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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文学中《圣经》典故的三维视角

张学祥

(潍坊学院，潍坊山东261061)

摘要：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圣经》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泉，它的思想哲理已经成为人

们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西方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的最基本的

素材，其影响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尤为明显。纵观英美文学经典作品运用《圣经》典故的模式，从

作家对《圣经》精神的发挥程度来看，不外乎有三种情形：忠实的固守、忠叛参半和忠实的叛逆。

从而说明《圣经》文化思想在文学作品中的影响源远流长，形式灵活多样，不一而足，其思想魅

力因人因时而越发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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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西方文明源于基督教的文明，而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因此，西方文明就是《圣

经》文明之说并不夸张。《圣经》在西方文学中成

了如此基本的文献，以致假如缺少了《圣经》先例，

西方文学几乎不可能出现今天的面貌。

在英美文学作品中，作家们运用《圣经》的方

式灵活多样、不一而足。有的直接把《圣经》故事

作为创作素材，有的则把《圣经》寓意融合到自己

作品的人物和情节当中，还有的作家已经内化了

《圣经》故事的含义，使其潜入作家内在的意识当

中，成为创作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纵观英美文

学经典作品运用《圣经》典故的模式，从作家对《圣

经》精神的发挥程度来看，不外乎有三种情形：作

品的故事情节与《圣经》的某些典故在总体上是

平行的，援引的目的是为了借古讽今、警世鸣人；

在原来故事的基础上又做了一定程度的想象和

发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家借用了《圣经》中

的人物、故事，但是赋予的意义却大相径庭，令人

瞠目。本文拟以英美文学中的几部代表作对上述

三种情况进行解读，从而让读者对《圣经》文学有

一个新的批评视角。

一、“循规蹈矩”：《圣经》典故不折不扣的再现

故事情节与《圣经》的某些典故在总体上是平

行的，援引的目的是为了借古讽今、警世鸣人，这

可能是文学作品援引《圣经》的最基本、最原始、最

直接的一种模式。福克纳的名著《押沙龙，押沙

龙!》直接引用《圣经》来渲染故事气氛，从而奠定

了作品的基调。福克纳成长于一个传统的基督教

家庭。美国南方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使福克纳对

《圣经》有一股深深的迷恋之情，从小背诵《圣经》

经文，长大后经常看《旧约》，因此对《圣经》十分熟

悉，应用时得心应手。在创作时经常从《圣经》中汲

取灵感，大量借用神话原型作为参照系，深化主

题，使作品获得超越时空的永恒意义。这足以从

他的小说《押沙龙，押沙龙!》(AbsaloIIl’Absa-

lom!)中看出来。

《押沙龙，押沙龙!》出自《圣经·旧约》中《撒母

耳记(下)》第13一18节：大卫王之子押沙龙因妹

妹他玛被同父异母的哥哥亚母农所污辱，押沙龙

为妹妹复仇杀死了亚母农，逃亡于外，后被大卫宽

恕返回国内。几年后押沙龙觊觎王位，图谋推翻

父亲大卫，结果失败被杀。这是兄妹乱伦、兄弟相

煎、父子反目成仇的典型。小说《押沙龙，押沙龙!》

中，托马斯·萨德本胸怀宏图，雄心勃勃要发家立

业，立志要摆脱贫贱的社会地位，登上社会顶端，

并决心建一座气派豪华的大宅院作为他发迹的象

征。他只身出走西印度群岛，同一位有黑人血统

的女人结婚，生一子名查尔斯·伯恩。后来把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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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弃回到美国，靠剥削黑人的血汗实现了造豪宅

