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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原曾经说过：“《红字》是一个经典。霍桑是

我心中最伟大的小说家。《红字》与其他所有杰作的最

大区别在于你可以多次阅读，读一遍的收获也会有所不

同。他太短，太宽，他是不可思议和几乎不可能，但这

是真的。”霍桑的《红字》利用大量的艺术手法将女主人

公先后的爱情悲剧展示得淋漓尽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

下，爱情这个话题是隐晦的，同时又是极其严肃的，因

此《红字》的主题思想是极具冲击力的。

一、《红字》的创作背景

一切作品都离不开特殊的创作背景而存在，这不仅

是作者的创作灵感也是作品诞生的源头。《红字》的作

者霍桑了解到自己的先祖和曾曾祖父都分别对教友派的

妇女和女巫进行过摧残和折磨，这令霍桑的内心感到无

比的不安，于是希望通过《红字》的创作寻求一些心理

上的安慰并为先祖和曾曾祖父减轻一些耻辱。与此同时，

霍桑在创作过程中了解到当时的纽约召开的妇女大会内

容，居然是女性们希望和男性平等，祈求在父权社会中

妇女能拥有与男性同样的工作机会，这能够保证她们婚

后摆脱男性的束缚。这也让霍桑想到通过写作来影射当

时社会的黑暗。另外，霍桑在四岁的时候意外失去了父

亲，家里的生活十分沉闷，这让他及早的接触到悲伤，

他的童年在阴沉的屋子里度过。所以《红字》中弥漫出

来的阴沉悲伤的气氛与他自身的原生家庭有很大关联。

二、《红字》中主要人物形象分析

（一）反抗与被压迫的海丝特

海丝特·白兰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她年轻美丽，

充满魅力，所有人以为她会嫁给年轻有为的男人。但因

为家业衰败，她不得不嫁给年长丑陋的齐灵渥斯，他是

一位老医学者。这并不是充满爱的婚姻，齐灵渥斯早已

失去了对爱情的憧憬和活力，这种充满利益的婚姻一直

束缚着海丝特。一天，当他们准备移居北美殖民地波士

顿的时候，齐灵渥斯让海丝特先行离开，自己随后赶来，

没想到，齐灵渥斯整整消失了两年。两年后却传来他早

已在海上失踪并溺水身亡的噩耗，此时的海丝特已经把

自己当作了寡妇的身份。孤苦伶仃的海丝特在波士顿生

活期间，认识了高大帅气、德高望重的年轻牧师丁梅斯

代尔，两人迅速坠入了爱河。后来海丝特怀孕并生下女

儿“珠儿”。单身独处的海丝特因为怀孕导致私情暴露，

众人纷纷开始议论她的情夫到底是谁，一时间海丝特被

推到了道德眼前，因为这在 17 世纪清教徒殖民统治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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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是不可饶恕的罪孽，是让人唾骂的耻辱。海丝特因

