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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

霍桑《红字》的诗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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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霍桑的《红字》是一部脍炙人 口的艺术佳作

,

多少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
。

在作品的创作中作

者运用 了诗歌的意象创作手法来体现主题思想
,

同时也运用了诗化意象张力使作品叙述层 次丰富
。

对小说中的诗美的具体体现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

也对小说中意象
、

隐喻
、

象征手法进行了探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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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作家霍桑 ( N a th a n i e l H awt h o rn e
)是 19

世纪中最重要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之一
。

值得注意的

是
,

霍桑却从来没有把 自己的作品看成是
“

小说
” 。

他经常说 自己
“

是一个传奇作家
” ,

而不是
“

小说

家
” 。

这一简单的体裁定位迄今还没有引起国内广

大读者及文学评论家的足够重视
。

其实
,

在 19 世纪

中期以前
,

英语文学的
“

传奇
”

和
“

小说
”

这两个主要

叙述性模式是有比较严格的界限
。

早在 18 世纪后

期
,

英国著名评论家里夫针对刚刚走向成熟的英国

小说
,

并将二者做了区分
:
小说是真实生活和世俗世

态的一幅图画
,

是产生小说的那个时代的图画 ;传奇

则以玄妙的语言描写从未发生也似乎不可能发生的

事情
。

由此可以看出小说是写实的
,

虚构性的叙述

是极其有限的 ;而传奇则是诗的或史诗的
,

是古代史

诗和中世纪浪漫传奇的延续体
。

霍桑时代的美国也

基本延续这种理解
。

霍桑本人也由爱好传奇到喜欢

小说
,

再由厌恶小说形式最后 自我定义为
“

传奇作

家
” 。

这可以通过阅读其小说得到验证
。

霍桑曾经说过
:
当一个作家称他的作品为传奇

时
,

应该认为
,

他是想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处理形式和

材料的自由
。

而写小说则没有这种相对的自由
。

小

说创作意在细节真实
,

其描写不仅是可能发生的
,

而

且是人们普遍生活的经历
。

在霍桑看来
,

传奇应该

取得一种诗的境界
,

这种境界不必要什么真实性
。

因此
,

霍桑的传奇应该是一种边缘小说
,

它介于诗歌

和小说之间
,

具有诗歌和小说的复杂特征
。

霍桑所

称的
“

诗的境界
”

既指想象的世界
,

同时也指诗的艺

术
。

本文拟就霍桑名著《红字》 ( hT
e S ca lr et 抉ett

r
)

为主探索诗美在其中的体现
,

同时揭示霍桑小说艺

术的诗性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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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运用诗歌的意象创作手法

来体现诗性美

小说《红字》中的诗性美首先表现在作者创作

时及读者在欣赏阅读时所体现到 的情感宣泄特征

上
,

这一点与诗歌的抒情性宣泄特征是一致的
。

通

贯小说
,

读者会不断感觉到作者的侵人和情感的宣

泄
。

霍桑自己也说
: “

在创作《红字》时
,

我经常处于

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
,

经历了来 自不同方向的复杂

的感情
,

我 自以为用别的办法无法克服这种创造时

的紧张
。 ”

他后来又说
: 《红字》是

“

一部地狱般熊熊

烈火的故事
” ,

这一团烈火时刻都曾烧烤着作者创

作的心灵
,

以致于至 《红字》的结束
,

作者才得以暂

时的安慰和宁静
。

作品开始
,

狱门前站立的面貌残

酷的男人和极其野蛮狠毒的女人与
“

文明社会的黑

花
”

— 牢狱
,

及狱门前非常难看的
“

黑色杂草
”

相

呼应
,

又与
“

缀满宝石般的野蔷薇
”

相反衬
,

使读者

一进人作品就有一种凄凉恐怖的感觉
,

从牢狱中走

出的容 姿堂 堂
、

仪态 优雅 的女 主人 公 海 斯 特

( H es et r
)的命运一下子攫住了读者的心房

,

屏住呼

吸
,

因为作品至此的悬念没有告诉读者海斯特是被

押赴刑场处决
,

还是押赴刑台受审
。

所以当老牧师

威尔逊开始强迫海斯特说出
“

同犯
” ,

后被判处三年

监禁生活时
,

读者才终于仰天长叹
,

终于潜然泪下
。

海斯特这个按照 自然标准判断是美
,

但是按照社会

标准判断是
“

丑
”

的生命终于得到延续 ;其次是作品

中笼罩的
“

黑影
”

老黑人齐灵窝斯
,

是一个让读者琢

磨不定的人物
,

不知道他来 自何方
,

叫什么名字
,

来

这里想干什么
,

但当在第一场景
,

即第四章结束时
,

听到他那
“

我会被发现
”

