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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圣经》对西方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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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圣经》是基督教经典巨著，在英美流传最广、影响巨大的文学名著，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一颗璀璨明珠。霍桑的不朽

之作《红字》与《圣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霍桑在《红字》中将《圣经》里的观念和意象(主

要是罪，赎罪，背叛，欺骗等)作为其作品的焦点的应用；二是霍桑对圣经典故的巧妙化用。因此，客观、中肯地探寻《圣经》

中的典故对欧美作家作品的影响，对于全面、准确把握世界文学发展的脉络和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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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二、霍桑与圣经

谈到《圣经》对西方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学)的影响，人们公认它

是在继承了“二希’，这两个传统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希腊罗马文化

和希伯莱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两个源头，“在那具有充分感性色彩的，

—个爪生动具体的希腊神话和基督教《圣经》故事里，的的确确包藏

着变幻万千的古代希腊人和希伯莱人的历史文化信息。它们像一

座座静卧在历史深处的古冢，在灿烂星光下磷光闪烁，光彩夺目，

等待我们去发掘，去提问”。[1]

《圣经》是一座最有魅力的文化宝库。是在英美流传最广、影响

巨大的文学名著，是世界文学宝库—颗璀璨明珠，它不仅仅是—部宗

教经书，同时又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艺术珍品，对西方文学的影响

之深远是其他任何书籍无法比拟的。它在整个西方社会的影响巨

大，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渗透到西方世界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特别是其中所引用的各种典故，成为西方社会

中人们喜闻乐见的精辟语言和话题，尤其在西方文学界得到许多伟

大的诗人、文豪和艺术家的广泛应用，创造出不朽之作。奶英国7世

纪的伟大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功内diSe LDst)、《复乐园》(功均dise

&gair砖)，可以说，如果没有《圣经》，—部英美文学史就要重修撰写。

英美几乎所有重要的诗人、作家都与《圣经》中的观念和意象紧密相

关。这使得客观、中肯地探寻《圣经》对欧美作家作品的影响，对于

全面、准确把握世界文学发展的脉络和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实践意义L2|。在运用圣经典故时，最基本的方法是典故的运用，因而

了解圣经，尤其是弄清文学作品中的圣经典故，是打通—部文学作品

与圣经关系的有效途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选取霍桑的不朽

之作《红字》为例，对其中的某些观念圣经观念和某些圣经主题的运

用进行简要的分析，以此把握《圣经》中的典故蕴含对英美文学作品

产生的深远影响。

霍桑(№tha“d№、Il，thome)，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既是

美国新英格兰清教传统的继承者，又是其批判者；虽不是清教信徒，

但却深受其教义的影响。他巧妙地将基督教的经典一圣经中的观

念运用在其作品中去探讨人生、人性等问题。这种写作手法一方面

得益于作者对圣经的熟悉，另一方面是库柏，爱默生，梭罗等早期美

国清教作家影响的结果嘲。

从小在充满清教徒思想浓郁的家庭里长大的霍桑，不可排除地

受到其影响，霍桑在《红字》里的“海关”一章中对其在美国的第一代

祖先威廉．赫桑就做了这样的描写：

最早的祖先样子严肃，蓄着大胡子，穿着黑色的大兜篷，戴着尖

顶帽。他很久以前便来到这里，来时携着《圣经》和利剑，带着威严的

姿态迈步走在人及稀少的街道匕，俨然像是这里的—个大人物，仿佛

是—个能制造战争又能缔造和平的任务。他的名声远超过我，与他

相比，我的名字无人知晓，我的容貌鲜为人知。他是一名军人、议员、

法官；在教会里是当权者；他具有清教徒的一切特点，优秀兼而有之。

(姚乃强译，1996年9月)

由此可见，圣经在霍氏家族中的历史与地位。与他同时代的其

他人—样，霍桑谙熟《圣经》的道德寓意和文学特性。

三、《红字》与圣经

文学作品对圣经典故的运用十分灵活，就圣经典故的运用而

言，可以分为人典、事典、语典，意象结构模式和观念等种类。借用或

者演绎圣经中的观念是西方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情况，这是由于

他们是在基督教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即使不信基督教不读

圣经，也难以避免圣经观念的影响，如罪、堕落、爱、仁慈、宽恕、忏悔、

拯救、审判、永生、复活等。这些观念偶尔在作品中提及，有时则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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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作品的主题。《红字》以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曲折变化的深刻性而

