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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还 乡》 是托马斯
·

哈代的
“

性格与环境小说
”

部小说的环境和男女主人公
,

并分析他们的神话原型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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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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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原型批评 的角度来探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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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批评被认为是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文学

批评方法之一
。

在批评实践中
,

原型批评试图通过

对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各种意象
、

人物类型和叙

事结构的挖掘
,

找出文学作品中潜在的原型模式
。

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批评方法
,

为文学批评开

拓了广阔的空间和领域
。

《还乡 》 是哈代的
“

性格与环境小说
”

之一
。

从小说中运用的神话典故
、

远古流传下来的季节性

庆祝活动以及人物形象等各方面我们都可以发现原

型意象的存在
。

尤其是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 埃

格敦荒原和小说的男女主人公都被赋予了神话和宗

教原型
。

值得指出的是
,

哈代对这些原型的运用并

不是墨守成规
、

一成不变的
。

他对这些原型进行演

变
,

使这些原型具备多层意义
,

使人物形象更加丰

满
、

生动
。

本文主要从原型批评的角度来分析 《还

乡》 的环境及其主要人物
。

定俗成的语义关联
,

通过这种原型意象
,

我们可以从

一个特定的角度发现文学的历史线索
。

而文学中的原型就是指在文学史上不断反复重

现的文学形式化单位
。

例如著名的
“

俄狄浦斯
”

情

结
,

即
“

恋母情结
” ,

作为文学中的一种原型在不

同时代不同作家的作品中反复出现
。

它在古希腊索

福克勒斯的 《俄狄普斯王》
、

莎士比亚的悲剧 《哈

姆莱特》 和 19 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大师陀斯妥耶

夫斯基的 《卡拉马佐夫兄弟》 中都有体现
。

原型批评又被称为神话批评
、

仪式批评和图腾

批评
。

它通过对作品中原型的发掘和分析
,

旨在找

出文学中潜在的原型模式
。

它注重的不是作品的内

在结构
,

而是作品与其他作品之间的联系
。 “

而原

型批评的目标之一就是不仅发现作品的叙述和意象

表层之下的原型结构
,

而且揭示 出连接一部作品与

另一部作品的原型模式
,

最终
`

使我们的文学经

验成为一体 ”
,

(朱立元 )
。

一
、

原型批评

二
、

(还乡) 的原型批评

原型批评的理论基础主要是荣格的精神分析学

说和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
。

其主要创始人是加拿大

的批评家弗莱
。

弗莱充实和发展了荣格的原型理

论
。

他认为原型是指典型的即反复出现的意象
,

就

是
“

一个象征
,

通常是一个意象
,

它常常在文学中

出现
,

并可被辨认出作为一个人的整个文学经验的

一个组成部分
” 。

现在通常认为原型是一种在文学

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象征模式
,

它构成了一种特定的

文学传统
,

把历史上个别的作品串联在一起
,

具有约

1埃格教荒原的原型— 魔幻型世界

一般来说
,

环境的描写只是为人物活动提供适

当的背景
。

但是
,

在小说 <还乡》 中
,

埃格敦荒原

不仅构成故事的独特背景
,

它本身就是悲剧故事的

参与者
,

它影响
、

制约着人们的性格和命运
,

是一

个极为重要的
“

人物形象
” 。

弗莱在 《批评的解剖》 中谈到魔幻型世界的原

型含义理论时指出
:
魔幻型世界是与神喻形象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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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
,

是
“

为欲望所完全摒弃的世界
” ,

是一

个
“

梦魔 和替罪羊的世界
,

奴役
、

痛苦和混乱的

世界
” 。

埃格敦荒原就是一个充满敌意
、

冷漠无

情的魔幻型世界
。

小说中哈代称它为
“

怪异幽灵

之家
” ,

多次把它与泰坦 的牢狱
、

但丁 的
“

净

界
”

联系起来
。

“

神魔世界大多把在技术不发达社会中自然

之巨大
、

可骇和盲 目的力量拟人化了
。

… … 命运

的设计
一

操在虚于飘渺 的众神手中
。 ”

( 《批评的

解剖》 ) 埃格敦荒原就是
“

众神
”

的化身
。

小说

中人物的命运与它密切相连
。 “

荒原作为一种自

然环境
,

其本身不存在善恶问题
,

它对世事的兴

衰超然态度
,

对人的悲欢无动于衷
。

但这种缺乏

同情心的客观力量一旦碰到机会
,

就会成为在冥

冥中捉弄人
、

把人逼到绝路上去的
`

众神之首
’

