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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鲸》中的圣经文化原型

          . 雷锋莲
(兰州医学院 外语教学部，甘肃 兰州 730000)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并阐述的是麦尔维尔的代表作《白鲸》中的圣经文化原型。在《白鲸》中有着大量的圣经人名、
暗示及典故。根据诺斯洛普·弗莱对原型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材料在麦尔维尔笔下是作为原型出现的。这些原型可

以说是某些意象、人物形象、叙述模式和主题的象征，相互之间具有普遍的结构关联。这决定了《白鲸》主题思想上的内在

一致性，塑造了其总体艺术风貌，左右着其美学功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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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白鲸》与圣经文化

    (白鲸》是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的代
表作。故事讲述的是船长亚哈为报仇而在茫茫大海上追杀

一条白鲸，最终导致船毁人亡的惨剧。小说的情节显得简

单，但隐含的内容深邃难测。国内外的研究表明这是一部暗

含了大量象征意义的作品，广泛涉及了心理、社会、宗教以及

哲学等方面的基本问题，是研究19世纪美国文学的重点课

题之一。面对《白鲸》，我们仿佛落人了一张象征之网，如何
破译其中复杂的象征意义呢?

    众多评论家已经注意到在《白鲸》中有着大量的文学和
神话暗示，它们中的一些源于传统神话，但是大部分取自历

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圣经文学。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名字如船

长亚哈、以实玛利、以利亚等都取自《圣经》，这使得小说同圣
经文化有着一目了然的联系。《白鲸》中的主要愈象:大海、
太阳、天空、空气、风、桅杆、大鲸、电光、火、鸟等，均源于《圣

经》。《圣经》对西方文学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部作品。“无

数作家从《圣经》中征引典故、选取素材、改写情节、化用人

物、推演母题、再现原型、极取灵感、接受观念，创作出带有圣

经意蕴的重要作品。”①《白鲸》正是这样一部作品。笔者认
为，除了人名、主要意象之外，小说的叙述模式、主题也受到

了《圣经》的影响。根据诺斯洛普·弗莱对原型的定义，我们
可以认为这些材料在麦尔维尔笔下是作为原型出现的。
    2.原型批评

    原型批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个十分

重要的批评流派。其主要创始人是加拿大的弗莱。弗莱认

为文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也就

是说，批评家必须对文学进行宏观研究，必须找到一种更大

的范式，去发现和解释文学艺术的总体形式和普遍规律。这

种更大的范式就是原型。他用归纳的方法来考察文学本身。

他的考察结果显示，文学的结构是神话式的。神话成了一个

贯穿整个文学史的基本术语，用于概括反复出现的叙述程

式。“神话就是原型，为了方便，当提到叙述的时候，用神话，

谈起意义时用原型。”②

    弗莱发现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人们可以发现相似的原
型和模式。他说:“所谓原型，我是指把一首诗与另一首诗联