令人震撼，这种深刻性与作者对圣经观念的紧密运用休戚相关，主要

表现在对圣经典故和圣经主题的运用上。

霍桑的长篇小说《红字》，以17世纪北美清教殖民统治下的新

英格兰为背景，描写了—个受不合理的婚姻束缚的美丽少妇一海丝

特白兰，因犯下了为加尔文教派所不容的通奸罪而受到权力机构的

惩罚，并终身椭佩戴着一个红色的字母标志“A，’(英文通奸A-
ddtery的第—个字母)作为惩戒，站在古老的刑台上当众受辱。她的

手中抱着这个罪孽的证据：—个出生仅数月的婴儿一她的女儿，珠

儿。作家细致地描写了经过长期赎罪而在精神上获得重生的海丝

，电白兰，长期受到良心和信仰的谴责而终于坦白了罪过的年轻牧

师一丁梅斯代尔，以及企图揭露罪恶一心复仇以致丧失人性的海丝

特．白兰的丈夫一罗杰·齐灵渥斯。作者深人地探究了有关罪恶和

人性的各种道德、哲理问题。这部作品中的情调是低沉的，小说以

监狱和玫瑰花开场，以墓地结束，充满丰富的象征意义。这部作品

其书名中的“红’’(S阻det)字，也是根据《新约·启示录》中论及“巴

比伦大淫妇”(dt掣eat埘m 0f 13臼b阻∞irI p唧le and s∞rl融)身着紫

色和朱红色的衣服之意的典故而蔡4]

霍桑的《红字》，把“罪”的主题当作关注的焦点。其中每—个人

物身上都携带着沉重的罪性5]。只是个人对罪恶的态度不同，结果

也不同。如海丝特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苦行赎罪，赢得人们的尊敬和

爱戴，终于把戴在胸前那本来代表罪恶的红字“A’，变成了美好善良

德行的象征，成为“天使”；牧师一丁梅斯代尔则选择隐藏自己的罪，

心灵备受摧残和煎熬而心力交瘁，耗尽其才华和精力，最后终于拿出

勇气袒露了自己的罪孽，心灵得到解脱后死去，成了一名“殉道者”；

海丝特的丈夫一罗杰·齐灵渥斯开始企图揭露罪恶，一心复仇，害

人害己，反而把自己变成了—个恶魔，—个真正的罪人。作家这种对

“罪”的超乎寻常的关注实际上寄语了他对人性的深刻思考及其对人

如何摆脱‘‘罪”获得新生的探讨6J。 ．

四、“罪"及“救赎说”主题观念在《红字》中的具

体体现
‘

人的“罪”以及相应的“救”问题是圣经人文观念最关键的内核，

用神学术语来表达，那就是‘‘原罪说’’和“救赎}兑，’。“原罪说”和“救赎

说’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根深蒂固持续至今的影响。“原罪说”源自圣

经的古老神话，即旧约《创世纪》中记载人类始祖亚当、夏娃【7]的神话

传说，这—点我们在前—节中已讨论过。在圣经语境中，“罪”是射不

中的，“就像^射箭而未中心，人与神的关系失常，人偏离了正轨，这

就是‘罪”。

在《红字》这部作品中，‘氇瞧’，无埘无刻无处不在，反应在每—个人

物身上，体现在字里行间中，海丝特与年轻牧师一丁梅斯代尔因无

法抵制情欲的诱惑而犯下了基督教“十戒”中的—戒，即通奸罪；海丝

特为了袒护自己的情人，进而犯下了欺骗罪；身为神职人员的牧

师一丁梅斯代尔，违反教义犯了通奸罪，不但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

罪，而且还以待罪之身从事着纯洁的圣职，体现了其虚伪和懦弱的本

性。罗杰·齐灵渥斯，本是—个受害者，因把报仇雪恨当作生活的唯

一目的，对海丝特的情^进行长期的心灵摧残，最后也抑郁而死，反

倒由被害者堕落成“最坏的罪人”；小珠儿一—个天使般可爱美丽
的小女孩，在文中也被看作是罪孽的产物。这些罪恶在作品中相互

交织着散发着阴郁的气息。

按理说，亚当，夏娃犯罪滔天，那上帝应该将他们处死，为什么

还要派独生子在世上受难牺牲做替罪羊把人从罪中救赎出来呢?

