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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林格宗教哲学思想在其作品中的映射

刘立勇，　李兰冬

（石家庄铁道大学 外语系，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出身于犹太家庭，生活在基督教世界之中，痴迷于东方宗教，塞林格在三种不同宗

教信仰形态与哲学思想的碰撞与交融中，克服单一信仰的片面与狭隘，超越单一的宗教或哲学

视角，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文关怀范式。无论是塞林格，还是他塑造的人物，在不同宗教信仰

形态和哲学思想的流变与会通之中左右摇摆，最终采取融合宗教多元主义的复杂思维模式，以
东方宗教哲学思想为引，追求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和平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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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Ｄ．塞林格的大部分作品都涉及宗教问题，
加上他后来几近遁世的“僧”活方式，其宗教思想

一直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通过对塞林格生平

的考据和传记研究得知，他的犹太身份、基督教环

境下的生活经历，以及对不同宗教的接受和会通，
尤其是对东方哲学、佛教禅宗和道家思想的推崇，
皆对他本人的生活哲学及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

影响。国内 学 者 对 塞 林 格 宗 教 思 想 的 研 究 始 于

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主 要 集 中 在 对《麦 田 里 的 守 望

者》的禅宗思想分析、塞林格犹太身份与其作品宗

教性的关系、塞林格与东方宗教哲学的关系等方

面，但在塞林格宗教哲学思想在作品中的体现方

面，相关研究尚待进一步挖掘。

　　一、犹太特征在其作品中的折射

塞林格１９１９年出生于纽约一 个 中 产 阶 级 的

犹太家庭，父亲索尔·塞林格（Ｓｏｌ　Ｓａｌｉｎｇｅｒ）曾是

犹太教中身份 显 赫 的 拉 比①，母 亲 玛 丽·吉 利 奇

（Ｍａｒｉｅ　Ｊｉｌｌｉｃｈ）出 生 于 爱 荷 华 州，曾 信 奉 天 主 教。
但就在与塞林格的父亲举行婚礼前夕，她皈依了

犹太教，把名字也改为具有犹太教色彩的“米利亚

姆”（Ｍｉｒｉａｍ）。②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美国反

犹呼声甚嚣尘上的时代，犹太人在各个领域被边

缘化，经常有反犹太主义分子挑起事端。在此社

会背景下，父母对家庭身世三缄其口，塞林格直到

完成受诫礼③ 时才知道他母亲没有犹太血统。因

为根据正统犹太教律法，如果母亲不是犹太人，孩
子就不算犹太人。在此社会风潮和家庭教育的影

响下，作为半犹太人的塞林格有意隐藏起自己的

犹太血 统，采 用Ｊ．Ｄ．的 缩 写 来 隐 去 杰 罗 姆（Ｊｅ－
ｒｏｍｅ）这个明显带有犹太色彩的名字。

查姆·伯曼特曾说：“无论一个犹太人已经离

开他的血统，他的信仰有多远，只要有人在凌晨敲

一下他的房门，哪怕只是为了犹太人的地狱，他也

会即刻重新变成一个犹太人。”［１］在现实生活中塞

林格刻意隐藏其犹太身份，但其作品描绘的大都

是犹太人的生活。在带有自传体色彩小说《一个

我所知道的女孩》中，塞林格第一次触及自身的犹

太传统和 纳 粹 反 犹 太 大 屠 杀。在《下 到 小 船 里》
中，塞林格第一次讨论了反犹话题，小说里的４岁

男孩莱 昂 内 尔 分 不 清“犹 太 佬”（ｋｉｋｅ）和“风 筝”
（ｋｉｔｅ）这两个词，总觉得有人不怀好意地把他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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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比作用一根线牵着，被放到半空中的东西。在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塞林格把自己被审查犹太

人身份时的心理焦虑安到了霍尔顿身上，他不喜

欢讨论宗教信仰，突然被问及天主教徒身份这一

点会让他发疯。格拉斯家族和塞林格家庭类似，
都拥有基督徒和犹太教的血统。所有这些都可视

为塞林格 对 自 身 犹 太 身 份 的 隐 秘 诉 说 和 含 蓄 表

达。另外，塞林格小说中还经常出现逃 亡、流 浪、
边缘化、牺牲与救赎等犹太作家常用的文化母题。
例如，《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从潘西中学