此担上了“通奸”的罪名，被迫终身佩戴红字“A”，精

神上受尽了折磨和屈辱。

霍桑笔下的海丝特是反抗与被压迫的。首先，海

丝特敢于反抗的。第一次是她因奸情暴露被众人推上断

头台的时候，宁可在刑台上站立三小时，也不透露爱人

的名字。在书中牧师试图引诱她：“把那个人的姓名说

来吧！那样加上你的悔改，将有助于从你胸前取下那红

字。”“我永远不会说的！”“说出来吧，让你的孩子有个

父亲！”“我不说！”海丝特在酷刑面前忍受痛苦，始终

选择捍卫她得来不易的爱情。第二次是当教会提出把女

儿带走的时候，她拼尽全力争夺女儿，让在教会面前德

高望重的爱人丁梅斯代尔发话。第三次是当海丝特发现

爱人丁梅斯代尔饱受罪行折磨，并有可能受到原配丈夫

齐灵渥斯报复的时候，不顾之前失踪归来的齐灵渥斯要

求保守自己身份的威胁，海丝特果断选择向丁梅斯代尔

揭露这个秘密，并商量乘船逃离这个地方。在海丝特身

上体现出来了女性追求爱情的勇气，她在逆境中冷静从

容，不向宗教低头，实则也反映出来作者霍桑对清教主

义的反抗和不满。其次，在北美殖民时期，宗教思想的

束缚是强大的，她是被压迫的。她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反

抗世俗的惩罚，海丝特选择用自己劳动的双手去维持自

己和女儿的生活。一方面，海丝特追求的美好生活和爱

情处于宗教思想的羁绊之下。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作

者霍桑对宗教某种程度的妥协和怀疑。

（二）备受煎熬的丁梅斯代尔

丁梅斯代尔既是牧师的身份，也是小说女主人公

海丝特情夫的身份。这也意味着他在当时的社会背景

下，这样的双重身份必然会导致悲剧的发生。在教会里

面，他的一言一行严格遵照规定执行，在众人面前德高

望重，十分有前途。而在与海丝特的私情里，他时刻处

于矛盾的痛苦中，懦弱害怕。由于长期受到宗教思想的

禁锢，他不敢像海丝特一样勇敢的站在众人面前承认自

己的行为，担心自己的声誉和地位受到影响。他既想得

到教会认可的同时，看到海丝特受到侮辱和打击也对她

和女儿珠儿充满了内疚感，丁梅斯代尔长期遭受精神上

和身体上的折磨，备受煎熬。他无法通过言语忏悔罪过，

于是伤害自己的身体，三餐也难以下咽，甚至整夜不睡

觉跪在神前，还在自己胸前刺烙出一个火红的“A”字、

长期以来不断的自我鞭挞和自我折磨，只能在夜晚独自

一人忏悔。他的红字是深藏在深处的，一般人无法发现，

这也是海丝特原配丈夫发现丁梅斯代尔就是情夫的重要

证据。丁梅斯代尔在善与恶中纠结，最终身体和精神上

无法承受这一切的压力，在所有人面前坦白了自己的所

作所为，并展示了自己的红字，与海丝特一起瘫坐在绞

刑台旁，用生命实现了灵魂的自救。

（三）狡猾奸诈的齐灵渥斯

齐灵渥斯是一位精通医术的学者，性格阴沉、年事

已高，对爱情并没有什么向往。但是他为了满足自己孤

独心灵的慰继，不顾海丝特的想法，结为夫妻。他得知

海丝特与他人怀孕生子时，表面上齐灵渥斯沉着冷静，

不被他人影响，实际上埋藏着复仇之心。当海丝特在绞

刑台上被逼供时，他在丁梅斯代尔神情上发现了端倪，

随后也发现丁梅斯代尔在那件事之后终日神情恍惚，不

在状态。于是利用自己医生的身份，悄悄接近丁梅斯代

尔，表面上在挽救他，实际上在打探内心深处隐藏的秘

密。齐灵渥斯明知在宗教思想中不可侵犯他人的内心，

却为了达到目的实现复仇而丧失理智的折磨丁梅斯代尔。

但没想到的是，当丁梅斯代尔在绞刑台前将自己的奸情

公之于众并失去生命的时候，他并没有因此而喜悦和感

到轻松，相反，他陷入沮丧。

霍桑在小说中塑造的齐灵渥斯形象是充满阴暗和致

力于复仇的。悲剧的发生源于他和海丝特婚姻的结合，

他把海丝特作为婚姻的牺牲品，让海丝特为自己服务却

不愿放手让她去寻找自己的爱情。所以，这样看来，不

单单是海丝特有罪，那红字到底应该由谁佩戴？这一点

引发读者思考。

三、《红字》的象征意义

象征手法利用事物之间本身存在的联系，透过具体

的人物形象，表达出思想、抽象的概念与情感。小说运

用象征手法，可以将一些抽象化的精神理念或道德品质

转化为具体的人物形象，并赋予深层次的含义。

（一）红字 A 的象征意义

1. 邪恶象征

小说女主人公海丝特存在私情并怀有身孕，在清教

的严刑逼供下，她依旧不透露孩子的父亲是谁。如果海

丝特说出与她通奸者的名字，她将得到赦免，然而为了

保护情夫的声誉和地位，她绝口不提他的名字，于是被

判奸罪成立并受到了世俗的惩罚。海丝特佩戴上了在那