的工具
。 ”

(王守仁 ) 不管是谁
,

只要他想反抗

荒原
,

他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惩罚
,

反之
,

他才会
·

有幸福 的生活
。

尤苔莎和韦狄一心想逃离荒原
,

姚伯太太与荒原格格不人
,

这些都直接导致了他

们的死亡
。

克林想以先进的知识改造荒原
,

最终

还是失败
,

当了荒原的传教士
。

因此
,

我们可 以

发现
,

谁都难以挣脱荒原的摆弄
。

在魔幻型世界中
, “

动物世界以妖怪或猛兽

等意象来描述
。

羊的传统死敌狼
、

虎
、

秃鹜
、

甸

甸而 冷酷的毒蛇 以及龙
,

都是很普通 的意象
”

( 《批评的解剖》 )
。

提起蛇人们不禁想起 《圣

经 》 中那代表邪恶的毒蛇
。

小说中姚伯太太就是

被毒蛇咬死的
。

死之前她还看见了一只鹭
。

在希腊神话中
,

浓密的植物世界往往表现为

一片不祥之林
,

如 《圣经 》 中的死亡之树
,

《创

世纪 》 中的禁果之树
。 “

植物世界是一片阴森可

怕的森林
”

( 《批评 的解剖》 )
。

埃格敦荒原是
“

一片长 满杜 鹃
、

荆棘
、

石楠的野地
,

灌木丛

生
,

苔鲜遍野
” 。

在尤苔莎出走的晚上
,

她
“

顺

着黑家的小径朝前走
,

偶尔会让一团团荆棘根
、

一丛丛灯心草
、

或是一块块肥厚的真菌绊倒
。

在

这个 季节里
,

那真菌就像是庞大野兽腐烂 的肝

肺
,

散落在荒原四处
”

( 《还乡 》 )
。

此时的植

物就是不祥和凶险的象征
。

在挪亚方舟的传说 中
,

水代表着死亡
,

尤苔

莎和韦狄最后都是落水而死
。 “

水的世界就是死

亡之水
,

常常等同于涌流的血
,

像耶稣受难和但

丁的历史象征里那样
” 。

魔幻型世界与悲剧场景中的模式具有许多相似

之处
。

弗莱在 《文学的若干原型》 中指出 : “

在悲

剧场景中
,

我们看到的动物世界是猛兽
、

猛禽
、

狼
、

秃鹜
、

大蛇
、

龙之类
。

… …植物世界是一片邪

恶的森林
。 ”

在小说 《还乡》 中
,

埃格敦荒原冷酷

无情
,

在冥冥之中捉弄人们
,

具有毁灭性的力量
。

它不仅具有魔幻型世界的原型
,

同时也含有悲剧世

界的模式
。

2 人物的原型

( l) 尤苔莎

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是一对对立体
,

代表着禁欲

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对立
。

克林代表的是基督教精

神
,

尤苔莎则是希腊女神的化身
,

强调的是人的原

始欲望
。

在希腊神话中
,

希腊女神是放纵任性
、

不

守成规
、

勇于冒险和追求的象征
。

在小说中哈代多

次把她与希腊女神相提并论
。

在
“

夜的女王
”

这一

章中
,

哈代细致地描绘了尤苔莎
,

认为她是
“

做天

神的料子
” 。

如果有一轮新月在身后升起
,

一顶旧盔戴在头

上
,

散落的露珠在额上围成一顶王冠
,

凭这些装饰

物
,

她就会分别显示出阿耳武弥斯
、

雅典娜和赫拉

的样子
。

哈代通过把尤苔莎与阿耳武弥斯
、

雅典娜和赫

拉加以比较来显示她美丽高贵
、

骄傲不羁的特点
。

阿耳戒弥斯的坚持
、

雅典娜的好战反抗以及赫拉的

霸气都一一在尤苔莎的身上得到体现
。

像克娄巴特

拉一样
,

尤苔莎也是个喜欢享乐
,

自我放纵的女

人
。

她受享乐主义的支配
,

不能忍受荒原平淡无味

的生活
,

一心想到繁华的巴黎去过一种浪漫的生

活
。

为了 自己的追求
,

她不断反抗
,

最后甚至选择

出走
。

她不信正统的宗教
,

很少去教堂
,

完全不理

会习俗和社会规范
。

与克林相比
,

尤苔莎就是一个

利己
、

享乐
、

具有凡人七情六欲的异教女神
。

在 《旧约
·

创世纪》 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 以实

玛利是亚伯拉罕 与他妻子撒拉的使女夏甲生的孩

子
,

撒拉出于嫉妒
,

逼迫亚伯拉罕将夏 甲母子放逐

到旷野
。 “

以实玛利人
”

