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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拉帕西尼医生的花园

刘 文 洋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９）

　　摘　要：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１９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其短篇佳作《拉帕西尼

的女儿》是一则发人深省的堕落的伊甸园的寓言，男女主人公乔瓦尼与贝阿特丽丝充当了花园

中的新亚当和夏娃。拉帕西尼医生的花园是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所，它与小说的人物、情节和内

容有机地契合在了一起。同时，贝阿特丽丝是花园意象的延伸，花园也是乔瓦尼内心情感的投

射。花园意蕴丰富，承载着小说的主题，隐含着霍桑对清教教义、人性及种族问题的个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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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１９世纪最具影响力

的浪漫主义小说家。长篇小说《红字》（ＴｈｅＳｃａｒ

ｌｅｔＬｅｔｔｅｒ）的成功确立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

位，但是霍桑在创作之初却是以短篇小说家著称

的。霍桑一生创作了约１００多篇短篇小说和随笔

文章，其中《拉帕西尼的女儿》被公认为是霍桑最

杰出的短篇小说之一。《拉帕西尼的女儿》是霍桑

作品中为数不多的没有以新英格兰为背景的短篇

小说。故事发生在意大利的帕多瓦，主要描述了

一位狂热追求科学的拉帕西尼医生（ＤｏｃｔｏｒＲａｐ

ｐａｃｃｉｎｉ）试图仿效上帝，在尘世建造了一座毒草丛

生的花园，并将自己唯一的女儿贝阿特丽丝（Ｂｅａ

ｔｒｉｃｅ）隔绝在花园中。与花园为邻的意大利青年

乔瓦尼·古斯康蒂（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Ｇｕａｓｃｏｎｔｉ）邂逅了

美丽的贝阿特丽丝，被其吸引走进了花园，但是最

终二人却在花园中上演了一幕令人唏嘘的爱情悲

剧。原来，贝阿特丽丝从小被父亲用毒药喂养，全

身充满了剧毒，乔瓦尼在与爱人的接触中也不幸

身染剧毒。得知真相的乔瓦尼用谩骂粉碎了贝阿

特丽丝生的希望，最终在心怀叵测的巴格利欧尼

教授（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Ｂａｇｌｉｏｎｉ）的怂恿下，乔瓦尼将解

药送给了贝阿特丽丝，间接地断送了爱人的生命，

留下他一人孤独地生活在余生无尽的悔恨之中。

霍桑自称是罗曼司作家，而非小说家。著名

批评家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ｈａｓｅ（理查德·蔡斯）概括了美

国罗曼司的基本特点：“罗曼司一方面具有独特环

境与典型人物的明显特征，一般远离普通现实生

活的真实性、发展性、连续性，表现出传奇剧与牧

歌式的创作倾向，有一种或多或少的抽象性。另

一方面，它潜入人类意识深层，抛弃道德顾虑，或

忽视人的社会性质，或间接地及抽象性地表现出

来［１］。”霍桑在《拉帕西尼的女儿》的楔子中也提

及了这个故事完全忽略了时间和空间背景，主人

公的社会性质同样非常模糊。作为小说的总体背

景，拉帕西尼医生的花园也似真似幻，但霍桑却用

其细腻的文笔将花园这一可感而不可见的背景转

化为形而上的实际存在，使读者可以真真切切地

感受到花园的存在。《拉帕西尼的女儿》中的花园

是真实世界和想象世界的交汇处，它不仅担当着

故事发生的特定场所，而且在它所蕴含的深层的

意象之下渗透着霍桑隐含的宗教观、人性观及种

族观。

一、堕落后的伊甸园

拉帕西尼的花园既是故事的背景，也是承载

主题意蕴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毕竟主人公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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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真实的环境中活动，因而霍桑花了大量的

