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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式风格在《弗兰肯斯坦》中的体现

李雪峰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 外语系 辽宁 大连 116400

【摘 要】：哥特小说是 18 世纪末期直到 19 世纪初期较为流行的文学体裁。本文从哥特人物、哥特背景、哥特故事结构、

哥特主题等方面对《弗兰肯斯坦》进行研究。认为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成功地融合了哥特小说的特点，是哥特小

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弗兰肯斯坦》；哥特式小说

1.引言

《弗兰肯斯坦》是 19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玛丽·雪莱的

成名之作。这部小说也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的鼻祖。

生活在当时英国哥特小说风行的时代的她，《弗兰肯斯坦》

也具有着哥特小说的风格和因素。本文以哥特小说作为切入

角度，探讨了这部作品的哥特风格。

2.哥特式小说的特点

哥特式小说通常以城堡、废墟和荒野为背景。故事通常

发生在过去，特别是在欧洲的中世纪，因为塑造各种成功的

人物和剧情而被称作为经典时代。与一般的小说所不同，哥

特式小说的情节通常以恐怖刺激为主要风格，甚至充斥着报

复、谋杀、强奸、暴力、乱伦等字眼，甚至人们称作为鬼魂

或一切只能以幻觉和想象作为解释的方式来阐述的超自然

现象。通常来讲，哥特式小说中有一位类似于梦魇般的人物。

克里斯·波尔蒂克曾这样评价道：“这个如魔鬼般的角色，在

通常情况下，都是以恶棍般的形象存在于作品之中，有时也

可能作为作品中的主人公出现。哥特式魔鬼与一般的魔鬼意

义上可能有不同之处，他们是善恶的综合体，具有着多重的、

模糊的人物性格。在情节上，哥特小说试图宣扬暴力和恐怖

等因素。小说通过揭示社会、政治、教会以及道德中的邪恶，

尤其是从社会道德的角度，揭露出人性的阴暗面，进行更加

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哥特式小说于 18世纪末 19 世纪初开始流行。哥特式小

说的鼻祖是作家沃尔普编纂的《奥特龙多堡》。哥特小说风

格盛行于英国，后来传遍美国和德国多个国家，逐渐形成了

英美文学中哥特小说的传统风格。

3.《弗兰肯斯坦》中的哥特式风格元素

3.1. 哥特式的人物

在著名的哥特式小说《弗兰肯斯坦》中，弗兰肯斯坦和

怪兽是哥特式人物的代表。这两种形象总是看着有不少的相

似之处，但是也具有着不同的性格特点。他们都是活跃在小

说情节中的人物，在漫长的拷问、寂寞与孤独之中展现出复

杂的人物性格。从古至今的哥特小说中，主人公通常都是一

些性格特别忧郁且古怪、心灵充满邪恶并出身为贵族的恶

棍。而在《弗兰肯斯坦》中，主人公则是一个不断地追求真

理、还拥有有特殊的反叛意识的人。母亲的死亡使他承受了

巨大的精神打击。他的追求真理的欲望让他开始追求去探索

大自然的奥秘，以及推翻上帝创造人类这种深入人心的思

想。自从他开始去追求这些复杂的东西，那些他曾经拥有的

温和、善良、健康都变成了类似自私的东西。曾经的他把自

己关在一间发霉的实验室里，两年内未曾联系过他的家人，

似乎要断了联系。为了自己所憧憬的，他把自己的内心情感

和灵魂也关在了一间屋子里。大自然的魅力已经无法满足他

的需求，当他将自己的全身心投入到创造人类的行动中时，

他的心情由平静演变成疯狂。冲动蒙蔽了他的双眼，使他接

近到疯狂的边缘。已经偏离了正常的生活的他，没有考虑到

他的恐怖实验以及由此带来和后果。当他亲眼目睹这个自己

创造出来的活生生的怪物时，他的内心充斥着恐怖与绝望。

噩梦经常充斥着他的脑海，他想逃离这个噩梦。复仇似乎成

为了怪物唯一想做的事情，怪物杀死了他的兄弟和贾斯汀。

因为更多的人的死亡，他逐渐变成了孤身一人。这种充满无

尽恐惧的生活，他逐渐无法与他人交流，也对生活丧失了希

望。后来，伊丽莎白的死亡更使他仅存的信念开始分崩离析，

内心完完全全被复仇所吞噬。正所谓与恶龙缠斗自身亦成恶

龙，他毫不犹豫地杀死了怪物。但是他自己也成了怪物，不

断的复仇成了他的人生信念，那个在人们口中彬彬有礼、举

止体面的英伦绅士也只是成为了传说。

怪兽的概念最初是出现在罗伯特·沃尔顿的信中。信中描

述说是他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笼罩在天空中，这成功地

引起了读者内心的悬念。毫无疑问地讲，这个怪物如魔鬼一

般。这些恶魔般的人物常常让人难以置信。当怪物将他创造

出来，他想表达自己的感激和对怪物的友谊，他的造物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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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的丑陋而无情地抛弃了他。怪物独自地逃离了房子。他

