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狄金森的圣事意象与信仰追求

洪! 流
（安徽工业大学 文法学院，安徽 马鞍山 "#$%%"）

! ! 摘! 要：艾米莉·狄金森一直试图建立起自己心目中的上帝，追求没有基督的神性。她借助基督教教义中的圣

事语词，讥讽毫无意义的教堂圣事，进而走出教堂在自然和自我中寻找神性，并最终在自己的诗歌中创造了不朽的圣

事，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狄金森诗歌中的圣事意象表明了诗人对传统宗教的反叛精神和对宗教信仰的独特

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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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狄金森的诗歌创作深受诗人所处时代和地域的宗

教氛围的影响。狄金森的诗作中有许多就是直接或间

接与宗教有关，以至于有评论家认为她就是一个“宗教

诗人”。［)］（S(）在对狄金森宗教情结的研究中，有人借死

亡与上帝受难的比喻探讨狄金森的隐退而希冀死后成

名。［"］也有人从狄金森的一生中宗教态度的变化考察

其神学观的形成。［$］然而，对于狄金森诗歌中承载着诗

人的宗教态度和信仰追求的重要意象———基督教的

“圣事”!———却显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文学象

征角度看，狄金森的圣事意象的复义性使其诗作更具

神秘色彩，更充满张力，更富于诗意。从宗教文化看，

狄金森的圣事意象是对传统宗教中圣事的颠覆，不仅

流露了诗人对上帝既信又疑的矛盾心态，更表明诗人

对宗教传统的独特的理解和对信仰的独特追求。

! ! 狄金森出生在新英格兰的阿默斯特镇。在新英格

兰，虽然盛极一时的加尔文主义在 )T 世纪初已成强弩

之末，但阿默斯特这样保守的小镇在 ). 世纪中叶仍然

经历了数次宗教复兴运动，加尔文主义仍居统治地位。

狄金森一家信奉基督教加尔文主义，但狄金森从小就

是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不愿盲目接受基督教义，更不愿

屈从上帝的意愿而放弃自己信仰上的独立，因此在幼

小的心灵中就萌发了对宗教思想束缚的叛逆精神。她

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 ! 亲爱的阿拜亚，对于你信中常常关心并提醒我考

虑的那个最重要的问题（改信基督教———译者注），我

不是没有考虑。但我觉得我和上帝还没有停火。你心

中所充满的那种美好激情我仍然很陌生。我十分相信

上帝和他的承诺，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世界对我

有更大的吸引力。我不想为了基督而放弃一切，即便

让我去死。"（S$+）

! ! 因此，她勇敢地与上帝进行抗争：“基督在召唤着

这里的每一个人，所有我的同伴都响应了，甚至连亲爱

的维妮也相信她自己爱他、敬他。只有我单枪匹马地

站在这里坚持反抗。”［#］（S)+）自 ’% 年代之后，她索性连

教堂都不去了：“有人在安息日去教堂——— U 我却留在

家里过——— U 食米鸟来领唱诗班——— U 果园权当圣堂一

座———”"

! ! 从狄金森的一生看，她对宗教的态度始终是矛盾

的。她既无法完全接受基督教，也无法像唯物主义者

那样完全抛弃上帝和宗教。上帝在她的笔下以多种面

目出现，时而是“盗贼！银行家———父亲！”为诗人憎恨

和热爱，时而又“是个爱吃醋的神”被诗人调侃。《圣

经》于她是“他饮食的珍贵的文字——— U 精神因此健壮

英武———”，同时又是“⋯⋯一卷古书 U 由褪了色的人们

写成——— U 依照的是圣鬼的建议———。”

! ! 正是在自己内心的矛盾中，狄金森逐渐形成了自

己对宗教的独特的理解，进而挑战传统，并试图确立一

种对上帝的态度，构想一个自己心目中的上帝，一个没

有基督教的上帝，一个从自身的认识来感知的上帝，追

求自我的神性。从文学创作看，正是这一矛盾的心态

使得狄金森巧妙地利用了宗教的“原料”创作出不朽的

诗篇。狄金森虽不是基督教徒，但熟知基督教加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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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所以常常借用许多宗教语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对基督教的“圣事”的颠覆便是典型的例子。

