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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艾丽斯,沃克小说中的泛灵论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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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的许多作品都在让读者意识到基督教虚伪面的同

时$极力为以泛灵论思想为基础的原始宗教正名$主张信仰的多样性% 在她看来$这些朴素的

宗教信仰积极健康$无论是在尊重女性$还是在尊重自然方面$泛灵论思想都远远优于被白人

狭隘化了的基督教% 在她小说创作中$沃克既通过泛灵论思想对带有偏见的主流意识形态中

的上帝形象进行颠覆性解构$又看到了泛灵论思想中尊重人性的一面% 不仅如此$泛灵论思想

在她作品中有时还能成为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抗争不平等现实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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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泛灵论&是人类学家爱德华5泰勒提出的

一个术语!用来概括原始居民相信万物有灵的信

仰# 在.金枝/一书中!弗雷泽从历史的角度把初

民的泛灵思想与巫术实践联系在一起!认为它是

宗教和科学产生之前人们对世界的理解# 可是!

当基督教在西方上升为主流宗教后!基督教逐渐

变成文明进步的象征!并时常成为种族主义者鼓

吹文化优越论的工具!而朴素的泛灵论思想则被

当作一种愚昧(落后的文化遭到抑制# 美国黑人

女作家艾丽斯5沃克对这一偏见非常不满!并在

许多作品中揭露了基督教的虚伪面!极力为以泛

灵论思想为基础的原始宗教正名!主张信仰的多

样性# 在她看来!这些朴素的宗教信仰健康积极!

无论是在尊重女性(尊重自然!还是在尊重人性等

方面!都远远优于狭隘的基督教!而这一切皆始于

泛灵论思想对上帝形象的不同理解# 不仅如此!

泛灵论思想有时还能成为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抗

争不平等现实的武器#

一&泛灵论思想对上帝形象的重新

解读

应该说!.圣经/中的上帝并没有具体的肉

身!上帝的无所不能和威严更多是通过他的声音

体现出来# 他说需要光!就有了光# 亚伯拉罕也

是遵从这个近乎从天而降的声音的命令!准备向

上帝献祭自己的独子以撒# 有时!上帝的威严是

通过.旧约5出埃及记/中的云柱与火柱来展现!

而.新约5约翰一书/中又把上帝称为没有一丝

黑暗的%光&# 总之!没有哪个人看过上帝的模

样!因为正如上帝告诫摩西说!%你不能看我的

脸!因为没人看了我还能活下去&# 但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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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圣经/的人往往会确定地认为上帝是位男性!

这大概与上帝创造亚当和.圣经5新约/有很大

关系#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根据他的形

象创造了亚当!而.圣经5新约/中的耶稣被看成

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 在.新约5歌罗西书/中!

耶稣被明确地认为是%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并且!上帝作为男性的身份在.圣经5新约/中通

过圣母玛丽亚受孕的故事和耶稣不断称上帝为父

得到强化#

! 在男权社会的长期推动下!上帝是

位男性的概念逐渐扎根于西方文化!形成了%一

套以神为主!以人为客!以男性为主!女性为辅的

秩序&

+#,!K

# 而由于白人在西方世界一直占据统

治地位!上帝进而被演化为一位%白人男性&#

在沃克小说中!深受这种思想之苦的首推

.紫颜色/中的西丽# 西丽是位饱受周围男性欺

凌的黑人女性# 她先是十三岁时遭到继父阿尔方

索的强奸!后又被阿尔方索连同一头母牛送给了

急需找个人来照顾他四个孩子的某某先生# 在某

某先生眼中!西丽只是他泄欲的工具和一头任人

驱使的驴# 面对所有不幸!西丽只是默默地忍受!

