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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所罗门之歌 》中 ,人性的异化是导致人类痛苦深渊的又一种毁灭性力量。小说中人物的本性被自

身、人际关系以及社会因素等诸多成分所压抑 ,而由此引起了自身人格的分裂 ,人与人之间纯真感情的隔膜 ,社会

关系的分崩离析。小说展现了现代黑人社会中传统与道德丧失后的病态与失落 ,从人性异化的角度揭露了压抑人

性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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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著名的黑人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

尼 ·莫里森的代表作《所罗门之歌 》中 ,人性的异化

是导致人类痛苦深渊的又一种毁灭性力量。美国批

评家约翰 ·劳森曾经这样界定“异化 ”:“它常被用

来表示人同他在其中生活的环境的分离 ,人与人之

间的隔绝 , 人失去了相爱和友善的能力及其结

果 ———绝望、丧失信心以及道德上的虚无主义

⋯⋯”佩吉认为 :“莫里森的小说探索了分裂社会、

家庭和个人的内在力量。”[ 1 ]31在小说中 ,社会被区

分为两个不同的社区 ———白人社区和黑人社区 ;家

庭成员因为彼此无法沟通而心生隔膜 ,个人的心理、

情感和精神都处于异化分裂的状态。笔者试图通过

分析小说人物因为自身、人际关系以及社会因素等

诸多成分的压抑 ,由此而引起的分裂、隔膜和社会关

系的分崩离析 ,来探讨作者的创作意图。

一 人与自身 :人格的分裂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而言 ,人性由自然属性和

社会属性两个层面组成。在自然属性层面 ,人类追

求真善美 ,追求物质与性爱 ,为获得个人利益与生存

空间而与自然相抗争 ;在社会属性层面 ,人类遵守他

们通过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而长期形成起来的社会

道德规范。人性的社会属性对自然属性起着制约和

引导的作用。当人的社会属性完全被其自然属性所

控制时 ,人便会被自身的欲望所左右 ,而最终导致人

格的分裂。

随着 20世纪 20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 ”

的兴起 ,对人的关注一直成为黑人作家感兴趣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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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土生子 》中的比格在暴力行为中发现了自身的

价值 ,《看不见的人 》中的“我 ”在孤独与隔绝中界定

了自我的存在。[ 2 ]73在《所罗门之歌 》这部小说中 ,莫

里森关注人的存在价值 ,向往着关怀人性的理想境

界。她痛心疾首地感到社会在用各种方式剥夺着人

的个性 ,人越来越被社会所异化 ,越来越失去人的本

性 ,成为被泯灭了内在品质的社会附庸品。

“在《所罗门之歌 》中 ,主人公家庭的大部分成

员 , 正如他们的名字所暗示的 , 精神上如果没有死

亡的话也是残废了的 ”。[ 3 ]143 梅肯 ·戴德的姓

“Dead”即暗喻着他的家庭成员在精神上已经死亡。

在家庭里 ,梅肯被物欲所控制 ; 妻子露斯依赖一个

水印来确认自己的存在 ; 女儿科林斯和马达琳象他

们每天做的假玫瑰花一样在凋零 ; 儿子奶人对一切

都失去了兴趣。其他人物如吉他和哈加尔 , 要么因

为仇恨 ,要么因为虚荣而导致精神上的残缺不全。

梅肯 ·戴德是物欲的代表。在梅肯的主观世界

里 ,拥有了财产便是拥有了一切。他这样教训自己

的儿子 :“要占有产业。让你所占有的产业去占有

其他产业。于是你就可以占有自己 , 也占有他

人。”[ 4 ]63尽可能多地占有物质财富便是梅肯此生追

求的终极目标。“占有、建筑 [物 ]、取得 ———这就是

他的生活、他的未来、他的现在以及他所了解的历史

全貌。”[ 4 ]344在向露斯求婚的时候 ,梅肯头脑中的想

法便是顺理成章地继承她父亲的财产。塞穆尔斯

(W ilfred D. Samuels) 和威姆斯 ( Clenora Hudson2
W eem s)这样评论道 :“他象机器一样被驱赶着占有

东西 ,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他娶露斯并非因为爱

而是为了继承岳父的财产以积攒个人的财富。对他

而言 ,露斯不过是另一处他拥有其钥匙的房产罢

了。”[ 5 ]60只有钥匙———占有的标志 ———才能够安慰

他 ,让他安静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梅肯对物质

的占有并没有让他感受到富足与踏实。相反 ,他觉

得“这些房产像是联合起来使他觉得自己像是局外

人 ,一个没有财产、没有土地的流浪汉。”[ 4 ] 30他占

有财富的欲望也让他“精神上贫乏 ,被自我、家庭和

社会疏离开来。”[ 5 ]60他不再是那个童年时代在农场

与父亲、妹妹一起干活 ,洋溢着爱心、激情的男孩。

身为家庭的独裁者 ,他让家人在他的面前不寒而憟 ;