的平常而隐含有令人毛骨

惊然的话语
,

读者就会感觉到以后事情的进展
,

也对

他以后象
“

一个矿工在探寻黄金
” , “

掘墓人在挖掘

坟墓
,

探寻那埋在死人胸上的珠宝
”

的行动提心吊

胆
,

同时也对英俊博学的牧师狄姆斯台尔一天天精

神畏缩
,

步履踌姗
,

手经常病态地捂在胸上的仪态产

生一种捉摸不定的神秘悬念
。

第三
,

刑台是贯穿作

品突出的意象
,

在作品中重复出现
,

使读者感到环境

的压抑和无情
。

故事开始
,

海斯特站在刑台上
,

作品

中间
,

即第十二章狄姆斯台尔在那个黑色朦胧的夜

晚也站在刑台上
,

作品结束
,

在盛大的节日时刻
,

牧

师又碎死刑台
。

这三场刑台戏
,

使读者感觉到生命

的沉重和心灵的震撼
。

第四
,

《红字》刚刚出版时
,

首批读者在读后都感觉到了心灵的震撼
,

纷纷发出
“

恐惧啊 ! 悲惨啊 !
”

的喃喃呻吟
。

的确
,

《红字》就

像但丁的《神曲》一样感人
,

无论是作者在创作时还

是在读者欣赏阅读时都有一种诗歌化的情感起伏的

宣泄特征
,

是诗性美在作品中的体现
。

二
、

采用诗化意象张力使叙述多层次化

诗性美在《红字》中的又一类具体体现是背景

陌生化
,

人物原型化
、

角色化
,

情节淡化
,

结构富于跳

跃性
。

19 世纪中期以前
,

英国小说作品最大的特征

是写实
,

注重细节逼真
,

其虚构成分是非常有限的
。

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 ( 17 19 )
、

斯威夫特的《格列

佛游记》 ( 17 26 )
、

菲尔丁 的《汤姆
·

琼斯》 ( 17 49 )
,

到小说 成熟 时期简
·

奥斯 汀 的 《傲慢与偏见 》

( 1 8 1 3 )
、

《理智与情感》 ( 18 1 1 )
,

再到 18 5 0 年前后狄

更斯的 《董贝父子》 ( 18 48 )
、

《大卫 一
科波菲尔》

( 1 85 0 )
,

勃 朗特姐妹 的 《简 爱》 和 《呼啸 山庄 》

( 19 47 )等等
,

基本都是以写实为主
。

背景无论是远

海荒岛
,

红尘社会
,

少女闺房
,

都市场景
,

还是富豪门

第
,

山野乡村都是比较现实的场景
,

这也是英国小说

当时的传统
。

但 《红字》的造景方法与这种传统形

式截然不同
,

它是模仿英语文学中诗的陌生化的造

景方法
,

这种陌生化的造景 自英语文学产生以来就

在诗歌中大量采用
。

例如斯宾塞的《美丽皇后》
,

莎

士 比亚的历史与传奇诗剧
,

弥尔顿的《失乐园》
、

《复

乐园》
,

及对霍桑来说更当代 的柯勒律治的《老船

夫》 ( 一7 9 3 )
,

拜伦的《唐磺 》 ( 1 8 18 一 18 2 3 )
,

雪莱的

《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 ( 1 8 19) 等等
。

由此可见
,

霍

桑以前的小说基本上没有背景陌生化的美学要求
,

背景陌生化只存在于诗的审美要求中
。

霍桑把他的

故事背景放在美国殖民早期
,

讲述的是殖民地的人

物和故事
,

这仅仅是一种诗化审美的要求
,

因为只有

这样才可以拉开读者的审美距离
,

从而使读者能专

心欣赏他的作品艺术与情感相结合的诗性美感
,

达

到了诗歌背景陌生化的审美效果
。

作品中人物角色化
、

原型化是《红字》诗化倾向

的另一特点
。

霍桑和他以前的传统小说家不同
,

他

并不 以塑造人物见长
,

作品的人物都呈现出角色化
、

典型化的影子
,

分别来 自于传统英语文学中的《圣

经》
、

但丁
、

莎士 比亚
、

弥尔顿
、

斯宾塞
、

班扬 ;那光线

与黑影
、

森林与市镇
、

魔鬼般邪恶 的女人和圣母般容

姿堂皇的女主人公 ;虚伪懦弱的牧师与纯理智和罪

恶符合体的撒旦 ;还有那清泉
、

镜子
、

河流
、

海洋
、

伊

甸园
、

野玫瑰及神秘天使与自然精灵结合体的珠儿
。

而这些人物都是一批幽灵— 一些具有某种意义的

模糊象征
,

其表现方式也是运笔宽阔
、

模糊
,

交织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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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般的印象派粗描法
。

