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蝇王》通过一

群因飞机失事降落到荒芜人烟的小岛上的英国男孩

在岛上几个月的经历，描绘了一群受过教育的文明

人向原始人、野蛮人退化，进而丧失了原有的人性和

理智的过程。该作品于 !"#$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评

委会的赞词是：“因为他的小说用明晰的现实主义的

叙述艺术和多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神话，阐明了当

今世界人类的状况”。〔!〕

戈尔丁生于 !"!! 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

二战中以海军中尉一职参战，亲身经历了战争给人

类带来的痛苦和磨难，使他陷入深深的思考，同时也

使他对人性进行了深入地挖掘。

他说：“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如果还不了解‘恶’

出于人犹如‘蜜’产于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脑子

出了毛病”。〔%〕战争总是带来毁灭，不是毁灭生命，就

是毁灭人性。戈尔丁以小岛为背景，以一群儿童为主

要人物体现出人类的脆弱、残忍和人性的蜕变。

小说中的代表人物是几个十多岁的大孩子。他

们分别是拉尔夫、西蒙、猪崽子、杰克和罗杰。降落在

荒芜人烟的小岛，面对一群五、六岁的小家伙们，在

没有大人照料的情况下，他们能否凭着自己的智慧

建立一个文明、和睦的社会，带领大家摆脱困境而获

救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

文明的约束一旦放松，人类的原始本能就会暴露无

遗，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拉尔夫、西蒙、

杰克等大孩子们面对生存的需求、利益的纷争表现

出不同的反应，这使他们的人格扭曲、变形。我们知

道，人格是人类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多侧

面、多层次复杂的统一体。你的表层意识是一个人，

你的潜意识又是一个人。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

人 格 的 整 体 由“本 我 ”（&’）、“自 我 ”（()*）和“超 我 ”

（+,-(.()*）三个部分构成。“本我”（&’），即具有动物

性的我，是潜意识的最深层，无意识的原始精神能

源。它是能量的巨大储藏处，完全隐没在潜意识里。

它由遗传的本能、欲望所组成，遵循“快乐原则”。它

没有道德观念，也缺乏逻辑推理，是个未开化的暴躁

的“婴儿”。“自我”（()*）即现在的我，它处于“本我”

和外部世界之间，部分地属于潜意识，部分地属于意

识，它控制和指导“本我”和“超我”，为利益和需要而

保持与外界的交易。“自我”受“现实原则”的制约，但

它根源于“本我”，因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快乐，

这与“快乐原则”是一致的。而“超我”（+,-(.()*）即未

来的我，是由自我理想和良心组成，大部分属于潜意

识。它奉行“理想原则”。在一个精神健康的人身上，

这三部分是统一的、相互协调的，它们之间相互作

用，并和环境发生作用，以满足人基本的需求和欲

望。如果三个部分发生冲突，失去平衡，人就会处于

失常状态，失去理智。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一

旦人摆脱了“超我”的制约，“本我”便纵情驱使人性

中潜伏的兽性干出许多荒唐事、残酷事。各种心理矛

盾都是“本我”、“自我”和“超我”冲突的象征。在戈尔

丁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杰克几乎受“本我”能量的

控制，表现的是一种遗传的本能；拉尔夫的能量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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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由“自我”操纵，他的行为很现实；而西蒙的能量大