作为一个毫无怜悯心的贫民窟地主 ,佃户们对他恨

之入骨。金钱束缚了他对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感受

力 ,剥夺了他的精神自由。对物质的贪欲带给他的

只有无穷无尽的痛苦 ,因为这种占有者的心态已经

完全奴役了自我 ,使他的精神领域没有了容纳诸如

爱、同情、善意、容忍等美德的空间。[ 6 ]40他丧失了爱

的能力 ,既不能爱也不能被爱。对家人和社会毫无

认同感 ,有的只是仇恨、漠视与不耐烦。

哈加尔则是虚荣心的代表。哈加尔与其外婆彼

拉多、母亲丽芭的秉性完全不同。外婆彼拉多衣衫

褴褛 ,头发剪得短短的 ,过着原始的简朴的生活 ;母

亲丽芭一无所有 ,但慷慨大方 ,将自己多次博彩赢得

的钱物全部拱手送人。而哈加尔在两岁时就表现出

对肮脏和不整齐的厌恶 ;在三岁时 ,她就表现出了骄

傲与虚荣。她喜欢一切漂亮的衣饰 ,这让彼拉多和

丽芭很吃惊。但她们又总是试图满足她的要求和愿

望 ,这样更助长了她虚荣心的膨胀。

在一系列几近疯狂的做头发、购买漂亮衣服和

化妆品的行为之后 ,哈加尔最后碰到了一场大雨 ,雨

水冲走了一切 ———美丽、虚荣。在梦想幻灭之后 ,她

绝望地死在了这场洗涮了自己梦想的雨中。向往富

足生活的虚荣心使哈加尔远离了祖辈生活的轨迹 ,

并导致了她悲剧性的死亡。

奶人则是一个毫无责任感的人。莫里森非常强

调人的责任感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 ,你不应把它丢

下就飞走了 ⋯⋯如果你拿走了一条生命 ,你就占有

了它。你对它要负责。”[ 4 ]239奶人名字中的“M ilk”隐

喻着他在精神上还是一个婴儿 ,依赖心重 ,毫无责任

感。小说文本这样阐释奶人的生存状态 :出身在一

个经济富裕的家庭 ,却从小就对一切失去兴趣 ;他从

来不曾关心别人 ,即使是那些与他朝夕相处 ,照料他

生活起居的家人 ;他对自己也漠不关心 ;如果没有了

需要 ,他就会象丢垃圾一样将身边的人抛弃。小说

有这样的描述 :“从最开始 ,母亲和彼拉多为他的生

命而战 ,他却什么都没有替他们做过 ,那怕是沏一杯

茶。”[ 4 ]335他对他生活的小社会、他周围的人和社会

政治毫无兴趣 ,过着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 ,不是替父

亲收房租便是在马路上游荡。他“从来没帮助过什

么人干活 ,尤其是陌生人。”[ 4339在街上行走时 ,只有

奶人一个人是与路人反向而行的。显得与其他人格

格不入。

吉他则是仇恨的化身。与梅肯一样 ,吉他 “因

为父亲死于白人之手而对之深怀仇恨。”[ 5 ]71跟彼拉

多不一样 ,他缺乏“她的宽容精神和对人性的关

爱 ”, [ 5 ]71 并且 “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和爱的能

力。”[ 1 ]94对白人的强烈仇恨促使他加入了这个以报

复白人为目的的“七日 ”极端主义组织。这种仇恨

感让吉他最终“心理分裂 ”。[ 5 ]41他认为自己尽管在

行为上模仿了白人 ,但动机却与之相去甚远 :他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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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人的谋杀是出自于对黑人的“爱 ”: “没有爱

