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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红字 》的
“

中 间地带
”

策略管窥罗 曼司体裁的 美国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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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美 国 文 艺 复兴 时 期 作 家纳撒尼 尔 ？ 霍 桑 重 新定 义 了 罗 曼 司 这 一传 统 文 学体裁 ， 开

创 性地提 出 了 想 象 与 现 实之 间 的
“

中 间 地 带 ”
的 罗 曼 司 叙 事 策 略 ， 并在 其 代表 作 《 红 字 》 中 通过

虚 实 结 合 的 故 事 背景 、反 常 的叙 事结 构 、象 征 和 隐 喻 手 法 、模糊 化 的叙 事手 法 、 意 象 的 明 暗对 立

等 文 学 手 法 ， 充分实践 了 其提 出 的
“

中 间 地 带
”

策 略 ， 全 方 位地 呈 现 了 一 个 亦 真 亦 幻 的 文 学 意

境 ，彰 显 了 作 品迷人 的 审 美意 蕴 。 霍 桑 的 罗 曼 司 创 作理念 ， 对后 世 诸 多 美 国 作 家产 生 了 深远影

响 ， 为 罗 曼 司 体裁 的 美 国 本土化 做 出 了 开创 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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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红字 》是 纳撒尼 尔 ？ 霍 桑的第一部 长篇小

说 ，也是其最重要 的 、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 。 霍桑

在《红字 》序言 中对罗 曼司进行 了 重新定义 ，提 出

现实与想象的
“

中间地带
’’

（ ｎｅｕ ｔｒａ ｌｔｅ ｒｒｉ ｔｏｒｙ ） 的罗 ．

曼司叙事策略 ，开创 了 心理罗曼 司创作方法和美

国小说新文体 。 为 了实践
“

中 间 地带
”

的叙事策

略 ，霍桑在作品 《红字 》 中通 过虚实结合的故事背

景 、反常 的叙事结构 、 象征 和隐喻手法 、模糊化叙

事手法 、意象的 明暗对立等文学手法 ，塑造 了
一个

虚实结合 、 亦真亦幻 的文学世界 ， 丰富 了罗曼 司作

品 的创 作技巧 ， 提升 了 罗 曼司 作 品 的 审美 意境 。

霍桑在罗曼 司体裁 的创新和成就确立 了其本人及

其作品 的经典地位 ，有助于独立 的美国小说传统

的形成 ，对后世美 国现代文学 的发展产生 了深远

影响 。 本文拟 以 《 红字 》 为例 ， 对作 品 的
“

中 间 地

带
”

策略的艺术实现方式进行文本分析 ，探讨霍桑

对罗曼司体裁的美国本土化做出 的重要贡献 。

二 、霍桑的 罗曼司 叙事策 略 ：现实 与想

象 的
“

中 间地带
”

霍桑的
“

中间地带
”

叙事策略是不断艺术探索

的结果 。 他在创作 《祖父之椅 的整部历史 》时 ， 首

次发现了
“

中 间 地带
”

， 但只 是 临 时以
“

非传统现

实
”

［
１

］来展现美国历史 。
在 《红字 》序言

“

海关
”

中 ，

霍桑提 出 了 罗 曼 司作 品 的 叙事策略 ， 而
“

中 间地

带
”

正是其核心概念 。 他在 萨勒姆海关的 任职期

间 ， 常常爬上萨勒姆海关的楼顶 ，并陷人深深的沉

思 。 有
一次 ，他在梦幻般 的沉思 中发现 ：

“

我们熟

悉 的房间地板 已经变 成了
一个

‘

中 间 地带％
—个

处于真实世界和 梦幻世界之间 的地带 ，在这里真

实和虚幻相互融合 ，相互渗透 。

”
［
２

］

由 此 ，霍桑开始

不断探索属于 自 己 的罗 曼司 叙事模式 ，并在后来

的三部长篇序言 中 不 断阐 发 ，形成
一种体 系 化的

罗 曼 司创作理念 ，并将其确定为 自 己 的艺术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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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带七个尖角 阁 的房子 》的 序言里 ， 霍桑将罗 曼

司视作
一

种与小说相对立的体裁形式 。 小说所注

重 的是社会现实与其风俗世态 ， 所采用 的 是忠实

和详细的再现模式 ； 而罗 曼司 关注的是主 体的深

层意识或心理现实 ，是介于现实与幻境之 间的
“

中

间地带
”

，是现 实与想象的 交接处 。 霍桑认为
“

中

间地带
”

给作者创作 以最大的 自 由度 ，而想象力 则

是实现真实与虚幻交汇的 纽带和动力 ，在 真实与

虚幻 、 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

“

试 图将
一

个久远的时代与从我们身边飞掠而过的 当前连接

起来 。

”
［
３
］
３

他并非像现 实主 义作 家那样客观真实

地去描写现实生活 ，而是独坐在朦胧的 月 光下 ， 创

造性地幻想出
一幅幅奇异的 场景 ， 而这些 场景 中

的人和事既非纯粹的 现实世界 ， 也非纯粹 的虚幻

世界 ， 而是两者之间 的
“

中 间地带
”

。

而从审美角度看 ，

一方面 ，霍桑借助
“

中 间 地

带
”

这一策略为作品 营造 了
一

种陌 生化 的 审美氛

围 ，现 象或真或假 ，情景或实或虚 ， 人物或真实或

虚幻 ，呈现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作品在所反映的现

实和读者之间 建立起
一道朦胧 的屏 障和 空 间 间

隔 ，体现 出适度的审 美
“

间离效应
”