个时代规定的“红字”表示犯罪，这是一种和字母字母

“A”形状相同的图案。红字“A”象征着邪恶和耻辱，

她将终生受到孤立和排挤。

2. 爱情的象征

当海丝特在绞刑台上意志坚定的望着她的爱人丁梅

斯代尔，丝毫不透露他的身份。一方面，海丝特顾及丁

梅斯代尔尊贵的身份，保护他不受到教会的惩罚。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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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海丝特对丁梅斯代尔付出了真心，深爱着这个英

俊潇洒的男人。所以宁愿自己一个人承受所有的痛苦，

甘愿穿戴胸前有红字“A”的裙子，当时赫斯特坚定地

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我不说！”表现了她对爱的忠诚和

勇气，就这样赫斯特被判终身佩戴红字，向世人展示她

的罪行，她一生都生活在被人鄙视的世界里。

3. 救赎的象征

丁梅斯代尔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懦弱的躲在

海丝特身后，眼睁睁的看着海丝特因为与自己的感情遭

受折磨和歧视。而丁梅斯代尔每日戴着虚伪的面具在教

会主持，获得了大家的称赞和爱戴。他在享受大家的追

捧的同时，也愈发的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无数个夜

晚沉浸在痛苦之中无法入睡，深深的自责和无助让他无

法承受，最终拿起烙铁在自己的胸前烙下了红字 A，希

望得到灵魂的救赎和宽恕。最后他鼓起勇气，在众人面

前揭露了自己与海丝特的爱情，在公众面前露出胸前的

红字，直到那一刻他的灵魂得到解放。

（二）珠儿的象征意义

1. 珠儿是海丝特的缩影

珠儿是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爱情的结晶，珠儿的诞

生带给了海丝特力量和生活的希望。她是纯洁的，她的

灵魂象征着海丝特的魅力。珠儿的存在一方面是海丝特

对当时社会的奋力抗争，另一方面也让海丝特第一次

感受到了爱情的喜悦。她在珠儿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

子，既有狂野的脾气，不甘的气质，也知道自己是罪

恶的象征，于是不论别的孩子怎么不懂事，自己不会

与他们计较。

2. 珠儿是齐灵渥斯的反照

海丝特的女儿珠儿虽然是罪恶耻辱与神圣爱情的矛

盾结合体。但是海丝特依旧用心教会珠儿生活，她每日

给珠儿梳妆打扮，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天使。虽然海丝特

处在社会底层，遭受不尽的议论和歧视，但珠儿的笑能

带给海丝特希望，能让她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也让她看

到似乎有朝一日能冲破清教的枷锁。珠儿身上似乎有一

股强大的力量，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她可以超越时代的

羁绊。美丽与天真珠儿和丑陋狭隘的齐灵渥斯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

四、结语

《红字》揭露了 19 世纪资本主义时代的残酷现实，

小说结构清晰，文中带有浓厚的宗教思想，用伦理道德

串联起小说中的各个人物。在小说《红字》中，故事发

生的时代背景向读者呈现了教权的垄断和对人性的压制。

故事中不同的人物形象和呈现的多个视角分别向读者展

示了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让读者能进一步体会人物的

思想情感。同时，红字的多重象征意义也引起了读者的

反思，更深入理解小说的主题思想。当我们犯错而身处

黑暗的时候，是否能像小说的人物一样实现悲剧性的崛

起。此外，作者在书中运用巧妙的艺术手法推动故事情

节，文字行云流水，一次又一次的直击读者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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