笔墨详细地描述了这个远离普通生活的花园。霍

桑以其一贯的风格，将故事置于基督教的隐喻体

系中［２］，拉帕西尼的花园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旧

约·创世纪》中人类堕落之前幸福生活的伊甸园：

“神在东方的伊甸设了一个乐园给人安居；使地长

出各类树木，美丽悦目，果实可口。在园的当中，

神还栽种了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有一条河从伊

甸流出，灌溉乐园，再从园中分为四道支流

……。”［３］表面上看，拉帕西尼的花园正是一个栽

种着美丽的灌木，长满奇花异草的仙境花园。虽

然历经世事沧桑，花园中依旧泉水潺潺，闪烁着永

恒的光芒流经了一个又一个世纪。拉帕西尼医生

是花园的主宰，他试图如上帝般掌控世间万物，包

括贝阿特丽丝的人生。贝阿特丽丝虽身藏剧毒，

但是被隔绝在花园中懵懂无知的她倒也觉得幸福

宁静。一眼望去，这是一个景色怡人、平和安详的

花园，生活在其中的贝阿特丽丝虽无知无识却也

无忧无虑。

但是表面的祥和却掩藏不住潜在的危险因

素。拉帕西尼的花园虽然枝叶繁茂、繁花似锦，但

是仔细观察，人工的痕迹使它们显得矫揉造作。

娇美的花朵、艳丽芬芳的灌木散发着有害的毒素，

阳光照耀下满园的流光溢彩也无法减免游走在花

园树木阴影中带来的恐惧。更为糟糕的是，诱惑

已经悄然在花园中扎根，时刻准备着伺机而动：

“有些植物蛇似的匍匐在地面或攀援在随便什么

可借以爬高的装置上。一棵植物在威耳廷努斯神

像的周围形成了花环，用其下垂的浓枝密叶把神

像从头向下遮住，那幅美好的构图真值得一位雕

刻家学习呢。”［４］伊甸乐园中，撒旦化作蛇引诱夏

娃偷食禁果，结果人类始祖未能逃脱魔鬼的诡计

而堕落了，从此人类失去了上帝的爱，蛇也与上帝

处于永恒的对立之中。拉帕西尼医生的花园中，

魔鬼的代言人蛇已经出现，它匍匐在地面上，窥伺

时机，随时准备攀援而上，释放诱惑的毒汁。威耳

廷努斯是罗马神话中的果园神，果树女神波摩娜

（Ｐｏｍｏｎａ）的丈夫。波摩娜是林中的一位仙女，她

不爱山林河水，单爱结着鲜美果实的果园和果树。

她在果园里深居简出，但爱慕她的男子却很多。

在所有追求者中，最爱她的是威耳廷努斯，然而他

也并没有获得成功。有一次他戴上一顶灰白的假

头发，用一块花布把头包起，手里拄着拐杖，扮成

个老婆婆模样，走进了波摩娜的整齐的果园，他赞

美了她的果子一番之后，就以老婆婆的口吻苦苦

劝说波摩娜接受威耳廷努斯对她的爱情［５］。这一

次，威耳廷努斯走进了拉帕西尼的花园，在枝叶的

掩护下煽动着深爱花草树木的贝阿特丽丝内心对

爱的渴望，诱惑着她接受乔瓦尼的爱情。巧合的

是，引领乔瓦尼走进花园暗门的老婆婆丽萨贝塔

看起来活像一个经年发黑、怪模怪样的木雕物品，

与前文威耳廷努斯的隐喻形成了互文。由此，读

者可以看出拉帕西尼的花园隐藏着层层诱惑，已

然不是人类向往的至乐之境，蓄势待发的诱惑背

后预示着人类即将到来的堕落危机。

霍桑出生成长于清教氛围浓厚的美国马萨诸

塞州塞勒姆镇，其祖先几代人都是狂热的清教徒。

一方面，霍桑清楚地看到清教的局限；另一方面，

他也难以摆脱清教教义和伦理对其潜移默化的影

响。霍桑认同清教的“原罪观”，认为罪是人类存

在的根本属性，人类因亚当夏娃的堕落而获罪，完

全没有能力拯救自己。《拉帕西尼的女儿》中拉帕

西尼医生虽然试图利用自己掌握的科学打造一个

尘世的伊甸园，但是在这个花园里，表面上的和美

无法抵挡蠢蠢欲动的诱惑，整个花园弥漫着一触

即发的危险。无论拉帕西尼医生如何孜孜不倦地

追求，他的花园已不再是人类向往回归的幸福的

伊甸园，科技、勤奋、执着全都无法改变人类与生

俱来堕落的事实。拉帕西尼的花园的缺憾状态反

映了霍桑的清教原罪观，人类生来就是有罪的，罪

恶的天性使人类彻底失去了上帝的恩宠，尘世没

有复乐园，人类也无法返回到纯美的伊甸仙境，等

待走出伊甸园的人类的唯有无尽的救赎。

二、花园意象的外延

霍桑深受清教原罪观的影响，相信人性本恶，

但是他的作品依然能够打动以儒教和“人之初，性

本善”为主流意识和文化基础的中国读者。归根

结底是因为霍桑的小说有着直达人性的深度，无

论他的小说是对殖民地历史的写实，还是那些置

于现实和虚构之间被他称作罗曼司的作品，霍桑

都通过小说表达了他对人性的思考，深刻地揭示

了人性的真实，触动读者的心弦，激发出读者本质

上共通的人性的共鸣。霍桑擅长揭示人性内心隐

藏的罪恶，在他的作品中人性是复杂的，绝对的完

美并不存在。

０４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７卷　



