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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叙事统一性角度看《小城畸人》的圣经文学元素 

江锦年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２０５）

［摘　要］圣经文学的渊源影响是经久不衰的重要研究课题，其叙事风格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从文本表层
看，《小城畸人》与《圣经》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叙事的统一性是一种基本的美学品质。从文本深层分析，《小城畸人》与

《圣经》在叙事统一性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在文本人物角色的功能方面，两者都具有联结各个叙事单元的功能性人物。圣

经叙事的统一性主要通过重复的模式来体现，安德森在《小城畸人》中巧妙地运用了反复出现的意象、框架和主题来论证其

叙事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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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置疑，《圣经》的文学经典地位已得到学界
的公认。研究者通过对《圣经》进行文学性释读，发

现圣经叙述者在叙述故事时十分讲求叙事策略，其

叙事风格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从

文本表层看，舍伍德·安德森的短篇小说集《小城

畸人》与《圣经》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据笔者粗

略统计，行文中直接提及“上帝”的至少有４５处，而
全书的记叙、对白和自白至少有１８处或引用或化
用了《圣经》中的典故、语句和形象，这些足以说明

圣经叙事对安德森创作《小城畸人》的影响。

叙事的统一性是一种基本的美学品质。歌德

经常强调艺术的有机统一，他推崇古代希腊艺术作

品杂多中的整一。爱伦·坡在他的小说理论中也

突出强调了叙事统一性的重要。圣经叙事作品的

统一性已是不争的事实。本文从文本结构的叙事

统一性角度分析《小城畸人》，认为其在叙事策略上

具有鲜明的圣经文学元素。《小城畸人》全书共有

２５个短篇，叙述奇特，它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短篇
小说精选集，而是介于长篇和短篇之间的一种独特

的文学样式。该书自１９１９年出版后，评论界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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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一部短篇小说集还是一部长篇小说而莫衷