! ! 在基督教加尔文教义中，圣事被看成是上帝与选

民签订的象征性的合约。在加尔文教徒看来，洗礼用

的圣水圣洁纯净，能够净化人的灵魂，但洗礼本身并不

能消除人的罪恶和堕落。它只是对教民子女的一种象

征性的承诺，为教民未来的信仰、悔罪和享受神恩提供

了一种希望。加尔文教义中的圣餐则表示上帝的救

赎，与上帝的亲和，神恩的广布，神许的怜悯并最终享

受永生。它“强调的是教徒从面饼和葡萄酒为物质外

象的灵魂之食物中汲取的精神营养。”所以，对选民来

说，圣事是上帝拯救选民的承诺，作为“神恩合约的神

圣标志和印章，由耶稣代表上帝直接签订，使选民愈加

关注上帝并为耶稣所代表的上帝服务。”［"］（#$%）两次圣

事———洗礼和领圣餐礼———象征着上帝对选民的承

诺、教民资格的获取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

! ! 由于狄金森从未改信基督教，她也就被排除在“上

帝的晚宴”（&’()’* +,--.(）之外，虽然很明显她曾多次

目击这种仪式。这种排除对解读狄金森的圣事意象非

常重要。在她的诗歌中，圣事已超越了被排除者的所

遭受的限制和诗人所体验的装腔作势的基督教教义，

从而具有新的意义。当她发现教堂的圣事如此空虚，

与自己的体验相去甚远时，她就干脆在诗歌中抛弃了

所有的限制，对“神圣”的概念提出了质疑并重新界定。

在她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圣与世俗不是界线分

明、彼此隔绝的，世俗的无疑也是神圣的。狄金森有意

使用圣事语词呼唤出那个精神王国，但这种声音不是

来自基督教教堂，而是来自于一个对神性、选民资格和

精神融合的来源不断审视的声音。

! ! 与宗教的对抗造就了狄金森的生活和诗歌，也形

成了她那种完全可以称为“异教信仰”的宗教意识。这

种意识与教堂和教义鲜有联系，但与自然和人的内在

体验息息相关。换句话说，狄金森试图在教堂外而不

是在教堂内，通过自己的方式，作为独立的灵魂而非一

个享受神恩的狂喜的信徒，去与上帝建立联系。因此，

诗人的宗教认识和诗歌创作极具颠覆性，削弱了传统

的宗教权威，修正了所谓有意义的神性（/.0-,-1234
*5,(,6304,67）的传统观念。

! ! 狄金森对宗教所作出的反抗并不是说她独立于宗

教之外，不受其影响。事实上，当所有其它的基督教的

教义教规被她的理智拒绝后，上帝仍是她渴望面对的。

“杀了我，灵魂会飞起来 8 向着天国讴歌——— 8 依旧属于

你。”（江枫译）上帝是她孤独世界中的陪伴者，是她希

望所倚的巨石：“我希望天上的那位父亲 8 愿意提携他

这 8 古板、淘气的小姑娘——— 8 越过那珍珠镂成的门

框。”（江枫译）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狄金森虽然

被教堂所抛弃，但她确实认识到精神体验和与上帝建

立联系的重要性，渴望得到上帝仍在关怀芸芸众生的

确切信息，渴望得到上帝的肯定和保证———要成为上

帝的“选民”。［9］（#:;<）

! ! 但是，鉴于上述原因，狄金森并不能轻易地与上帝

建立起合约，享受上帝的恩典。由于诗人无法接受基

督教的教规教义而被排除在教堂之外，因此教堂中一

切圣事于她没有实在的意义。相反，象圣水、圣酒和面

饼这些圣事语词，如果给其他的基督教徒带来了希望，

对狄金森则意味着痛苦、悲伤和背叛。而当她提起教

堂的圣事时，全然是无情辛辣的摒弃。

! ! 我的价值为我所疑虑

! ! 他的美德———为我所恐惧

! ! 两者相比，我的品德

! ! 看起来———的确微不足道

! ! 唯恐自己不足以胜任

! ! 他高贵的需要———

! ! 这莫大的恐惧积压在

! ! 我思绪纷乱的心头———

! ! 的确———那神性原本

! ! 就会走向堕落———

! ! 因为他不可能维系于

! ! 比他本身更高贵的东西———

! ! 所以，我———他选中的人

! ! 不敬的住所———

! ! 在我的心灵———且作为教堂，

! ! 举行自己的圣事。!（#9"%）

! ! 无法在她所接触的教堂里寻找到精神安慰和真正

的参与，狄金森便走出了教堂，按照自己的主张，以自

己的方式寻求上帝的恩典。在自然中，诗人体验到了

神性。“自然滋养了她。自然是她的母亲。她用不着

走出维尼的花园就能找到她（的母亲）。她不用‘褪色

的人’来 告 诉 她，她 在 此 体 验 到 的 祝 福 是 美 好

的。”［$］（#%%"）

! ! 这些是指向自然酒家的路标———

! ! 她慷慨邀请

! ! 一切饿汉，尝她

! ! 神秘的芳醇———

! ! 这些是自然之家的礼仪———

! ! 对乞丐，对蜜蜂

! ! 敞开胸怀

! ! 同样殷勤。

! ! 为了证明她真挚

! ! 永不凋谢的欢迎

! ! 东方，长有紫红

! ! 北方，总有那颗星———!（#%=%9）

! ! 狄金森在自然中所找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教堂

内的那种她无法参与的、毫无意义的圣餐。自然中的

圣餐是包容的，非教义的，它“慷慨”、“真挚”，对“一切

饿汉，⋯⋯对乞丐，对蜜蜂敞开胸怀，同样殷勤。”它毫

无偏见，以平等的态度欢迎自然中所有的生灵尽情享

受“圣餐”带来的祝福，让所有的人同等地体验和接触

神性。

! ! 但诗人对自然的关注还有着更深层的含义。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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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在 !"#$ 年写给希金森的信中说过：“‘超自然’只不

