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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出埃及
——《愤怒的葡萄》的圣经原型

时锦瑞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河南郑州450011)

摘要：《愤怒的葡萄》在结构上、细节上和语言风格上都以《圣经》为原型。它和《圣经》在宏

观上微观上都极其相似。圣经原型意象构成了作品别具一格的象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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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葡萄》是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斯坦贝

克的代表作。该作品以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

机时期中部农民乔德一家破产、逃荒和斗争为背景，

描写了美国中部诸州的农民负债累累，土地被大公

司没收、无家可归、向西迁移、在加州谋生的故事。

阅读作品，细心的读者便不难发现，作品在结构上、

细节上和语言风格上都和《圣经》有着惊人的相似。

一、结构上的相似

从字面上看，“圣经引用”有两种情况，一是人

物或情节和原型相同，即“显形原型引用”，二是人

物或情节与圣经不相同，即“隐形原型引用”。作

为“有形符号”，前者比较容易辨认，后者则需要在

熟悉原型和作品人物或情节的基础上把二者加以

对照，才能辨认出来。不过，后者往往和前者处于

同一共时系统中，作品人物的关系就包涵于各自原

型之间的关系中，双双同时存在。我们会通过对前

面的研究而不自觉地发现后者。《愤怒的葡萄》共

分三十章，包括三个部分，即：遇旱灾、忙迁徙、在加

州，这一结构正好与《旧约·出埃及记》的在埃及、

出埃及、到迦南的结构极其相似。

1．遇旱灾

《愤怒的葡萄》中乔德一家从故乡俄克拉荷马

迁往加利福尼亚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他们的家

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在俄克拉荷马的

红色原野和一部分灰色原野上，最近不紧不慢地下

了几场雨，雨水并未冲裂结了一层硬壳的土地。”

然后，作者通过颜色的运用，记录了干旱带来的持

续性灾难：“地面结了壳，一层薄薄的硬壳。天空

变成灰白，大地也跟着变成灰白，红色的原野变成

了淡红色，灰色的原野变成了白色。”整个农村的

颜色由于灼热的太阳和缺少的雨水而改变：红色变

成了淡红色，灰色变成了白色，绿色变成了棕色，犁

过的土地变成了又薄又硬的硬壳。这是一个绝对

颠倒了的生长循环。“玉米迎风扑打着，发出了豁

啦啦的干涩声响⋯⋯每一根颈杆都横倒在地上，标

志着风向⋯⋯风在倒伏的玉米上呜呜地悲鸣⋯⋯

受灾的玉米正迅速地干枯下去，只有少许的绿意从

沙尘的障碍下透出来。”这使人意识到当地人们所

遇到的空前的生存危机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对人

类尊严的威胁。其次，土地抵押权被收回也是他们

迁移的主要原因。乔德一家及其周围的佃农深深

地眷恋着他们的土地，“这片土地，这片红色的土

地，就是我们；闹水灾、闹风沙、闹旱灾的年份，就是

我们。我们不能从头干起了。我们把痛苦卖给了

那个收破烂的人——他是买去了，可是我们还有痛

苦。土地的主人撵我们走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份

儿，直到我们死了才完事。”离开自己土地的这些

人们是痛苦的，他们离乡背井中所包含的辛酸与无

奈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2．忙迁徙

变卖了自己的家产，一贫如洗的乔德一家13

口挤在一辆破旧的老爷车上在炎炎烈日下沿着拥

满逃荒者的第66号公路开始了他们满怀希望但又

充满艰辛的旅行。

除去旅途的艰辛，乔德一家也遇到了诸多令人

烦心的事情。他们那辆变卖家产才买来的破旧的

老爷车时而出现故障，沿公路开设的汽车修理站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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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谋取“暴利”，这让本来就已经生活拮据的乔德