《拉帕西尼的女儿》中男女主人公贝阿特丽丝

与乔瓦尼人性的善恶双重性也使整部小说充满了

悖论的张力，而花园的意象也承载了人性双重性

的这一主题。首先，贝阿特丽丝是花园意象的延

伸，花园中淙淙的泉水象征着贝阿特丽丝不朽的

精神，而贝阿特丽丝视为姐妹的紫色灌木则代表

着贝阿特丽丝肉体的天性之毒。在中西方文化

中，水作为自原始社会传承下来的人类共同的心

理积淀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是一个重要的原型

意象。水意象承载着深沉的文化底蕴，它的源源

不息常常象征着生命、信仰与道德。水是生命之

源，万物之本。它是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是人类

繁衍的载体。并且，水与道的互喻在中西文化中

比比皆是。中国先哲孔子见水必观，他认为水流

不息好似道的流传，君子见水必观。老子也曾说

过：“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

恶，故几于道。（《老子·第八章》）”人类对“道”上

下求索，历千年不绝。人类最熟悉的水的特点无

限制地接近了道的本质：虚静守柔、作而弗有、为

而弗恃。荣格在《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中也曾说：

“水是对无意识的最普通的象征。……水是‘谷之

精灵，水是‘道’的飞龙，它的本性像水一样———一

个怀抱在阴之中的‘阳’。”［６］在荣格这里，水原型

作为集体无意识的象征，就像浑然一体的“道”，既

表征宇宙万物的终极根源，又代表那“活的精神的

运行”，无所不在，无所不流，体现人对“普遍”或

“回归”的永恒追求［７］。拉帕西尼花园中喷泉的形

体已经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世事沧桑唯泉水

兀自淙淙，在阳光照耀下绽放着恒久的光芒，延续

着人类不变的信仰。泉水象征着贝阿特丽丝纯净

自然的心灵，是人类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不过，

贝阿特丽丝精神和肉体的分离形成了她形象的悖

论。贝阿特丽丝将园中的紫色灌木视为自己的姐

妹，无微不至地照顾它，并且她总愿意刻意装扮自

己，与紫色灌木融为一体。这株紫色灌木绚丽夺

目、繁花竞放、流光溢彩，但是它散发的奇香中弥

漫着致命的剧毒。贝阿特丽丝肉体与精神的偏差

意味着人类远离完美的缺憾状态，花园中的泉水

与灌木形象地表达了贝阿特丽丝无法避免的人性

的双重性。

其次，拉帕西尼的花园也是乔瓦尼内心情感

的投射。乔瓦尼始终徘徊在爱与不爱的边缘，他

禁不住本能地被善良美丽的贝阿特丽丝吸引，却

又害怕屈服于欲望之后的不可控的后果。他想全

情投入又希望能全身而退，这种举棋不定的犹疑

明确地反映在他对花园的观感之中。本能的欲望

萌动之时，乔瓦尼眼中的花园景色怡人，煜煜生

辉，是他与大自然保持神交的象征之所，令其向往

至极；理智占上风时，乔瓦尼会不断地想起巴格利

欧尼教授的警告，暗示自己贝阿特丽丝是有毒的

妖孽，提醒自己尽快远离纷扰迷离的花园。此时，

他就会用挑剔的眼光审视花园，认为花园中的灌

木凶猛做作、毒草丛生，游走在园中令人恐怖至

极。乔瓦尼将内心的欲望、怀疑及犹豫投射在花

园这一客观的实体上，情感变调引发的花园外观

的变化饱含着乔瓦尼内心痛苦的挣扎。花园从天

堂到地狱的转变也烘托出相貌堂堂、身体健康的

乔瓦尼内心情感运行的轨迹，清晰地呈现出他内

心难以名状的冲突和矛盾。拉帕西尼的花园是乔

瓦尼人性的缩影，时而亮丽欢快，时而阴暗恐怖，

充分凸显了人性的复杂。

三、花园意象的内涵

霍桑大学毕业之后曾蛰伏长达１２年之久，潜

心写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追求唯美的

艺术家，但是当生活在现实中的霍桑面临着养家

糊口的压力时，不得不考虑选择一份可以为他提

供稳定经济保障的政府工作。霍桑曾就读缅因州

的博多因学院，与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

·皮尔斯（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Ｐｉｅｒｃ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皮尔斯竞选美国总统时，霍桑主动要求为他写一

