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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元素的文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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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E要! 美国著名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在1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2中善于借助手法去破

解人物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揭示美国南方的没落文明和旧制度对人性的戕害#对爱情的贬

损#对精神的折磨#对家庭的摧残% 本文运用,文化研究-的方式重点探讨两种象征元素***

作为公共象征的,玫瑰-元素和作为私设象征的,门-元素***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

从中透视出小说作者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变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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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福克纳,_61160e

N0)1j/8.!#%HL+#HI!-是美国 !"世纪现代主义小说

代表作家!也是美国南方文学的重要代表# .献给

爱米丽的一朵玫瑰/是其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小说

中丰富的象征意蕴是一大特色# 福克纳别具匠心

地运用象征!使抽象概念在鲜明的象征元素中得以

巧妙完美地呈现!美国南方的没落文明和人物性格

也在象征元素中得以淋漓尽致地投射出来#

一&小说的象征元素

古今中外!文艺创作经常运用象征元素和象征

手段!这是一种以少喻多"言近旨远的表现手法#

通常情况下!象征有公共象征和私设象征之分#

(公共象征是在某种文化传统中约定俗成的!读者

都明白所指的象征# 而私设象征是由作者个人独

创!在作品中靠一定方法建立的象征#)

&#'HH

黑格尔曾指出$(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

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

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

泛"较普遍的意义来看#)

&!'#"象征运用感性意象来

表达普遍性意义!比如太阳象征温暖!狐狸象征狡

黠00是一种公共象征#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

瑰/中的玫瑰富有众所周知的寓意+++象征爱情!

属于公共象征# 玫瑰元素与爱情"婚姻生活息息相

关!它体现了爱米丽的情感世界!诉说了爱米丽无

法驾驭爱情!心灵受伤后人性异化的悲剧!从中透

视出南北抗争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体现了文学作

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英国著名文化理论家雷蒙

%威廉斯,R0:e-/; _61160e=!#H!#+#H%%-认为!文

学作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体现出复杂的(情感结

构)!这种(情感结构)具有个人性!也具有普遍性和

历史真实性!是人类运用具体生活方式应对社会历

史变迁的能动反应#

&&'&$!小说中玫瑰元素的指向是

多层次的!一方面!它具有个人性!影射爱米丽的爱

L##

!

(收稿日期)!"#$M"'M#L

(基金项目)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_kTU"'L",当代英美亚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运用-

(作者简介)谢秀娟!#H%&*"#女#广东五华人'硕士#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陆道夫!#HI&*"#男#安徽六安人'博士#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文化研究%



情生活*另一方面!它具有普遍性!不仅隐含着历史

变更意蕴!象征了旧南方的没落和旧传统的毁灭!

又隐含着人类对社会历史变迁的应对策略!象征作

者批判旧秩序和旧传统的超越性# 玫瑰元素的文

化意蕴是多元化的#

私设象征是作者以个人方式在作品中创设的

象征# (一个意象或隐喻反复并持续出现!就成为

象征!继而成为整部作品象征体系的一部分#)

&''HI

作者在作品中融入象征!(那有形的事物!有限的时

空!经过读者的积极审美心理活动!就能表无形!表

无限!表永恒#)

&$''!福克纳巧妙地结合传统的写实

手法和现代象征手法!成功地将(门)这个私设象征

融入文本!通过有形表无形!创造出多层次的联想

意象# (门)是日常生活元素!而日常生活和社会文

化息息相关# 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整个生活

方式)!应在生活方式的角度上去深化关于文化的

理解#

&&'&$&小说中(门)的反复呈现!传达了特定的

社会文化意义!将日常生活意象进行升华!于细微

处见真章!象征了父权制对女性的禁锢!象征了人

性异化导致的死亡!象征了受奴役人民奔向理想之

道!这些隐喻的文化内涵将故事烘托得更耐人寻味#

福克纳超越了对社会生活(白描式)的呈现!把

南方社会的没落精练成真正意义上的象征# 小说

中的(玫瑰)和(门)!这两个看似平常却意蕴深邃的

象征元素!却蕴含着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情感

结构$美国南方社会的没落文明# 另一方面小说作

者福克纳本人对美国南方乡土社会的眷念情结等

都在这两个日常生活的象征元素中呈现出来#

二&作为公共象征的)玫瑰*元素

公共象征具有普遍意义!通常与社会生活紧密

相连!而生活又与文化密不可分# 雷蒙%威廉斯强

调(文化即生活)的理念!认为文化不仅仅是思想家

心中的理想!也不单单是有为人士极力追捧的经

典!而且是与日常生活同义$(文化不只是一批知识

与想象作品而已!从本质上说!文化也是一整个生

活方式#)