，为读者提供了

可 以 回 旋其中 的 诗意化文学幻境 。 霍 桑在 《 故事

重述 》 的前言里建议他 的读者们在
“

洁净 的 、褐色

的 、 昏暗 的环境 中 阅读 ， 因为它是在这种环境 中写

出来的 。

”
［
４
］

霍 桑认为这样的 阅读氛 围有助于 引导

读者进人他所创造 的朦胧 的神秘 莫测 的艺 术境

界 。 另
一方面 ， 由 于

“

中 间地带
”

策略 ，读者常常悬

浮于现实 与想象 、真实与虚幻之间 ， 因此为 了 探明

文本的 意义 ，读者需要借助 自 己 驰骋的想象力 ， 去

补充和确定那些现实与 梦幻相交时呈现的诸多不

确定性和模糊性 ， 去填补 文本 和 涵义 之 间 的
“

空

白
”

。 正如伊瑟尔 在 《 文本的 召 唤结构 》
一文 中所

说 ：

“

不 确 定 性 是 文学 文 本产 生 审 美 效 应 的 前

提 。

”
［
５
］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地激发着作品 的 审美效

应 ，而对于不确定性 的探索解读 ，成为读者 的审美

动力 ，也促使其实现审美体验 。

霍桑正是借助他所创造 的光与 影交 织 的
“

中

间地带
”

，利用罗 曼司体裁赋予作家 在内 容和形式

上最大限度的创作 自 由 ， 在其四 部长篇 罗曼 司 作

品 中充分发挥创作想象力 ， 借助非现实 主义 手法

将过于迫近的现实稍稍 隔 离 开来 ， 在其 营造 的 亦

真亦幻 的陌生化氛 围 中冷静反观现实 ， 进行反思

和批判 ， 自 由 追寻发现世俗真理和 现实 表象下掩

盖的 各种矛盾 、永恒真理和人的心理世界的真相 ，

探索新英格兰殖 民者 的邪恶历史 、美 国 清教 徒的

精神世界和心理历程 ，使人们在虚实之间的
“

中 间

地带
”

接受心灵拷问 ， 并进行理性批判 ，这也从艺

术形式和主题内容方面极大地促进 了罗曼 司体裁

的美国本土化进程 。

三 、 《红字 》 中
“

中 间地 带
”

策略的 实现

方式

在 代表作 《红字 》中 ， 霍桑运 用虚 实结合 的故

事背景 、
反常 的 叙事结构 、象征和隐喻手法 、模糊

化叙事手法 、意象的明 暗对 比等文学手法 ，充分利

用其提 出 的
“

中 间地带
”

概念 ， 全方位地呈现 了
一

个亦真亦幻的文学意境 。

（
一

） 虚 实 结合 的 故 事背 景

从作 品叙事角 度看 ，霍 桑模仿 了诗歌背景陌

生化的审美属性 ， 采取虚实结合 的方 式进行故事

背景叙事 。 作 品序言
“

海关 ”
正是作者

“

中 间地带
”

策略的充分体现 ， 它俨然就是
一

则微型的浪漫传

奇 ， 衔接着过 去和 现在 ， 沟通着虚构与 自 传 、 传奇

与现实 ，使读者沉浸于朦胧的虚实变换的气氛中 。

一方面 ，在序 言
“

海关
”

里 ， 他反复强调叙述的

自 传性 和真实性 ， 以 自 传性手法和感 伤笔触细腻

描写宏观历史背景和个人经历 。 他详述 了 自 己 的

童年生活 、对文学 的热爱 、在海关三年乏味的工作

经历和 由 党派之争 被排挤 出 海 关的郁闷与悲愤 ，

对党派之争进行了批判和揭露 ，同时 ，表达了对清

教徒祖父参 与 的审巫案的反省和不安 。 为强调 自

己叙述 的真实性 ， 他 以 极其真实细腻的笔触 描述

了他生活过 的萨勒姆小镇 ： 繁忙的码头 、装饰着美

国 秃鹰的海关楼及 内 部布局 、楼 外的街道 店铺等

细节 。 另
一方面 ， 为了 便于读者专心欣赏作 品艺

术与情感相结合 的诗歌 美感 ，也 是为 了规避清教

思想传统对于婚外情 的道德谴责 ，霍桑把故 事背

景置于两百多年前的 １ ７ 世纪 的美 国殖 民早期 ，讲

述殖民地早期 的人物 和故事 ，拉 开了作 品 与读者

的 时空距离 。 同时 ，霍桑在
“

海关
”

里 打破常规文

学范式 ， 另辟蹊径 ， 以故事编辑 的身份 自 居 ， 虚构

了作品 的叙事起点和背景 。 故事的讲述者假称在

海关二楼房 间里发现 了
一

个神秘的 包裹 ，里 面存

放的是一个多世纪前在此任职的老督察普先生的

遗物 ，包裹里有
一块刺着红 色 Ａ 的 红布 ， 以及 他

整理记录 的关于
一

位名 叫海丝特 ？

白 兰 的女子的

生平资料 ，而海丝特又生活在更早的 １ ７ 世纪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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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者相隔两个多世纪 。 霍桑对素材的真实性进