部分被“超我”控制了。他们几乎是“本我”、“自我”和

“超我”的象征。

杰克象征着“本我”，是人格结构中最小的弟弟。

杰克出场时，便领着一帮唱诗班的成员，他曾是唱诗

班的领唱。他们听到海螺的召唤来到海滩上，发现没

有大人，孩子们决定推选首领。当时，杰克很想得到

这个职位，这实际上是一种最原始的本能对权力的

渴求，但碰巧的是拉尔夫手里有海螺。在小说中，海

螺成为民主的象征，它代表了法律、秩序及政治的合

理性。所以当拉尔夫被推选为首领时，“杰克恼羞成

怒，脸红得连雀斑都看不见了。他刷地站起来，接着

又改变主意坐下。”〔!〕拉尔夫为了安抚杰克，让唱诗

班的孩子做了猎手，并让杰克负责，这时，“杰克红涨

的脸色渐渐恢复了正常”。〔"〕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杰

克虽然是一个文明人，也是孩子们中年龄最大的，但

却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想要得到什么就要

得到什么。他不能忍受任何挫折，做事没有任何顾

及。随着情节的发展，“本我”的潜意识在杰克身上得

到充分的体现。这种潜意识集中表现在他对猎杀野

猪的痴迷中。他用泥土和炭灰做面具将脸涂成花脸，

装扮成野人模样，和几个孩子一起走进丛林打猎而

没有看好可以让他们得救的火堆。就在拉尔夫他们

愤怒不已时，杰克他们却唱着古怪的歌，身上沾满了

血渍，抬着一头野猪出现了。面对拉尔夫的指责，“杰

克楞了一下，这件不相干的事情使他模模糊糊地感

到有点恼火，但他太快活了，并没有因此而烦恼”〔#〕

“杰克因快活而变得大方起来，他在想让大家来分享

刚才打猎时的欢乐。他脑子里充满了种种回忆：他回

想起他们逼近那头挣扎着的野猪时所发生的情景；

他回想起他们怎样智胜那头活家伙，把自己的意志

强加于它身上，结果它的性命，就像享受了那香味常

驻的醇酒。”〔$〕把动物作为人的娱乐工具这种现象，

从古到今，一直都没有消失过。这对于一个十多岁的

孩子来说也不例外。杰克在猎杀野猪的过程中，以屠

杀为快，觉得自己是万物的主宰，根本不把野猪当回

事，认为自己可以任意妄为，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欲

望，来满足捕杀的快感，极力排斥一切可能破坏这份

快乐的因素，遵循着“本我”的“快乐原则”。当猪崽子

再一次指责他让火熄灭时，杰克气得动手打了猪崽

子，把他的眼镜也打碎了，这是杰克第一次打人。为

此，杰克与拉尔夫之间的冲突也由此拉开了序幕。在

杰克眼里，打猎可以吃肉，而在所有的人只能吃素

时，吃肉就代表了某种特权，这种特权在这个特定的

时候成为一种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我”充分的

控制住杰克，他利用孩子们对“野兽”的恐惧，沿着另

一块沙滩组成新的部落，宣布自己是领袖。孩子们成

群结队地捕杀野猪，甚至还用人扮作“野兽”玩杀猪

游戏。杰克把猎来的猪头插在曾满是鲜花的空地上，

孩子们则围着这落满苍蝇的猪头狂欢，把它作为献

给“野兽”的祭品。“杀野兽哟！割喉咙哟！放它血哟！”

孩子们尖声叫着，狂蹦乱跳。他们人格最底层、最原

始的兽性通过这种方式宣泄出来。猎杀野猪满足了

他们的嗜杀欲，他们俨然都成了野蛮人。在狂欢中，

他们把西蒙当作野兽杀死。你很难将这样血腥的场

面同一群全是五、六岁，最大不过十来岁的儿童联系

在一起。为了得到火，杰克又带人袭击拉尔夫和猪崽

子住的窝棚，他们偷走了猪崽子的眼镜，绑住了双胞

胎。当拉尔夫和猪崽子去要回眼镜时，杰克和拉尔夫

激烈地争斗起来。猪崽子也被杰克一方用石头残忍

地砸死，海螺也被砸碎。海螺的损毁预示着岛上已建

立起来的民主社会被彻底摧毁并走入崩溃。为此，崇

尚本能的专制派最终压倒了讲究理智的民主派。这

时杰克人性中那些污秽的东西便越发活跃起来，他

猎杀的对象转向了拉尔夫。他“杀气腾腾地把自己的

长矛对准拉尔夫飞投过去。矛尖戳破了拉尔夫肋骨

上的皮肉，随即又滑开掉进了水里。拉尔夫踉跄了一

下，并不觉得疼痛，只是感到恐惧，那一伙人这会儿

都象头领那样尖叫着上前来。⋯⋯”〔%〕我们看到，这

一群孩子全没了儿童的天真无邪、淳朴善良，有的只

是邪恶、狠毒。最后为了追杀拉尔夫，杰克不惜烧毁

了整个小岛。

拉尔夫象征着“自我”。如前所述，“自我”是植根

于“本我”的，代表理性与机智，具有防卫和中介职

能；它按照现实原则行事，满足欲望是它的任务。不

过它已不是无意识的盲目冲动，而是有意识的寻找

条件实现自己的意图。由于碰巧他手持象征民主的

海螺，拉尔夫被选为领袖，使他向自我“现实原则”跨

进了一大步。拉尔夫是个极为理智的人物。在他看

来，要想获救必须燃起火堆，他坚持在岛上建立文明

的社会秩序，比如要求小家伙们在指定的地点大小

便，遇事开会并举手发言；他领导孩子们搭建窝棚，

采野果，他的行为和认识无疑比岛上所有的人要高

明得多，也明智现实得多。当其他孩子被杰克逼着仿

效野蛮人将脸部涂抹成五颜六色，围着落满苍蝇的

野猪头狂欢时，拉尔夫说，“哼，咱们可不乱涂，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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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不是野蛮人。”〔!〕