一是。安德森自己解释：“这部故事集的作品是相

互联结在一起的，我认为，应当看成是作品本身把

它们联结起来的。它在某些方面像一部长篇小说，

一个完整的长篇。”［１］可见，《小城畸人》是一个有

机的统一体，其整体意蕴来自于各个叙事元之间的

内在统一性，而安德森为了实现叙事的统一性所采

用的叙事策略和圣经叙事作品极为相似。

一

按照叙事学理论中人物角色的功能观，分析文

本的人物角色在整个文本结构中可能起到的作用，

发现两书都具有联结各个叙事单元的功能性人物。

１．主线式人物。利兰·莱肯评价《圣经》具备
一个支配一切的叙事统一性特征时，指出：“每个故

事都有一个主人公，而在圣经中这个主人公就是上

帝。他是核心人物，他的临在整合了这个普世性的

历史故事。”［２］２１在《小城畸人》中，乔治·威拉德的

角色功能与圣经叙事作品中的上帝相似，可以看成

是整部作品的统帅性角色。他是温士堡镇《鹰报》

的记者，因此他有广泛接触畸人的机会。书中的各

色人物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乔治有点关系，他或是他

们的倾诉对象，或是他们的亲人、知己或者爱人。

总之，他几乎出现在所有畸人的故事里，《小城畸

人》最后一个故事以乔治走上火车，离开温士堡镇

结尾。此外，上帝在《圣经》中的叙事功能还表现在

他奇迹地介入世俗世界的事件中，从而打开了通向

属灵世界的门。可以说，《圣经》中的上帝是联结物

质世界和属灵世界的纽带。评论家认为，作为作家

的安德森主要将目光投向人的内心世界，尤为擅长

描写人的隐蔽的内驱力。［３］安德森在《小城畸人》

里表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试图勘探真实的外部世

界，一种则是捕捉神秘的内心世界。对于行为怪异

的畸人，安德森试图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去挖掘他们

隐蔽的内心世界，从而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属灵的世

界。温士堡镇里的畸人对乔治有着某种莫名的信

任，他们都试图将自己寻找到的真理告诉乔治，因

此乔治·威拉德就为我们打开了畸人内心世界的

大门，让读者直接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理解他们

心灵深处的哀愁和痛苦。可以说，乔治这个纵贯始

终的主线式人物给各个孤立的叙事带来了统一，并

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自然衔接。

２．主要人物。从单独的叙事单元看，《圣经》中
关于主要人物的叙事一般包含许多单独事件的宏

观结构，主要人物能串连情节的功能是显而易见

的。圣经叙事中的一批历史人物如亚伯拉罕、雅

各、约瑟、摩西、约书亚、扫罗、大卫、所罗门等的故

事都是环绕各主要人物的一组故事，若按编年体排

列起来，这些故事的不同段落都直接间接地描写这

个人物，其性格特征在所有段落中都或隐或显地展

现出来。在这些故事中，故事的统一性在一定程度

上是基于人物角色和人物活动的统一性。我们将

圣经中亚伯拉罕的故事和《小城畸人》中杰西·本

特利的故事进行对比分析。关于亚伯拉罕的故事

主要出现在《圣经·创世记》１１：２６至２５：１１中，尽
管这些章节也涉及到其他人物，但我们阅读时，始

终能感觉到这个主导整个故事的主人公的存在。

亚伯拉罕的故事中包含着多重情节，“情节不仅仅

意味着一系列事件，而是指一连串互为因果关系的

事件。”［２］５６可以说，使这个多重情节的故事保持整

体性的关键在于亚伯拉罕持续不断地“寻求”，以及

他与上帝立约的活动。从《创世记》第十二章上帝

呼召亚伯拉罕开始，几乎所有的具体事件都直接间

接地与亚伯拉罕寻求儿子、后裔和土地相关联。在

《小城畸人》中，关于杰西·本特利的故事分散在４
个独立的篇目中。这４篇在小说集中是前后联系
的，除了叙述杰西·本特利的故事外，还讲述了他

的女儿路易斯·本特利和外孙大卫·哈代的故事，

这４个篇目虽然不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叙述的，但
并没有消解叙事的统一性。原因在于读者研读这４
篇小说时，明显地感受到杰西对故事的展开起到主

导作用，并且还有一个主导性的情节使它们保持统

一性：杰西一生持续不断的寻求上帝的祝福，渴盼

上帝会对他显灵，并且会给予他启示。《圣经》中亚

伯拉罕的寻求得到了报偿，更是坚定了人们对“信”

的认可和理解。可悲的是，杰西的寻求恰好相反，

造就了他的畸形，这种畸形也遗留给他的后嗣。他

拿外孙作为献祭，更是让其一生都无法舒展身心。

３．次要人物。纵观所有的圣经叙事作品中，主
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范畴。比

如，约书亚在《约书亚记》中是主人公，而在圣经律

法书的五卷里仅仅是个小的角色，所以要比较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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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了解圣经故事中的人物必须阅读所有涉及该人

物的叙事。这样看来，所有人物都可看成是实现内

部连缀的线索。《小城畸人》中的畸人们总是再三

在这个或那个短篇里出现，他们或者作为主角，或

者作为配角，有时仅仅只是个陪衬，比如乔治·威

拉德在《曾经沧海》中甚至只是作为渲染环境、烘托

气氛的道具。单独阅读２５个叙事单元，我们发现
没有一个人物是足够清晰的，而研读整部小说，将

所有的叙述都连缀起来就可以构成２５个简单的人
物传记。当然，就传记而言，这些叙述显得过于零

散而缺乏连贯性，但这些人物大致的人生经历甚至

包括他们的心路历程都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由此可见，安德森对这些角色的刻画是一个不断展