行 了有针对性的选择 ，对于老督察普先生 、装有刺

着红字 Ａ 的 红布 和有 关 白 兰 的 资料 ， 介 绍并 不

翔实 。

这种虚实结合 的叙述策略 ，

一

方面可 以 以坦

诚赢得到读者的 信赖和谅解 ， 另 一方面成功地拉

大读者与作品的审美距离 ， 以 给读者 留下充足 的

悬念和想象空 间 ，激发读者的 阅读欲望和期待 ，形

成历史与虚构之间 的审美张力 。

（二 ） 反常 的叙事 结构

霍桑对作品 的叙事结构进行 了创新 ，大胆抛

弃 了传统 的因果性和年代 表式 的小说结构模式 ，

采用 了场景化的叙事结构 、减 省 的故事情节 的处

理方式 。

从基本结构 而言 ，作 品整体呈现不对称性 ， 由

一

篇超长序言和正文构成 。 开篇题为
“

海关
”

的序

言不仅篇幅冗长 ， 大量泼墨铺陈久远 的历史和个

人经历 ， 内容偏离作 品主题 ，而当触及作品主题的

线索时 ， 又寥寥几笔 ，戛然 而止。 这种结构打破 了

一

般小说序言简单 明了 的常规 。 这也是这部作 品

在 出版后长期受到文论家 们 的 冷遇 的原 因之一 ，

我 国很多译者也 出于 同样 的原 因 ，做出 了省略
“

海

关
”

这
一

序言的 翻译抉择 。 但这也正 是作者创作

用意所在 ，

“

海关
”

这一序言在读者和可能 的紧张

行为 间起到屏障作用和疏离手段 ， 是叙事 的
一

种

审美间离手法 ，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和探究欲望 。

从叙事结构来看 ， 《红字 》打破 了传统的 线性

时间叙事模式和情节的 因果逻辑思维 ，跳过了 海

丝特与丁梅斯代尔相识相爱的起点和过程 ， 以 海

丝特怀抱珠儿从监狱里被押 出来受审这一结局作

为小说文本的叙事起点 ， 而其后 的叙事 中并没有

对故事 的来龙去 脉作任何讲述 ， 只是重点讲述 了

婚外恋导致的惩罚与规训 ，并渲染和放大了 由 此

带来的人物内心挣扎的心路历程 ，并以此为契机

从宗教 、 人性 、社会 、 文化传统等角度呈现了
一个

看似清晰而又充满歧义 的主题 ，形成 了一个复杂

的 、立体的 、 内容交错的文本 。

约翰 ？ 卡洛斯 ？ 罗认为 《红字 》 由 两部分构

成 ，

“

前十二章构 成
一

种寓言式小说 ， 而后十二章

形成一部心理现实主义戏剧 。

”
［ ６］ 前一部分描绘 了

海斯特七年被放 逐的生活 ，其 中作者并未按时间

进行叙事 ， 由彼此不甚相关的 独立图 景式的章节

组成 ，而后一部分明显地突变为
一种 心理 现实 的

叙事模式 ，所描述的 十五天 的故 事 以戏剧性 的方

式展示了各个人物 的行 动和 主观意识 的相互作

用 。 大部分章节的标题都是 以具体的空间场景和

人物来命名 的 ，小说以跳跃方式 ，
以海关、牢 门 （监

狱 ） 、市场 、 刑 台 、 总督的 大厅 、森林等场景进行空

间叙事 ，并在这些具体的物理空 间 的转换之中 ，叙

述者完成了故事的 叙事 、 人物心理 的描绘和形象

的刻画 ，而故事情节仅围绕原罪这
一

神学命题展

开 ，呈现鲜明 的寓言性的戏剧场面 和象征性场景

化倾向 。 对此 ，弗雷德 ？ 马库斯指 出 ，

“

虽然 《红

字 》讲述 四个人物 ，但它从根本上只有
一个叙事或

情节 。 当然 ，象征性场景成为其特色 。

”
［ ７］ 正如杰

罗姆 ？ 科林柯维之所评价 的 ，

“

霍桑对时间 的运用

是反 常 的 ， 他几 乎 把 它 当 作 空 间 的 仆 人 来

使用 。

” ［
８
］

霍桑这种反常 的叙事处理方式 ，打破读者的

常规时空体验 ，跳跃式和寓言式的场景叙事 ，仿佛

使读者徜徉在
一种虚实变换的奇幻世界 ， 强化了

作品 的陌生感 ， 凸 现了 作 品 的
“

审美 间离
”

效应 。

同时 ，为描绘和渲染 想象与现实之 间 的
“

中 间 地

带
”

进行 了叙事架构 。 当然 ，作家如此处理还可以

淡化作品道德主题对叙事的 正面干扰 ， 以增强阅

读过程的 审美体验 。

（ 三 ） 象征和 隐喻手 法

作为折射清教历史和影 响的代表作 ， 同 时基

于作者本人的清教家世和传统 ， 作 品 《红字 》被赋

予了强烈的象征性和隐喻性话语特征 ，这一显著

的清教主义文学特征 ，经过霍桑匠心独运的设计 ，

想象力 的充分调动和发挥 ，使作品呈现 出 系统性 、

多义性 、模糊性和隐喻性 的霍桑式象征风格和审

美意蕴 ， 强化和渲染 了虚实变换的
“

中 间地带
”

。

对于四位主要人物 ， 霍桑通过虚构或借用的

语言变异手法 ，对其姓名进行了陌生化处理 ，并赋

予其鲜活的象征意义 。 齐灵渥斯 （ Ｃｈｉ
ｌ ｌ ｉｎｇｗｏｒｔｈ）

意为
“

令 人发抖 和战栗
”

， 丁梅斯代 尔 （Ｄｉｍｍ ｅｓ
－

ｄａｌ ｅ） 意为
“

昏暗 山谷
”