依靠向上帝倾诉来获得慰藉# 她告诉索菲亚!当

某某先生对她实在过分时!她就与上帝谈谈!因为

%这辈子很快就会过去11只有天堂永远存

在&#

+!,G$西丽要走出男性为她划定的囚牢!必须

重新审视基督教在她生活中的作用# 歌手莎格的

到来使这一可能变为现实#

莎格是位独立不羁(敢作敢为的女性# 她不

仅让在男权社会中苟延残存的西丽逐渐发现了自

己的美!找回自尊与自信!而且让西丽从新的角度

来审视上帝形象# 有次!西丽告诉她自己已对上

帝失去信心!因为%那个上帝是个男人!他干的事

和所有我认识的男人一样!他无聊(健忘(卑

鄙&

+!,#$ML#$H

# 当听见西丽对上帝诅咒时!莎格变得

严肃起来!她告诉西丽自己虽然不去教堂(不唱圣

歌!但并不代表自己不相信上帝的存在!那是因为

教堂里根本找不到上帝!上帝就在人们心中# 她

认为西丽心中的男性上帝只是白人.圣经/中的

上帝!而真正的上帝是存在于万物的%它&*%上帝

就是一切&

+!,#$%

# 事实上!莎格的论述与沃克本人

在一次访谈中所谈到的上帝形象遥相呼应# 沃克

坦言自己并不承认有一个超越自然之外的上帝!

而是认为%世界是上帝!人是上帝!同样一片叶子

或一条蛇等等都是上帝&

+G,G$#

# 莎格这种以泛灵

论为基础的信仰不仅帮助西丽卸去了精神枷锁!

让她知道赞美上帝的最好方式就是尽情享受生命

所能给予的乐趣!而且让西丽真正迈开了向父权

挑战的第一步!因为%还是像莎格说的!你眼睛里

没有了男人!你才能看到一切&

+!,#M"

# 另一方面!

莎格对上帝的理解有着很深的文化传统渊源# 正

如沃克认为!%如果说非裔美国人保留了非洲的

某种遗产!那么很可能是泛灵思想*这种信仰认为

万物皆有生命!都有灵魂栖居# 这种信仰提倡依

靠直觉得来的知识# 现在!科学家们发现树木(植

物(花朵都有感觉11情绪!当人向他们喊叫时会

收缩!而当周围出现某个有可能伤害他们的邪恶

之人时会褪色# 而这些!就我个人而言!并不使我

惊讶&

+G,GG!

# 这一文化传统在小说中还通过耐蒂

等人到非洲奥林卡村传教时的所见所闻体现出

来# 耐蒂发现!奥林卡人对.圣经/中的上帝并不

感兴趣!他们心中的上帝是大家赖以生存的屋顶

叶子树# 难怪耐蒂会觉得!在她的圆形小屋里挂

基督像会显得古怪难看#

沃克对上帝形象的解构在小说.父亲的微笑

之光/中得到进一步加强# 这次对上帝形象的讨

论是通过传教士鲁宾逊和孟多部落的马努列多死

后灵魂相遇时的交谈体现出来的# 马努列多告诉

鲁宾逊!在孟多人以泛灵论思想为基础的萨满教

中!人们崇拜的神不是那个喜怒无常的上帝而是

太阳!并把树木和风儿看成是人类的近亲# 正如

马努列多告诉鲁宾逊说*%先生!未来的大教堂将

是大自然11人们最终将不得不回到树木(溪流

和光秃秃的岩石那里去&#

+$,#N#在孟多人的信仰

中!人同世界万物一样!只是自然的一部分!需对

大自然充满崇敬之情# 人类之所以得以生存!正

是有赖于大自然的恩赐# 因此!当孟多人听见鲁

宾逊宣讲%人类有统治整个地球的权力时&

+$,K!

!

H"#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DDDDDDDDDDDDDDD第 !% 卷

!

根据叶敬德!#%%H"的统计$新约福音书中耶稣共有 #K" 次称神为父%



他们认定这正是阐明白人世界的谎言# 与西方传

统中以人为万物尺度的思想相比!孟多人这种以

大自然为家的思想所蕴涵的生态意义不言而喻#

正如上文所提!把上帝看成是位%男性&实际

只是在为男权统治辩护# 孟多人与基督教不同的

上帝观念自然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性别观念# 与基

督教中视女人为男人附属品及人类原罪之源不

同!孟多人认为男人与女人是平等的# 他们尊重

女性!视女性为大自然的化身!%他们无法理解女

人是邪恶的化身这一说法!因为在他们眼里!女人

是五谷之母&

+$,K!