系起来因而帮助使我们的文学经验成为一体的象征。’，③原
型批评理论的核心是“文学原型”，弗莱把心理学和人类学意

义上的原型移到了文学领域，原型成了文学意象。

    弗莱的原型批评为破译《白鲸》中复杂的象征意义投人
了一道曙光。本文从原型批评角度出发，尝试使用该理论来

破解其中之谜。在《白鲸》中，主要的原型有:意象原型、人物

形象原型、叙述模式原型和主题原型。其中广泛使用的圣经

意象为读者构筑了一幅想象的框架，使《白鲸》成为一部迄今

为止仍难以理解的神话作品。本文也将以原型意象为基石，
阐释人物形象原型、叙述模式原型和主题原型，论述《白鲸》

中的圣经文化原型。

    3.人物形象原型

    人物形象原型主要有两类，亚哈与以实玛利。这两个人

物的原型分别取自((I日约·列王记》中的亚哈王和((I日约·创世

纪》中亚伯拉罕的长子以实玛利。

    以色列王亚哈犯罪，得罪上主，比他以前的任何一个王

更厉害。他犯的罪主要是异族通婚，偶像崇拜，强占那伯的

葡萄园，拒不听从先知的预言和替告。简单地说就是傲慢，

一再违背上帝的诫命。在上帝眼中他是一个邪恶的王，十恶
不赦的人。最终在他与犹太王约沙发作战时，被箭射死。

    在《白鲸》中，船长亚哈也是一位帝王般的人物，性格傲
慢，不断与上帝为敌。在法勒船长眼中，他是一个“不敬神却

又神似的人物”④。他不但蔑视身边的人，声称是其灵魂、主
宰者，而且公然指责、反抗上帝，追杀白鲸。在圣经文化中，

大白鲸是恶魔般的巨兽，但它是上帝引以为荣的造物，是上
帝神力的象征。亚哈追杀白鲸就是追杀上帝。根据弗莱对

圣经文化的研究，我们可以认为，在《白鲸》中，太阳、电光、火

焰、鸟都是上帝的象征，这些意象反复出现，表明上帝以最自
然的景象显现，不断地暗示、规劝、警告亚哈。尤其是在第一

百三十二章“太平洋”中，我们看到“在高空上，这里那里都掠

过一些毫无斑点的小鸟的雪白的翅膀，’;“高高在上、象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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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凛凛的帝王的太阳，似乎给这个豪迈翻腾的大海抹上一层

柔和的神态，’;“那快活愉快的气氛，那迷人的天空，终于来抚

摩他了”。尽管是象亚哈这样顽劣的罪人，上帝也存心要拯

救他，他似乎被感化了，“一滴泪水从亚哈那低挂着的帽子落

下来，掉进了海里”。大副斯达巴克忍不住走到他跟前，亚哈

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往事:连续不断的四十年捕鲸生活!“简

直不是个人，而是个恶魔!⋯⋯干吗要这样拼命地追击?

⋯⋯靠拢来，站拢来，斯达巴克;让我来仔细看看一个人的眼

睛⋯⋯朋友啊，这是一只魔镜;我在你的眼睛里，看到我的妻
子和孩子。”然而，当斯达巴克试图抓住这次机会劝说他返航

时，“亚哈的眼睛一转:象一棵枯萎了的苹果树，经他一摇，便

把他那只最后的枯苹果摇落在地上”。亚哈一意孤行，终于

在第三次追杀白鲸时被自己放下的捕鲸索勒死，葬身大海。

麦尔维尔正是借助这些圣经原型再现了一个敢于反抗上帝

的真正恶魔般的人物亚哈。
    另一种原型人物是以实玛利。小说中的叙述主人公叫

以实玛利，他出自《旧约·创世纪》，亚伯拉罕之妻撒拉自己没

有生儿育女，便将使女夏甲给丈夫为妾，后夏甲生一子，取名

为以实玛利。撒拉自己后来生了一个儿子，于是便将夏甲和

以实玛利一起驱赶出家门，任其流浪在荒野;然而，上帝与以

实玛利同在。在《白鲸》中，以实玛利也是一个流浪汉。正当
他情绪低沉，对生活感到厌倦，也被社会所唾弃时，他开始了

自己远离社会的漂泊远航。上帝使他遇见了魁魁格，一位善

良，纯朴的野人。于是两人结为挚友。以实玛利对生活重新

燃起了希望。

    船长亚哈与以实玛利都是原型人物的再现:与各自所对

应的原形人物有着相似的性格，相同的命运:前者是上帝所

谴责、所诅咒的，后者是其所爱、所拯救的。不仅如此，前者

还丰富了他所对应的原型，船长亚哈不仅仅是个恶魔般的人

物，他还是有人性的，他也曾怀疑、懊悔、痛苦过，也曾善意地
看护过疯子比普，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4.叙述模式原型

