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命运与社会的祭品
——苔丝悲剧形象的圣经原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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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运用原型批评理论的视角，探析哈代的代表作Ⅸ德伯家的苔丝》的主人公苔丝这一人物背后所暗舍的圣

经原型．哈代借助。夏娃”．“耶稣基督’．吗丽亚。，。约伯”等圣经原型意象，烘托出苔丝的悲惨际遇并深刻揭示资产阶级
道德的虚伪，传达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控诉和鞭笞．

关键词苔丝圣经意象原型

‘圣经》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作品，对整个西方文学的

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众多知名作家都深受《圣经》熏

陶，哈代即是其中一位。哈代在早年对基督教非常痴迷，曾一

度想成为一名牧师。在其幼年，哈代醉心研读《圣经》，这也使

得他的作品当中充满着各种圣经情节、场景和意象。《德伯家

的苔丝》是哈代众多“性格和环境”小说中的一部．故事情节围

绕着苔丝的悲惨一生展开。哈代在创作该小说时充分运用了

多种圣经原型，旨在取悦读者的同时，能创造出特有的宗教气

氛。哈代研究专家F·B·皮尼恩曾指h4．“没有别的作品，

甚至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能像《圣经》那样对哈代的思想和性格

有着如此深远持久的影响。”哈代常常将其哲学思想融入创造

的人物当中，并充分使用圣经原型来进行创作。因此，本文旨

在利用原型批评理论来解构哈代塑造的“苔丝”这一人物背后

所暗含的圣经原型以更好的了解哈代的现实主义写作技巧以

及其对宗教和19世纪晚期英国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

态度。原型批评的主要创始人，加拿大的著名文学评论家诺

思洛普·弗莱曾在《批评的解剖》中指出，原型可以是意象、象

征、主题、情节、人物，也可以是结构单位，只要他们在不同的

作品中反复出现。弗莱指出圣经即是文学象征的源泉，对于

‘圣经》的研读是更好了解西方文学的前提。圣经原型总的分

为三种，即原型人物，原型场景和原型象征。本文则主要讨论

原型人物并将重心放在苔丝的圣经原型的解构上。

一，夏娃

小说开头，哈代便从情节的叙事上暗示苔丝的命运犹如

夏娃。据(113约·创世纪》记载，由于魔鬼撒旦的引诱，夏娃偷

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犯下原罪而被上帝贬入尘世，逐出伊甸

园，只能通过终身劳作来得到上帝的宽恕。在这里，哈代借用

了‘创世纪》中的典故来映射苔丝的悲惨一生。天真无邪的苔

丝遭遇命运的愚弄，来到艾力克家认亲。然而所谓的“亲戚”，

实质上却是不怀好意的恶魔。艾力克借着“本家”的幌子先是

骗取苔丝的信任，继而夺走苔丝的贞操，使其诞下一子“苦

楚”。苔丝就像是夏娃，原本无忧无虑、纯洁无瑕，却因为艾力

克的引诱而走向堕落。艾力克就犹如是蛇一撤旦的化身．
他生性狡猾、诡计多端，常常用·Ii,险恶．他诱使苔丝失去贞

洁，给苔丝带来了难以愈合的痛苦，这就如同撒旦装扮成蛇潜

入伊甸园诱惑夏娃一样，揭开了苔丝命运多桀的序幕。哈代

对于“失乐园”这一圣经叙事结构的借用，使得小说“救赎”这

一主题更为鲜明，同时也为苔丝的一生平添几分悲情色彩。

然而，哈代并没有照搬这一圣经故事，而是在借鉴的基础上进

行再创造。苔丝与夏娃都因受到恶魔的引诱而走向堕落，然

而两者堕落的原因却是截然不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原因

在于其违背上帝的意愿，反映的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冲突．基

督教的教旨指出人必须时刻听从上帝的忠告，夏娃偷尝禁果

才使其失去伊甸园这片乐土，而苔丝的悲剧却在于其未能抵

抗艾力克的诱惑。艾力克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利用苔

丝的贫穷、软弱奸污了她，使她未婚生女从而遭受被人唾骂、

遗弃的命运。苔丝的堕落，更多反映的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当

地农民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类欲望无限膨胀

从而导致道德缺失，而苔丝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祭品。

因此，哈代对“失乐园”这一叙事模式的借用，并不是用来颂扬

上帝的万能，告诫信徒应遵循上帝的指示，其目的在于抒发其

对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对农民生计造成巨大冲击的忧虑．

二、耶稣基督

细看苔丝的坎坷经历，我们会发现她与耶稣基督有着许

多相似之处。根据《圣经·新约》记载，耶稣基督曾是上帝之

子，他为了拯救人类而甘愿牺牲自己。耶稣亲和友善，总是愿

去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民，而苔丝的身上也赋予了同样的

美好品质；善良纯洁、吃苦耐劳，对于爱情忠贞不渝。苔丝的

人生际遇与耶稣的光荣一生也颇为相似。耶稣为了救赎人

类，四处传教，却最终被犹大出卖，钉上十字架。苔丝对安吉

尔就犹如耶稣对上帝一样无私纯洁，心甘情愿为爱承受折磨．

苔丝虽被安吉尔抛弃，可是心中的挚爱之火却从未熄灭。绝

望之中，苔丝将艾力克刺死，只求能与安吉尔破镜重圆。哈代

对于耶稣基督这一圣经原型人物的借用，旨在刻画苔丝纯洁

善良的本性以及“好人却未有好报”的惋惜。耶稣为了拯救人

类，牺牲自我，可谓虽死犹荣，但是苔丝对于爱情执着的追求，

终其一生却未获得任何怜悯．这种巨大的反差，形象地刻画

了哈代对于苔丝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小说中还有多处将苔

丝比作耶稣，如在第三十三章，“苔丝向上帝祈祷，但似乎是向

她的丈夫祈祷，但她对这个男人的崇拜，使她害怕这是一个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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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头。”在苔丝的眼中，她的丈夫安吉尔即是她的上帝，她对他