逃亡、在纽约流浪、计划逃亡到西部，甚至逃离人

类社会；《下到小船里》的小莱昂内尔几乎一直处

于逃亡之中；《抬高房梁，木匠们》中的西摩逃离自

己的婚礼；《笑面人》中“笑面人”终生都在逃亡流

浪。这类母题一方面反映了人物的无助与纠结，
另一方面 则 体 现 了 塞 林 格 对 自 身 犹 太 身 份 的 隐

藏、困惑与追寻。

　　二、塞林格式人物的精神探索之旅

二战后，美国经济高度繁荣，功利主义充斥于

社会的各个角落，以基督教文化为主的传统道德

观念和宗教价值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

战，逐渐崩塌、解构并重构。塞林格在自身的犹太

身份认同方面原本已经十分焦虑，在此社会背景

下，他更是不断反思西方宗教，试图从不同文化范

式出发，从不同的信仰体系中寻求价值依托，探索

摆脱精神危机的路径。
塞林格对生命存在和宗教思想的不 断 追 索，

同样投射到他的小说创作中。《就在与爱斯基摩

人开战之前》充斥着基督教式的象征主义，探索了

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人与自身追求之间的异化，揭
示了塞林格自身的精神探索，寻找人生与人性问

题答案的努力。《下到小船里》表达了一种希望：
通过 爱 来 救 赎 人 物，而 不 是 通 过 恨 来 毁 灭 一 切。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流浪的故事框架与

释迦牟尼寻求精神解脱的经历相类似，均遵循了

“养尊处优—终极思索—幡然醒悟”这一模式。塞

林格借霍尔顿传达了自己对东方哲学的兴趣，设

置了多处诸如鸭子、煎饼、木马等具有禅宗公案④

性质的意象和隐喻，敦促霍尔顿在怀疑、迷茫、失

望中思考、探索。经过三次象征性死亡，经历了禅

宗的“未 悟”、“初 悟”和“顿 悟”三 个 阶 段，霍 尔 顿

“麦田里的守望者”梦想逐步破灭，最终顿悟重生，
获得心灵的超脱。［２］《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后小说

的宗教感更鲜明，东方宗教式体验和佛教禅宗逐

渐成为小说探讨的主题。《德·杜米埃·史密斯

的蓝色时期》讲述了１９岁时的史密斯被超验感悟

所拯救的故事。之后在短篇小说集《九故事》扉页

所附的一则禅学公案中，塞林格明确指出了创作

意图：“吾人知悉二掌相击之声，然则独手击拍之

音又何若？”［３］《九故事》的首篇《逮香蕉鱼的最佳

日子》充斥着不可救赎的绝望，最后主人公西摩在

绝望中自杀；尾篇《特迪》中，具有特异思维与领悟

力的特迪预见到了自己的死，甚至包括具体时间，
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首篇和尾篇中描述

的两种死亡各不相同，但最后又重合在一起。如

此安排使《九故事》具有了一个环形结构。九个故

事如 同 九 个 谜 团，而 九 后 则 归 零，正 可 看 作 道 家

“有名万物之始，无名万物之母”，以及佛祖“四十

九年未曾发一言”的注脚。［４］

塞林格塑造的人物常面临着毁灭性的精神危

机，表现出强烈的幻灭感，或对生活采取消极抵抗

的态度，或陷入孤独的自我世界，挣扎在现世的痛

苦中。“精神的危机和重担最终压跨了他们脆弱

敏感的神经，使他们坠入精神崩溃的深渊，他们唯

一 的 选 择 是 以 自 我 救 赎 的 形 式 重 构 生 活 的 根

基”。［５］他们寂寞孤独、与人沟通困难，但强烈地渴

望摆脱寂寞、回归人群。他们努力挣扎，但似乎都

是徒劳，最终只好选择躲避人群，逃离世俗生活。
他们或是与虚幻中的、故去的人物为伴，或是与动

物为 伍，能 理 解 他 们、听 懂 他 们 的 只 有 纯 真 的 孩

子。塞林格力求为人物寻求一条摆脱精神危机的

可行路径，想通过借鉴东方文化救主人公于精神

困境，但这些人物的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在《麦
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最后被诊断患上了精神

分裂，被强行送往医院；在《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
中，塞林格用香蕉鱼的寓言来暗示自己的绝望：香
蕉鱼 不 计 后 果，拼 命 吞 吃 香 蕉，最 后 腹 胀 如 鼓 而

死；在《西摩小传》中，西摩是一位开悟的智者，但

却害怕人群，不懂得和别人沟通思想，只能与一个

几岁大的小女孩沟通。这个人物最后也是以自杀

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绝望，自杀前还试图向年轻

的弟弟妹妹们传授思想。在《特迪》中，能预见前

世今生的“活 佛”特 迪 同 样 劫 数 难 逃。１０岁 的 他

主动 迎 接 死 亡，让 姐 姐 把 自 己 推 下 了 空 游 泳 池。
这一情节表现出塞林格对现实的怀疑和无力摆脱

精神困境的无奈。塞林格在最后一篇作品《哈普

沃兹１６，１９２４》中 继 续 思 考 着 现 代 人 的 精 神 危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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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出路。全文几乎都是宗教哲学思索，晦涩难懂。
“塞林格借巴蒂之手化身为西摩向读者告别，此时