&I''"&作为公共象征的(玫瑰)元素不仅与

生活相关!展现了爱米丽对爱情和平常生活的追

寻!又从生活中辅以文化升华!象征毁灭和超越!揭

示了南方旧文化的变革和作者强烈的批判意识#

众所周知!玫瑰象征爱情!在.献给爱米丽的一

朵玫瑰/中!玫瑰象征着爱米丽对爱情和幸福的渴

望# 爱米丽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一生被其父亲所

控制# 当爱米丽的父亲在世时!所有的追求者都被

他挡在门外!爱米丽与世隔绝!失去了自由追求爱

情和幸福的权利!年近三十!尚未婚配# 当父亲去

世后!爱米丽不顾世俗偏见!执意和北方佬荷默在

一起# 爱情的甜蜜使她抛开自己的贵族身份!她并

不在乎荷默是 (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

人)

&L''I

# 尽管镇民敦促牧师干涉她!尽管她的亲属

前来阻止她!但她仍然爱得坚定!(她把头抬得高高

的+++甚至当我们深信她已经堕落的时候也是如

此)

&L''L

!为维护自己的爱情和尊严!她做出了反叛

和抗争# 小说中(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的

灯罩)

&L'$#影射着爱米丽曾经拥有的那一小段爱情$

纵然邂逅甜美的爱情!却如玫瑰花般骤然褪色!纵

然万般不愿!却又万般无奈#

玫瑰带刺!处理不慎!就会被刺扎受伤!正如爱

米丽的爱情!起初美好!结局却悲惨# 坠入爱河之

时!爱米丽不顾世俗偏见!执意和荷默在一起# 然

而!在镇民们心中!爱米丽是(传统的化身)!是(纪

念碑)!镇民们自以为是地觉得(格里尔生家的人绝

对不会真的看中一个北方佬的)

&L''I

# 爱上北方佬

的爱米丽!以个体身份和社会整体发生冲突!她俨

然是个公然违背传统的人# 于是!镇民们认为(她

已经堕落了)!认为(这是全镇的羞辱!也是青年的

坏榜样)

&L''%

# 为了爱情!爱米丽实在付出了太多#

因此!荷默的背弃使她无法承受!现实的残酷使她

无法保持理智!为了将爱人留住!她毒死了荷默!以

悲剧收场#

在雷蒙%威廉斯看来!(情感结构便是一个时

期的文化#)

&%'I'威廉斯注重文化与社会生活层面上

的关联意义!借助于文化的日常生活去分析文本的

批判性实践功能#

&&'&$'由此观之!我们不难发现!带

刺的玫瑰!不仅具有个体性!象征着爱情生活的毁

灭!它又从日常生活中映射出社会现象!具有一定

的普遍意义!象征着旧南方社会的没落"旧传统文

化的湮灭# 爱米丽是美国南方旧秩序"旧文化的象

征*而荷默是北方新秩序"新文化的象征!是工业时

代的产物# 爱米丽和荷默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旧

南方一直抵制新北方的进步元素和物质文明!社会

因素注定爱米丽和荷默无法结合!他们爱情的失败

(象征着旧南方与新北方之间!劳工阶级和贵族阶

级之间矛盾的升华和不妥协)

&H'I#

# 荷默最终抛弃

爱米丽!这是新旧文化无法融合"两种阶级的冲突

无法调和的典型体现# 爱米丽好似她的房屋!虽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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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败不堪!却还是桀骜不驯!装模作样!真是丑中

之丑)

