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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红字》中的圣经原型

曹 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围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16)

摘要：纳撒尼尔·霍桑的象征主义名作《红字》字里行

间流露出了作者浓厚的圣经情结．因此对小说的圣经原型进
行解读能够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小说的主题和文化内涵。本

文主要从人物、叙事结构和情节三个方面对《红字》中的圣经

原型进行解读。正是这些圣经原型的巧妙运用。使《红字》呈现

出一种灵性的光辉。成为一部超越时代的不朽之作。

关键词：《红字》圣经原型解读

1．《红字》与《圣经》

《红字》足19世纪中叶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象征主
义名作。小说描写r17世纪中叶发生在北美殖民地新英格兰

的一幕爱情悲剧：英国姑娘海斯特·白兰很年轻时就嫁给了伪

善的老学者罗格·齐灵渥斯．丈夫被俘失踪后她与青年牧师丁

梅斯代尔暗中相爱，牛F一个女孩——珠儿。白兰因犯奸淫罪
遭到胸戴红色A字的惩罚．齐灵渥斯潜回美洲处心积虑地折磨
丁梅斯代尔。在一系列曲折情节之后．F{兰凶美好的德行赢得

了人们的谅解，丁梅斯代尔在公众前丰H露自己的罪责后死去，

珠儿则得到大笔的遗产并获得幸福的婚姻．遗产来自终于良

心发现的齐灵溽斯。，

《圣经》是西方文学创作的基石，许多不朽的文学作品都
在不间层面上折射出了基督教思想的斑斓光彩。毫无例外，霍

桑在创作《红字》这部作品时，不仅从思想卜．深受基督教的影

响，在艺术手法上也娴熟地运用了《圣经》的意象和典故，他有

意识地将大最的《圣经》原型“移植”到了作品lfl去。不难看出，

这部作晶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r作者对《圣经》的深邃领悟和

对基督教的笃信。因此，笔者认为，用《圣经》原型批评的方法
对小说进行解读，可以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小说的主题及其

文化内涵。

2．《红字》中的圣经原型解读

本文从圣经人物原型、叙事结构原型和情节原型在作品

中的“移置”对《红字》进行解读。
2．1人物原型

《圣经》中的人物原埠!对霍桑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就足“哑当一夏娃”原型。根据荣格

和弗莱的观点。文学足神话的延续，是神话“位移”的结果⋯。
霍桑的小说创作，正尾一个巧妙地将哑当、夏娃神话“移植”于

他的作品中并赋予新的形式、内容和内涵的过程，《红字》更是
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可以说。《红字》中的海斯特·白兰实际

上是复娃原型，一个堕落妇人的形象，丁梅斯代尔则是哑当的

原型。人类的始祖阗对知谚l的渴求而堕落．丁梅斯代尔和海斯
特也因追求自由的爱情而堕落，所以他们犯的都是原罪。海丝

特·白兰被支夫送别新大陆后，由于久无丈夫音汛．加上两人

缺乏感情，在遇到博学的丁梅斯代尔牧师之后．偷吃了“禁

果”，堕落的结果是胸}ii『戴上了象征耻辱的红“A”字，同夏娃一
样傲赶出“天堂”。但足，她没有选择逃避和远走高飞．而是勇

敢地留r下来，在海边一问小茅屋里开始了殉道般的漫长的

赎罪生涯。她坚强地默默忍受着人们的歧视与漫骂，帮助病

人，救济穷人，用自己的善行弥补罪过．最终她的善行感化了
众人。人们也开始重新认识和解释红字“A”的含义．把它说成

是Able(能十)的缩写，甚至有人相信。它实际上是“天使”(An．

gel)的缩写。
再看，1梅斯代尔，作为深受人们尊敬的牧师，他有着雄辩

的El才和对宗教狂热的激情．他的话对许多人来说“如同天使

的声音一样感人肺腑”【2】。但他同样未能永远居于天堂，而是
在激情的冲荡之下违背了E帝的教诲。他的堕落是亚当式的

堕落，这集中表现在他们接受惩罚的态度}：。当上帝问哑当是

否吃了禁果。亚当没有直接叫答“是”。而是说：“你所赐给我与

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卜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3j他似乎在