心 ? 没有爱心吗 ? 你没有听见我的话吗 ? 我做的事

不是出于对白人的仇恨 , 是出于对我们的爱。出于

对你的爱。我的全部生命就是爱。”[ 4 ]183不幸的是 ,

他的爱最后被证明是一种被扭曲了的爱。这种不正

常的爱让他不能享受爱与被爱 , 不能象正常人一样

享受婚姻生活。仇恨使他性格诡异 ,组织的秘密性

也让他失去了与别人交际的机会。他变得狐疑 :

“缺乏安全感和多疑 , 他不再相信任何人 , 即使是

他的密友。”[ 5 ]71在疯狂地报复了无数白人之后 , 最

后他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黑人同胞 ———最好的朋友

奶人和彼拉多 ———那些他曾经热爱和尊敬过的人。

从莫里森的作品中 ,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一

旦人的自然本性占据了上风 , 社会毫无疑问会失去

它的约束力。抛弃传统的简单生活方式 ,被物质与

虚荣所诱惑 ; 抛弃责任感和爱的精神改变为充满仇

恨感的生活态度 ,最终只会导致自身人格的分裂。

二 人与人 :人际关系的隔膜

在小说中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

孤立和分离。尽管奴隶制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就已

被废除 ,但它阴魂不散 ,还在影响着美国社会的方方

面面。“在探索分离性时 ,莫里森指出了非裔美国

文化与主流美国文化的分离 :物体被分离 ,身体被分

离 ,种族被分离 ,国家被分离。”[ 1 ]31黑人社会在美国

主流社会中遭到了分离。在经济上 ,小说的发生地

南区被分成两个部分 :梅肯所居住的街区 ———富人

区 ,和彼拉多所居住的街区 ———贫民窟 ;在政治上 ,

分成了两个派别 :以梅肯为代表的消融派和以“七

日 ”组织为代表的分离派。他们之所以被如此隔离

开来主要是因为缺乏交流 ,彼此不能理解也不能相

互尊重。

在小说中 ,误解是人们彼此孤立的一种形式。

梅肯误解了彼拉多很多年。在他的眼里 ,彼拉多就

是一条咬人的蛇 ,他一直认为她拿走了洞里的那袋

金子 ,所以总是对她耿耿于怀。吉他认为奶人找到

了金子想要独吞 ,甚至认为奶人要背叛他。彼拉多

一直不知道母亲的确切姓名 ,误将父亲临终前反反

复复念叨着的母亲的名字“辛 ”理解为父亲想让她

为他唱歌。此外 ,奶人总是分不清自己的母亲和姐

姐。他的寻找之旅总是伴随着误解 :他以为彼拉多

已经拿走了金子 ;对吉他想要取其性命一无所知 ;对

那个好意让他免费搭载的司机也产生了误解。

小说中 ,抛弃的悲剧也正在黑人社会中一代代

地延续着。所罗门抛弃了他的妻子莱娜和他的 21

个孩子 ,独自一个人飞回了非洲。梅肯在性生活方

面抛弃了妻子露斯 ,从她 20岁起就不再与她同床共

枕。奶人视哈加尔如喝饱了之后的第三瓶啤酒、被

咀嚼过的口香糖或是一块被丢弃不要了的垃圾。遭

受抛弃让这三个女性都绝望不已 :莱娜绝望的哭泣

声一直响彻着山谷 ;露斯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没有

爱的生活让她形同行尸走肉 ;哈加尔一直追寻着奶

人的踪迹 ,最后歇斯底里地死去。

三 人与社会 :孤立和仇恨

20世纪中叶美国黑人文学的主流所关注的是

种族冲突 ,种族问题的描写似乎在表现黑人民族的

全部生活。从 60年代开始 ,莫里森等女性作家在美

国文坛上掀起了新的黑色浪潮 ,
[ 2 ]19 - 20在控诉美国

社会对黑人种族歧视与压迫的同时 ,也反映种族歧

视所带来的黑人人性的扭曲 ,从黑人自身寻找解决

问题的答案。在莫里森的作品中 ,我们常常可以发

现 ,在种族歧视的美国社会中 ,黑人的成功常常伴随

着对社区、对同胞的背弃 ,而成为被孤立的个体。

“被社会孤立出来就意味着缺乏相互的支持和理

解 ,这对个人的身心健康是有害的。”[ 7 ]103孤立是人

与社会疏离开来的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小说中

大部分人物就生活在这种孤立的生活方式中。

梅肯将自己与黑人社会隔离开来。因为“他这

个人很难与之交往 ———一个硬邦邦的家伙 ,一个难

以与他随便搭上话的冷面人。”[ 4 ]17他对黑人毫无同

情心可言 ,周围的黑人也将之视如瘟疫避之不及。

当贝恩斯太太付不起四美元的贫民屋租金、带着失

去父母的两个孙子来恳求他允许他们在那里多住些

时日时 ,梅肯对她的恳求毫不心软 :“让他们流落街

头就有法活了吗 ,贝恩斯太太 ? 如果你想不出办法

付给我钱 ,他们就会流落到街头的。”[ 4 ]24