，两个 名 字 中含有 ｃｈｉ ｌ ｌ ｉｎｇ

和 ｄｉｍ 的词根 ，喻指冷酷 阴 暗 ，珠儿 （ Ｐｅａｒｌ ） 意为
“

珍珠
”

，象征着纯洁和珍贵 ，而女主人公海丝特 ？

白兰 （Ｈ ｅｓ ｔｅ ｒＰｒ ｙｎｎｅ ） 的名 字源 自 于希腊神话 中

火焰女神 Ｈ ｅｓ ｔｋ ， 是美丽热情的 化身 。 通 过采用

这些虚构的文字符号 ，形象地揭示或象征 着人物

各 自 鲜明 的性格特点 ，达到 了语义上独特 的变异

和升华 ，实现了读者的审美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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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间地 带
’’

策 略管 窥 罗 曼 司 体裁 的 美 国本土 化 ９ ５

海丝特胸前醒 目 的 红字 Ａ 是作 品 的 核心象

征符号 ，其象征意义则随着情 节发展呈动态变化

性和多义性 。 首先 ， 红字是作 品 四位主要人物的

关联象征符号 ，海丝特佩戴有形红字 ，直 面道德惩

罚 ； 丁梅斯代尔心怀无形红字 ，忍 受着 内心煎熬和

折磨 ；齐灵渥斯作为红字的制造者选择疯狂复仇 ；

而珠儿作为活 的红字 ， 赋予 了红字 以生命 。 其次 ，

红字的象征意义又 随着情节 的发 展而动 态变化 ，

从清教权威设定 的
“

通奸
”

（ Ａｄ ｕ ｌ ｔ ｅｒｙ ） 意义 ， 到 七

年后 多数 人对它 原意 的 否定 ， 而 赋予 它
“

能 干
”

（ Ａ ｂｌ ｅ ） 和
“

值 得尊敬
”

（ Ａ ｄｍ ｉ ｒａ ｂ ｌｅ ） 的 新 意 ， 再 到

珠儿心 中 的
“

大写字母 Ａ
”

， 最终到普监督所记录

的
“

天使
”

（Ａ ｎｇｄ ）之意 。 它浓缩 了小说的 全部内

涵 ：它既象征着爱 ， 又是罪 恶的 标记 ；它是能干 的

标志 ， 又是昭示它的佩戴者 的反叛心理 ；它代表上

帝的仁慈 ， 同时又表示惩戒 ；它拯救 了海斯特的灵

魂 ，又压抑着她的天性 ；它给主人公带来了幸福 又

带来 了痛苦 ；作者似乎 又在暗指美 国 （ Ａｍ ｅｒ ｉｃ ａ ） ，

悲哀地看到 了在这个清教统治的世界里 自 然 和真

爱的 丧失 。 从外 在物化的 红字 ， 到 内 在幻化 的红

字 ；从冷峻无情的 清教道德对个体灵魂深处 的 冲

击 ，直至作家美利坚 民族意识 的隐喻 ，红字杂糅着

作家复杂的情感 ， 既有欲逃脱无爱 的 旧世界 的挣

扎 ，更有对美好新世界的 向往 和期许 。 正是这些

迂 回 曲折的隐喻式 的象征 表达 ，无 时不考验着读

者的想象力 和 理解力 ， 不仅成 为作 品 多 义性 和模

糊性的典型表现 ， 也是作家借 以 沟通 艺术想象和

淸教现实之间 的
“

中 间地带
”

的桥梁 ，是作 品艺术

魅力 的集 中体现 。

作品 中 的故事场景也被赋予 很强的 隐喻性 。

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的 空 间 从来就不是空 洞 的 ，

它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 。

”
Ｗ
它既被视为具体的物

质形式 ，也可 以被视作精神的 建构 ，是关于空 间及

其生活 意义表征的观念形态 。 作 品中狱 门 、 市场 、

刑台 、总督的大厅 、森林都是具有文化隐喻与象征

的 空间 。 比如 ，市场上看客折射着清教社会 的愚

昧 、冷漠和无情 ；监狱和 刑 台均是对罪犯进行惩罚

与归 训的 地方 ，前者象 征着 清教社会 的 阴 暗 、 冷

酷 、残忍 、 迫害和压制 ； 后 者还代表清教徒的 准则

与法制 ，是政教合
一的权威象征 ， 而森林则是人性

的 自 由 、开放与解脱的象征 。

这样整部作品就成为
一个由 红字 、 人物 和故

事场景等多要 素构成 的动态 变化 的 象征 隐喻 系

统 。 整部作品可被看作是
一支霍桑精心培育 的象

征之花 ， 以女主人公胸前 的红字 Ａ 作为不断盘旋

绕动的枝蔓 ，作品 中 的 四 个主要人物海丝特 ？

白

兰 、珠儿 、齐灵渥斯和丁梅斯代尔 ，构成枝蔓上这

奇异花朵的 四片 花瓣 ， 而花蕊便是缔结 四个人物

关系 的
‘‘

原罪
”

， 即 红字的本意
“

情 欲之孽
”

。 而作

品中各种充满象征和隐喻涵义 的场景和意象 ， 则

成为 陪衬这朵罗曼 司之花的片 片绿叶 。 当红字变

化着的象征意义达 到颠覆其原始象征意义 时 ， 情

节 的 发展便走 向 尾声 ，

一 朵恶始 善终 的娇艳之花

便展现在读者眼前 。 这个过程既是红字在新英格

兰清教徒心 中象征意义 的 获得和 变化过程 ，也 是

霍桑通过象征的形式解读清教文化并对其产生质

疑的过程 ，这也让整个象 征意义解读过程扑朔 迷

离 ，亦真亦幻 。 作为触发读者联想 、
想象活动的媒

介 ，反复 出现的象征和 隐喻减缓 了叙事 的进程 和

阅读的速度 ，成功实现了
“

间 离效应
”

