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性的两极

一圣经·创世记》神话中的两性人格隐喻
◎黄晓娜

(河南大学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圣经·创世记》中关于上帝追人的故事在现代心理学大师荣格的人格理论视野下获得新的解读：以男性心理结

构为基础的性格特征和以女性心理结构为基础的性格特征的有益结合，才能使人格完整．人才能成为完满的人．

关键词《圣经·创世记》 两性人格隐喻

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是丰

富多彩．瑰丽绚烂的神话。几乎所有古老民族都有极富个性

色彩等神话．在那些凝聚了各民族先人集体智慧的古老神话

故事中，有着一个普遍的主题：原始祖先的自我认知意识。在

西方，这种对自身的执著典型的体现在了古希腊雄大活泼的

神话思维上：既有寓言式的对人自身形态探索的“斯芬克思之

谜”。又有充满智性感悟式的对人内在生命探究的神庙铭文

“认识你自己”。如果说这是“正常的儿童”(马克思语)在自由

宏阔的精神世界中向理性思维的第一次跃动，那么，被马克思

称为“早熟的儿童”的古希伯来民族那种超乎儿童天性的对自

我的好奇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旧约·创世记》中上帝造人的神话．也许会给我们一些

启示：上帝以生气吹土，造出第一个男人“亚当”。“后来，主

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把生命的气吹进他的鼻孔，他就成为

有生命的人。”而后，上帝又造出第一个女人“主上帝使那人

沉睡。他睡着的时候，主上帝拿下他的一根肋骨⋯⋯主上帝

用那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把她领到那入面前⋯⋯因此，男人

要离开自己的父母，跟他的妻子结合，两人成为一体。”

。创世记不是原始天真人类的谎言和杜撰，而只是绝对真

理感悟中的局限性和相对性。只是绝对现实感知中旧意识的

界限。这也许就是一切神话的奥秘之所在．因为神话一向包

含着部分真理。它的背后隐藏着某种实在。”这则神话是原

始先民对自我起源，两性关系的朦胧理解。它告诉我们：男人

来自尘土，女人来自男人，两性需要结合。它的重要意义不仅

在于它是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更是对人之所以为人

即人性特征的形象表达．古希伯来人对人的理解角度不得不

令人感叹“早熟儿童”的可贵感受力．

圣经是一部具有浓厚意识形态的书，其中显著特征之一

便是：文本编创者们对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权力话语的偏爱，女

性几乎处于“失语”地位，这则古老的神话也未能幸免，它鲜明

的体现了两性地位的不平等。但我们在读这则神话时依然会

感到亲切。因为这是一个名叫夏娃的女人第一次以完整自足

的生命姿态开始了女性的别样人生。如果我们不戴有色眼

镜，抛开两性地位的失衡状态，以～种清澈的，纯净的眼光重

新审视这个故事，我们就会惊奇的发现：上帝要告诉我们的其

实是：男性与女性来自统一体，都既有神性的光辉又具有泥土

的沉重，男性只有与女性结合，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也就

是说，要获得完整和谐生命光华喷薄四射的美好人性，它必须

是以男性心理结构为基础所体现出的性格特征和以女性心理

结构为基础的所体现出的性格特征的有益结合，无论哪一方

占主导，都需要另一方来做积极补充。这样．人格才有独立存

在的价值，这两者共同构成人性的两极，无论失去哪一极，人

格都会扭曲变形甚至坍塌。人之完善正在于此。

历史在继续。文明高度发展的我们对于古老神话的魅

力，究竟还有多少认知价值?当我们抬头仰望毫秒苍穹．无尽

宇宙时，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是否就真的多过我们的先辈呢?

我们是否会像祖先那样怦然心动于自然的无穷奥秘呢?先人

对自己的认识又有多少停留在了我们的骨髓和血液里了呢?