# 当孟多妻子分娩时!丈夫会在

一边做出痛苦状# 孟多人还把女人与月亮联系在

一起!男人们必须根据月亮变化周期来决定是否

与妻子同房# 如果时机选择不当!则会惹女人生

气# 并且!把女人与月亮联系在一起!决非因为仅

取月亮阴柔之美!而是因为在孟多人的信仰中!月

亮具有另一深层内涵!正如他们的启蒙歌中唱道*

%人人都知地球I是月亮的I孙子I月亮是黑夜的

母亲&#

+$,NH在孟多人的心中!%妈妈&就是上帝!与

%好运&永远联系在一起#

由此!沃克通过泛灵论思想对上帝形象的重

新解读不仅颠覆了基督教中所蕴涵的性别歧视概

念!为女性的解放清除了精神障碍!而且通过把上

帝形象还原到大自然!质疑了基督教中所包含的

主客体思想!有其深层的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泛

灵论思想对女性与自然的尊重也把基督教中过分

提倡理性(压抑情感的一面推向了审判席#

二&泛灵论思想对基督教压抑人性的

质疑

基督教中!人类对上帝的背叛始于亚当与夏

娃对肉体的发现# 这种原罪思想把人分裂为两个

对立面!即灵魂与肉体# 人类只有战胜肉体的诱

惑!才有可能离上帝更近# 中世纪盛行的苦修禁

欲行为使这种观念得到进一步推广!人类的各种

合理需求被%魔鬼化&!受到挤压与抑制#

沃克在短篇小说.一位非洲修女的日记/中

就塑造了一位受基督教禁欲思想束缚!了无生机

的修女形象# 为读者刻画的这位乌干达少女在二

十岁那年穿上白色的教服以后!就再也没有脱下

来# 她的生活从此就像窗外被冰冷的白雪覆盖的

大山# 只不过!与大自然不同的是!她的生活永远

没有冰雪融化的春天# 同她一起长大的伙伴都有

了自己温暖的家!但她自己%没有那样幸运!而且

将永远没有&

+M,##$

# 每天晚上!她只能孤独地守着

空房!而屋外那些被传教士认为未开化的村民们

正敲着锣鼓(踏着节拍!享受着生活的愉悦)年青

的姑娘和自己心爱的小伙子!围着篝火纵情跳舞!

撒播青春的激情# 这位视自己为 %基督之

妻&

+M,##$的修女不由问耶稣!%我必须在窗边坐多

久!才能把你从天空吸引下来2 对舞蹈一窍不通(

根本不会跳舞的苍白的爱人6&$原文斜体以表示

修女的心理活动'

+M,##M

#

在.父亲的微笑之光/中!基督教对人性的压

抑更是通过一位鲁宾逊对女儿进行鞭打的一幕表

现出来# 鲁宾逊和妻子本是人类学者!想赶在生

活在墨西哥的孟多部落完全消失之前!对他们的

生活方式和文化进行研究# 但迫于资金压力!只

好求助教会!以牧士的身份带着两个女儿"""麦

格德琳娜和苏珊娜"""来到了孟多部落# 不料!

穿上黑袍子的鲁宾逊逐渐失去了自我!最后完全

被上帝的声音所控制# 正如他后来告诉马努列

多!自己%被吸引进黑袍子里去了&!

+$,#$!而且%内

心是一个黑黑的无底洞&#

+$,#$G尽管他自己每天在

与妻子做爱中寻找生活乐趣!但布道词中的贞洁

观念却让他成为剥夺处于青春期的麦格德琳娜享

受生活权力的暴君# 他检查麦格德琳娜的衣橱!