的梦想。继而再婚，生得一子亨利，一女裘迪斯。

光阴荏苒，不觉查尔斯长大成人来到美国，同裘

迪斯相爱，亨利气急败坏，杀死查尔斯而酿成兄

弟自相残杀的悲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德本

拒不承认查尔斯为骨肉，父子成仇。小说套用圣

经原型，从书名到故事情节都借用《圣经》中大卫

王与逆子押沙龙的故事作为全书的隐喻模式。萨

德本家族的故事与《圣经》中大卫王的故事遥相呼

应，确有发端利益、统领全篇的效果。小说中萨德

本与大卫王形象如出一辙，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

最神似之处是他们都出身卑微，但心怀大志，通过

自己的不懈努力构建心中的蓝图，体现了神话般

的英雄原型。福克纳特意借用圣经原型作参照，

影射萨德本的英雄气概，再现了神话般的英雄原

型。小说中弑兄的故事震撼人心。据圣经记载，弑

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桩人杀人的罪孽，而且又是

兄弟间骨肉相残，这行为大大违背了耶稣基督“你

们要彼此相爱”的遗训，不仅令人惊颤，还让人产

生一种人性是否真的会荡然无存的可怕怀疑。福

克纳匠心独具地借用弑兄原型，赋予了小说非同

一般的意义，而且具有惊心动魄的效应。《圣经》

中的押沙龙与小说中的亨利都不断追求自己的

目标，都曾上战场搏斗，都对自己的妹妹亲密无

间，最关键的是他们都为了妹妹而杀害了自己的

兄长。小说中的弑兄原型显而易见，而且《圣经》

原型的运用还使小说中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和

人物关系变得清晰。

忠实于《圣经》，以人们熟悉的故事来做隐喻，

借古讽今，更易于为读者接受。这种创作手法使

作品让人读来感觉底气十足，有理有据，古今交

错，思想隽永，回味无穷。

二、“藕断丝连”：《圣经》典故的忠实与创造性

的想象

随着《圣经》文化在人们意识中的深入，一些

作家认为文学作品仅仅固守于原来故事框架之内

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圣经》典故的基础上做了

一定程度的想象和发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英国文坛上的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叶芝