&L''#

# 这种评价!充分暗示了福克纳对南方至

死坚守腐朽传统持否定态度&H'I#

# 福克纳别具匠心

地设计荷默抛弃爱米丽的情节!目的是影射新兴北方

势力抛弃陈旧南方传统!影射北方战胜南方# 带刺的

玫瑰凄婉地诉说着旧南方昔日的辉煌!旧势力的毁灭

无法逃避!其蕴含的社会意义沉重而又深远#

小说的篇名中出现了玫瑰!可是正文由始至

终!都不见玫瑰花的踪影!读者苦苦找寻无果!不禁

失望叹息# 这恰好影射了爱米丽的心路历程!爱米

丽也在苦苦找寻心中的那朵玫瑰!但结果还是失望

叹息# 缺失的玫瑰是小说的一大亮点!它透露出福

克纳复杂而矛盾的南方情结!虽然福克纳对旧南方

传统文化眷恋至深!但他终究未向腐朽旧文化献

花!缺失的玫瑰象征福克纳超越旧秩序旧文化的决

心和勇气#

福克纳对爱米丽这个南方代表性人物!既寄予

同情!又给予批判# 福克纳曾在 #HH$年的采访中说

道$(她想留住曾经拥有过的东西# 这就很糟+++

不顾一切地去留住任何东西*但是我同情爱米

丽00对男人!你会举起一杯酒*对女人!你则会递

上一朵玫瑰花#)

&#"'#$!福克纳的言谈传递出重要的

理念$不能强留南方昔日的辉煌!也不能固守南方

没落的传统!这体现了福克纳的超越性#

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学作品与外部世界的联

系(体现出作家主体作为亲历者的真实"矛盾的个

人经验# 5情感结构3史就是文化观念史)

&&'&$!

# 文

学作品能够体现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社会历史改

革之间的丝丝关联!体现人们对社会变革的应对策

略# 玫瑰象征元素正是巧妙地体现了福克纳对社

会变革的能动反应!揭示了作者真实且矛盾的思

绪# 从感性上讲!福克纳对旧南方感情颇厚!难免

留恋*从理性上讲!南方的没落使他感到无奈的痛

苦和彷徨# (这些外在和内在的矛盾!感情和思想

上的冲突!不断促使他去对人"对社会!恐怕特别是

对他自己进行更为深刻"更为客观的探索#)

&##'##!因

此福克纳并未盲目地维护南方旧文化!他真切地体

会到新北方工业对旧南方传统的改变!清醒地意识

到旧南方存留的问题和冲突!敏锐地察觉到旧南方

的痼疾!并意识到只有毫不犹豫地将痼疾祛除!才

能使社会真正发展进步# 读完小说!我们似乎可以

构想出(献花弃花图)$福克纳手持玫瑰!踌躇着是

否应为旧南方献花*最终!理性战胜了感性!现实的

罪恶与南方的没落!使他终将玫瑰花丢弃# 因此!

缺失的玫瑰!拓展了小说的文化和思想内涵#

三&作为私设象征的)门*元素

私设象征的意义取决于具体作品的内容!(每

一意象的意义完全在于它与其他意象的关系# 意

象并没有 5实质性3的意义!只有 5关系上3的意

义00它们互相解释"界定#)

&#!'&H识别私设象征不

仅可以窥见作者的思想!更可透视作品独特的文化

内涵# 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对生活方式的特

殊描述!它表现了艺术"学问"日常行为"制度的某

些价值和意义#

&#&'#!$M#!I作为私设象征的(门)元素就

是作者采用的一种特殊描述方式!贴近生活!反复

呈现!于平凡中体现不平凡!传达某些特定的意义

和价值# (门)元素的象征意蕴是多层次"多指向

的!象征禁锢之闸"死亡之道和理想之道!揭示了旧

文化"旧社会制度对精神的折磨"对家庭的摧残"对

日常生活的干扰和对人性的戕害#

门是人类文化的结晶!它是通向私人内部空间

的入口!也是通向公共外部空间的出口!是房屋与

外界关联的纽带!房屋的门意味着公共领域与私人

领域的隔断!同时也意味着防卫和守护# 小说中!

门给人强烈的隔离感!象征禁锢之闸#

福克纳描绘了一个因(门)而独立出来的私人

世界# (爱米丽小姐立在身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

侧影在前面!背对爱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

开的前门恰好嵌入了他们俩的身影#)

&L''$爱米丽年

轻时!她家的前门是向后开着的!这揭示出此时期

的爱米丽内心深处是渴望与外界接触的!但是她的

父亲犹如门神守住门!确保禁止进入的绝对无法

进!禁止出来的绝对无法出!门成了禁锢和自由之

间的分水岭!是一道不允许逾越的鸿沟# 在父权主

义的影响下!爱米丽与父亲之间是控制与被控制!