确保她必须穿高领的长裙)而当麦格德琳娜与马

努列多偷尝禁果之后!他一改往日的慈父形象!用

皮带狠狠地抽打麦格德琳娜# 这一残忍的举动不

仅给麦格德琳娜造成一辈子的创伤!让她只能通

过暴饮暴食和在身上到处穿孔这种自我伤害的方

式来表示自己对父亲暴力统治的反抗!而且也给

当时从锁孔里目睹这一幕的小苏珊娜造成心理阴

影!导致家庭失和及父女之间的隔膜与疏离#

与狭隘的基督教不同!奉行萨满教的孟多人

珍视人的情感!认为人的生活不应该总被理性束

缚# 孟多人特别重视故事与传说在生活中的作

用!因为%理念好比用大块大块的金属组成!既坚

硬又呆板# 而故事则像有弹性的薄纱!几乎一眼

就能看穿# 薄纱后面的东西那么诱人!但又无法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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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抓住它# 因为想象的翅膀在永远向前飞!你

的思维也在不断地向前伸展# 传说与故事可谓是

一种精神体操&

+$,#N#

# 这种精神体操相当于萨满

教所强调的%意识转换&或%出神状态&# 在这种

状态下!人将%外于或超越自身的状态!即超越平

常实在!能够与超常实在沟通&

+H,MG

!在与大自然

交融中获得生命的力量# 在孟多人的观念里!世

上最难做的事情是失去理智# 因此他们每年举行

一次集体吃药草!集体发疯的节日!以摆脱理性的

羁绊!从而享受幻想和想象力带来的乐趣# 孟多

人给麦格德琳娜取绰号为%疯狗&是因为他们觉

得她是%一个未经教育!尚未开化!处于自然状态

中的女子# 所以!她是一个稀有的活宝&

+$,N$

# 可

惜的是!身为%文明人&的鲁宾逊不理解其中的内

涵!制止了这一叫法#

另一方面!与基督教把人类的堕落与人的性

觉醒联系在一起的观念不同!孟多人几乎把人的

性爱观念神圣化# 他们把人的性器观看成是灵魂

的寓所# 人在出生(结婚(死去时!最亲近的人都

会吻他$她'的包括生殖器在内的五个地方# 在

当地传教的牧师们非常难以接受这种亲吻生殖器

的风俗# 在口头禁止不成的情况下!他们竟然突

袭孟多人的村庄!烧死孟多人的孩子!抓成年人做

苦役# 与那些禁欲的牧师不同!在孟多人的词汇

里!做爱就等于创造# 性爱是人类超越自身的一

种方式!人类可由此走近寄寓于自然万物之中的

上帝!因为 %当你做爱时!你会觉得离上帝更

近&#

+$,#"#鲁宾逊之所以被孟多人允许与他们生活

那么久就是因为的老人发现鲁宾逊总是在与他妻

子做爱# 孟多父亲们会为自己孩子享受到性爱带

来的快乐而高兴!会露出像月亮一样的微笑# 小

说的标题"""%父亲的微笑之光&"""正是寓意

于此# 这个标题同时也提示了小说通篇阐述的一

个主题!即享受性爱$包括同性之爱'自由和快乐

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是人与神相通的纽

带!正如沃克在小说的扉页题词所说*%人类和天

使之所以在性爱周围!是因为它一直是被藏在黑

暗中的一个光源#&当然!鲁宾逊并没有意识到这

一点!反而有意无意地充当了白人基督教的帮凶#

不过!针对基督教虚伪凶残的一面!泛灵论思想并

非完全软弱无力#

三&泛灵论思想作为抗争不平等现实

的武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基督教虚伪面的揭露

是贯穿沃克创作的一个主题# 无论是在.紫颜

色/!还是在.一位非洲修女的日记/中!基督教都

充当了帝国主义拓展殖民统治的帮凶# 前者表明

殖民者对拯救非洲当地人的灵魂根本不感兴趣!