一家非常不快。行进过程中，他们每寻找一处休息

的地方，一处绿荫，都要付出一定数量的金钱，他们

抱怨不已。公路上处处设有关卡，警察一遍一遍的

盘查使他们频感失落。宿营地警察的呵斥和不停

的驱赶更使他们的人格和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

逃荒的人们所经历的凄楚和辛酸在乔德爷爷奶

奶的死亡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由于家境贫

寒，埋葬爷爷还需要交纳一定的费用，他们撕下家庭

《圣经》空白的那一页记录了爷爷的事情，然后把它

放进一个玻璃瓶子里，跟爷爷一道偷偷地埋葬了。

个中凄楚，不言而喻。乔德奶奶的死更加令人心碎。

在穿越沙漠之前，为了躲避警察的搜查，乔德妈妈竟

然将已死去的奶奶抱了一夜——她死在了妈妈的怀

里。乔德一家为迁徙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圣

径》中，以色列人在上帝选派的先知摩西的带领下决

定逃出埃及。旅途中，他们遇到了极大的艰辛。由

于上帝的帮助，以色列入才幸免一劫。

3．在加州
‘· 一

变卖了家产，经过长途跋涉，历经艰辛，他们终

于到达了加利福尼亚。然而，看到的一切远非是他

们所想象的。

在加州，乔德一家遇到了更大的艰辛和贫困。

那里的人们“对钱的欲望越大，对土地的热爱就越

淡薄，他们当初追求土地的那股热情也由于追求利

润而减退了，由于他们终于不再是庄稼人而只是买

卖农产品的小老板，他们成了一些小生产者，必须

预售产品，方能进行生产。这么一来，那些不善于

做买卖的庄稼人就把他们的土地输给那些精明的

老板了⋯⋯日子久了，商人就成了土地的主人，农

场越来越大，数目却越来越少了”。就业的机会远

没有人们所想象和宣传得那么多，并且他们对工人

的剥削日益加剧，工人们也习惯于领低工资了。更

令人奇怪和气愤的是当地的警察竟随便开枪，肆意

驱赶逃荒的民众。和业主一起行骗，这使得逃荒者

业已窘迫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另外，乔德他们也遇到了当地人极大的仇恨和

对抗：“公路上的流民越来越多的时候，西部发生

了一场非常大的惊慌。有产业的人为了自己的财

产担惊受怕⋯⋯于是市镇上和舒适的郊区的人聚

拢来自卫了；他们都认定自己是好人，侵略者是坏

人，这种心理是准备作战的人所必有的。他们说，

这些讨厌的俄克佬又脏又蠢。他们都是些堕落的、

害色情狂的家伙。俄克佬都是小偷。他们什么都

偷。他们没有一点尊重财产主权的观念。”业主们

恨他们，“因为业主们知道自己是软弱的，而俄克

佬却很刚强，他们自己吃饱了，而俄克佬却饿着肚

子；业主们也许听见他们的祖先说过，只要你是凶

暴、饥饿而又有了武装，就很容易从一个软弱的人

手里把土地夺过来。”城市里的店主们恨他们，“因

为他们花不起钱。”城市里的小银行家恨他们，“因

为他们从这些人身上得不到任何好处。”劳动者也

恨他们，“因为他们必须找工作，老板自然会把工

资压低，结果就使别人也无法多得工资了。”

无独有偶，据《出埃及记》记载，摩西及其在埃

及的犹太人也经历了与乔德一家几乎同样的遭遇。

在埃及，摩西及犹太人经历了很大的灾难。埃

及法老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奴役和迫害。

二、细节上的相似

在细节上，作品和《圣经》的相似之处很多。在

此，笔者不再一一赘述，现择其要分述如下：

1．葡萄的象征意义

作品中，葡萄贯穿始终，作品的名字就是《愤

怒的葡萄》，加州种植着一望无际的葡萄园，葡萄

多次出现在乔德爷爷和其他人的话里。事实上，

《圣经》中的葡萄具有很深刻的象征意义，在很大

程度上它是苦难和富饶的象征。《新约全书-启

示录》中曾说：“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

地上的葡萄丢在上帝忿怒的大酒酢中。”《旧约全

书·申命记》里也说：“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挂

都是苦的。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并且，约书

亚和奥谢第一次迈进富饶的迦南时所带回的就是

一大串葡萄。《旧约全书·耶利米书》也记载：“父

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就酸倒r。”葡萄深刻的

象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2．罗撒香婴儿之死

作品最后描写了罗撒香生产的经过。在狂风

暴雨中，在四面洪水的包围下，罗撒香的孩子出生

了。但它生下来就是死的。约翰叔叔把死亡的婴

儿放进一个破篮子里，把篮子放进岸边柳树成荫的

小河中，望着它顺水慢慢向小镇漂去，口里还不停

地说着：“去吧，告诉他们去吧。”这与《圣经》的相

似之处显得尤为突出。据《出埃及记》记载，埃及

法老对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实施灭绝种族的政策，命

令把出生的男婴统统弄死。摩西出生后，母亲把他

放在一个筐里，藏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中。小筐漂浮

在水面上，后被法老的女儿救起。摩西长大成人，

上帝又委他以重任，命他唤醒和组织以色列人逃离

埃及，定居迦南。上帝对他说：“去吧，摩西，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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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你是我派来的。”由此看来，作品末尾约翰叔