人类走过了数千年。这一切在20世纪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

那里找到了遥远的回响，他就是师承现代心理学奠基人弗洛

伊德的荣格：他接过老师的衣钵．把个人无意识扩展为集体无

意识，“为那些致力于以神话学理论为工具进行文学阐释的批

评家和那些感到被弗洛伊德理论束缚过紧的心理分析批评家

们。拓展了新的视野。”即是：人类从原始祖先那里继承的各

种原始意象，通过遗传和变异，代代传承下来。形成先天的普

遍的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超个性的共同心理基础。即前一代

的心理结构和功能在后一代身上得到复制，但同时又存在着

一定的变异性．而这些构成“集体无意识”内容的原始意象被

叫做“原型”，它是心理结构的基本模式．在众多原型中，有两

种特别的原型“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它们为人类全面认识

自身的人性特质提供了理论基石。

荣格认为。在每个男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种类似女性特

质的东西。他称之为“阿尼玛”，在《自我的探索》一书中，他这

样描述：。在男人心灵中，女性特质是所有女性心理性向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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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这个词是15lj性称呼．他指出。“在男性心灵中，阿尼玛意象}出一个弱女子超凡的勇力和智慧，也许正是他心中那些男性

通常投射到女性身上”，在这个意义上，“阿尼玛”是男性心灵

中的女性部分。即存在于他个人的和集体的无意识中的女性

意象，有句德国谚语说“每个男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夏娃”。换

句话说，即指人类心灵都是具有双性特征的。不过，尽管我们

每个人身上都有异性的心理学特征，但这些特征一般又都是

无意识的，只有在梦中或通过投射在我们周围环境中的人身

上表现出来。我们很容易被那些与我们的内在自我相似的异

性成员吸引。亚当与夏娃一见钟情式的爱情。很能说明问题，

亚当初见夏娃便喜悦她．其实就是因为亚当心中早有的“阿尼

玛”意象，而上帝以己之力，从亚当心中取出，使其成为具有生

命特征的人。在文学中，特洛伊中的海伦，但丁的贝阿特丽

丝，彼特拉克的劳拉，弥尔顿的夏娃都是一些体现“阿尼玛”意

象的生动形象。其实，“阿尼玛”在平衡男性心理状态方面意

义巨大，它是沟通自我意识和无意识领域的媒介，当自我面对

外部世界的强大压力和内在意识的巨大束缚而感到疲惫不堪

难以承受时，“阿尼玛”会调节男性心理以获得平衡，不致性格

分裂。在‘创世记》第37章33节，当以机警著称的雅格被自

己的儿子们欺骗而误以为自己最亲的小儿子约瑟已死时的万

分悲痛，令人感动。机警一生的雅格绝少输给别人，临老却难

以调和亲生骨肉间的矛盾，被自己的儿子们欺骗以致像妇人

一样撕裂衣服痛苦不已．全无当初智勇双全，敢与上帝角力

的斗士风采，而只是一个伤心老父的可怜样子。圣经的作者

即便在塑造他们的始祖时，也忠实的刻画了雅格作为健全人

性中感伤脆弱的一面，而这些心理特征又通常被认为是女性

才有的。生活还要继续，哭过的雅各心中也许得了平静。只

是阿尼玛意象中一些消极因素也在发生着影响。本来能在伊

甸园中永享生命的亚当却因夏娃的好奇心而饺上帝逐出乐

园。蛇为何选中夏娃，显然，好奇心这种女性心理特征被凸现

出来，而夏娃又影响了亚当，正是这样的消极影响，使得人类

踏上了艰辛的征途，失去了永生的希望。

我们从女性在圣经中随处可见的“失语”地位，反观圣经

编创者们那种对女性的贬低心理，也许正是缘于对某种危险