按基督教说法，它体现了上帝的仁慈宽容以上帝之爱来代替上帝之

罚。说到底，圣经的救赎观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拯救巩8]。圣经传

统认为，有罪之人并不是没有出路。只要他及时忏悔和赎罪就能够得

到拯救而获得新生。这种“赎罪观’，在《红字》中也有体现。海丝特在

人们鄙视的目光下忍辱负重地生活，而且一如既往地深爱着牧师，并

且把这种爱完全倾注在养育她的女儿一小珠儿，和社会公益上，
虽过着清苦的孤寂生活，仍助人为乐，最后亩隅了乡亲们的同情与爱

戴。她把象征罪恶的红字“Ar由“通旰，’(A枷t自哼)变成了代襄‘能干”

(√气ble)，“可敬佩的”，(AckTi阳bIe)，“天使”(～￥如)，“爱情”(A眦0I坞)，
“艺术”(Art)，‘哺『i差”(Ahmnoe)甚至意指“美国”(mr谢田)等不一而

足，从而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受到人们的敬爱；丁梅斯代尔七年来

因隐瞒自己的罪责而受着良心的谴责与煎熬，最后终于有勇气在公

众面前袒露了自己的罪责，在道德上获得了自新，虽因心力交瘁倒在

枷刑台死去，但D灵却得到了解脱；甚至把报仇雪恨作为生活中唯一

目的的齐灵渥斯，随着丁梅斯代尔的死亡其复仇的图谋也告结束，一

年后抑郁而死，他虽然狡猾恶毒，罪恶吞噬了他的灵魂，为了报仇不

择手段地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折磨着丁梅斯代尔，在死前，他立下遗

嘱，把小珠儿指定为其财产的继承人，因而使生活在困苦中的母女过

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同时也给了自己赎罪的机会。以上《红字》中

主人公的种种赎罪的行为是乐于向善的，从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人

性中积极美好的一面。

五、《红字》中圣经典故的运用

、圣经典故的化用是该小说的又一显著特点，它使情节更加生

动，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化用的例子，小到—个词，达到—个句子，

甚至—段话乃至整篇文章。在小说的第二章中，针对海丝特的通奸

罪。五个妇女展开了争论，其中—个女人吼道，她是这几个自封的法

官中长得最丑，也是最不留情面的。“这个女人让我们大家都丢了

脸，实在该死。又没有管这号事的法律?是有的，圣经和法典上都有

明文规定。让那些不照法规办事的官老爷们的女儿也去干这号事，

去自作自受吧!"壹莹殴话有—语双关，化用了圣经中的两处典故：一是

《申命记》(毖毖)：“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

妇—并至死。’’二是《约翰福音》(8：1—11)所载：文人和法利赛人带着

—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

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

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谠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

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对他们说“你

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听到这话，众人均

退去，只剩下耶稣和那妇人了，耶稣告诫那妇^、从此不要再犯罪，并

让她走了。作家借这两处圣经典故的化用讽刺了当时的历史背景

对妇女惩罚的残酷性，又暗示了海丝特的罪只能又上帝来施行审判，

靠自身的赎罪和忏悔就能得到上帝的宽恕，其他人是没有权利之置

于死地的。
‘

在《红字》中。海丝特胸前所戴的红字一字母“A’省两层含义，即

代表通奸罪也代表能干与善行。这明显地化用了圣经中‘该黼己号”

的典故，据圣经《创世纪》(4：1一15)记载，该隐因嫉妒其兄弟亚伯而

将其杀害，耶和华对其诅咒说：“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

飘荡在地上。’该隐反驳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能当的⋯⋯我必

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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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遭报七倍。’邵和华就给该隐立一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

像该隐额头上的{已号—-样。海丝特胸前的“A，’字，是耻辱和罪恶的象

征，是—个严峻苛刻的诅咒，使她难堪和受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红字具有一种魔力，使她超凡脱俗，超脱了—般的人际关系”。

同时也是—个鼍F护神”。作者借这个典故是想表明，海丝特虽犯下

不可饶恕的罪刑并担负着罪人的记号，但与此同时她也是—个不容

其他人迫害的圣洁形象。

海丝特的女儿的名字～珠儿，也化用了圣经典故，据《新约：马

太福音》(13：45—46)中记载“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

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她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小说中，之

