗莱。弗莱认

为文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也就

是说，批评家必须对文学进行宏观研究，必须找到一种更大

的范式，去发现和解释文学艺术的总体形式和普遍规律。这

种更大的范式就是原型。他用归纳的方法来考察文学本身，

其结果显示，文学的结构是神话式的。神话成了一个贯穿整

个文学史的基本术语，用于概括反复出现的叙述程式。“神

话就是原型，为了方便，当提到叙述的时候用神话，谈起意义

时用原型。"(Frye Northrop, 1972)弗莱发现在不同的文学作
品中人们可以发现相似的原型和模式。他说:“所谓原型，我

是指把一首诗与另一首诗联系起来因而帮助使我们的文学

经验成为一体的象征。"(Frye Northrop, 1957)原型批评理论
的核心是“文学原型”，弗莱把心理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原型

移到了文学领域，原型成了文学意象。

    弗莱的原型批评为破译《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复杂的象

征意义投人了一道曙光。本文从原型批评角度出发，尝试使

用该理论来破解其中之谜。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主要的

原型是人物形象原型和叙述模式原型。本文也将以原型意

象为基石，论述《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所蕴含原型意象及其

象征意义，体味这部名作中深远的文化意蕴。

    三、人物形象原型

    小说主人公盖茨比的原型是耶稣，他在许多方面和耶稣

相似。美国的文化深受圣经文化的影响，民众对于作家小说

中的圣经文化也颇具接受力和感受力。

    一方面，盖茨比的性格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他相信人

可以恢复过去的美好岁月，重享青春和爱情的幸福时刻，对

未来充满希望。他生活目标专一，对理想忠贞不二，具有浑

浑噩噩的现代人中不可多得的高贵和天真。(常耀信，2005)
这与耶稣的单纯的高贵和理想主义相似。但在另一方面，盖

茨比为实现理想，靠非法走私而攫取巨额财产，逐渐步人堕

落的深渊。

    盖茨比的生活经历与耶稣的生活经历相似。耶稣生活

经历中的三个阶段:立志、死难、复活，也同样发生在盖茨比

的一生中。《新约全书 ·路加福音》中记叙道耶稣在其十二

岁那年私自离家，去耶路撒冷神殿，立志将上帝的旨意传给

信众。年轻时的盖茨比与其有相似性。盖茨比年轻时立志

创出一番事业，因潜意识里他否认自己贫贱的父母，他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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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改了名字，期望脱离自己卑微的出身，人们称他为“上帝的

儿子”。然而随着财富的积累，盖茨比却逐渐走向堕落的深

渊。《圣经》福音书中记载了耶稣经历死难的全部过程:耶稣

遇难前最后一周，因犹大的背叛，耶稣遭受诬告和审讯，门徒

随之惶恐地逃跑、匿藏，还有群众对他的裹读，最终被订死在

十字架上，而数日后耶稣又复活于人世。盖茨比在他去世前

也有一段痛苦的经历，去世后众叛亲离，然后他又在其挚友

的回忆中“复活”。盖茨比的生活经历与耶稣的经历在轮廓

或性质上均有相似之处。

      四、叙述模式原型

    弗莱认为整个圣经的叙述模式是U形的。在《了不起的

盖茨比》中，盖茨比的故事是U形的:盖茨比立志通过奋斗走

人上层社会，但他没有选择正确的途径，因而开始堕落，落人

灾难，最终又在友人的回忆中“复活”。

    他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盖茨比原本是农民家庭

的穷孩子，父母给她取名为詹姆斯 ·盖茨，因一心想出人头

地，便在十七岁那年自行更名为杰伊·盖茨比。这个名字在

他看来意味着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为了使自己由农民的儿
子变为“上帝的儿子”，盖茨比起初投靠于一个名叫但恩·康

迪的百万富翁，成为第二个但恩。康迪便是他的人生目标。
五年之后，但恩 ·康迪突然死去，盖茨比失去了指路明灯。

后来遇上他“所见过的第一个‘美丽’的姑娘，”是他“带着极
为兴奋的心情所向往的”姑娘黛西，因为对他来说，黛西不是

因其外表而美丽，而是她所处的那个社会使她显得“美丽”。

他爱上了黛西，并将自己的理想与其结合起来，跻身于黛西
所处的社会并成为其中一员是他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自