， 在读者心 中

形成了 有效 的审美距离 ，从而提高 了作 品：的审 美

效果 。

（ 四 ） 模 糊 化叙事 手 法

霍桑在词汇 、句法 、叙事视角 和修辞等多个语

言层面 ，通过模糊叙事和虚构叙事等手法 ；对审美

客体进行模糊化 、不确定化和神秘化 ， 给读者留 下

了审美
“

空 白
”

。 这是对其提出的
“

中间地带
”

策 略

的有力践行 ，有 助于形成与读者 的审美距离 ，带来

全新的审美体验 ， 并促使读 者对作品 形成多维度

的评判 。

首 先 ，霍桑 在作 品里使用 了 大童 的模糊 化词

汇 以及传说 、谣言和迷信进行模糊叙事 ， 以幻化背

景和人物 ，增加 人物和故事的不确定性和神秘性 ，

构建起叙事文类层面 的
“

中 间地带
”

。 在序言
“

海

关
”

里 ，霍桑在谈到 自 己祖先时 ，采用
“

幽灵般的祖

先
”

这一意味深长的字眼 ， 而不是
“

历史人物
”

。 同

样 ，

“

幽灵
”
一词 又被用来形容老督察普先生 ，称其

为
“

在朦胧月 光 中 的幽灵
”

。

“

幽灵
”

这一哥特式词

汇的使用 ，增强 了 故事 的 神秘氛 围 ， 虚化 了故事背

录 ，增加 了与读者 的审美距离 ，为作 品奠定 了虚实

变换的审美基调 。 又如在第 十三章
“

海丝特的 另

—面
”

中 ， 当描写海丝特 的同情心理时 ，作者写道 ，

“

人们注意到
… …一

有施惠于人 的机会 ，她立 即承

认她与人类 的姊妹 之情 。 在第十八章
“
一

片

阳光
”

中 ，描写珠儿与狼共有 的
“

野性
”

时 ，作 者写

道 ，

“

据说 ，故事叙述到这里确实有些荒唐了 ，还有

一

只狼走上前来 ，嗅 了嗅珠儿的衣服 ，还把它那野



９６ 石家庄铁道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 学版 ） 第 １４ 卷

兽的头仰起来让她拍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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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 ，霍桑 的模糊

叙事达到某种极致 ， 作者一方面借助
“

据说
”

句式

进行荒诞性推测 ，同 时 ，对叙事荒诞性本身予以认

可 ，从而形成了鲜 明 的审美张力 ，加之荒诞性故事

本身 的奇幻色彩 ， 更增强 了 作品 的审美魅 力 。 又

如在第六章
“

珠儿
”

的 最后 ， 当珠儿一再逼问 自 己

的 出 身 ，而海丝特陷入 困顿和迷茫 ，无言 以对时 ，

作者写道 ，

“

按照路德在教会 中那些敌人的谣言 ，

他本人就是那种恶魔的 孽种 ； 而在新英格兰 的 清

教徒中 间 ，有这种可疑血缘的 ，可不仅仅珠儿
一个

孩子 。

”Ｄ］
？

作者巧妙地借用 了人们对德 国神学 家

路德的谣言 ，转移 了海丝特叙事承担人的魚色 ， 淡

化了情节冲突 ，转移了读者的视线 ，增加了故事的

不可 知性 和神 秘性 ， 留 给读者 以想 象和 评判 的

空 间 。

类似 的例 子还有很多 ，

“

人们注 意到
” “

据 观

察
”“

谣言
” “

闲话
” “

传说
”“

迷信
”

等这些具有模糊

化特点的字眼频繁进人眼帘 ，刺激着读者的想 象

力 ， 和读者玩着捉迷藏的游戏 ，使读者摇摆于字面

含义虚假性的确定和对所传达 内容真实性的期待

之间 ，勾勒出
一幅幅虚实难辨 、亦真亦幻的 画面 。

霍桑还善于进行虚构叙事和 零位叙事 ，大量

运用虚拟语气 、形式主语结构 、被动语态和以不定

人称代词作主语 的句式结构 ， 巧妙利用这 些结构

在话语表达上假定性 、 不确 定性和不可知性 的特

征 。 这种叙事手法 以虚化 、虚构等手段 ，造成了叙

事主体 的转移 、架空或缺失 ，从而模糊化了叙事主

体 。 虚拟语气 的句式与汉语
“

如 果 ／只消 … … （ 的

话 ）

”

结构完全对等 ，例子俯拾即是 ，如海斯特与狄

米斯代尔在林 中相会时摘下 了红字抛到 远处 ， 叙

述者写道 ：

“

只消再飞过几指宽 的距离 ，红字就会

落进水里 ，那样 的话 ，小溪除去连续不断地喃喃诉

说着的莫测的故事之外 ，又要载着另
一

端哀怨流

淌了 。

”
 ［
３
］

１ ５ °

但是红字并没有被水冲走 ，最 终还是

回 到了海丝特胸 前 。 这种句子假定性 的 口 吻 ， 增

加 了故事的悬念 ，拨动着读者希望 、遗憾和同情的

感情心弦 。 在第二章中 ，对海丝特进行描绘时写

道 ，

“

设若在这一群清教徒之中有
一

个罗马天主教

徒的话 ， 他就会从这个服饰和神采如画 、怀 中紧抱

婴儿的美妇身上 ，联想起众 多杰 出 画家所竞先描

绘 的圣母的形象 。

”
［
３
］
９

作者转换了叙事视角 ， 借助

与清教徒对立的
“

天主教徒
”