    弗莱认为整个圣经的叙述模式是U形的，其中的一个

个故事亦如此，是一种标准的喜剧模式。在《白鲸》中，以实

玛利的故事是U形的:从陆地进人大海象征着落人灾难，他

犹豫，苦闷，思考过后，认识到了真理，开始忏悔，于是，又浮

出水面，从大海中再生。

    以实玛利的故事主要是通过大海、陆地，大鲸和人造的

火这几种原型意象勾画描述的。《创世纪》使洪水成为灾难

的意象，麦尔维尔借用了这一意象，“恶魔般的大海”。然而，

洪水也可以看成是拯救惫象，取决于从什么角度来看它。正

如弗莱所分析的，对挪亚及其家人来说，它是拯救的意象，而

对其他人来说它却是恶魔意象;对渡过红海的以色列人来

说，它是拯救的意象，而对埃及人来说，又是恶魔意象⑤。大
海既是灾难的意象，又是生命之水的意象。这样一来我们就

可以理解为什么以实玛利落如水中，又能从中再生。

    在全体船员中，只有以实玛利幸存下来，因为只有他对

白鲸的看法在不断发展。他也曾感受到白鲸的恶，与其他人

一起发哲要杀死莫比·迪克;在第1章里，他自认为具有某种

能力“可以体察到某种恐惧，然而⋯⋯却能与之共处”;在第

87章中，他还说道:“我自己虽然处在旋风似的大西洋中间，

内心里却始终异常镇定地感到趣味盎然;尽管灾难重重的星

宿尽绕着我转，使我愁困不堪，走投无路，我还是沉浸在无穷

欢乐的柔情中。”他与上帝创造的温情相认同，对内心的躁动

的“蛮夷”作温柔的处理。他对此采取了全盘地吸收。在以

后的章节中，他已经真正的平静下来，“我不再记得我们曾经

发过的那些恶狠狠的誓言，在鲸鱼那里，我‘鲸’盆洗手，不再

记怀”。白鲸是上帝神力的象征。以实玛利从发誓要追杀白

鲸到接受它、欣赏它、与它和平共处表明了他对上帝神力的
认同，对世间不可知事物的理解与宽容。

    以实玛利的转变，与第%章中所描述的险些造成灾难

的人造的火密不可分。事后，他感慨万千:“别相信那人工的

火焰，它那红红的火光会使一切东西都显得鬼影幢幢。明

天，在那自然的太阳光里，天空就将灿烂辉煌⋯⋯那个辉煌、
灿烂、喜洋洋的太阳才是真正的灯盏— 其它的一切都是骗

人的!”经历这次梦魔般的夜晚后，他认识到只有真正的太阳

— 上帝才能拯救他。亚哈这个帝王般的人物正象征着这

人工的火焰，如果一味追随下去，与他一同继续追杀白鲸，必

将落人万丈深渊。

    通过对大海、陆地、大鲸和人造的火这种原型意象的勾

画描述，我们看到以实玛利在不断提高、完善对白鲸及人工

的火焰的认识，他逐渐的平静下来开始忏悔，于是他浮出水
面，得到了拯救。这些象征着他接受了洗礼，获得了再生。

以实玛利水中再生的故事类似与约拿的故事，都是U形的，

是一种喜剧模式。

    亚哈故事的叙述模式是倒置的U形:小说开始，他已被

白鲸咬掉一条腿，意味着灾难降落到他身上。他的悲惨命运
早已注定，且无法挽回。他与船员们做着一切准备，千辛万

苦地穿越那无垠的大海，只是为了奔赴他们的死期;在他们

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作者一步一步揭示了亚哈悲剧
命运的必然性。

    首先，亚哈执意要追杀白鲸，在他看来白鲸是一切恶的

化身，必须铲除。然而，白鲸是上帝最引以为荣的造物之一，

追杀它，就是反抗上帝，必然招致悲惨的下场。其实，亚哈曾
经有过许多次掉转船头“回头是岸”的机会，但每次都被他毅

然拒绝了。“裴廓德号”先后与“信天翁号”、“处女号”、“玫瑰

蕊号”、“撒母尔·恩德比号”、“单身汉号”、“拉吉号”、“欢喜

号”等捕鲸船在洋面上相遇。这几次相遇实际上都起到对

“裴廓德号”的警告和劝戒作用。船长亚哈一次又一次被告

知，莫比·迪克具有超自然的力量，谁要与它抗争必死无疑。

然而，这些忠告都被他拒绝了。

    大副斯巴达克对他的建议、哀求一直贯穿始终，就在最

后一天的决战来临之前，当莫比·迪克离开大船，向远方游去

时，他最后一次劝亚哈:“还不算太迟咧，哪怕现在是第三天，

要断这念头还来得及呵。你瞧!莫比·迪克可不是要找你

呀。而是你，你，在发狂地找它呀!”