的诗歌中关于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故事的诗便是

适例。据《旧约全书·列王记》说，古以色列王索罗

门是一名贤明的君主，他才智过人，富甲天下。古

阿拉伯的示巴女王为解开心中的疑团而依然前

往，结果心悦诚服。国王和女王互赠厚礼，女王高

兴离去。后来所罗门王沉迷于酒色，不顾人民疾

苦，国力逐渐衰退，他死后不久以色列国便分崩
·50．

离析，遭到异国的侵略和蹂躏。

关于索罗门会见示巴女王的故事，叶芝在《论

女人》、《索罗门致示巴》和《索罗门和女巫》等作品

中多次提及。善于联想和想象的诗人经常展开想

象的翅膀，大胆地描绘索罗门和女王之间的爱情

关系。显然，在叶芝心目中，示巴女王是美丽的象

征，但是，《旧约全书·列王记》中却没有这种记载。

叶芝还臆断在国王和女王之间存在过永恒的爱

情，抱怨《圣经》对此长期缄默不语。他指出，他们

彼此洞察到对方的内心世界，造出一面镜子，透过

表面的面具，看到对方爱的真相。细读《索罗门与

女巫》，这一层意味就显而易见了。三首诗都说到

爱情的力量，他的酸甜苦辣、相爱双方的炽烈情

感，很可能有诗人自况的意味。所以，在这儿有必

要追述一下诗人家喻户晓的经典爱情故事。叶芝

是一位多情的诗人，也是～位深情到痴情的诗人。

1889年不到24岁的叶芝初识22岁的茅德·冈，

便被她的迷人风采吸引。茅德·冈是驻爱尔兰一

位英军上校的长女，风姿绰约、美丽动人，具有一

种超凡脱俗的古典美、高贵美，这种美最能打动总

是生活在理想中、极力追求理想的诗人。正是茅

德·岗这种超凡脱俗的古典美、高贵美，使叶芝对

她一见钟情，深深迷恋着她。虽然最后他们未能

结合，但叶芝把她当作理想的化身，写了许多优美

的诗篇。所以在叶芝早期的诗作中，我们总能看到

一个更加个人化的叶芝：爱情的不幸，感慨时光的

逝去，对美好的追求。

这种对圣经故事的想象和演绎标志着西方文

学以《圣经》为母板的创作思想在潜意识中已不满

足于完全置于固定的框架之内，开始出现创造性

的偏离，使人摆脱了循规蹈矩的庸俗感，从而使作

品有本有源而且焕然一新。

三、“面目全非”：《圣经》典故寓意的完全背离

英美文学作品对《圣经》典故的寓意和魅力的

彰显以越发大胆和创造性的方式出现，作家借用

了《圣经》中的人物、故事，但是赋予的意义却大相

径庭，令人瞠目。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可怕的魔

鬼脱胎换骨，成了争取、捍卫民主和自由而不屈不

挠的勇士，罪不可赦的杀人凶手摇身一变成为挑

战世俗的先锋。对于谙熟《圣经》的人而言，这是大

逆不道的背叛。然而作者正是要通过这种叛离引

发读者的深思从而达到直抒胸臆、针砭时弊的目

的。弥尔顿在《失乐园》中以一半以上的篇幅描绘

撒旦，他在天堂失宠，图谋复仇，诱致夏娃食禁果

等一系列反叛行为，以及他的百折不挠、自强不息

的豪情。我们知道，《圣经》里对他不曾有过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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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划文字。弥尔顿是虔诚的清教徒，本应以其精

湛的诗笔讴歌全能的上帝，然而他却驰骋想象，

把魔鬼撒旦描画成似乎盖世无双的英雄，这种世

界观和创作的矛盾颇令人费解。但是如果知道

《失乐罔》是诗人对自身经历的讽喻，这种矛盾也

就烟消云散了。《失乐园》虽取材于《圣经》故事，

实际上是植根现实生活，运用宗教题材，曲折地表

达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精神。它高度地凝

聚着诗人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进程的亲身感受。

面对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黑暗现实，弥尔顿愤嫉

邪恶，向往光明，形象地体现了自己威武不屈、贫

贱不移和坚持反抗的斗争精神。诗人对《圣经》的

发挥，反映的则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进行革命

的动人情景。作为革命家的弥尔顿，并不执守传

统的宗教观念。相反，他从思想内容表达的实际

需要出发，给宗教题材以必要的改造和革新，塑

造出非同寻常的典型形象，刻画出个性鲜明的人

物特征，艺术地展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全过

程。在《失乐圃》里，亚当和夏娃是人类的代表，也

是英国清教徒老祖宗的体现。弥尔顿在思想上批

判骄矜的撒旦，感情上却同情他所处的地位，因为

撒旦受上帝惩罚，很像资产阶级受封建贵族的压

迫一样。在描绘地狱一场时，弥尔顿虽然口口声

声说撒旦骄傲、野心勃勃，但在对话里、形象上，撒

旦又完全是一个受迫害的革命者。这个形象十分

雄伟，在凶险的地狱背景衬托下，他的战斗决心表

现得更鲜明，他骨子里的人文主义精神又让他最

终把关爱人类作为他精神的乐园。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圣经·创世纪》的这

段故事为世人提供了表达思想的媒介。标志着文

学创作中，有识之士已完全摆脱了固守传统《圣

经》思想的桎梏，从全新的角度挖掘《圣经》这块肥

沃的文化宝藏，让人们丢掉“原罪”的阴影，积极乐

观地把目光投向生活中阳光的一面。这种做法固

然有其理想化的一面，但作为一种全新的批评视

角，为读者对待传统的问题提供了一种破旧立新

的范例。

结束语

英美文学作品中使用《圣经》原型，决非故弄

玄虚，而是将《圣经》原型作为一种对比原则、批判

标准及参照系，影射了人与社会存在的问题，使作

品主旨一目了然。原型具有约定性的语义联想，体

现着文学的传统力量。《圣经》原型的运用，使读者

自然而然将小说人物与《圣经》人物相比照，对小

说的认识无疑更进一步，从而获得了超越时空的

审美体验。《圣经》原型的运用，不管忠实程度如

何，都会使小说上升到神话的高度，赋予小说张

力，极大地丰富作品的内涵，令人回味无穷。以不

同的形式曲折离奇地折射出浓厚的人文主义思

想。一言以蔽之，《圣经》中的每一个典故都犹如一

尊雕像，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又是一个可以

从不同角度进行审视的多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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