奶人也是一个被孤立了的人。他发现自己根本

就不能被融入到黑人社会中去。还是在做小学生的

时候 ,他就与其他同学格格不入。母亲坚持让他穿

上天鹅绒衣服 ,很自然地就将他与其他孩子区分开

来 ,使他不能与他们玩成一片。白人孩子欺负他 ,黑

人孩子也欺负他 ,不让他吃午饭 ,不让他上厕所 ,不

让他洗手。长大以后 ,他依然难以融入到社群中。

理发店的热烈讨论 ,他插不进一句嘴 ;在街上行走

时 ,他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与路人反向而行。种种

迹象都表明 ,他已完全被他生活着的空间排挤出来。

彼拉多因为没有肚脐眼也受到他人的排挤与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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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使她很孤立。已经没有自己的家的她进

一步与她的亲人隔离了。那是因为除去她在岛上建

立的和睦关系之外 ,其他人际关系都没有她的份 ,如

婚姻关系、坦率的友谊以及教区的共同信仰等都与

她无缘。”[ 4 ] 169

隔离源自于缺乏相互支持与理解 , 这对一个人

完整人格的形成是有害处的。“抛弃了社会和人民

的巩固性 , 个人生存是不可能的。罗伯特 ·史密斯

的纵然跃下和奶人在找到自己祖先历史前的孤立就

足以说明。”[ 7 ]140梅肯因为非常憎恨他们的黑人社会

而被孤立出来 ; 被自己的社会所孤立使得奶人他更

加自私、自闭 ,对别人漠不关心。缺乏相互帮助和

理解导致了人的孤立 , 也进一步推进了种族仇恨。

黑人和白人之间相互谋杀和报复 , 意识形态持续冲

突。在热爱自己的同胞的幌子下 , 极端主义分子给

黑人同胞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伤害 , 也被黑人同胞

们所疏远。一方面 , 报复白人的疯狂行动导致了更

多无辜黑人的死亡 ;另一方面 ,他们的秘密行动又让

他们远离社群 ,不能象正常人那样恋爱、结婚 , 享受

幸福。

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并不全都是灰色的。彼拉

多与梅肯、哈加尔、奶人和吉他的表现就有很大的区

别。尽管被社会所隔离 ,彼拉多依然执著地培养爱

心并改善人际关系 ,即使对曾经蔑视过她的人也献

出一份关爱和热心。这些优秀品质让她成了奶人后

来成长的精神向导。作为黑人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

一种精神的向导 ,彼拉多更多地传承了黑人的传统

道德观与价值观 :热爱传统简朴的生活方式 ;摒弃虚

荣 ;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并关爱身边所有的人。在彼

拉多的影响下 ,经过传统洗礼的奶人在沙里玛尔

( Shalimar)参加了一次围猎。这次狩猎体现了一种

传统的协作精神 ,这种精神与分裂感、孤立感和人与

人之间的仇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警示着 ,既

然人类有着谋生这一共同的目标 ,毫无疑问应该象

自己的祖先那样协调合作 ,而不是彼此分离、孤立甚

至相互杀戮。

莫里森一生创作了许多丰富多彩、震撼人心的

文学作品 ,她的作品在更大意义上展现的是美国黑

人在丧失传统与道德之后的那种病态与失落。在小

说《所罗门之歌 》中 ,莫里森将悲剧的视野聚焦在黑

人这一特殊的群体中 ,对他们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哲

学意义上的拷问。莫里森关心着人本身的存在价

值 ,向往着尊重人性的理想境界。她是一位具有深

邃思想的伟大作家 ,其敏锐的目光和深刻的认识 ,超

越了自我的情感 ,从而使她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丧失

传统文化与精神的美国黑人 ,并从人性异化的角度

揭露了压抑人性的罪恶 ,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和文化归属感。作者笔下那些被异化的悲剧人

物和关系 ,使小说充满了冲突的张力 ,激发了读者对

罪恶的愤懑 ,对人性价值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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