己的这一理想，盖茨比忍痛割爱离开黛西去国外投身战争，

希望战争结束之后能带着荣誉和财富归来与黛西喜结良缘，
从而实现自己进人上层社会的理想。但事与愿违，黛西出乎

盖茨比所料嫁给了汤姆。从国外回来，盖茨比身无分文，穷

困潦倒，偶然落人黑社会，在黑社会头目沃尔夫希尔姆的“培

养”下，靠贩卖私酒而大发横财。他旧念不死，不惜高价购置

了豪华别墅，大办舞会，诱使黛西再次出现，实现自己多年来
的夙愿。但是，对盖茨比来说，改变社会地位和身份并不是

“上帝的儿子”这一观念的真实含义，自始至终为上帝效劳才

是真正的“上帝的儿子”。为上帝效劳就是要在人间替上帝

行道。上帝教导人们要行善，行善就是要讲道德。他在豪华

别墅里奢侈地举办大型舞会，但从不计较谁来参加舞会，因

为赴会的人从来都“不是被邀请来的，而是他们自己来的”。

他慷慨大方，乐于助人，当有客人不小心让钉子划破了衣服

时，他便毫不犹豫地记下她的名字和地址，随后给她寄去一

件价值250美元的新衣服。他与汤姆一样富有，但比汤姆诚

实得多。他以诚实对待黛西，以真心爱着她;但黛西爱的却

是他的钱，而不是由于他诚实。即使如此，他对黛西真心不

改，并视保护她为己任。因此，当黛西驱车碾死汤姆的情妇

茉特尔时，他却甘愿充当替罪羊，并整夜守候在她的窗外，以

防汤姆“做出任何使她不愉快的事来”。盖茨比有意放走杀

人凶手，将灾难引向自身。他损己利人的精神使他显得格外
高大，因此，小说的叙述者卡拉韦说汤姆、黛西是“一群腐烂

变质的家伙”，“他们加起来还抵不上”盖茨比。

    盖茨比是一个具有强烈道德责任感的人，但却生活在一
个缺少道德的世界里。他终于明白: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

的理想破灭了，他的努力失败了;过去的不能复活，旧梦难以

重温。他淡泊物质享受，别人却财富至上。他力图争取别人

的理解和支持，但总是事与愿违。他的客人数不胜数，朋友

很多，但他仍孤军奋战，身心疲惫，然而他没有失望，没有放

弃自己的信念。他需要保全自身力量，实现自我理想。他已

经饱尝了人间的冷漠与凄凉，深感自己生活的世界已经堕

落。他必须由人间回到天堂，由自封的“上帝的儿子”再生为

真正的“上帝的儿子”，以便能够真正拯救这个堕落的世界，

使其恢复道德和秩序。而要再生，他必须先死亡。因此，他

自觉地走向了死亡，他的爱情连同他的灵魂和肉体一起死

去。

    在小说的末尾，小说叙事人卡拉韦回忆起过去，想到盖

茨比的海滨住宅昔日人声鼎沸，现今却落寞、凄清，人亡物

在，使卡拉韦感伤不已。他在对老友的怀念中几乎下意识地

把盖茨比同几百年前来长岛定居的荷兰移民及美国的过去

联结并等同起来。这种联结和等同可以看做是盖茨比的一

种“复活”。这种“复活”令人忆起耶稣遇难3日后在人间显

身的《圣经》故事。盖茨比的生活又具有双重性，这同耶稣的

单纯的高贵和理想主义又互相映衬，在客观上便产生出一种

出人意料的讽刺意味。这样，作者通过《圣经》的典故，不仅

加强了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故事情节的叙述，而且加深了作品

的社会意义，使读者去反复琢磨和想象，从而收到弦外之音
的艺术效果。

    五、结论

    本文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主人公盖茨比的原型以及

小说的叙述模式进行了探讨，作了一个尝试性的结论:《了不

起的盖茨比》表现了圣经原型。这个原型有以下特点:第一，

以原型意象说明原型人物形象和原型叙述模式，人物形象和

叙述模式又表现了小说的主题，菲茨杰拉德在表现主题思想

上的独具匠心，表现了作者关注的主题:人与上帝的抗争。

第二，原型运用的复杂性。《了不起的盖茨比》从头到尾，在

描写和叙述时所使用的许多话语，在原型意义上，都与圣经

吻合一致。一旦读者了解了这一点，并且愿意让它影响自己

对小说的理解，那么所产生的全部效果便能使《了不起的盖

茨比》的意义更加丰富。

    笔者认为，这一原型体系的功能在于:在《了不起的盖茨

比》中，菲茨杰拉德构建出圣经原型刻画主人公，激发了原型

的情景，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将其与美国的文化和时代背景
联系起来，创作出一个关于美国的文化— 历史性的寓言故

事。因此使得这部名篇既具有独创性又与传统紧密结合。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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