篇充满溢美之词和传奇色彩的竞选传记，霍桑斐

然的文采为皮尔斯的竞选增添了获胜的砝码，最

终皮尔斯赢得了１８５２年的大选。皮尔斯就任之

后，作为回报任命霍桑为驻英国利物浦的领事，一

个收入颇丰的职位。皮尔斯在政治上同情南方的

奴隶主，反对废奴运动，在这一具有争议的政治问

题上霍桑坚决地站到了皮尔斯的一边。霍桑曾经

在一封信中写道：“皮尔斯肯定是欠我一个人情

了，因为他的自传我损失了很多北方的朋友和支

持者，……在我就奴隶问题发表了观点后，他们对

待我就像秋风扫落叶般无情。［８］”无论是源于现实

无奈的选择，还是根源于他对激进的社会政治行

为的恐惧，霍桑公开支持蓄奴制度。

美国南方黑奴制是在殖民地时期逐渐形成

的，黑奴是美国南方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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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南方种植园的发展而形成并且起到了必要

的作用。美国奴隶制种植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奴隶制种植园主完全占有生产资料，并且通过购

买而占有黑奴，黑奴是种植园主的私有财产，毫无

人身自由，主人对之可以任意买卖和虐待；黑奴的

劳动成果也完全被种植园主所占有。黑奴制度下

的黑人生活在种族歧视、种族压迫和剥削之中，其

处境非常艰难。黑奴不仅要承受高强度的劳动，

还要忍受非人的心理折磨。黑奴的婚姻完全由奴

隶主决定，他们可以随意拆散黑奴的家庭，贩卖其

家庭成员，造成一幕幕妻离子散的人间惨剧。黑

人和白人之间的婚姻是绝对不被法律所允许的，

更不被社会习俗所接纳，甚至黑奴要尽量避免与

白人接触。白人可以随意侵犯黑人女奴而不必受

到法律的制裁，虽然法律限制黑人和白人的婚姻，

但实际上由白人男子和女奴所生的混血儿在当时

并不少见。１８５０年，３２０００００奴隶总人口中，有

２４６０００名混血奴隶。而到１８６０年，３９０００００奴

隶总人口中有４１１０００名混血奴隶
［９］。《拉帕西

尼的女儿》中霍桑借用花园中的花草隐晦地表达

了当时世俗对混血婚姻的态度，流露出他对黑人

的种族偏见。当乔瓦尼仔细审视拉帕西尼的花园

时，他发现有几株灌木是由几种物种杂交而成，他

认为这样的融合是淫邪的表现；杂交之后的植物

已不再是上帝所造之物，而是人类堕落的幻想的

畸形产物［１０］。虽然在为皮尔斯撰写的竞选自传

中，霍桑公开赞成皮尔斯坚持黑奴制度的观点，但

是在其作品中，霍桑却很少提及、甚至是刻意回避

奴隶制、种族这一主题。不过在《拉帕西尼的女

儿》中，乔瓦尼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他认为杂交后的植物是可疑的、不祥的，从他的态

度中可以推测出同为知识分子的霍桑想要传达的

种族观念。无论承认与否，美国的黑人问题一直

存在，即使在这位被称之为政治上保守的小说家

的作品中，读者仍可以通过花园的花草感受到隐

含其中的种族偏见的阴影。

四、结语

总体上说，霍桑作品的含义是晦涩难懂的，因

为他总是采取仿佛置身事外的立场，用曲折迂回

的象征、隐喻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的小说无繁词

缛说，意不浅露，语不穷尽，篇中有余意。《拉帕西

尼的女儿》中，表面上拉帕西尼医生的花园不过为

小说提供了一个堕落的伊甸园背景，但是仔细研

究花园意象的外延与隐含之意，可以发现霍桑巧

妙地将其宗教观、人性观、种族观糅合在花园意象

的深层结构之中。霍桑将其不尽之意转换成花园

意象，随着情节的发展，花园这一真实的地理存在

直观而又形象地展示了隐退幕后的霍桑的观点，

可以说拉帕西尼的花园是霍桑思维构造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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