所以给她的女儿鼠名“珠儿(陷d)”，是因为这个孩子是海丝特耗费
了—切才得来的宝贝，对她极其珍视，因为她为这个孩子付出了沉重

的代价一胸前佩戴代表罪恶的标志一红字“A，’在枷刑台上示众，忍

辱负重得苟存于人世间，暗示了海丝特对自身遭遇的态度，也暗示了

海丝特对未来得救所抱有的希望，若不了解圣经典故，就无法正确领

会故事背后的意蕴。

在塑造齐灵渥斯的形象时，作者也运用了圣经中有关蛇和撒旦

的典故来揭示他邪恶、狡猾的本性。蛇是《圣经》中较为典型的—个

意象母题，它是_j件遍及各地，以它特有的形体和令^．恐惧的外表给

人类留下了深刻记忆的动物，它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而沉淀在人类无

意识的深处。在《旧约危0世纪》中，它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出现的，

它引诱夏娃偷吃禁果，违背上帝旨意，从而导致人类的罪恶，因此它

的意象旨意是诱惑、欺骗与背叛。这个意象凝聚了人类从远古以来

长期积累的巨丸D理能量，因而具有人类感觉与联想的共通性。在

后世的文学作品中不断出现，形成了—个固定的原型。这个原型在

《圣经》其他地方演变成了撒旦和魔鬼，它曾企图引诱义人约伯和救

世主耶稣反抗上帝，对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折磨。蛇作为一

种邪恶的象征符号在文学史上繁衍出了—个庞大的家族。《圣经》作

者将欺骗、诱惑，背叛这些经验中的事，通过动物和魔鬼使之具象化。

而霍桑作品中的代表这种理想的则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删。《红字》中

的齐灵渥斯为了报仇雪恨，想方设法处心积虑地查找海丝特的同犯，

他通过各种阴谋手段和种种迹象得知年轻的牧师丁梅斯代尔就是

他要找的人。因此他表面上是为了更好地观察丁梅斯代尔的病情，

以便给予更好治疗，实则为了从肉体上尤其精神上折磨丁梅斯代尔，

以削弱他的体力和精力，他为了一己之仇所表现出来的老谋深算、恶

毒狡诈是在令人发指。就连牧师在弥留之际，他仍对牧师不断咆哮。

将《圣经》中的博爱精神置之脑后，把复仇作为唯一的生活目标，最后

堕落成真正的“罪人”，以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告终。虽然他在遗嘱中

将其财产留给了珠儿，但仍改变不了他罪恶的本质，这与圣经中蛇和

撒旦的形象和本性如出—辙。

六、结语

综上，《圣经》与西方文学关系十分紧密，对其影响源远流长。

《圣经》是几乎所有西方作家文学作品的灵感来源，他们从《圣经》中

选取材料、化用典故、借用其结构模式等。《圣经》中的精神意念至今

仍沉积于西方一流作家的作品当中，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圣经，也

许我们要重写西方文学了。我们不应当把《圣经淑仅看作—部宗教

经典，而且更应当把它看作一座世界文学宝库。它一作为一部经

典力作，其自身所蕴含典故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为世界，尤其是

西方文豪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圣经》对霍桑的影响还远远不

I匕这些，圣经观念的运用和典故的化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限于篇

幅，这里不做——探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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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变故，得而不喜，丧而不忧，那么哀伤和快乐的体验就不会随意影

响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灵就是平静和幸福的。

三、结语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世人的生活境域已有了很大改善，人们理

应生活得更加幸福!可事实却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总是抱怨生活压

力太大，幸福指数太低，以至于学习、工作、家庭、金钱甚至爱情等等

这些原本应该是生活幸福所在的东西，却变成了精神的枷锁和身

体的牢笼。如何破解这样—个世纪难题呢?也许我们都更需要回

首千年，重新以庄子为心灵导师，自觉保持对人生、生命、生活、信念

的眷恋与爱护，顺道守德、淡泊名利、看破生死，进而追求那种身心

合一、天人合一的幸福境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对自身与社会的

探求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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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应该学习庄子那种逍遥自在的处世之道，不要被无止

境的物质欲望束缚了原本自由自在的心性。寻找幸福、体验幸福

时不妨把幸福标准降低些、内涵泛化些，对日常生活中那些有常无

常、平平淡淡的充分体验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幸福是一种内

在的、个人、自我的生命体验，它是一种自我满足，是随遇而安，也是

对生命的客观尊重。如果我们不再浮躁、功利地对待生活。如果我

们能用享受的心性去体验生活，用审美的眼光去对待生命，用敬仰

的态度去顺应自然，那么幸福就真的离我们不远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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