就成为
“

被放逐之人
”

的

代名词
。

《还乡 》 中尤苔莎就是一个
“

以实玛利

人
” 。

哈代在小说的第一章就指出
: “

埃格敦荒原

是一块难以制服
、

以实玛利人的野地
,

从远古到现

在
,

一直如此
” 。

尤苔莎向往享乐的都市生活
,

但

她的愿望无法得到满足
。

单调枯燥的荒原生活使她

感到孤独
,

觉得自己是被 文明社会抛弃
、

冷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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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尤苔莎最后掉进水塘溺水身亡
,

注定逃脱不

了终身被困在荒原的命运
。

从尤苔莎的身上我们

显然可以看到以实玛利的原型形象
。

( 2 ) 克林

救世主耶稣克己隐忍
,

拒绝任何的诱惑
,

将

自己与民族的幸福 融为一体
,

心甘情愿地为 了世

人的赎罪和 国土的富庶牺牲自己
。

克林身上就体

现 了这种牺牲 自我
、

克 己利人 的基督教精神
。

“

他希望 以牺牲个人为代价来提高整个阶层
,

而

不是以牺牲整个阶层为代价来提高个人
。

而且
,

他随 时 准备立 即把 自己作为第一 个牺牲 的单

位
。 ”

( 《还乡》 ) 克林热爱荒原
,

热爱 他的同

胞
,

他不能忍受看见整个人类
“

在痛苦中呻吟劳

作
”

而 自己却逍遥 自在的生活 ; 不能眼睁睁地看

着
“

世界上一半的人因为没有谁去认真着手教育

他们怎样勇敢面对那与身俱来的苦难 而走 向毁

灭
” 。

他希望通过先进的思想来改造荒原
,

救民

众于苦难之 中
。

他这种强烈的救世意识不 正与耶

稣基督相吻合吗 ?

此外
,

克林的独特之处还在于
“

他追求崇高思

想之际
,

仍然坚持朴素的生活— 不
,

在许多方面

那是一种原始简陋的生活
,

并且对乡下人视同兄

弟
”

(《还乡》 )
。

他的这种禁欲主义品质以及世人平

等的思想不正是基督精神的写照吗 ? 尤其是在小说

的结尾
,

克林站在黑家上讲道
,

有的内容就是耶稣

在山上对其门徒的训示
。

由此可见
,

克林讲道其实

就是对耶稣登山说法的直接模仿
。

综 L所述
,

《还乡》 中的环境— 埃格敦荒

原以及小说的男女 主人公都有其原型可寻
。

但是

哈代对这些原型形象不是一味地
、

静止地模仿
,

而是有所创新
。

荒原的基本原型是弗莱所说的魔幻

型世界
,

是一个苦难的世界
。

但是荒原也有其可爱

美丽的一面
。

当克林与尤苔莎约会时
、

当克林愉快

地割荆棘时
,

荒原都显得可爱可亲
。

同样
,

尤苔莎

虽然拥有希腊女神般的高贵美丽
,

但同时她又受到

享乐主义的支配
,

自我放纵
。

即使是含有圣人般耶

稣原型的克林也有弱点
。

他的致命伤就是盲目
,

偏

执
。

他看不清现实
,

他的理想出发点是好的
,

但却

不符合实际
,

不可能会实现
。

这也是他悲剧命运的

根源
。

结束语

原型批评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

直到今天
,

这种方法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
。

也有人指出
:
如果每个故事

、

人物
、

意象

都是原型的重复出现
,

那么作家只不过是在做一种

重复的写作
,

这从某种程度上否认了作家的艺术创

作和每部作品的独特性
。

这种说法有其一定的合理

性
。

但作者认为原型批评的这个局限性并不是不能

突破的
。

原形批评 目的之一就是找出文学作品中普

遍性 的规律
,

但它并没有否定作品特殊性的存

在
。

作家在作品创作时
,

不应一味地模仿原 型意

象
,

而应在原型原有意义的基础上突破
、

创新
,

创

作出有个性 的作品
。

在这方面
,

《还乡》 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

哈代在 《还乡》 中运用 了大量的文学

神话典故和神话原型
,

但他对这些原型进行置换变

形
,

赋予他们更多的含义
,

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

环境描写更加生动
。

这也许就是 《还乡》 永葆魅力

的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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