经济掠夺的步伐紧跟在传教士之后# 殖民者把道

路强行修进了各个村庄!任意破坏人们的生存空

间# 他们毁了奥林卡人的田地和当地居民所崇拜

的屋顶叶子树!强迫村民只能种橡胶树!甚至要求

当地人向他们购买生活用水# 而后者则在结尾可

怕地向读者暗示!这位心灵被漂白的修女将协助

教会学校教村民祈祷(唱圣歌!以白人的%文明之

光&来扼杀村民的%原始&快乐# 但是基督教虚伪

面最直接的表现还是在它对下层黑人的鄙视与压

迫上# 早在第一部小说.格兰奇5柯普兰的第三

次生命/中!沃克就藉格兰奇之口嘲弄了基督教

的虚伪# 格兰奇告诉鲁丝自己%讨厌布道会!讨

厌教堂!尤其讨厌牧师&#

+K,#G#他之所以加入基督

教!是因为害怕巴斯特叔叔的马鞭# 格兰奇和鲁

丝把每次按照惯例去教堂的行为看成是件荒唐的

事情!总是暗笑自己# 当然!在教堂里!他们也能

找到乐趣!因为每个星期天他们都能看到%那些

折磨自己孩子及在周六晚上殴打妻子的男人!装

出一副温顺(恭敬上帝(自以为是的样子&

+K,#GG

#

在处处是种族歧视的社会里!格兰奇清楚知道!上

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是用来麻痹黑人心灵的空

话# 因此!即使到最后临死前!他也不向上帝祈

祷!而是诅咒这个导致他们悲惨命运的社会# 同

样!短篇小说.欢迎的桌子/强烈地质疑了以%博

爱&(%怜悯&著称的基督教# 故事讲述了一位近

乎失明的黑人老妇女在寒冷的冬天在一个白色大

教堂的遭遇# 她的到来激起了诸多信徒的不满#

首先是教堂牧师拦住她!询问她是否走错地方)然

后是教堂领座员直接让她离开教堂)看到劝说无

果后!那些穿着皮大衣(戴着皮手套的白人女信徒

们让自己的丈夫把这个有辱她们身份的丑老太婆

扔出了教堂!致使这位操劳一辈子的老妇女冻死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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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路上# 在临死前!老妇女恍惚中看见耶稣向

自己走来!%她开始告诉他!多少年来!她一直如

何为他们做饭!为他们打扫!如何服侍他们11以

及如何被他们扔出了教堂&

+M,NMLNH

#

同样受尽侮辱的还有短篇故事.汉娜5肯哈

夫的复仇/

+M,H"LN"中的汉娜# 可是!与上述几位不

同!汉娜将寻求%根巫&的帮助!与不平等现实做

斗争!以达到平息怒火的目的# %根巫&又被称为

%唤灵师&(%双头师&或%伏都师&!是主持伏都教

的牧士# 伏都教是一种以泛灵论思想为基础的信

仰!这种朴素的信仰既有感应巫术的成分!又是独

具黑人文化特色的宗教#

+N,##NL##%被认为是美国黑

人文学祖母的佐拉5尼尔5赫斯顿的两部民俗著

作.骡子与人/和.告诉我的马/都努力为这种被

白人视为迷信的信仰正名# 经过实地考察论证!