开的过程。笔者认为，《小城畸人》中的畸人应被看

成是连续统一体，这种对人物角色的处理方式加强

了各个叙事单元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二

“重复常常是一个故事内容的最佳线索。”［２］７４

在文学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框架和意象是分

析的重点。西蒙·巴埃弗拉特曾对《圣经》的统一

性做过深入研究，并在他的《圣经的叙事艺术》一书

中论证圣经叙事的统一性主要通过重复的模式来

体现。这些重复的模式既指贯穿整个故事的某些

单词或意象，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一个个情节和主

题。按照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由浅入深的分析《小

城畸人》文本，我们发现安德森也巧妙地运用了重

复的叙事模式。

１．重复的意象。在关于以利亚的传记中“火”
是关键意象，相继出现１５次之多。圣经叙事者用
“火”塑造了这位先知刚毅果敢的性格，同时也赋予

以利亚传记以内在的统一性。雅各的故事总提到

“石头”，正是石头一次次的出现连缀了整个故事。

在约瑟的故事中，雅各送给约瑟一件彩衣表示他的

偏爱，约瑟的哥哥们正是用这件彩衣欺骗雅各，引

发了手足相争的后续故事。法老则送给约瑟一套

细麻衣裳表示对他的赏识，而这套衣服却因波提乏

夫人的阴谋使他失去了管家的地位。可以说，在约

瑟的故事中，对约瑟所穿的衣服的描写往往出现在

故事情节的转折点上，从而构成了一个“统一全篇

的模式”。［２］９１在《小城畸人》中，安德森也大量运用

了重复的意象。毫无疑问，从整个故事集来看，“畸

人”形象作为主导意象贯穿全书，而“手”是作品中

提到次数最多的意象之一，至少有８１处。在关于
比德鲍姆的故事中，对其手的描写更是贯穿整个故

事，在这个篇幅短小的故事中对手的细致描述就有

７次。安德森别具匠心，使手的外表与人的气质联
系密切：《纸团》中里菲医生思想深沉、看似木讷，他

的双手看起来是那样笨拙，似乎带着不合时宜的表

情；《母亲》中郁郁寡欢的母亲敏感、神经质，她有双

长长的、苍白而没有血色的手；《酒醉》中汤姆·福

斯特的外祖母因操劳过度，有双像老葛藤似的手，

是她沧桑人生的表征；《成年》中乔治跟海伦拉在一

起的手是那般温和文雅，让人感到一丝温暖。

２．重复的情节。在叙事作品中，情节是尤其重
要的。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人物与情节是相互支撑