这一虚构叙事者 ，并

有意对海丝特的形象进行 了夸张描绘 ，

“

服饰和神

采如 画
”

，对海丝特的形象作出 与清教徒的观点截

然相反的判断 ， 以
一种全新的视 角 和观点将海丝

特 的形象呈现出 来 ， 给读者以 崭新 的乃 至相反 的

认知反差 ，形成 了现实与想像之间 的审美张力 ， 强

化 了读者的 审美体验 。

（ 五 ） 意象 的 明 暗 对 比

霍桑认 为
“

在很大程度上 ，罗 曼司的作者有选

择和创造具体情景以展现人性真实的 自 由 。 作者

可 以通过调节氛 围 ，增强或柔和 画面光线 ，也可以

通过加深或渲染 画面 的 阴影 ，把非凡 的事物作为
一种清淡 、微妙 、飘忽 的风味来加 以融合 ，而不是

当成实实在在的菜肴的
一

部分提供给读者 ，这无

疑不是明智之举 。

”
［

ｉ ｎ］

霍桑称 自 己 的 小说为
“

偏僻

山谷 中 带有 苍白 色彩 的花朵 这说 明 了其作

品神秘和虚无缥渺 的氛围 和格调 ， 也是对其作 品

中意象的 明 暗对 比 手法的 形象 阐 释 。 在 《红 字 》

中 ，霍桑巧妙利用 色彩 的冷暖对 比和光线的 明暗

对立 ，精心构建了
一个光影交错 的意象群体 ，生动

展现了一个恍惚于虚实之 间 的
“

中 间 地带
”

， 以揭

示人物 复杂的心理状态 ， 包括有 意识和无意识 的

精神活 动 ， 强化故事场景的象征性和隐喻性 。

故事场景冷暖色调的交错对 比是霍桑常用的

明 暗对比手法 。 在第
一

章
“

狱 门
”

中 ，作者呈现给

读者
一

个典型的 明 暗对立 的场景 ，

一边是新殖 民

地 的开拓者 们草创 之际在累 累 墓 群旁修建 的监

狱 ：

“

风吹 日 晒雨淋
” “

岁 月 的流逝
”
以及

“

狰狞 阴森

的 门面
”

，还有监狱 门 前的
一片

“

繁茂簇生着 的 牛

蒡 、茨藜 、毒莠等这类不堪人 目 的 杂草
”

，呈现给读

者 的是
“

晦暗凄楚
”

的阴冷色调 。 而另一边却傲然

挺立着
一丛玫瑰 ，

“

盛开着精致的宝石般 的花朵
”

，

并
“

奉献着 自 己 的 芬芳和妩媚
”

， 明丽灿烂的 暖意

扑面而来 。 这种略带神秘而又异化色彩的背景铺

陈 ， 为故事发展设置 了悬念 ，创设
一种新鲜 、奇异

的场面 ，调动着读者的阅读好奇心 。

霍桑在人物描写时 ， 大量使用 了色调明 暗对

比 。 作为一名 出 色的
“

调光手
”

， 他善于把人物置

于 昏 暗的
“

舞台上
”

，然后从天幕上射下一两束
“

灵

光
”

。 如 昏暗的森林 中 的零星点滴 的阳光 ，夜幕下

牧师登上刑 台忏悔时 ， 天空忽然 出 现的 闪 电 以及

红字
“

Ａ
”

所发出 的奇特 的光芒 ， 这种光色和 明 暗

的极佳调配使人们 产生一种神秘感和陌生感 ，强

化了虚实不定的
“

中 间地带
”

效果 。 最为突出 的例

子便是对女主人公海丝特的描绘时所做 的明暗调

配了 。 当海丝特首次出 场 时 ，惊呆 了所有人 。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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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经历磨难 ，却仍光彩夺 目 和熠熠生辉 ，人们甚至

发现
“

她焕发 的美丽 ，竟把笼罩着她的不幸和耻辱

凝成
一

轮光环
”Ｗ７

。

“

光环
”

（ ｈ ａｌｏ ）
—词被用 于描

写海丝特的容貌 。 该词在基督教绘画 中指环绕在

圣者或天使身上或头上的 光圈 ， 把它用在海丝特

身上就等于赋予了她受难圣徒的形象 。 另外一处

经典例证便是第十八章
“
一片 阳光

”

中 ，在海丝特

摘掉胸前的红字之后 ，在大篇幅 的背景描写 中 ，森

林处处便呈现出
一

片光影的 明暗交错之中 ：

“

灿烂

的阳光洒 向朦胧 的树林
”

，

“

肃穆的 树木的灰色树

干也闪 出亮光
”

，

“

原先的阴影的东西 ， 如今也成 了

发光体
”

，

“

小溪 的河道也愉快地粼粼 闪光
”

，此段

描绘 ，最终 由环境 的 明 暗对 比升华到 富有 强烈感

情色彩的 明 暗对 比 ，

“

此时 即使林 中仍 然幽 暗 如

故 ，在海丝 特的 眼 中 ， 在丁梅斯代尔 的眼 中 ，也仍

然会是光芒四射的 。

”
［
３
］
ｗ

在描写珠儿时 ， 作者同样采用 了 明 暗对 比的

手法 。 每当珠儿 出 现时 ， 作者无不 以 明 丽鲜艳的

色调与 周围 的 昏暗事物形成鲜 明的对比 ， 并对她

进行精灵般地幻化描写 ，赋予她神秘和异化色彩 。

在集中描绘珠儿的 第六章中 ， 作者 对打扮之后 的

珠儿作 了如 下刻画 ，

“

这个小家伙经这 么
一

打扮 ，

实在是漂亮动人 ，在那晦暗 的茅屋的地面上 ，简直

像有
一轮圣洁的光环 围绕着她 。

”
［
３？ 在整部作 品

中 ，作者时 而把她 比作 可以 点燃一切 的
“

火炬
”