过是揭示出的自然。”［!］（%!!&）这一观点显然受爱默生超

验主义的影响：自然是上帝晓示人类他的意图的象征

符号，研究这些符号的各种形式，就可以揭示出神灵，

即便不能提供直接接触的方法。这是狄金森认识自然

的基础。同时，诗人还认为，只要参与了自然的“ 仪

式”，人就可以从中读到自己的命运。她的诗歌中所描

写的自然中季节的循环（生—死—再生）的主题便是这

一认识的体现。在下面这首诗中，诗人利用传统的圣

餐仪式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自然中的圣餐能给

她永生的保证。

’ ’ 这是鸟儿回归的日子———

’ ’ 为数寥寥———一只两只———

’ ’ 依依回顾。

’ ’ 这是天空恢复的日子

’ ’ 回到昔日———昔日六月的诡辩———

’ ’ 一种蔚蓝金黄的错误。

’ ’ 哦，骗不了蜜蜂的骗局———

’ ’ 几乎你所有的花言巧语

’ ’ 都在引诱着我的信觉。

’ ’ 直到种子列队作证———

’ ’ 在别样的空气里轻轻穿行

’ ’ 催促一片羞怯的树叶。

’ ’ 哦，夏日的圣典。

’ ’ 哦，烟霭中最后的圣餐———

’ ’ 允许一个孩子消受。

’ ’ 你那要打的神圣的旗号———

’ ’ 你那要吃的献祭的面饼

’ ’ 还有你那要饮的永生的美酒！!（%!$(）

’ ’ 狄金森说过：“这些异常宁静的印第安夏日总是让

我想起无人能侵扰的最沉静的东西⋯⋯我认为我们都

会想到永生。”［"］（%#)）在诗人看来，一年中没有哪个季节

象夏季如此让人充满想像，或与永生如此密切相联。

’ ’ 在诗歌的前三节，诗人意识到了自然的欺骗性。

表面的美景———回归的几只小鸟和金色的太阳映照的

蔚蓝的天空———是夏季设下的“骗局”。虽然蜜蜂看穿

了这一骗局，但诗人却被夏日的花言巧语所蒙骗。

’ ’ 在后三节中，诗人却有意把这一假象当作自然规

律而欣然接受下来。很明显，这幻象般的印第安夏日

不会只是纪念夏日的仪式，或是夏日温暖和色彩的短

暂的重现。轻轻穿行在“别样的空气”"中的种子和纷

纷的落叶见证了季节的变化和被夏季掩盖的荒凉，但

又带来了雪莱的西风在大洋彼岸吹出的希望：“让他们

（———飞翔的种子）深埋在冰凉的土壤里，* 像一具具尸

体躺在 墓 穴。待 到 * 蔚 蓝 的 春 妹 妹 来 临，把 号 角 吹

起 * ”。#飞舞的种子是冬天来临前最后的积存。它们不

会死去，而是被埋在大地里以待在来年春天时复活。

’ ’ 诗人在最后两节中提出的圣餐意象则肯定了这一

幻象的宗教意义。作为内在的精神现实的外在表征，

圣餐面饼就是自然中正在发生的一切的深刻象征。温

暖的夏日暗示着包含着变化和死亡的季节更迭。表面

上的骗局实际上体现了一条根本的宗教法则———由死

亡到再生。因此，这里的宗教意象肯定了印第安夏日

既是残年的最后的仪式又是为再生乃至永生所做的准

备。因此，诗人虔诚地、以一个孩子的身份请求参与夏

日圣餐仪式，并通过分享“永生的美酒”而得到再生的

承诺。

’ ’ 狄金森不能接受教堂内的圣餐，她也同样拒绝了

教堂举行的洗礼。在下面这首诗中，狄金森直接影射

了空洞无物、毫无意义的教堂洗礼，却竭力颂扬了自己

更富有意义的洗礼：