的。“如果你改变了事件设计，那么你也改变了人

物；如果你改变了人物的深层性格，你就必须重新

发明结构来表达人物被改变了的本性。”［４］对于读

者和研究者来说，重复的情节是帮助我们洞悉人物

的关键所在。我们可以将《撒母耳记下》第１１至
２０章中的大卫和家人的故事与《小城畸人》中的伊
丽莎白·威拉德的故事加以比较说明。从《撒母耳

记下》１１章开始包含了三个独立的故事，但这些故
事是相互关联的，具有统一性。三个故事单元都有

“放纵情欲”的情节。第一个故事是大卫王在美色

面前无法控制情欲，与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通奸。

第二个故事是大卫王的儿子暗嫩贪恋同父异母的

妹妹他玛的美貌，玷辱了她。第三个故事则是大卫

王的儿子押沙龙举兵反叛父王，当着众人的面与大

卫王美貌的妃嫔亲近。关于伊丽莎白·威拉德的

叙述主要包括在《母亲》和《死》两篇中。我们打乱

文本的叙事顺序，按故事时间顺序对她的一生进行

概述：伊丽莎白·威拉德是个内心积蓄着火一样激

情的女人，５岁时就死了母亲，跟着开旅馆的父亲
生活。她在少女时期，曾竭力要做一个真正的冒险

家。她父亲临死前交给她装有８００块钱的铁皮匣
子，并鼓励她离开温士堡，然而她最终没有离开，嫁

给了旅店伙计汤姆·威拉德。伊丽莎白不满自己

的婚姻生活，平庸鄙俗的丈夫汤姆狂热地追求世俗

的成功，他们彼此厌恨。在压抑的家庭氛围里，她

欣慰地在儿子乔治身上看到了她被扼杀的激情，自

７７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第５期（总第９４期）

然而然地把自己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伊

丽莎白在乔治１８岁那年病逝，在她的故事里还有
一个重要的插曲，就是在乔治·威拉德１２岁那年，
她结识了镇上的里菲医生，时常与之倾谈。《母亲》

和《死》两篇并不是前后相连的，在全书中的顺序是

第４篇和第２３篇。但关于伊丽莎白·威拉德的故
事并不松散，在她的故事中有同一个情节重复出现

了３次：伊丽莎白追求“理想的爱人”。第一次是她
在嫁给汤姆·威拉德之前有６个情人，但都不是理
想的；第二次是婚后里菲医生成了她倾慕的情人，

但没有成功；第三次是临死前她把“死亡”拟人化，

称为“爱人”，并且把他想象成一个黑发的强壮少

年，或者是一个身受谋生烙印和疤痕的严峻冷静的

男子，当然这次她成功了———以生命作为代价成功

地拥有了“他”。

３．重复的主题。我们认为，在宗教叙事中，男
女问题是从信仰、道德或政治角度入手的，没有纯

粹写男女感情的。从叙事表面看来，在《撒母耳记

下》第１１至２０章中，大卫和家人的３个故事里的
人物、时间、地点和情境各不相同，但分析它们的深

层结构，就会发现这些相似情节的重复也可以看作

是主题的重复，这些重复和重复中的变化作为提示

使前后３个故事取得了内在的关联，即因淫乱之罪
而导致的一系列痛苦和灾祸。这种内在的关联使

我们意识到：大卫王是淫乱之罪的始作俑者，又不

得不目睹同样的罪恶在自己儿子身上重现，这些就

形成了精彩的对应结构，从而大大增加了圣经文本

的思想深度和审美效果。由于安德森研究过弗洛

伊德，是首先冲破传统美国小说中关于两性关系主

题禁区的作家之一，所以很多评论家分析认为情欲

是造成畸人悲剧的重要原因。笔者并不完全认同

这种观点。分析伊丽莎白·威拉德故事的深层结

构，其文中相似的情节出自同一的主题：对庸常现

实的不满，而并非是单纯的情欲。伊丽莎白从少女

时代就明白：“她的冒险结识私情，从来没有一次单

是由于情欲而起的。”［５］１７４在她和里菲医生的交往

中，她更多的是将里菲医生作为倾诉的对象，而接

受“死亡”的拥抱无疑可以让她彻底地摆脱令她窒

息的生活现状。这样看来，“理想的爱人”是她渴望

拥有的生活状态，一种全新的生活，完全有别于她

所处的温士堡小镇的庸常。我们可以将伊丽莎白

的故事视为《小城畸人》所有女性叙事模式的典型。

在对这些女性畸人的故事进行历时性阅读时，读者

很容易被叙事话语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从表层话

语看，７位女性不论是已婚或者未婚，都渴求有个
“理想的爱人”，但问题是：这些女性为什么都得不

到“理想的爱人”，这种悲剧的必然性成分占多少，

她们自己要对悲剧的发生负有多大的责任？伊丽

莎白早就明白汤姆·威拉德不是自己理想的爱人，

她说“我需要的并不是汤姆，而是结婚。”［５］１７６她像

大部分年轻女孩一样，以为结婚会改变生活的面

目。然而，婚姻并没有向伊丽莎白提供可以释放激

情的角色，在压抑的家庭氛围里，甚至连对自己儿

子的爱都无法畅快地表达出来。《屈服》中的路易

斯·本特利也是一样，这个富裕的农场主的独生

女，主动约会车商的独生子哈代，同样是把一生的

希望寄托在婚姻上，希望通过结婚实现少女时期的

梦想，但路易斯·本特利的结局也一样以悲剧收

尾。伊丽莎白与路易丝有着相似的心路历程，她们