《红字》人物的这种原型化

与角色化的
“

用典
”

使作品隐约而含蓄
,

余韵盎然
,

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
,

具有诗歌化的审美特征
。

小说中的情节淡化
,

结构富于跳跃性虽然是英

国现代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
,

但是 19 世纪中期以前

的英国小说则注重小说的情节安排和发展
。

相比之

下
,

《红字》并没有这样强烈的情节性
,

虽然霍桑并

不确定自己是在讲故事还是在写散文
。

基于这一

点
,

在《红字》中霍桑并没有直接开始讲故事
,

而且

省去了作品可能是最为引人人胜的场面
:
男女主人

公激情的发展
,

情欲诱惑
,

偷吃禁果而
“

堕落
”

的场

面
,

他同时颠倒了传统情节
“

因果关系
”

及按时间顺

序安排的方法
,

以
“

结果
”

作为作品的原始驱动力
。

这种情节淡化的审美要求多存在于叙事诗中
,

屈服

于作品专注抒情的要求 ;《红字》结构也像诗歌结构

一样富于跳跃性
,

使作品 自由的想像及浓烈的感情

得以施展抒发
。

作品结构基本是以三个
“

刑台场

景
”

为主体的戏剧化结构
:
作品开始

,

女主人公海斯

特站在刑台撒谎能够受审 ;接着故事又从海斯特拘

禁刑满释放的三年后写起 ;作者在伏笔中
,

海斯特从

镜子里看见的那个
“

老人
” ,

这时候变成了她的丈

夫
,

隐姓埋名
,

扮成医生去刺探并折磨牧师 ;作品中

间
, “

精神力量已经衰颓到比孩童还柔弱
”

的牧师深

夜站在刑台上 ;作品结束
,

牧师碎死刑台
。

这一系列

大幅度的结构跳跃留下大量的情节空白
,

就像诗歌

的意象空 白一样
,

给读者以言辞有尽而情意无穷的

审美感受
,

是诗性美的典型体现
。

三
、

借助意象
、

隐喻
、

象征
、

神话来体现诗性美

当代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在他们

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把意象
、

隐喻
、

象征
、

神话

看成是诗歌主要的表达结构
。

首先
,

诗性美作为主

体的自我表现
,

或者说是 自由生命创造的美
,

是通过

一个个意象呈露和展示出来的
,

可以说
,

离开了意

象
,

就没有诗
,

就没有诗性美
,

诗性美说到底
,

乃是一

种诗的意象美
。

霍桑欣赏当时的英语小说形式
,

同

时又对这种小说形式不满
,

他的艺术创作在很大程

度上采用了来源于诗歌和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
“

传奇
”

及诗歌这样的叙述模式
,

注重创造
“

意象
” 。

当然
,

流人其作品的诗歌痕迹也是显然易见的
。

通过对霍桑作品的分析来看
,

他所追求的诗的

境界多借助于视角意象
,

一般与其隐喻及象征意义

一起表现出来
。

比如
,

在描述监狱时
,

隐喻为
: “

文

明社会的黑花
” ;在叙述齐灵沃斯时

,

隐含暗示为
:

“

像一条蛇从那面容上急剧地缠了过去
,

而微略一

停
,

便盘成一团
,

让人看得清清楚楚
” ; 在海斯特刑

台受辱后押进监狱时
, “

沿着牢狱门内黑暗的通道
,

红字射出一道凄冷的闪光
” 。

《红字》的诗性美还表

现在作者通贯作品所呈现的意象张力上
。 “

张力
”

这一概念是美国新批评理论家兼诗人艾伦
一
泰特提

出的
,

专指诗的内容与形式
、

整体结构与局部肌理
、

感性与理性
、

语言的外延与内涵
、

一般与特殊
、

抽象

与具体等因素之间的对立与统一
。

表现在诗歌意象

上就是主意象与从属意象
、

抽象意象与具体意象
,

意

象指与象征等多种对立因素的矛盾与统一
。

《红

字》虽然不是诗
,

但却具有诗的意象张力这个特征
,

因此
,

也就是具有张力化的诗性美
。

《红字》大体有四类重复出现的黑色意象群 :
黑

色自然景物意象群— 黑色杂草
,

黑色的森林 ;黑色

光影意象群
:
黑光

,

黑影
,

黑夜
。

但是
,

霍桑并没有简

单地呈现这些黑色意象
,

而是运用与之对立的意象

结构呈现出来
,

使这些意象互相交织
,

互相映衬
,

互

相呼应
。

例如
,

《红字》一开始
,

霍桑便给予我们以

视角的感染力
,

由黑色人物意象
、

黑色人造景物意象

及黑色自然景物意象组成的主意象与狱门另一边
“

缀满精致的宝石般的花朵
”