的西摩成为各种矛盾的化身：成人与孩子，精神与

物质，神圣与人性。或许，塞林格想说的 是：连 最

聪悟的人也无法参透神的安排，只能服从神的意

志。”［６］在他所塑造人物的生命中，宗 教 从 一 个 单

纯的影响因素或辅助力量一步步发展为唯一的核

心力量。发展到最后，作品的全部意义甚至就是

用来传递神秘的宗教教理。

　　三、宗教多元主义下的终极关怀

塞林格的中、后期小说特别是后期小说，试图

用宗教哲学的超越性解决一个人生命题：面对一

个令人窒息的社会，个体究竟该以何种方式存在？

基督教价值体系的崩坏，东方无为思想的不足，似
乎都无法使个体彻底摆脱精神危机。在充满偶然

性和荒谬感的现代异化世界中，异化程度愈深，对
立就愈尖锐。童真及美好青春绝不是最终归宿：
“童真”是短暂的，儿童终将长大，“无常”却是永恒

的，存在即是无常。［７］塞林格笔下的主人公都怀着

融入社会、改变社会的强烈渴望，但后来却疏离于

社会，最终在不断求索过程中愈加疏离。霍尔顿、
西摩和弗兰妮都接受过心理治疗，特迪也因其独

特的才华受到教育研究者的注意，但精神治疗的

效果 微 乎 其 微，他 们 一 个 都 没 有 摆 脱 精 神 危 机。
同时，以东方思想否定西方思想的绝对做法又使

塞林格及其主人公陷入了一个更绝望的死胡同。
叛逆者很容易悲观厌世，走上绝望的不归路，由怀

疑一切走向心灵的虚无。霍尔顿在顿悟中成熟，
但也为此付出了精神崩溃的代价；接受了禅宗洗

礼的西摩依然不能融入社会，最终选择了自杀；作

为佛陀化身具有顿悟精神的特迪，却做出了杀人

的举动。
在这些人物中，也许只有弗兰妮最接 近 塞 林

格想要达到的真理。在几次昏倒、自闭、绝 食、几

近崩溃的边缘后，弗兰尼在让她感到厌烦的两位

大哥的房间里突然领悟了。她在基督文化和东方

思想的碰撞中似乎找到了一条出路，选择用宗教

思想来阐释生活、阐释自己，使自己的理想和宗教

哲学适应现代生活，获得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

和平相处。人类最佳的境界就是在宁静之中去完

成自己的工作，而不是焦灼地对抗。或许这就是

塞林格找到的叛逆者的归宿：宁静、智慧和禅宗。
随着时间变化，塞林格对东西方宗教 思 想 进

行重新审视与整合，其宗教观的流变与会通呈现

出一种杂糅状态：以东方宗教指引为主，同时接纳

犹太教和基督教教义的表达。正如塞林格借巴蒂

·格拉斯之口所表达的：
我和西摩的东方哲学的根———容我姑且称之

为“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植于 新 约 和

旧约、吠檀多不二论、以及道教，……我倾向于把

我自己认作一个四流的羯磨瑜伽行者，……我深

深迷恋经典的禅宗文献，且斗胆每星期在大学教

一个晚上的禅宗以及大乘佛教选读。［８］

塞林格接受并重新整合了常规西方思维中的

二元论思想，主张在不同宗教文化的冲突中保持

平和，以一种融合的多元宗教共存的新空间来克

服单一文化的弊端，倡导平静、融入，以找到新的

自我追寻方向。这种融合方案是解救现代人精神

迷茫的一种有效探索，给在异化社会中生存的焦

虑个体指出一条明路。

注　　释：

①拉 比：指 接 受 过 正 规 犹 太 教 育，系 统 学 习 过 犹 太 教 经

典，担任犹太人 社 团 或 犹 太 教 教 会 精 神 领 袖 或 在 犹 太

经学院中传授 犹 太 教 教 义 者，是 犹 太 教 中 负 责 执 行 教

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

②米利亚姆：犹太教 中 一 位 女 先 知 的 名 字，也 是《圣 经·

旧约》里摩西姐姐的名字。

③受诫礼：犹太 教 庆 祝 男 子 满 十 三 周 岁 和 进 入 犹 太 教 团

体的典礼，是犹太男孩的成人仪式。

④禅宗公案：禅宗是佛教的 一 个 宗 派，是 将 印 度 的 佛 学 理

论与中国的老 庄 思 想 及 魏 晋 玄 学 相 结 合 而 创 立 的，其

核心思想 是：不 立 文 字，教 外 别 传；直 指 人 心，见 性 成

佛，主张不执着于语言文 字，以 顿 悟 自 省 的 方 式 来 明 心

见性。禅师在 示 法 时，或 用 问 答，或 用 动 作，或 二 者 兼

用，来启迪众 徒，以 使 顿 悟。这 些 内 容 被 记 录 下 来，便

是禅宗公案。

（下转第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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