主导与被主导的关系!此时的爱米丽是被动地接受

禁锢!被动地活在门内的小世界里!犹如梦魇!长期

经受精神折磨#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事的变迁!爱米丽由起初

被动接受禁锢!转变成主动实施禁锢!小说中多次

提及门的关闭# (父亲死后!她很少外出*心上人离

去之后!人们简直就看不到她了# 有少数几位妇女

竟冒冒失失地去拜访过她!但都吃了闭门羹#)

&L'''

荷默神秘消失后!(她的前门就一直关闭着!除了她

四十左右的那段约有六七年的时间之外)

&L''H

# 那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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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间爱米丽开授瓷器彩绘课!当(最后一个学生

离开后!前门关上了!而且永远关上了)

&L''H

# (自从

八年或者十年前她停止开授瓷器彩绘课以来!谁也

没有从这大门出入过)

&L''!

# 镇民们无人知晓她的

近况!她深居简出!无法接近!怪僻乖张# 这一切描

述!都展示出爱米丽在精神上和行为上主动对自己

实施禁锢!主动从外面的世界隐退!主动进行与世

隔离# 作为格里尔生贵族家庭的代表!爱米丽始终

保持(传统)和(纪念碑)的形象!她特殊的地位!注

定让她无法与他人平等交流# 她背负的毒杀秘密!

也注定让她无法与他人开诚相见!只好选择离群索

居# 门的关闭!禁锢了爱米丽的情感和内心世界!

她与人群疏远隔绝!活在自己亲手编织的牢笼

之中#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分析告诉我们!(文学艺

术是一种物质实体的存在!但在每个具体社会历史

时期!它们又是一种意象化"符号化的存在!人们根

据各种习俗"惯例理解和接受作品!而习俗和惯例

则受到社会组织关系变化的影响#)

&&'&$&因此!我们

可以通过文化分析去揭开(门)元素背后的社会环

境# 禁锢之门!透露出旧南方父权当道"男权压迫

的罪恶社会秩序# 父亲是家庭中权威和秩序的代

表!具有强烈的控制欲!制约着爱米丽一生的成长#

父亲这个(他者)干扰着爱米丽 (主体)的发展!在

某些情况下还强行介入主体"取代阉割主体# 即使

父亲去世!父亲的权威并未消逝!他以一种虚幻的

镜像存在!消极影响如影随形# 父亲和子女之间扭

曲畸形的关系!透视出父权影响对灵魂的毒害!对

人性的戕害# 爱米丽终身无法挣脱父亲给予的旧

道德精神枷锁!她恰似一朵娇艳的玫瑰!在父权专

制下逐渐枯萎!这昭示出父权制和守旧势力的强

大!以及父权影响的罪恶性和深远性#

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中!门象征生死的

分水岭!爱米丽的家门!是荷默走向死亡的通道#

荷默的神秘失踪!制造出一个悬念!他是出走了!还

是死了4 无人知晓# 小说中是这样描绘的$ (荷

默%伯隆又回到镇上来了# 一位邻居亲眼看见那

个黑人在一天黄昏时分打开厨房门让他进去了#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荷默%伯隆#)

&L''H这个悬

念一直萦绕在读者心头!直到小说的结尾!爱米丽

去世之后!人们撬开爱米丽的房门!发现(那尸体躺

在那里!显出一度是拥抱的姿势!但那比爱情更能

持久"那战胜了爱情的煎熬的永恒的长眠已经使他

驯服了)

&L'$#

!才终于揭晓荷默的死亡# 荷默进了爱

米丽的家门后!就再没有出来!爱米丽的家门!无疑

是他的死亡之道!而爱米丽的房屋!则犹如一个死

亡的世界# 镇民们知道!爱米丽家(楼上那块地方

有一个房间!四十年来从没有人见到过!要进去得

把门撬开)

&L'$#

# 这个永远紧闭着门"布满灰尘的房

间!就是爱米丽独创的死亡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

阳光"温暖"亲人"感情!有的只是黑暗"死亡"毁灭"

腐尸# 为了留存她的爱人!她用了极端疯狂的方

式!毒死他并永久保留他的尸体# 这种疯狂!跟爱

米丽父亲去世时!她的做法有相通之处# 爱米丽不

接受父亲去世的事实!不让父亲下葬# 因为她的父

亲赶走了她的所有追求者!剥夺了她的幸福!使她

成为老处女!(她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只好像人们常

常所做的一样!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

人)

&L''$

# 而荷默!抢走了她的尊严!抢走了她的爱

情和婚姻!抢走了她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失去荷默!