充满着爱的崇拜，而这种信仰式的崇拜也导致了其最终的悲

惨命运。苔丝是在“巨石阵”处被捕的，而这也颇具象征意义，

使人容易将苔丝与耶稣联系起来。竖立在旷野上的一个个高

大的“门槛”正与《新约·马太福音》中耶稣登山训众时所提及

的“宽门”和“窄门”意象相互辉映。在小说的结局，苔丝在杀

死艾力克后与安吉尔出逃，来到了一片空旷平原上的巨石阵

处。苔丝穿过“大门”，随即躺到“祭坛”上，等候命运的安摊。

“巨石阵”这一场景的设置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使我们想起

耶稣为拯救人类。牺牲自我被钉上十字架的圣经典故。而“祭

坛”这一场景的选择，也颇具意味。祭坛是人类向上帝奉献供

品并祭祀祈祷的地方，而祭祀的用品，如小孩和羔羊，则是纯

洁的象征。哈代安排这样的结尾，说明他认为苔丝本质上是

纯洁的，苔丝的悲剧或多或少也是命运的安排，从这点上也能

看出哈代宿命主义的悲观色彩。综观全文，苔丝与耶稣基督

两者都敢于牺牲自我以期完成使命，只是不同处在于，上帝牺

牲自己的儿子耶稣以拯救人类，而苔丝牺牲自我为的却是炙

热的爱情。哈代借助耶稣祭献牺牲的悲剧形象，勾勒出一个

敢于追求真爱、敢于牺牲自我的女性形象。尽管苔丝受尽凌

辱，被人玷污，可是其内在散发出的坚毅而又执着的品质值得

颂扬。借助耶稣基督的这一广为人知的圣经形象，苔丝的悲

惨境遇得以强调，而哈代也更能因此描绘出女性在当时社会

所易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三、玛丽亚

苔丝心地善良、单纯天真。尽管生活异常艰辛，可苔丝心

中依然怀揣一份对安吉尔的挚爱之情。这种无私奉献的爱并

没有得到别人的认同，更多的时候，苔丝受到的是他人的嘲弄

和鄙视。苔丝的悲惨命运可谓是令人怜悯，而哈代也通过抹

大拉的玛丽亚这一圣经形象生动传达出苔丝那种无人理解、

被人摈弃的可悲境遇。抹大拉的玛丽亚这一形象出现在《圣

经·路德福音》第八章中，玛丽亚曾有七个恶魔附体，而耶稣

基督将其身上的恶魔赶走并让她改邪归正。同篇第七章中对

此也有所描述，曾有一女性跪在耶稣基督的身后脚下哭泣，泪

水染湿了耶稣双脚而她则用头发将脚擦干。这个罪孽深重的

女人就是抹大拉的玛丽亚。她曾是一名妓女，在上帝的感召

下才改邪归正，弃恶从良。抹大拉的玛丽亚这一形象，曾在小

说中多处提及。苔丝和安吉尔来到一个农场工作，他们经常

需要早起耕作。微暗的晨光使得安吉尔仿佛看到“耶稣复活

的情景”，而“他绝难想到抹大拉的玛丽亚就在他的身边”．当

苔丝被丈夫抛弃后，她便和女伴马琳来到棱窟槐山村的农田

里劳作，“带遮掩的风帽。让她们那种低垂着的头显出一种沉

思的样子，叫人看来，就会想起意大利初期画家心目中的两位

玛丽亚”。这两位玛丽亚中的一位，便是抹大拉的玛丽亚。据

说当耶稣受刑的时候，两位玛丽亚都曾来到他的墓前，脸上显

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哈代通过苔丝和玛丽亚的对比，深刻地

揭露当时社会对于苔丝的敌视和偏见。苔丝作为受害者，非

但没有得到社会的同情和帮助，反而遭遇他人的嘲弄和爱人

的离弃。尽管在表面上，安吉尔并没有因为苔丝的失贞而责

骂她，但是他心中还是把苔丝看成是一个道德丧失的女人，而

这种偏见也最终导致了苔丝走向毁灭。哈代巧妙地运用抹大

拉的玛丽亚这一形象，揭示苔丝的悲惨际遇，并促人思考苔丝

的悲剧成因。

四、约伯