    亚哈一意孤行，拒不听从来自大副的建议，哀求;过往船

只的暗示，替告;上帝以各中意象如电光，太阳，天空，鸟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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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给他以启示。亚哈也曾痛苦过，犹豫不决，但他最终走上

了与上帝为敌的道路，最终导致船毁人亡的悲惨结局。亚哈

和约伯一样，遭遇了不应有的灾难，这是对他们的考验，约伯

经受住了考验，恢复了名誉，地位，财产。亚哈一错再错，走

向毁灭的道路，在他身上，恶行发展到了极点。最终将他在

白鲸身上所见的恶全部移植到了自己身上。约伯故事的叙

述模式是U形，亚哈故事的叙述模式刚好是倒置的U形，是

一种悲剧模式

    传统观念将《白鲸》作为一部悲剧作品，然而，从原型角

度分析，它是一部悲喜剧:从以实玛利的角度看，是一部喜

剧;从亚哈的角度看，是一部悲剧。
    5.原型主题

    麦尔维尔生长在加尔文教的环境里。加尔文教强调宿

命论，强调“原罪”，人类只有通过上帝的慈悲，而不是人本身

的力量，才能得到拯救。他信仰上帝，救世主。然而，在19

世纪的美国，人们在某些思想流派如爱默生有关人的神圣

性，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就的等观念的影响下，不再信仰
上帝，救世主，转而相信人可以拯救自己。对此，麦尔维尔塑

造了亚哈这一人物形象。白鲸是上帝神力的象征，而亚哈则

代表着人类的邪恶力量。通过这部作品，麦尔维尔谴责了亚

哈对神的反叛。在依靠什么力量铲除罪恶，拯救人类这个问

题上，麦尔维尔与加尔文教有所不同。在他看来，人类只有

板依上帝，在上帝的指引下，依赖自我、友情等，才能获得拯

救，再生。以实玛利就是这样的人物，是作者所赞同的。

    6.结论

    本文对《白鲸》篇的原型序列进行了探讨，作了一个尝试

性的结论:《白鲸》表现了圣经原型。这些原型有以下两个特

点:第一，原型之间的普遍联系性。各原型序列之间具有普
遍联系，即以原型意象说明原型人物形象和原型叙述模式，

人物形象和叙述模式又表现了原型主题，这种普遍联系决定

了小说在主题思想上的指涉性和重要性。用原型之间的对

应阐述了麦尔维尔在表现主题思想上的独具匠心，说明了他

关注的主题:人与上帝的抗争。第二，原型运用的复杂性。

有的属于直接引用，如太阳、空气、大海等;有的仅仅是暗示，

如人工的火焰;还有的是潜藏的，如原型叙述模式。

    《白鲸》从头到尾，在描写和叙述时所使用的许多话语，

在原型意义上，都与圣经吻合一致。一旦读者了解了这一

点，并且愿意让它影响自己对小说的理解，那么所产生的全

部效果便能使《白鲸》的意义更加丰富。这部小说太复杂了，
作者精心安排、小心运用的对比系统比比皆是，由于本人学

识有限，其中许多隐藏着的对比关系尚未理解，这里只是提

示读者，使他们能够从美学观点上对这部小说作更进一步的

欣赏。

    笔者认为，这一原型体系的功能在于:在《白鲸》篇中，麦

尔维尔不仅重新构建出这些圣经原型，激发了原型的情景，

引起了读者的共鸣，而且扩大丰富了其中一些原型的意义，

例如，白鲸，因而使得这部名篇既具有独创性又与传统紧密

结合。《白鲸》的美学功能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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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Frye Northrop: "The Archetypes of Literature, "in D. Lodgeed.

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Longman,1972 ,叫29.

    ③    Frye Northrop: Ana卜J，日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 P.，1957,109.

    ④本文引用原著处均来白赫尔曼麦尔维尔著、曹庸译:《白鲸》，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0

    5 Frye Northrop: The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 San

Dieget NewYorket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82,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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