’ ’ 我被割除———我不再是他们的———

’ ’ 在乡村教堂，他们用水

’ ’ 滴在我的脸上的名字

’ ’ 现在，已不再使用，

’ ’ 他们可以把它留给我的玩偶，

’ ’ 我的童年，和那串线轴，

’ ’ 我———同样———已不再去绕线

’ ’ 以前，受洗礼，不容选择，

’ ’ 而这一次，我意识到，是天恩———

’ ’ 眷顾这至上的名字———

’ ’ 新月落下时———召唤我走向满月———

’ ’ 存在的全弧，被填满，用的是一个小小的皇冠。

’ ’ 我的第二个头衔———第一个太渺少———

’ ’ 加冕时——— 欢叫着———在父亲的怀里———

’ ’ 一位意识半有半无的皇后———

’ ’ 但这一次———条件胜任———挺起胸膛

’ ’ 凭着意志去选择，去摒弃，

’ ’ 所以我选择，只要王冠一顶———［!］（%+()）

’ ’ 诗人借洗礼和圣婚圣事的对比毫不隐晦地表达了

自己对教堂洗礼的摒弃，颂扬了个人意志的伟大。狄

金森认为，在儿时接受洗礼的时候，自己还是个“躺在

父亲的胸口”的“意识半有半无的皇后”。洗礼是自己

无奈的选择，只是表明父母对宗教的虔诚。那次洗礼

只是外在的，不过为她的命名添上了一抹宗教的色彩，

但并没有触及她的灵魂，因此是微不足道的。而现在

诗人已经长大，与自己心爱的人走进了神圣的婚姻殿

堂，接受加冕以完成自己的完满。两次洗礼，但这次则

截然不同。这次洗 礼是诗人自觉自愿的选择。它的意

义不仅在于使“我”获得了妻子的身份和地位，更在于

“我”能充分自主地运用自己的意愿实现自我。诗人将

个人的意志和力量直接对抗宗教的教义和上帝的权

威，并最后超越一切宗教的限制，使得在个体的自我意

识驱动下所实现的富于人性的选择得到升华，把个人

意志提到了与宗教一样甚至高于宗教的地位。

’ ’ 用传统的语言对传统宗教意义进行颠覆，从而表

达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只是狄金森玩味圣事的方式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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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神性所抱有的这种为人所熟知的、疑虑的甚至

是亵渎的姿态对狄金森来说就是神圣的立场，也是她

与神性间关系的重要部分。在刻划自己诗人的角色

时，狄金森同样圣化了这一立场。换句话说，狄金森不

仅重新定义了圣餐，而且创造了圣餐并把它作为不朽

的自我提供给他人。在第七百七十三首诗中，诗人完

美地表达了自我从被排除和剥夺，通过体验而最终成

为他人的营养提供者的整个过程：

! ! 失去了另一道盛宴，

! ! 我招待自己———

! ! 开始———些许的食物———

! ! 一块不成样的面包———

! ! 但点点添加后已变成———

! ! 如今弥足珍贵的模样

! ! 对我已足够奢侈———

! ! 且勉强填充

! ! 旅鸫的辘辘饥肠———

! ! 红色的香客，我和他———

! ! 从我们的餐桌上留下

! ! 一粒浆果———出于慈爱!