叔将死婴儿放进筐内的言行，又似是以《圣经》故

事为底本的。

3．规章制度的确立

以色列人在逃亡的过程中逐步制定了一系列

的法规，即：除了耶和华，不得有其他的神；不可偶

像崇拜；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并守

卫圣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

盗，不可作假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他人房屋、妻子、

奴婢、牛驴及其他等等。而作品中，逃荒者在共患

难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行动准则，比如帐篷里的

私生活各不相犯的权利；各自对过去的历史保守秘

密的权利；帮助别人或是拒绝帮助的权利。同时也

有一些禁忌、否定的权利：不要侵犯他人的隐私；营

地的人睡觉时要保持安静；习惯性地保护自己以不

受偷盗和谋杀的侵害，等等。这些都与著名的“摩

西十戒”具有着相同的意义。

4．罗撒香母乳救人

作品结尾有这样一个感人的情节：面对着一个

饿得奄奄一息的老者，罗撒香“慢慢走到那角落

里，站在那里低着头，望着那张憔悴的脸，看着那双

鼓得很大的、吃惊的眼睛。随后她慢慢在他身边躺

下⋯⋯把那条绒被解开一边，露出她的乳房来。

‘你得吃一点才行’她说。她扭动着身子靠拢他，把

他的头拉了过来。‘吃吧!’她说。‘吃吧。’她伸手

到他的头下面，把它托着。她的指头轻轻地搔着他

的头发。她看看上面，又看看仓棚外面，渐浙合拢

嘴唇，神秘地微笑了O”
’ ?

《赞美诗》中有这么两段：“你的身躯像一棵棕

榈树，你的乳房像一串串的葡萄”，“我(耶稣)是沙

伦的玫瑰，我是山川的百合。”这里，“沙伦的玫瑰”

正是罗撒香的名字的别称。在给予那位挨饿的老人

以新的生命的过程中，罗撒香参与了给予一群人新

生的耶稣般神圣的活动。她那“吃吧，吃吧”的呼唤

正如圣餐仪式上耶稣所说的：“拿着，吃吧，这是我的

躯体⋯⋯喝吧，这是我的鲜血。”她通过具有象征意

义地吸收耶稣身体达到了象征性的精神再生。

三、语言风格上的相似

阿兰·瓦纳在论述圣经的语言特点时曾写道：

“在《圣经》里没有带‘主义’之类的抽象词汇，观

念和思想都尽可能地来自大地、人体动物和鸟类的

形象。”作品的语言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与《圣经》极

其相似，在此只举一例说明。在第8章，作品是这

样描述乔德妈妈的：“她那双茶褐色的眼睛似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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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一切悲剧，克服困难和磨难，一步一步到达

了一种高度的冷静和超人的理解境界。她似乎知

道自己是全家的堡垒，是一个攻不破的坚强阵地；

她似乎是承认了自己这种地位，还表示欢迎，除非

她承认感到伤害和恐惧，老汤姆和孩子们是不知道

伤害和恐惧的，因此她就把自己锻炼得根本就不把

这些放在心上。每次发生了什么欢乐的事情，大家

就首先看看她是否有快乐的表情，于是她就养成了

一种习惯，遇到无足轻重的喜事，也大笑一场。”语

言庄严宏伟，简洁朴素，古朴率真，平衡对称，句子

较短，结构简单，加上繁实祥足的细节描写，总括式

的结尾句以及重复、跌宕的气势酷似《旧约全书》

的语言风格。

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说：“契合以不同的方式发挥

着作用。它不局限于任何时代、想法，它可以穿越时

空。”《愤怒的葡萄》和《圣经·出埃及记》在宏观(结

构)上相似，微观(细节)上相连。这种宏观上的相

似和微观上的相似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似的

语言又贯穿始终，这就大大烘托了作品主题，渲染了

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图。《愤怒的葡萄》宛然就是一

部完整的《出埃及记》。作者把多种圣经形象或基

督教原型纳入作品，大大丰富和扩充了作品的容量。

作品的宗教色彩使作品笔下的人物更具普遍意义，

《圣经》语言风格的使用使作品呈现出史诗般的庄

严，使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作品中人物的象征意

义体现了深广的社会内容和某些基督教观念的有机

融合。逃难者痛苦的经历通过《圣经》的底蕴被烘

托得极其神圣、正义和伟大，进而表达了作者对劳苦

大众深深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公正的无情鞭挞。当

然，作者无意于将自己的作品描写成十足的《圣经》，

但是《圣经》的影响已悄悄地潜入作者的深层意识

之中，并成为作者的一部分，自觉不自觉地影响了作

者的构思和创作。《圣经》的隐喻烘托了作品的主

题，《圣经》原型贯穿作品始终，为人们提供了一把开

启作品艺术世界奥秘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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