说，我没错，是那女人的错。但夏娃让亚当吃果子时，他却丝毫
没有反对，最后却把责任全部推到r夏娃身卜。如亚当一样，

懦弱的r梅斯代尔一开始也没有勇气站出来和海丝特一一起面

对严酷的现实。他选择r沉默和自我惩戒，更加投入地从事宗
教事务，把自己的内心与外界完伞隔绝开来。《圣经》里对通奸

的后果做过这样的描述：犯通奸罪的人是失左理智的人，他在

毁灭自L三。他将失去荣誉并遭体罚；他将永远蒙受耻辱。f314,

说故事的发展也正如《圣经》所言，丁梅斯代尔暗地里不断体

罚自己，义时时刻刻接受良心的谴责，此外，他还不断地受到
海斯特的丈夫齐灵渥斯的报复。即使受到如此惩罚，丁梅斯

代尔依然在犯着新的罪——懦弱和虚伪之罪。不过，正是这
个霞荷使他“对犯下罪孽的同胞能有如此亲切的同情，他的

心能-q他们的心之间产生如此的共鸣．将他们的痛苦收容在
自己身上．而将自己内心的阵痛通过娓娓动听、滔滔不绝的

雄辩传染给他们”。131l[缶终前．他终-『．鼓足勇气，在七年前海斯

特-白兰站过的刑台上袒诺EI己所犯下的罪行，最终以死、以

诚实换来了内心的安宁．摆脱了齐灵斯渥的精神折磨和良心
的自我谴责。

2．2叙事结构原型

按照弗莱所说．《圣经》的叙事是遵循“乐园一犯罪～受

难一忏悔一得救”的U形循环。，141
圣经故事总是在悲剧性的苦难历程中达到完满的结局，

从而使圣经的叙事有了喜剧性的结局，所以弗莱称《圣经》是

一鄢“神圣喜剧”。∥《红字》中，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的心路历

程也都遵循了《圣经》的典型叙事模式。经过艰辛磨砺和自我
忏悔后，男女主人公最终都刚归了上帝，获得了新生，使小说

的结局洋溢着一种无言的胜利．整个叙事结构形成了一个喜

剧的U型模式。海丝特本可以在被人们视为伊甸园的新英格兰
过着平静的生活．但她的热情和好奇心使她偷吃r禁果，从而

被社会所嘲笑、放逐．形单影只地立足于世上。但海丝特并没

有就此堕落卜．去．在罪恶的煎熬中，海丝特不断地探索着人生

的真理。并以勤劳和善良逐渐赢得人们的宽容。经过长期生活
的磨砺，海斯特终于超越r自己负罪的心灵，得到了上帝的拯

救．由一个“罪恶”的女人变成了“天使”，获得了新生。作为牧

师的丁梅斯代尔有着受全镇人民尊敬的职业，本可以体面地

生活在这个宗教氛围浓霞的土地上。但是，他也阗压抑不住自

已内心深处燃烧的激情f『Ii做r违背教义的事。与海斯特不同，
丁梅斯代尔虽然没有敢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他却受到了精

神上的鞭挞与惩罚。他在自已的密窀里用血迹斑斑的鞭子抽

打自己．并在自己胸前烙了．一个“A”字，这个黑色法衣F燃烧

着的“A”字无时尤刻不在折磨着他的灵魂。r梅斯代尔的自虐
行为是受他负罪感的驱使所致，但同时也说明他也深深地渴

望得到上帝的宽恕和拯救，努力拥抱神性的自我。所以最后他

没有选择和海丝特一起逃走，而是战胜了世俗的自我。公开忏

悔r自LL隐藏的罪恶．获得了内心的平静和道德上的新生。

《红字》整个故事发展恰好体现了圣经的U彤叙事结构。
2．3情节原型

《红字Yf,还贯穿着《圣经》中的一些情节原型，其中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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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文学形象在霍克斯译本中的变异

包颖骤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安徽合肥230039)

摘 要：本文从文学形象这一定叉出发。指出文学翻译

就是对形象的翻译。在深刻理解原作中的林黛玉形象之后．评
析霍克斯译本中黛玉文学形象的变异．盛然会造成译语读者

对原作人物的理解上的扭曲。
关键词：林黛玉 文学形象 霍克斯译本 变异

1．导言

在翻译界。众多的翻译家都曾给过文学翻泽不同的定义。

郑海凌结合了茅盾和前苏联文艺学派代表人物加切其拉泽的

观点提出，“文学翻}肇足艺术化的翻译．是译者对原作的思想
内容与艺术风格的审美的把握，足用另一种文学语言恰如其

分地完整地再现原作的艺术形象和艺术风格，使译文读者得

到与原义作者相『司的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这不仅指出文

学翻潍的本质．H口艺术性，f『ii且把原作的艺术形象作为丁文学

翻译的对象。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足ur以被感知的，是文学

作黼I|I最本质的东西，文学翻湃就是对形象的翻译。所以在文
学翻泽中，对原作艺术形象的把握至关霞要，译作中如若不能

准确地再现，那么就不是一部合格的作品。

这里所说的形象有i个方面．“其一。形象是指客观事物，
如人物、山水、鸟兽虫鱼、雾雨雷电等等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

其二，形象的语言指的足艺术手段，这里的形象只表明语言手

段的性质。其三，艺术形象是指作家艺术家创造出来的生动具
体的生活画面，有时专指某个人物的神情面貌和性格特征”

(姜秋霞，2002)。

文学语言足特殊的语言，译者再现原作的艺术形象必须

存透彻理解原作精神实质的基础上．使用另一种语占把原作

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带到译语读者的面前。此时。意境也就随之
呈现出来。

2．黛玉的文学形象

提到《红楼梦》这部巨著便不能不提林黛玉．她不仅是曹

雪芹精心塑造的一个人物，也是《红楼梦》中町歌呵泣的人物

之一。语言艺术巨匠曹雪片是这样来描写林黛玉的：“两弯似
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日。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