可怕的女性心理倾向的消极影响及其灾难性后果的恐惧和担

忧。所以，这本以意识形态为最高指归的著作开篇便将人类

原罪的主要责任推在女性身上。

与男人的女性心理特征相应，在女人的心灵深处，也潜伏

着一种男性的特质，荣格称之为“阿尼姆斯”。女性的男性特

质。可以变成一个内在朋友。它赋予她男子气概的特质，包括

进取心，勇气，客观性和超凡的智力。这些男性特质可以帮助

她在生活的洪流中获得立足之地以补偿他外在的柔弱。正如

远嫁异乡的利百加，当她独身一人踏上通往远方的道路时，需

要何等的勇气来支撑啊!在她为'bJr,子雅格出谋划策时，表

现出的机智、果决，令人惊叹!利百加在与以撒的生活中，几

乎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她的一生积极主动，勇敢果断，表现

心理倾向中的有益部分成就了她。试想，一个飘零在外，无依 ．

无靠的弱女子，如果性格中缺乏坚强，恐怕就要以泪洗面，哀

苦度日了。当然，属于男性心理特质的心理倾向中有积极有

益的成分，也有消极甚至有害的东西，诸如，占有欲，野心过盛

等。这些消极因素会作用到女性身上，使她们最得太过刚强，

出现摆脱男性控制的危险。所以，在高度男权化的社会背景

中成书的《圣经》文本是绝不允许这样的女性有一席之地的，

聪明如利百加，也因为欺骗以撒而招致上帝的诅咒。《圣经》

的编创者是绝不会坦然接受一个太有主见。意志坚决，期望自

主权的女性而不施以显性或隐性批判的。这种批判在后世文

学创作中屡见不鲜，对刚强女性的批判集中在对狠毒妇人形

象的不遗余力的塑造上，从美狄亚开始，到莎士比亚笔下的麦

克白夫人，终于达到一个崩峰，这位声称“能亲手杀死自己吃

奶的婴儿而不悲伤”的妇人，对于权力的狂热几乎到了令人发

指的程度，正是她无情的嘲弄麦克白残存的良心，将自己和丈

夫共同推下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最终精神分裂，人格彻底崩

溃。甚至在古老的东方都有“最毒不过妇人心”谚语。

人分两性，无论是“阿尼玛”体现出的男性心理中的女性，．

心理特征还是“阿尼姆斯”体现出的女性心中的男性心理特

征，它们都是构成完整人性的必要部分，也只有两性心理特征

积极有益的结合，才能使人性完满。人性中的不完美与人追

求完满之间的不可调和，注定了人在认识自身时充满困惑，于。

此。荣格曾做出如此精彩回答：

在人的整个一生中，他所应该做的，只是在固有人格的基

础上，去最大限度地发展他的多样性，连贯性，和和谐性，小心

谨慎着不让他破裂为彼此分散，各行其是，相互冲突的系统。．

莎士比亚高唱人性赞歌，“人心是个美丽的花园”。男人

与女人共处其中，亦如猛虎与蔷薇，分别代表男性与女性心理

特征。当猛虎的勇力肆意张扬，逼迫蔷薇花凋零残破时，花园

显得气势太盛而不够蘸和：当蔷薇香飘满园，猛虎熏染沉醉无

力自拔时，花园显得太过柔弱而缺乏硬朗。当然，金刚怒目，

菩萨低眉都属常态。凋零的花朵也偶有绽放，沉醉的猛虎时

有醒来，所以霸王也会悲歌，弱女亦能杀贼，如大卫的哀歌，犹

滴的杀贼。其实，阳刚也罢，阴柔也好，都是灵动人性不可或

缺的部分。只有猛虎尊重脚下花朵弱小的生命，花朵尊重猛

虎的勇力和威严，两者和谐相处，人性的两极才能平衡，人格

渐趋完满。

注释：

①圣经·刨世记：2-7．

②圣经·创世记：2：21-24．

③f俄l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张百春译．学林出版杜．1999年版，

第13页．

④文学批评方法手册．外语救学与研究出版社．第4版，第178页．

⑤荣格著．李德荣编译．荣格性格哲学．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
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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