的红色野蔷薇从属意

象相对立
,

又互相反衬
,

增添了作品表达的深度
,

而

且诗意浓郁
。

红色野蔷薇的指涉与象征也同时表达

出来
。

这样的主从意象对立从一开始便奠定了作品

的基调
,

暗示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

《红字》从第二章开始
,

小说中的诗化意象张力

就更加广泛
:
镇子上那些心肠狠毒长相丑陋 的妇女

与
“

身材修长
,

容姿完整到优美和堂皇程度
”

的海斯

特人物意象的对立 ;海斯特站在刑台上回忆无忧无

虑的童年时代与她其后生活中最严重事件的回忆意

象的交织 ;她少女的光彩与
“

面相苍 白
,

略有畸形
”

的齐灵窝斯人物意象的对立
。

在那个黑色的夜晚
,

牧师走向黑色的刑台
,

在四周漆黑的意象群背景中
,

霍桑又呈现另一个鲜明对立的意象
:
从州长贝灵汉

的邸宅的一间寝室的窗 口
,

出现老州长的形影
,

他的

穿戴看起来活像一个从坟墓中不期而来的幽灵
。

总

的来说
。

《红字》的意象张力使作品叙述层次丰富
,

在结构上避免了平铺直叙
,

加强 了表现的力度
。

从小说本身来分析
,

除了意象
、

隐喻
、

象征做为

《红字》比较重要的表达结构之外
,

霍桑也基本按照

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歌谣和神话的描述
:
他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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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 m p l et ed 哪 wo rk i n ti m e
.

I fo n l y y o u
h旦些 1些丝 h e re wi th u s

·

1 wi sh h 1a d n o t to l d y o u th etu rth

存在不少矛盾
。

现代英语语法认为
,

传统语法以

时间为参 照划分英语 时态
,

因此在处 理像 hT
e

t r a i n l e a V e s a t e i gh t t o m o

mr w m o r n i n g 这类句子时

会遇到麻烦
,

因为语言 中形式与意义是不常对应

的
。

现代语法学家更趋向于根据形式来分类
,

认

为英语动词只有两
“

时
” ,

这是基于动词的词尾屈

折变化只有动词
+ s 和 动词 + ed 两种形式

。

另

外
, “

时
”

和
“

体
”

属于两个不同的语法范畴
,

前者

是词的屈折变化
,

而后者则是解析
。 “

时
”

用来确

定时间
,

而
“

体
”

则描述行为的状态
。

两者互相结

合构成英语动词的 8 种时和体形式
,

一种特定的
“

时
” “

体
”

形式
,

在不同的上 下文中可 以表示不

同的时间概念
。

, ..J, esesJ, esesJ`.且伪̀内、àflLL
esesLLesesL

三
、 “
将来时

”
没有特定的语法形式

,

表示的方式是多样的

综上所述
,

现代英语语法认为英语没有将来时

的特定形式
,

但并不意味着英语不能表达将来时
,

章

振帮的《新编英语语法》列举了下述各种结构来表

达
“

将来
”

这一语法范畴
:
( l ) W i lF s h a ll d o s ht

.

( 2 )

b e 即i n g t o d o s t h
.

( 3 ) b e + V i n g 形式。 表示将来时
。

( 4 )一般现在时。 表示将来时
。

( 5 ) w i lF s n a il b e +

V i n g
.

( 6 ) b
e a b o u t ot d o s th

.

( 7 ) b e t o d o s th
.

这说明
,

虽然英文没有表示将来的动词的词尾

屈折变化形式
,

但表示
“

将来
”

这一概念的形式是很

多的
,

除过上述几种常用的结构之外还可通过情态

助动词 m a y
, e a n

或 b e s u r e t o d o ,

b e b o u n d to d o
等

,

有时上下文也可以表示
“

将来
” 。

四
、

结 语

传统英语语法把时体系统进行了 十分繁杂

的分类
,

共 16 种时态
,

在理论上 和教学实践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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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有色女人和犯罪的男人描述成异域 ;齐灵窝斯就

是那个《圣经》中的撒旦
,

中世纪的靡菲斯特这样魔

鬼般的学究
、

疯狂的科学家
、

纯理性的象征 ;荻姆斯

台尔就是外表平静
、

心灵 自残及身心
J

濡弱的英格兰

人
,

是道德化身 ;而由珠儿可以回忆起那个红色小骑

士或森林中经常与动物讲话的森林精灵
。

从以上看

来
,

《红字》与神话
、

传奇
、

民谣结合
,

不论成功与否
,

都是诗歌表达结构的具体体现
,

同时也增加了这部

小说的艺术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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