爱米丽情感无处寄托!生命变成虚无!因此她要死

死拖住荷默!哪怕是采取极端的毒杀方式# 荷默跨

进爱米丽的家门!就是跨进爱米丽策划的死亡之

道!就是踏入爱米丽封闭的死亡世界#

其实!爱米丽残忍的行为背后蕴含着时代的典

型社会意义# 爱米丽极端的毒杀行为!一方面是其

人性异化的最佳例证!另一方面也印证了父权制度

对人性的戕害"对心灵的扭曲# 爱米丽无法摆脱父

权的影响!无法挣脱父亲给予的旧道德精神枷锁!

她认为荷默的无情抛弃!损坏了她的贵族尊严和家

族声誉!为了维护父亲极力推崇的旧道德旧形象!

她疯狂地杀害荷默!企图保存那业已没落的尊严!

誓死维护父亲的教条# 父权影响犹如紧箍咒!制约

着主人公主体的发展!同时也制约了社会的发展!

成为旧南方旧文化衰败的导火线#

当然!作为私设象征的门!在.献给爱米丽的一

朵玫瑰/中还有另外一种文化蕴涵!它是人们超越

自我进入理想境界的象征# 门是常人从屋里走向

屋外的正常出口!但在小说中!黑人男仆托比走出

爱米丽的后门!却被赋予一种新生的意味# 托比走

出后门!象征黑奴们摆脱了奴役!获得新生!进入理

想境界# 托比在小说中虽然着墨不多!但却是个关

键人物# 托比代表受奴役的底层阶级!从青年时

起!托比就当爱米丽家的男仆!(日复一日!月复一

月!年复一年!我们眼看着那黑人的头发变白!背也

驼了!还照旧提着购货篮进进出出)

&L''H

# 他一辈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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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地伺候主人!(他跟谁也不说话!恐怕对她也是

如此!他的嗓子似乎由于长久不用变得嘶哑

了)

&L'$"

# 托比的人生没有自我!亦没有自由!他的

人生遭遇令人叹息同情# 爱米丽去世了!黑人男仆

随即不见了!镇民们看见(他穿过屋子!走出后门!

从此就不见踪影了)

&L'$"

# 爱米丽的死象征着南方

旧传统"旧价值体系的终结!而托比的消失!则象征

着奴隶制的瓦解和旧秩序的溃散!也喻示着人们摆

脱旧观念的束缚!进入理想的境界!极具社会文化

意义# 在文化与社会层面上进行分析!托比走出的

这道(门)!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现实与理想的通道!

走出这扇门!即奔向了理想之途#

四&结语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福克纳独具

匠心地运用象征!使故事演绎舒展自如!作者看似

不经意的笔触下隐含着深邃的意义!(玫瑰)元素赋

予读者的审美体验既特别又深远!(门)元素的意喻

是那么耐人寻味# 通过(玫瑰)和(门)这两个再平

常不过的象征元素!福克纳寥寥几笔就将人物悲怆

的历程勾勒得扣人心弦!将南方的没落剖析得入木

三分!道出了他对爱米丽的迷恋与惋惜等复杂情

绪# 运用文化研究的方式!象征元素背后的社会文

化意义昭然可见!揭示出行将灭亡的南方旧制度旧

文化和与时俱进的北方新秩序"新文化之间的冲

突!揭示出父权影响对精神的折磨!揭示出没落旧

文化对人性的戕害!透露了旧南方社会文化湮灭之

因!亦彰显了作者拥护社会进步力量的立场# 福克

纳的笔锋犹如一把利剑直刺旧南方的软肋!整个故

事发人深思!带给读者强烈的心灵震撼!赋予作品

思想的深刻性!表达了作者超越现实!同南方旧传

统抗争的勇气及对社会进步的正视!提升了作品的

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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