赫斯顿认为伏都教作为一种古老的神秘主义信仰

%是关于创造和生命的宗教!它崇拜太阳(水和其

他自然力量# 然而!它的象征体系并没有像其他

宗教的象征体系那样得到好的理解&

+N,!$%

# 与大

多数以泛灵论思想为基础的信仰类似!伏都教恭

敬大自然(反对僵硬的理性(视性活动为创造之

源# 如果说沃克在.父亲的微笑之光/中强调了

萨满教的疗伤作用!在其他一些作品中沃克则展

现了伏都教诅咒不平等现实的功能# 小亨利5路

易斯5盖茨就特别指出.紫颜色/中西丽离开某

某先生时!对他的残暴进行谴责的诅咒词类似

.告诉我的马/中记载的伏都教向仇人报复时的

口决#

+%,!MG而在.汉娜5肯哈夫的复仇/中!沃克

直接借用了.骡子与人/一书中所记录的一段诅

咒词!来展现伏都教的力量# 汉娜本是一个生性

倔强(自尊心很强的女性# 在大萧条期间!她一次

去镇里领救济粮时!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把自己

打扮成一个乞丐模样以博取同情# 不料却遭到了

在救济站工作的一位白人女性的羞辱!并把她理

应得到的救命粮给了别人# 她那到处拈花惹草的

丈夫竟然一起和别人笑话她!并与其他女人扬长

而去# 她的四个孩子不久相继饿死!而她自己也

走上了堕落的道路# 身心遭受重创的汉娜皈依基

督教!希望上帝能惩治邪恶!还她公道# 然而!上

帝根本无动于衷!于是她找到根巫塔特5罗西寻

求帮助!因为她实在无法接受多年来造成她一辈

子痛苦的人尽享幸福的现实# 塔特5罗西答应帮

忙!承诺不会让那个白人女人比汉娜多活六个月#

塔特5罗西吩咐身为助手的%我& $故事的叙述

者'除要教会汉娜念诅咒词和如何使用黑蜡烛等

之外!还要设法弄到那个白人女人的一些发丝(一

些指甲(一些尿液和粪便及一件她穿过的衣物!以

确保法术的顺利进行# 那个白人女人现在已经五

十三岁!过着富足的生活!被周围人尊称为霍利太

太# %我&在一计不成的情况下!直接找到霍利太

太!把汉娜求助塔特5罗西的事情告诉她!然后利

用霍利太太对伏都教蔑视的心理!对她发起挑战!

问她是否愿意提供塔特5罗西所需要的东西# 强

装镇静的霍利太太当然拒绝%我&的要求!把%我&

赶了出来# 富有戏剧性的是!霍利太太开始精神

崩溃!不仅把自己关进了卧室!而且收集自己每一

根落下的头发!吞吃自己的指甲!甚至不让人用水

冲大小便!还把吃剩下的东西贮存起来!整个屋子

顿时恶臭难忍# 在汉娜去世后不久!霍利太太也

撒手归西# 实际上!这篇故事里的那段伏都教的

诅咒词!在沃克的一篇题为.只有正义才能停止

诅咒/的散文里也出现过#

+#",GGNLG$!正如散文标题

寓意!身处社会底层的黑人之所以把伏都教当成

保护自己的武器!完全缘于社会现实中的种种不

平等#

四& 结语

可以看出!在艾丽斯5沃克的小说中!基督教

很多情况下成为了白人包装好的麻醉剂!以维护

一个充满性别与种族歧视的社会# 沃克觉得遗憾

的是!这一点经常被她的读者忽视# 早在 #%%K

年!沃克应陶洁老师之邀为中文版.紫颜色/撰写

序言时就特别地指出了这点# 她在谈论小说的性

别政治及语言特征的同时!强调说*%小说中有关

宗教信仰的那部分被忽视或有意予以忽略&

+!,#

#

通过上述文本细读我们看出!沃克在创作中积极

地从传统的泛灵论思想中汲取营养!以置疑狭隘

基督教的虚伪性# 这点同时也体现在了沃克的

%妇女主义&思想中# 在散文集.寻找母亲的花

园/一书的前言部分!沃克不仅从词源上考究了

%妇女主义者&的$黑人'文化根源!指出了%妇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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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与%女权主义者&的关系!而且特别把具

有泛灵论思想特征的%爱月亮(爱神灵&作为%妇

女主义者&的重要特点之一# 另外!沃克还指出!

%妇女主义者&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同者&!但%在

特定期间为了健康的原因&!%妇女主义者&也有

可能成为%分裂派&#

+#",##NL##%沃克在作品中对那种

带有种族歧视和扭曲人性的基督教进行批判的同

时!积极弘扬健康的泛灵论思想!这也许代表了她

认为人类在走向大同之前应该反思的事情之

一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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