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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尔斯作品中的伊甸园意象解读 
张晓华 

（贵州商学院大外部  贵州贵阳  550014） 

摘要：通过审视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的所有小说都遵循类似的伊甸园模式：首先，他所关注的焦点是遇
到成长问题的男性。这些男性分别代表一个年代，均被某种难题困扰，并需要某种形式的教导才能使他们意识到自身的弱点，才能
进化为精英的一员。而女性作为第二性的他者，作为神秘的化身和反抗的主体，在对作品主人公进行教育的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至
关重要。男女两性之间故事的发生地点具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规律，那就是衍生人类的神秘之地—伊甸园。本论文运用荣格和弗洛伊
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来探索福尔斯作品的伊甸园主题，对伊甸园中的要素——成长、男性、女性和原始密林进行分析，探讨福尔斯作
品的深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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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翰·福尔斯(1926 –2005)在英国文坛上独树

一帜。他曾跻身于全国前五十位最伟大作家的行列，主要作品包括

《收藏家》（1963），《魔术师》（1965），《法国中尉的女人》（1969），

《乌木塔》（1974），《丹尼尔·马丁》（1977），《尾数》（1982），《蛆

虫》（1985）等。1999 年，福尔斯获诺贝尔文学提名奖。其代表作

《法国中尉的女人》曾获国际笔会银笔奖，并获“W·H·史密斯

父子图书馆奖”，于 1981 年拍成电影，获多项奥斯卡奖。 

福尔斯所创造的文学世界多姿多彩，国内外对他的研究从各个

角度、运用各种方法来探索其作品的表层及言外之意。这些研究大

体分为主题研究和形式研究两大类。前者主要分析福尔斯作品中重

复出现的中心人物、中心事件和中心情景。形式上的探讨涵盖版本

对比，文体评论，以及叙事手法讨论等等。本文主要探寻福尔斯作

品的共性焦点——伊甸园主题神话元素。 

一、永恒的追寻主题 
根据弗莱有关传奇故事的理论，传奇故事的情节中最基本的要

素为探险，文学上则称之为追寻。一般有两个人物与追寻相关：一

个 是 主 人 公 （ protagonist ）， 另 一 个 是 与 主 人 公 对 立 的 人 物

（antagonist）。（Frye, 187）福尔斯所创造的故事所讲述的主题都是

人类的追寻，其中的对立人物正是主人公自己。正如苏珊娜所言，

“福尔斯的小说共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 : 年轻男性寻求心理上

和存在上的成熟和整体性的融合。”（Onega, 39）他们就像伊甸园的

亚当一样，接受女性的想象力，不断被现实的不满所敦促，受好奇

心所驱使而离开熟悉的环境，去寻求完整的自我意识与责任感。从

而，男女两性都走出幽闭状态，进入追求人性的自由状态。（Haegert, 

165-66） 

二、神秘的故事背景—伊甸园意象 

福尔斯的所有故事都发生在奇特的背景之中。除了一些扭曲变

形、空间幽闭的地点，比如《收藏家》和《魔术师》的地窖，《法

国中尉的女人》 中促狭的旅馆房间，《可怜的扣扣》中与世隔绝的

小村庄，《尾数》中人类的大脑，其他故事发生地点总是神秘莫测，

像伊甸园一般具有神话色彩。比如说《法国中尉的女人》的悬崖边

（Undercliff），《丹尼尔·马丁》的刺谷（Throncombe），《乌木塔》

中的永恒之地（Coetminais），以及《乌云》中的野餐地点。这些大

自然的地点被作者赋予丰富的隐喻意义, 并把福尔斯的不同小说和

不同故事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其中尤为重要的典型地点是森林。

福尔斯的中世纪的传奇故事发生在森林之中，主人公从那里出发，

开始自我的追寻，获得艺术灵感和达到自我的成熟。（Salami, 140）

这些主人公往往难以摆脱一种失落感，他们在这些寓意深刻的地方

发现一个神秘领地。这个领地对主人公来说，是“一首诗，一个神

话，一种刺激”， 使人物能够脱离现实而生存在幻想的世界。在这

些僻静的场所，人物能够洞察私密的自我，压抑的自我，而这一点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尤为重要。（Brandt, 159） 