都是在对自身独立价值的探求中归于沉寂。那么

其他的５位女性呢？她们都是单身女性，“理想的
爱人”表面上是她们所渴求的客体，不过即使是《曾

经沧海》中的艾丽斯·欣德曼，她用一生的时间痴

恋着少女时代的情人内德·居礼，但她自己明白，

她心里并不需要内德·居礼或者其他男人。这份

痴爱成为艾丽斯的信仰，支持她对抗日常生活的平

庸。总之，这些充满激情，对生活抱有太多的幻想

的女性实在是和当时温士堡的气氛格格不入，她们

注定会成为畸人。作者用“重复”的手法引起读者

对女性生存悲剧的关注和思考。“完美的布局应有

单一的结局而不是双重结局。”［６］全书贯穿着一条

矛盾冲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思想轨迹，明晰地表

现出悲剧的连续性和普遍性。如此看来，这就不仅

仅是温士堡小镇中女性的悲剧了，也是整个时代的

悲剧。在所有畸人的叙事中，我们都可以感觉到隐

匿在背景中却能为读者所见的命运轨迹，这些人物

通常在某一个戏剧性的时刻被引向某种精神扭曲，

甚至完全疯癫。正如作者在开篇《畸人志》中所言：

“一个人一旦为自己掌握一个真理，称之为他的真

理，并且努力依此真理过他的生活时，他便变成了

畸人，他拥抱的真理变成虚妄。”［５］３如此一来，所有

这些叙事都指向了相同的主题：人的情感和灵性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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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抑了，人成为被世界击垮和嘲弄的牺牲品。

可贵的是，安德森对圣经叙事技巧的运用并不

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借鉴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

挥和深入。在《撒母耳记下》大卫王和家人的故事

中，重复的情节有利于大卫王人物形象的塑造，但

《圣经》的主要目的是道德教化。《撒母耳记下》第

１１至 ２０章中的故事强调的是“一报还一报的法
则”，大卫王的儿子步其后尘，而他们所受到的惩罚

也可以视为是对大卫王的惩罚。《小城畸人》主要

不是进行道德教化，其中使用的写作技巧和表现手

法更多的是为了获得更佳的审美效果。在伊丽莎

白·威拉德的故事里，作者进行了多个不同视角的

叙事：丈夫汤姆浸染了世俗的恶浊气息，他憎恶自

己的妻子伊丽莎白，视她为自己失败人生的象征。

还未成年的儿子乔治在成长的过程中慢慢理解了

自己的母亲。而里菲医生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新的视角，因为从小说集的第２篇，以里菲医生为
主人公的《纸团》中，我们了解到里菲医生和镇上的

大多数人不一样，他算是一个孤独的思想家。当他

倾听这个病妇人伊丽莎白的故事时，感到所面对的

不再是个心力交瘁的老妇人，而是“一个天真可爱

的小妮子，这小妮子借了某种奇迹，竟得以从这心

力交瘁的妇人躯壳里脱颖而出”。［５］１７８很显然，他俩

是一类人，“他们的内心，自有某种东西存在，具有

同样的意义，需要同样的解脱，在旁观者的记忆中

会留下同样的印象”。［５］１７２这种通过不同视角的叙

事来表现同一主题的叙事手法，不仅使作品实现了

叙事上的整体性，深化了主题，而且使读者通过这

种叙事手法加深了对角色的了解，获得了独特的审

美效应。

按照威廉·詹姆斯的观点，通向内心经验的自

我分成三种：物质的自我、社会的自我和精神的自

我。精神的自我是内心的状态，是愿望、感情和思

想，这些东西组成了人的内在生命。［７］３１伴随着１９

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美国社会的巨大变革，美国正
面临是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这一变化

促使人们开始重新估价自己的基本信念及价值观

念。中西部小镇也失去了原有的平静祥和，大多数

人已经抛弃了精神的自我。那些天性敏感，对生活

和生命有强烈追求的人逐渐失去了按本意为人处

事的可能，注定成为外表古怪，内心痛苦的畸人。

《小城畸人》描绘了这些充满挫败感的畸人失掉了

信仰而茫然不知所措，或者陷入到宗教的虚幻之中

自欺欺人。舍伍德·安德森很少直接论述基督教，

不可否认的是《圣经》的叙事策略影响了《小城畸

人》的基本叙事结构与话语系统。以《圣经》叙事

为标本，分析研读《小城畸人》，不仅会让我们对其

叙事统一性特征加以理解，而且有利于更好地把握

安德森的创作态度和情感，还赋予了作品更为深厚

的文化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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