由于拉尔夫人格的能量大部分分布在“自我”，

其人格的三部分失去了平衡，我们可以看到他人格

的异化。他靠获救和建立民主秩序这些不切实际的

幻景把孩子们集结在他的身边，对小家伙而言，“拉

尔夫是个大个子，他足以成为同权威的成人世界相

联系的纽带”。〔"〕但是他所推行的民主制度既不能有

效解决孩子们吃肉的现实问题，又不能让他们满足

本能欲望的快乐。因此，一旦发生实质性的冲突，拉

尔夫便被孤立起来，他所一心建立的秩序与规则全

都成为空中楼阁。我们看到他所拥有的权力非常脆

弱，脆弱到难以维持一个求生的火堆。当他看到杰克

趾高气扬地给大家分食野猪肉时，拉尔夫嫉妒愤懑。

可当肉递到他面前时，“拉尔夫馋涎欲滴，他本想拒

绝吃这猪肉，但因为过去一直吃水果和坚果，偶尔弄

到只蟹，捉条鱼，使他难以抵挡这诱惑，他接过一块

半声不熟的猪肉，象只狼一样地咬起来。”〔#$〕可见拉

尔夫是一个很现实的实利主义者。同时，出于本能，

拉尔夫也无法控制自己。当孩子们都在惊恐地讨论

“野兽”是否存在时，拉尔夫也象大多数孩子一样不

愿意正视内心深处的“暗影”，而是尽量回避它。他和

杰克、罗杰一起上山察看，结果根本没看清“野兽”

（其实是飞机驾驶员的尸体）到底是什么，就被吓得

和杰克、罗杰一起逃走了，从而失去了向大家证明野

兽根本不存在的机会。每个孩子更加相信野兽真的

存在。于是在不知不觉中，错误越来越大，危机也在

一步步逼近。在拉尔夫人格的形成中，遗传起一定的

作用，但环境是其成因的决定性因素。拉尔夫在不知

不觉中受到猎手们的影响，他们的疯狂也激发了拉

尔夫内心的原始冲动。在小家伙罗伯特模仿野猪乱

窜的游戏中，“拉尔夫欣喜若狂，忘乎所以，一把抢过

埃里克的长矛，猛戳罗伯特。”⋯⋯“拉尔夫也抢着凑

上前去，去拧一把此刻没有防卫能力的褐色的肉。紧

拧和加以伤害的欲望主宰了一切。”〔##〕后来，他甚至

加入了“猎手”的队伍，参加了打死同伴西蒙的行动。

拉尔夫的行为也印证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的论

断，“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决定人永远不能完

全摆脱兽性，⋯⋯”这时，拉尔夫身上的“自我”已无

法驾御“本我”%当一个人屈从于“本我”的驱使时，他

和动物的区别就越来越少，他身上的兽性也渐渐暴

露无遗。

西蒙也是唱诗班的成员，与其他孩子不同的是：

他是个安静的孩子，宽容、善良。他为小家伙们摘果

子，搭建窝棚，把自己那份野猪肉分给猪崽子。他代

表着“超我”。是人格的第三个构成部分，它由自我理

想和良心组成。大部分属于潜意识，它奉行理想原

则。西蒙常常独处与自然沟通，他有直觉有预感，有

非凡的洞察力；他敢于探索真理。当孩子们在对地上

的天上的野兽争论不休时，西蒙一针见血地指出“我

是想说⋯⋯大概野兽不过是我们自己。”“西蒙竭力

想表达人类基本的病症，却说不清楚。”〔#&〕他意识到

所谓的野兽不过是人自己，同时认识到同伴的恐惧

实际上是对深藏在他们心中的罪恶和死亡的一种本

能的抵制和反抗。这当然是众人所无法理解的，而且

也是妄图利用“野兽”来控制孩子们的杰克所不允许

的。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

他独自一人去丛林深处探索，在回来的途中遇到那

个被杰克他们插在木桩上的猪头，猪头上已爬满了

黑乎乎的苍蝇，这就是“蝇王”。在作品中“蝇王”就是

“恶”的象征。突然间，那猪头开始对西蒙说起话来：

“‘你独自一人到这儿来干什么？难道你不怕

我？’

西蒙颤栗着。

‘没人会帮你的忙，只有我。而我是野兽。’

西蒙费力地动了动嘴巴，勉强听得出这样的话

语。

‘木棒上的猪头。’