苔丝的悲剧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环境因素影响，也有其

自身性格弱点。苔丝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可比《圣经》中的约

伯。据《1日约·约伯记》中记载，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

神，远离恶事”的人。他时刻追随上帝，并对上帝衷心耿耿。

上帝为了考验约伯对他的衷心，降种种灾难于他身上。令其生

活艰辛，妻离子散。尽管约伯历尽磨难，可是他从来改变对上

帝的信仰和忠诚。苔丝的上帝即是其丈夫安吉尔．苔丝终其

一生也从未改变其对安吉尔的那份爱的执著。在安吉尔面

前，苔丝无比顺从，毫无主见。她对安吉尔的敬畏和爱慕已达

癫狂。这种对爱情的执迷不悔堪比约伯对上帝的忠诚．约伯

难以理解为什么“好人得不到义报，坏人却不受惩罚，而苔丝

则想知道“太阳照好人，为什么也照歹人”。约伯遭受重重磨

难，历经千辛万苦，终向上帝对他施加的酷刑发出责问，而苔

丝对于安吉尔的离弃和无视，最终也提出强烈抗议，“⋯⋯我

在你手上，一点公道都没有得到”!苔丝的一生充满磨难，尽管

曾身处逆境，可从末放弃对爱的那份希冀，虽百般努力，最终

却难以逃脱命运的安排。苔丝的境遇在约伯这个悲剧人物身

上得到充分的阐释，而基督教中悲情成分也通过苔丝的人生

经历得到很好的抒发。

哈代对于《圣经》文学颇为熟知，其普用圣经文学典故的

这一创作优势也在《德伯家的苔丝》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

施展。哈代对于苔丝这个人物的塑造是多层次，多角度的．

苔丝这一人物的身上就汇聚了“受到引诱而被逐出伊甸园的

夏娃”、“牺牲自我拯救人类的耶稣基督”、“弃恶从良的玛丽

亚”以及“历经磨难的约伯”等圣经悲剧人物形象。苔丝个性

单纯天真，兼具忍让宽容、勇于牺牲等优秀品质，如此品行良

好的女子却被所处社会无情吞没，悲惨际遇不免使人怜爱惋

惜。哈代一方面认为苔丝是社会的牺牲品，通过对苔丝在邪

恶的社会环境中同命运顽强抗争及毁灭的描写，使人们对摧

残苔丝的社会产生憎恨。另一方面，哈代复杂的宗教思想也

在苔丝这个人物身上得到体现。哈代通过对苔丝一生的刻

画，高度颂扬基督教中宽容、忍让、互助等基督教精神，而这与

基督教中人生来就要经受磨难这一悲观思想是一致的。因

此，哈代认为苔丝的命运是“命中注定的”，无论苔丝如何反

抗，也难以逃脱命运的安排。苔丝的悲剧并不只是圣经故事

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圣经”悲剧故事上进行的全新视角的独

立创作。哈代充分利用圣经意象和典故来表现十九世纪末期

受到工业革命侵袭后农民的日渐窘迫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对

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的虚伪，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进行了有力

的控诉和鞭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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