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

人注目的是善与恶的冲突。善与恶的冲突是贯穿《圣经》主要

情节的冲突，从《圣经》歼篇的《启示录》起就小断体现出来，其

中}二帝与魔鬼撤旦的冲突足最核心的冲突，『斫亚当、夏娃因受
魔鬼的诱惑而背叛上帝可以说是《圣经》巾善与恶的第一次冲

突，事实卜．，《圣经》巾的每一个事件几乎都是这种善与恶的原
型情节冲突的再现。《红字》中的情节冲突正是源了《圣经》的

这一情宵原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在人物方面，霍桑

用善人与恶人之间的冲突代替上帝和魔鬼之『日J的冲突。《红
字》中的“善人”，足海斯特和丁梅斯代尔。他们虽然犯下了通

奸罪．丁梅斯代尔更犯有懦弱和虚伪之罪，但他们仍然以实际

行动表明他们代表着人性善的一面。与一般的罪犯不一样．他

们在犯罪后，不足自暴自弃、一蹶不振，而是带着对卜．帝的敬
艮，一心一意地忏悔，用苦行和善行去弥补自已的罪恶。由于

有了负罪的体验。他们才能对人类犯罪的间胞有了更深切的

同情，才能对陷r困苦磨难的同伴有更诚挚的关爱。两个主人

公都以不同的办式为自己也为别人洗刷厂罪恶。他们的善行
使他们备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而本是受害者的齐灵渥斯却

因报仇心切反而使自己变成了恶魔，成厂善恶冲突中悲哀可

耻的另一极。他鬼影般追随着丁梅斯代尔，折磨他的心身，吞

噬他的灵魂。“冒犯了他人灵魂的尊严”『2】，使人总觉得他似恶

魔一般．一个“没有人性的人”[21，这使他的罪在严重性上远远
超过_r他力图惩罚的罪人。当他取得完全的胜利之后．“当他

在世卜再没有魔鬼的_丁作要他女做的时候，这个没有人性的

人只好到他主子那里玉寻找工作并领取相应的报酬r”12】，他

毁灭了别人，也毁灭了自己。

霍桑心中的善人、恶人皆非完人。完美对凡人来说是无论
如何也无法企及的，只有上帝才是完美的。在众人眼里，丁梅

斯代尔是那么完美，但他其实是有罪的，他有弱点和不足。而

作家心日中的恶人，也往往有值得肯定和同情的地方，齐灵渥

斯既是迫害者，也是受害者，令人同情，他临死前留下遗产给
珠儿，也值得肯定。在《红字》中，彼此冲突的人物之问，有时善

恶界限并不十分明显，不像《圣经》中那么泾渭分明——上帝
绝对是善和完美的．而撒H．足绝对十恶不赦、罪大恶极的。

另一个善与恶的冲突与之柑比起来．更为隐晦一些，也更

为闻接一些。即基督教的仁爱精神和净化作用与清教的偏执、

严酷、不通人情的冲突．代表后者的主要是虚伪的世俗教会。

这一冲突实际卜．也体现在前文分析过的人物原型和结构原型
上。霍桑并不想否定基督教．加七清教对他的影响至深，作家

视宗教为人类的重要精神支柱，所要否定的是教会虚伪、残酷

的一面。《圣经》宣扬只有上帝才有权力审判一个人的灵魂。而

自认为代表上帝意旨的政教权威却让海斯特在众目睽睽之下
接受凌辱和惩罚，存霍桑看来这足极不人道、极其残忍的，是

对神灵的亵渎和冒犯。代表政教权威、虚伪和严酷的刑台自始

至终都笼罩着一层阴森、恐怖的气氛，它在丁梅斯代尔和海斯

特两人的悲剧中扮演了一个刽子手和绞刑架的功能；而代表

清敦执法的牧师，如威尔逊牧师．威逼海斯特吐鳝情人，企图
夺走珠儿，拆散苦命母女。事实上足打着纯洁教会的名义干着

违背基督教f■爱宗旨和人性天理的勾当。霍桑所再三肯定的

是“罪恶”的净化作用．他更多地希望唤起人与人之间的友爱

和关怀、体谅和宽恕。
3．小结

霍桑虽是一位十九世纪的作家，但他的作品的主题之深

刻和艺术感染力之强烈．直到今天也没有丝毫的减弱。究其原

因．除了丰富的想象力与独特的象征主义写作手法。还得益于

他对圣经原型与意象的巧妙运片j。这在他的佳作《红字》中表
现得极为突出。所以，我们对《红宁》的圣经解滨有着莺要的意

义。第 ，对作品的圣经原犁解读是读者深入透彻理解这部小

说的关键。第二．圣经原型在作品中的“移置”丰富了作品的文
化内涵，提升了作品的文化价值，并增强r其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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