三、困境中的亚当 
福尔斯的主人公都是亚当式的男性。他们往往不够坚强，受某

些问题的困扰，但同时具备进化的潜力。他们最主要的性格特点是

幽闭恐惧症、对不可恢复的过去的痴迷和收藏意识。用世俗的标准

来衡量，他们都是失败者：克莱格智力低下，学习成绩欠佳，与人

交往能力较差; 尼古拉斯性格冷漠，缺乏自信，对未来不抱任何幻

想; 查尔斯仅能从表面上理解进化与自由；大卫被囚禁在抽象艺术

的乌木塔中；阿斯克夫受僵化的经验主义观念束缚而不能相信任何

超越他的中产阶级思维方式的新事物。表现在最具代表性人物迈尔

斯身上，则为创造力的匮乏和灵感的消逝。在生活方式和艺术创造

上，他们都被羁绊住手脚，因此他们急需外界的刺激才能重新激发

想象力，才能发生质变。 

导致福尔斯男主人公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分裂的自我和福

尔斯所说的“完整视域”的缺乏。之所以缺乏完整视域，主要是由

于他们迷恋难以恢复的过去而迷失了自我身份。2 这些男性有的是缺

乏父母关爱的孤儿，有的在冷淡的家庭环境下长大，性格怯懦。他

们与父亲的关系疏远对立，因此缺乏性别榜样而难以健康成长。由

于母亲早逝导致这些男性的自我失去了方向感，当他们走向社会，

则表现为社交的失败，工作能力的缺乏，甚至遇到他们所钟爱的女

子时，不能给予真实的爱情，因此在爱情上他们总是失败者。（Olshen, 

16, 34）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在精神层面，他们都生活在不健康

的隔绝状态，一直在努力追寻新的身份认知，探索新的奥秘，去获

得生命和艺术上的活力。 

通过解决他们自身存在的问题，男性最后达到自我的成熟。而

这种成熟往往表现为他们对某一位理想女性的理性认知，如《收藏

家》中的米兰达，《丹尼尔·马丁》中的简，以及《法国中尉的女

人》中的萨拉，她们集中表现的是男性所缺乏的特质和男性所失去

的过去。通过追寻并认知女性，并在女性的引导下，福尔斯的男性

人物发现了自身问题，改进自我，最后获得了在权力、话语、意识

形态和等级制度上的成熟，最终获得了自我意识并完成了成长历

程。 

四、作为男性成长导师的夏娃 
在荣格理论中，把男性心目中拥有女性特质的理想女性称为

（“anima”），即具有完美女性特征的女性，她们是男性追寻的永恒

目标。在男性心目中，理想女性是完美的女性。荣格指出，理想女

性并不代表母性，而是表现为从荡妇到贞女的两种类型的女子，本

文称之为贞女/荡妇二分法。“从她的好的方面讲，她是伴侣和友人；

从坏的角度看，她是妓女。”3 她似夏娃，身份变化莫测，道德模糊

晦涩。关于这一点，福尔斯在《智者》中如是说： 

我这样来解释对于亚当进行引诱的神话。亚当痛恨变革，沉缅

于动物的天真纯洁。巨蛇代表的是想象力，代表类比的能力和自我

意识。夏娃代表的是人类的责任和进步性以及对进步的控制力量。

伊甸园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堕落是人类进步的必经之路。创世

纪表现的是亚当的愤恨。 

(The Aristos,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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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研究范围拓展（以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导向）作为重要内容等，

逐步完善相应的研究体系。 

最后，应充分考虑外语类研究生就业的特殊性等因素，充分推

动外语类研究生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的前置性推进。所谓特殊性等

因素在于，由于外语类研究生的专业特殊性（尤其小语种，受到对

外交往发展的影响，很多小语种研究生就业要么相对容易，要么相

当困难），因此，在就业导向塑造的过程中，应当也需要落实必要

的心理疏导与职业引领。因而，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在于，通过外语

类研究生的培养中，依托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的落实，可以实现人

才培养的优势建构。 

三、外语类研究生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的趋势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解读，外语类研究生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的

持续推进，需要关注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

导下和“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的指导下，推动外语类研究生的整体素质提升；在充分注重外语类

研究生自身专业素质提升的同时，也需要强调与落实相应的思想素

质——尤其是家国情怀与心理健康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

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2 按照这一指示，未来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中，关于创

新的注重与推进和关于培养适应国家发展需求的相关主张，可以进

一步指引外语类研究生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的趋势发展中落实相

对积极的趋势塑造——既需要引导外语类研究生的专业培养与政

治思想教育等贴近我国既有的发展态势，又需要结合当前的国家发

展需要，落实专业素养、政治思想与心理健康等多方面的发展以适

应当前的高等教育发展需求等等。 

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后，既有的国内外形势多需要注重更

多的合格人才培养等。倘若需要落实相对积极的举措，应当也需要

考虑在研究生培养中采取相对积极的作用；外语类研究生的培养，

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之一。结合我国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的研究生培养现实，外语类研究生的培养，尤其是在就业

导向和思想教育相关积极作为，能够实现对于既有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引领与推动等等。 

本文系长春财经学院校级课题：大学日语研讨式教学模式

的构建——基于日本“seminar”经验的视角（项目编号：

XY201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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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尔斯对《创世纪》的解释，在伊甸园中，男性被夏娃所

惑犯下人类原罪，终遭天神惩罚而被逐出受神佑的乐园。化身为巨

蛇的撒旦在激励夏娃的自我意识上起到关键的作用，令夏娃意识到

自身的性感和智慧，之后运用自我意识唤醒亚当，并促成亚当生物

学上的进化。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的堕落实际上并非道德和个人

意识的下降，而是向更高阶段的进化。在此进化过程中，女性引导

男性，并激励男性发生质的飞跃。 

为了敦促男性的成熟，夏娃引诱男性，在男性眼中变成了代表

女性性征的他者，一个妖妇，一个摇摆于贞女和荡妇之间的角色。

作为贞女，她们是纯洁的象征，是男性的未知的领域；然而同时，

一旦失去贞洁，她立刻变成了荡妇，促使男性不断成熟，去了解世

俗存在的意义，并渐渐获得完整的认知能力。就像《丹尼尔·马丁》

的开篇引言所说的那样：“完整的视域，其余都是虚空。” 身处导

师们所设计的复杂神戏之中，福尔斯的女性人物变成了道德模糊的

色情的象征物，变成了魔力的代言人。她们代表着令男性充满遗憾

的不可恢复的过去的经历。为了追寻过去，男性奔波在旅途之中而

寻找最终的归宿。 

结语 

通过伊甸园的隐喻，福尔斯把男性的困顿和女性的引导置于特

殊的背景之下，来影射人类成长过程中永无休止的追寻历程。其中，

女性天生拥有特殊的敏感性使运动和变化成为可能，因此在福尔斯

的伊甸园神话中，女性能够在男性成熟过程中扮演催化剂、主体和

灵感之神的角色。女性以夏娃为载体，引领第一个男性亚当获得了

新的对存在的认知，敦促男性接近完整视域，并为下一步进化孕育

了可能。在神秘而陌生的领域伊甸园里，男性开始正确对待他的消

逝的过去，恢复了已经消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敏锐地意识到

潜在的自我。他们完成了自省，从而改变了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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