! ! 诗的第一节以饥渴意象开头。诗中的“我”因为被

剥夺盛宴而只能象乞丐一样以“一点可怜的食物”勉强

度日。显然上帝是吝啬的：他的盛宴也只是为极少数

人准备的。和知更鸟一样，诗人明显不在领圣餐礼者

之列。作为圣餐的局外人，我和旅鸫鸟的处境证实了

上帝的冷漠和吝啬。既然无法得到上帝的青睐，诗人

“我”自然也就只能依赖自己的努力而非上帝的神力去

一点点地做大自己的面包。

! ! 然而，从第二节起，“我”却以“穿破裤子的慈善家”

的面目出现了。与上帝的盛宴相比，“我”的宴席太寒

酸———只能“勉强填充旅鸫的辘辘饥肠”。但是诗人和

“红色的香客”却能从他们仅有的那么一点难以为计的

食物中“留下一粒浆果”。浆果虽小，但对于饥饿难当

的“我”和食量很小的知更鸟来说就算是丰盛的宴席

了。“出于慈爱”而留下的这一粒浆果所表现出的诗人

的慷慨与爱心与上帝的吝啬和冷漠形成了强烈的对

比。诗人被剥夺的自我也最后发展成为能滋养他人的

自给自足的灵魂，也因为担当了与上帝施恩于民同样

的职责而被赋予了一样的神性。

! !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并不是用上帝的晚餐来作为

滋养他人心灵的食物。在“我不能与你一起生活”中，

诗人讥讽地把爱人间的幸福生活与上帝的晚餐所象征

的永恒的生活作了比较，并将圣餐杯戏称为“如同一只

怀子 " 惨遭家庭主妇遗弃 " 不是嫌古怪———就是怕寒

酸——— " 崭 新 的 名 瓷 惹 人 爱——— " 谁 喜 欢 破 坛 烂

罐———”。很明显，这打破的圣餐杯意象表明：“这旧的

象征物，像陈旧的清教教义一样，已经开裂。它无法维

持生命，因而只有被替代。”［#$］（%&）狄金森为此所提供的

替代圣餐就是她的诗歌。在自己的诗歌中，诗人创造、

参与并与读者共同分享她的圣餐。因为在诗歌中，她

的圣餐可以流芳千古：“ 只要人类能呼吸，双眼不失

明，" 只要诗行存世间，你就有生命。”"不朽的诗歌为一

代代狄金森的崇拜者创造了不朽的圣餐。

! ! 综上所述，狄金森虽身处隐居的孤独中，却能深入

到人和上帝之间的存在中探讨信仰的本质。她从对人

性和现世的关注出发，抛弃了传统的教义教规的束缚，

在诗歌中向基督教的圣事发起挑战。诗人以自然中的

包容的、慷慨的圣餐对抗教堂内的排他的、教义性的圣

餐，以强烈体现个人意志的婚姻“加冕”对抗剥夺个人

意志下的空洞的教堂洗礼，表达了诗人对传统宗教思

想的反抗。而更为重要的是，诗人在摒弃传统宗教圣

事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圣事理论，把自己的诗歌

做成不朽的圣餐为后代提供了精神食粮。作为诗人的

狄金森也因此成为世俗“圣事”的创造者，建立了自己

的宗教体系，也最终找到了“旋转世界中的一个安宁

点”。［’］（%’(）

注释：

#天主教和正教认为“圣事”有七件：圣洗、坚振、告解、圣餐、终

博、神品和婚配。本文讨论的主要是圣餐和圣洗 )
!诗歌原文引自 *+,-./ 01 2,+3/,3，451 *+4 %,4-/ ,6 7-89:

;8<=83/,3，>.-?@85A4，B.//：*+4 C49=3.D %@4// ,6 0.@E.@5 F38G
E4@/8H:，#(I&1 文中未注明的译文为本文作者所译 )
$原文为“.9H4@45 .8@”。“.9H4@45”与“.9H.@45”（圣坛的；祭坛的）

为谐音双关，谐音词的词义与后文中的“圣典”、“圣餐”等呼

应，因此加强了夏日的宗教意义 )
%见雪莱的《西风颂》（J，KL M&）)
"见莎士比亚的 N,334H #&，K#’ M#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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