，

“

那永不停歇 的创造精 神会迸发 出 生命的魔力
”

，

时而把她
“

有 狂野精力 的 形象
”

比作变幻 不定 的
“

北极光
”Ｗ ４５

， 而 当珠儿 身着用鲜红 的天鹅绒裁

剪 的束腰裙衫时 ，她又
“

成了世上前所未有的活跳

跳的一团眩 目 的火焰 。

”
［
３
］
５ １

作者适 时利用色 调 和

光线的 明暗对 比 ，呈现出珠儿的灵动幻化的形象 。

当然 ，明 暗对比 的手法还频频 出 现在作 品 的

核心意象
“

红字
”

上 ， 每当它 出现在人们面前时 ， 强

烈 的 明暗对 比便跃然纸上 ，而且随着其隐喻 涵 义

的悄然变化 ， 成为一个神秘莫测 的象征符号 。 当

红字第一次出 现在公众面前时 ，作 者 如 是写道 ，

“

吸引 了所有的人的 目 光而且事实上使海丝特焕

然一新的 ，则是在她胸 前頌頦 闪光 的绣得妙不 可

言的那个红字 ， 以致那 些与她熟识 的男男 女女 简

直感到是第一次 与 她谋面 。

”Ｍ ７

作者从那些冷 嘲

热讽 的市井男 女 的视角 ，选用 了
“

潁潁闪光
”

和
“

妙

不可言
”

来形容红字 ，不仅 凸现了它与周 边环境形

成的强烈色彩反差 ，还被赋予 了杂糅的隐喻意 义 ，

包含着浓浓的讽刺意 味和难 以捉摸 的
“

震慑 的力

量
”

。 随后 ， 当 海丝特在拒绝 透露孩子父亲 的 姓

名 ，并返 回监狱时 ，红字与环境的 明暗对立再次出

现 ，

“

那些 目 光随着她 （海丝特 ）身影窥视的人耳语

着说 ，她胸前的 红字在牢 内黑 漆漆 的通路上投下

了
一道血红的闪光 。

”

这时红字似乎变得更加

神秘和 可怖 ，在读者心 中 留 下 巨大 的悬念 。 而随

着时间 的推移 ，红字在 传统的清 教文化 中
“

耻辱
”

和
“

原罪
”

的象征意义愈发 明显 ， 海丝特也遭受着

愈发痛苦 的身心折磨 ， 此时作 者对其作 了如下描

述 ，

“

那个象征 （指红字 ）不仅是 人间 的染缸 中染 出

来的红布 ，而且还 由炼狱之火烧得通红 ， 每逢海丝

特夜间外 出 ，那 红字便 闪 闪发 光 。

”ＭＷ
在第十九

章
“

溪边的孩子
”

中 ， 被抛弃 的 红字又 回 到海丝特

胸前 ，

“

可现在那红色 的悲惨又重新在老地方闪 闪

发光了 ！


” “

似乎在这令人哀伤 的字母 中有
一

种枯

萎的符咒 ，她 （ 海丝特 ） 的美丽 ， 她那女性的丰满和

温暖 ，都象落 日般地离去了 ；

一

抹灰朦朦的阴 影似

是落在 了 她身 上 。

”
［
３
］
？

经历数年 的折磨 ， 海丝特

已经身心俱疲 。 这 明 暗对 比 的氛 围折射出 海丝特

深深的哀伤和 苦恼 。
总之 ，作 者巧妙利用红字与

周遭的强烈明暗对 比 ， 充分发挥想象力 ， 不仅使红

字 自 身成为
一个虚 实 不定 、 富于奇幻 色彩 的象征

符号 ，还使其成为沟通真实与虚构 、现实与想像的
“

中 间地带
”

的桥梁 。

四 、霉桑 的
“

中 间地带
”