‘别 梦 想 野 兽 会 是 你 们 可 以 扑 捉 和 杀 死 的 东

西！’猪头说道。有一阵子，森林和其他模模糊糊地

受到欣赏的地方回响起一阵滑稽的笑声。‘你心中有

数，是不是？我就是你的一部分？过来，过来，过来点！

我就是事情没有进展的原因吗？为什么事情会搞成

这副样子呢？’那笑声又颤抖起来⋯⋯”〔#’〕

是的，“我就是你的一部分”这就表明象征邪恶

的“野兽”无须搜寻，它就存在于人的心中。与此同

时，蝇王还预言了西蒙的不幸结局：

“⋯⋯你看得出吗？没人需要你。明白吗？我们

将要在这个岛上玩乐。懂吗？⋯⋯别再继续尝试了，

我可怜的、误入歧途的孩子，不然———我们就会要你

的小命。明白吗？杰克、罗杰、莫里斯、罗伯特、比尔、

猪崽子，还有拉尔夫要你的命，懂吗？”〔#(〕

当他发现所谓的野兽其实是飞行员的尸体后，

不顾自己还在发病爬下山去想告诉大家：孩子们惧

怕的“野兽”就是人，不料反被大家当作“野兽”活活

打死。作为一个“超我”的代表，西蒙试图唤醒孩子们

对自己内心恶的认识，但是他失败了。在历史上，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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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这样的先知先觉者，大都落得悲惨的结局。所以

西蒙在离“超我”的追求越来越近的时候，悲剧也就

来临了。

在人格结构中，“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弗洛伊德认为，只有三个

“我”和睦相处，保持平衡，人才会健康发展。而《蝇

王》中，我们看到，在拉尔夫、西蒙、杰克身上，他们的

人格结构都处于一种失衡状态，他们的人格的三部

分的分布是不协调的，正是这种不协调才造成了灾

难的发生。本文把杰克、拉尔夫、西蒙看作“本我”、

“自我”、“超我”的象征，决非是要把人格的三部分截

然分开，只是希望抓住他们人格中最具代表性的因

素来剖析他们，从而更好的认识他们。通过分析能更

进一步地理解小说的主题，那就是：童心的泯灭，文

明天性与野蛮天性的冲突以及人性的邪恶；更深切

地体会孩童的天真是怎样一步步地受到人类邪恶本

性的摧毁而逐渐丧失的过程。同时也警示大家要对

“人性恶”加以警觉，才会避免人间悲剧的发生。

注释及参考文献：

〔!〕龚志成"《#蝇王$译本序》，%&" 见《蝇王》，上海译文出版社，!’()年"
〔*〕同上%*"
〔&〕〔+〕威廉·戈尔丁" 《蝇王》，%*!" 龚志成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年"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龚志成译"《蝇王》〔/〕，威廉·戈尔丁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郭德艳译" 01234 %526278 导读" 《蝇王》〔/〕" 威廉·戈尔丁著" 哈佛蓝星双语名著导读"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社，*..&"
〔&〕郭卜乐"《弗洛伊德·西格蒙德》5997: ; ; <<<"=79>?3@"4A9"
〔+〕胡青善"《#蝇王$的寓意和预意———及其象征体系的构建再析》〔B〕5997: ; ; <<<"<A4CDA"=>E ; 8=A4A ; =1292= ; &’+"59E"
〔)〕薛家宝"《荒岛：“文明人类”的透视镜———论《蝇王》对传统荒岛小说的突破》〔B〕"《英语语言文学研究论集》薛家宝、陈许

主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张中载"《#蝇王$出版四十年重读#蝇王$》〔B〕" 外国文学研究，!’’’"

!"# $%&’()*+ ,#+-##& +"# .&/+)&*+ %’ $)0)()12+)%& 2&3 +"# .&/+)&*+ %’ 42025#67
——8 96)#’ :#6/%&2()+7 8&2(7/)/ %’ +"# ;2)& $"262*+#6/ )& <%(3)&5=/“>%63 %’ +"# ?()#/”

!"#$ %&’()*+,()

!"#$%&#&’(#) *(+#,$ -$%&#’.$/’ 0(# 12/(#2’2$,3 4256&/7 *(88$7$3 4256&/73 9256+&/ :;<=>>?

8,/+62*+@ F295 G1AD?234 95A>1@，9528 737A1 3436@HA8 95A 7A18>43629@ >I 95A E324 =5313=9A18：J3675、K2E>4 34? B3=L 24 M4N6285
<129A1 F26623E O>6?24NP8 1A71A8A49392QA <>1L8RS>1? >I 95A G62A8R<52=5 <38 3<31?A? 95A T>UA6 %12HA I>1 S29A139D1A 24 !’(&"
V51>DN5 95A 3436@828 <AP66 53QA 3 UA99A1 D4?A18934?24N >I 95A 95AEA8 >I 95A 4>QA6：95A 6>88 >I 244>=A4=A； 95A =>4I62=9 UA9<AA4
95A 248924=9 >I =2Q262H392>4 34? 95A 248924=9 >I 83Q3NA1@，34? 95A AQ26 >I 5DE34 439D1A"

A#7 B%63/@ S>1? >I 95A G62A8；%A18>43629@；2?；AN>；8D7A1AN>

（责任编辑：周锦鹤）

第 + 期 王向东：文明天性与野蛮天性的冲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