策略与 罗 曼 司

体裁的美国本土化嬗变

作为
一

种古老 的叙事文学体裁 ， 罗 曼 司 经历

了 长期 的流变 与发展 ， 它发端于欧洲 中世纪 富有

阶级性和 浪漫 色彩的 传奇 文学 ， 经 由 文艺复兴时

期超越 日 常经验 的非现实叙事 文学 ， 直至近代历

史罗 曼 司等罗 曼司式小说 。 霍桑之前的作家把罗

曼 司看作是
一

种诗歌或散文体裁 ，罗 曼 司作 品则

着重表现
“

那些遥远的 、 陌生的 、难 以理解的 、理想

化的 、荒诞离奇的 、梦幻般的主题 。

”Ｄ ２ ］ 而在 １ ９ 世

纪中 叶 的美国 ， 以 霍桑 和麦 尔维尔等 为代表 的
一

批小说家汲取欧洲 文学 的营养 ， 发挥惊人 的想象

力 ， 对罗 曼司这一古老叙事体裁进行 了开创性改

造 ， 并为之注人清教精 神 和超验主义 等独特 的美

国文化和精神 气质 ，使其焕发 了 活力 ，不断书写着

美 国传奇 。 正 如 当代美国学者乔纳森 ？ 艾阿克指

出 ， 以 《 红字 》出 版 的 １ ８５０ 年为界 ，文学概念在美

国开始发生 了 重要的 变化 ， 而发生这
一 变化 的主

要领域就 是 １ ９ 世纪 中 叶 的散文叙事 文学 。



９８ 石家 庄铁道 大 学 学 报 （社 会科 学 版 ） 第 １ ４ 卷

一方面 ，美国文学开始从 １ ８ 世纪历史 、 布道文 、游

记 、哲学和科学作品等混杂文类 中挣脱出来 ，走 向

纯文学的创作之路 。 另
一方面 ，美国的叙事文学 ，

从査尔斯 ？ 布朗 的哥特式小说 、华 盛顿 ？ 欧文带

有地方叙事特色 的短篇小说 、詹姆斯 ？Ｆ？ 库珀

笔下的 民族叙事 以及 ４０ 年代以逃奴 、废奴主义者

弗雷德里克 ？ 道格拉斯为代表的个人叙事这样
一

路走来 ，到 了 《红字 》的出版 ，叙事形式和艺术发生

了重要的转变 。

“

民族叙事作品 、地方叙述 以及个

人叙事文学针对或者反 映的是 日 常公众所关注的

问题 ，而 《红字 》中的文学形式开始 转向 拓展
一 片

自 由想象的空间 。 文学叙事作品所描绘的不仅不

同于 日 常生活 的世界 ， 而且似乎超越 了并且 间接

地批判了 日 常生活的世界 。

”
［

１ ３
］
５ ９７

霍桑在 《红字 》中提 出 的以
“

中 间地带
”

策略为

核心的 罗曼司 创作理念意义深远 。

一方面 ，它开

创 了心理罗曼司 创作方法和美国小说新文体 。 霍

桑肆意发挥其想象力和文学手法 ，行走于历史 与

现实之间 ， 为读者呈现了
一

个虚实不定 、亦真亦幻

的文学世界 。 这一创作理念丰富 了罗曼司体裁的

创作技巧 ，提升 了作品的美学价值 ，充实 了作 品 的

美学内涵 ， 为世人 留 下 了 审美意蕴悠远的 浪漫主

义文学经典 。 另一方面 ，霍桑通过这一创作策略 ，

巧妙地发掘和 书写 了新英格兰 的 历史题材 ， 为美

国罗曼司小说传统注入 了清教思想的美国文化 内

涵与精神风貌 ，对清教这
一美 国文化遗 产进行 了

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 ，探索 了 美 国 的国 家起源和

文化身份 ， 回应 了时代对本土文学的呼唤 ，为罗曼

司小说的美 国本土化做 出 了开创性贡献 ，为 自 己

树立 了 民族文学代表的形象 。 《红 宇 》作 为运用
“

中 间地带
”

策略 的经典之作 ， 与麦 尔维尔 的 《 白

鲔 》成为美 国 １ ９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小说的两座髙

峰 ，是美国散文体叙事文学独立于欧陆走 向成熟

的重要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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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时间 的推移 ，罗 曼司则成为 自 ２ ０ 世纪

三四十年代以来美 国文学 史 中最重要的语汇 ， 它

不仅是确立以霍桑为代表的作家及作品的经典地

位的关键所在 ，也是建立 独立的美 国小说传统 的

核心命题 。 其心 理罗 曼 司 的创作方法 影响 了从

１ ９ 世纪后期至今的一大批美国作家 ，如斯蒂芬
？

克莱恩 、 亨利 ？ 詹姆斯 、威廉 ？ 福克纳 、 约翰 ？ 厄

普代克 、约翰 ？ 契弗 、托尼 ？ 莫里森等人 。 以理查

德 ？ 蔡斯为代表的
一批评论家充分肯定了 罗曼司

在美 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 蔡斯在其 １ ９ ５７ 年 出 版

的 《美 国小说及其传统 》
一书 中将 罗曼司尊为美国

小说的
“

伟大传统 自从它发源的那时起 ， 美国

小说就以最具独创性和最富特色 的形式找 到 了它

的 归宿 ， 靠 吸收罗 曼 司 的 成 分确定 了 自 己 的身

份 。

”
［

１ ４
］

他们把美 国 民族文学的独特性 与艺术精

华归结为
“

罗曼司 传统
”

，并把这一传统作为标准

来重构美国文学史 的本质属性 ，来确 定美国 文学

的典律 、主题 、结构及 阐释 。 其 中 ，霍桑关于罗曼

司这一文类的定位
“

几乎成为所有后来对美国罗

曼 司结构和功能 描述或定 义的基 准 。

”
［ １ ５

］

当代美

国作家盖伊 ？ 塔利斯和保罗 ？ 奥斯特分别在美国

《新 闻周 刊 》杂志撰文 ，均将 《 红字 》列 为他们认为

最重要的五本著作之首 ，甚而认为
“

它是美 国文学

的开端 ，英国 的评论家亨利 ？Ｆ ？ 乔利在伦敦

《雅典娜神殿 》杂志上把霍桑列人
“

最具有原创性

和独特性的美 国小说作家
？ ７

］

。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直至新世纪 ， 霍桑开创

的罗 曼司创作理念 ， 引 发 了 西方学界对于罗曼 司

在美 国文学中扮演的角 色 ， 以及美国文学
“

罗曼司

中心论
”

的关注 、 热议 ，直 至关于罗曼 司与 美 国文

学传统重构 的论 战 ， 这不仅使罗 曼 司这一命题的

内涵更加丰富 ，更使霍桑研究成为美 国文学研究

的重要晴雨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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