不知道自己将如何独自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中生存。他尝试着

与其他人沟通，但得到的却是人们的恐惧和敌意，人们要么

攻击他，要么惊慌失措地逃离。当他见到德拉西一家时，他

深深地为他们的热情和如家人般的温暖所感动。他想融入到

这个家庭中。从偷来的书中，他开始认知到了这世间的善恶。

他想着晚上帮忙干农活，也许这样可以证明他的善良，希望

他们不要因为他外表的丑陋而对他产生偏见。然而，当德拉

克塞尔看到他时，由于恐惧，把他赶出了房子，使他远离村

庄，这使得怪物开始有了复仇的念头。当他冒着生命危险去

救落水的女孩时，女孩的父亲向他开枪。从此，他失去了自

己所有的希望，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他的创造者，并意图展

开报复。怪物无法从人们的身上感到温暖，他想让弗兰肯斯

坦再为他创造一位女性伴侣，也许两个人在一起就不会感受

孤独了。可是，弗兰肯斯坦并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当这心中

仅有的光明之火也熄灭时，这种高贵美丽的东西被邪恶吞噬

殆尽之后，人们口中的怪物也就出现了。怪物的的想法往往

只有复仇和毁灭，对弗兰肯斯坦复仇也就此展开。杀死弗兰

肯斯坦的周围的人才是复仇的开始。面对他人死亡却无能为

力往往才是他所领悟的痛苦。心中充满了黑暗的他，可到了

最后，看着弗兰肯斯坦的尸体，他说：“我的任务基本上已

经结束了，我的痛苦比你的要更为深重，只有死亡才能结束

这一切。”尽管怪物犯了一个不可逆转的错误，但他的经历

似乎值得同情。他曾经想做一个好人，但他可怕的外表让人

们不敢与他靠近。这样的行为使他感到孤独，也是诱使他犯

罪的主要因素。犯罪和谋杀是人性的阴暗面。如果情绪得不

到控制，就可能导致犯罪。正是人类的歧视拒绝了他，并诱

使他走向了恶魔的道路。

3.2 哥特式的场景

玛丽·雪莱的写作风格借鉴了自己父亲和丈夫，具有传统

的哥特式小说所具有的因素。但她并没有循规蹈矩，而是在

此基础之上取得了一定的创新和突破。与传统哥特小说家喜

欢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中世纪独有的黑暗城堡不同，玛丽·雪莱

将写作背景设置在现代科学时代中，但是哥特小说独有的恐

怖特点并未改变。仔细研读，我们可以在《弗兰肯斯坦》一

书中找到许多哥特式场景：弗兰肯斯坦的实验室具有典型的

哥特式特色，实验室坐落在屋顶，与其他人的住所相隔离。

虽然不在“暗黑城堡”里，但恐怖的气氛却随处可见。解剖室

和屠宰场的部分尸体堆积在一起。只有阴暗的月光在注视着

他独有的午夜劳动。凄冷的月光给读者带来一种刺骨的感

觉。当他独自处理堆积如山的骨头和尸体时，他似乎失去了

恐惧，厌恶的感觉也随之烟消云散了。弗兰肯斯坦试图以科

学、考究的方法来客观地描述自己创造怪物的过程。这种对

科学的狂热早就使他不在乎一切了。当读者展开想象时，这

种就像发生在身边实验室里的“实验”或许更能让人心灵一

震。

另外经典的哥特式场景是怪物真正成为怪物的夜晚。在

一个蜡烛即将燃尽的雨夜，怪物已经苏醒。作者选择了雨夜

和昏暗的烛光来预示一些即将发生的悲伤的事情，并进一步

对怪物的不幸命运作出预测。虽然他是弗兰肯斯坦日夜辛勤

工作的产物，但他很了解怪物，也很爱他。他希望怪物能得

到属于自己的生命，但当怪物苏醒的那一刻，弗兰肯斯坦仍

然受到了怪物的惊吓。他不想思考与计较自己这样做可能带

来的后果，发疯般独自逃离实验室，在街上漫无目的的闲逛。

他独自走了很久，就是因为不想再回去看到他，希望这一切

从未发生。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领悟到，怪物给人们带来的

恐惧即便是自己这个“造物主”也是无力承担的。小说通过营

造一种恐怖的气氛，抓住了读者的心，使他们感到毛骨悚然。

3.3 哥特式的故事结构

玛丽·雪莱选择了以框架结构的方式来讲述故事，从而增

加了小说的神秘感。每一部分都是以第一人称的角度来叙述

故事情节的，这使原本令人感到离奇、荒诞的故事情节更像

是一种发生在人们身边真实的生活体验。它不仅使沃尔顿、

弗兰肯斯坦和怪兽变得真实可信，而且给读者带来了超乎想

象的、难以预料的叙事效果。本书的第一层叙述是罗伯特·沃

尔顿。在给姐姐的四封信中分别讲述了自己的冒险经历和如

何与弗兰肯斯坦相识。弗兰肯斯坦告诉沃顿自己的年轻时的

经历，以及自己如何创造出怪物，后来的怪物使自己和骨肉

亲人相分离，以及他如何猎杀这个怪物。这一层面是该小说

主要的叙事层面，也是这部作品的主干。第 11至第 16 章构

成了这部小说的第三个层次。怪物成为了叙述的主题。从他

的口中，我们可以理解他出生后被歧视的悲惨经历。当怪物

的故事和弗兰肯斯坦的故事联系在一起时，罗伯特·沃尔顿又

开始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在弗兰肯斯坦死后，怪物出现了。

面对弗兰肯斯坦的尸体，怪物再次回顾了弗兰肯斯坦的故

事。罗伯特·沃尔顿与怪兽之间的不经意间的相遇和对话，巧

妙地验证了弗兰肯斯坦所叙述的故事的真实性和恐怖性。

3.4 哥特式的主题

《弗兰肯斯坦》的悲剧，一方面使读者的心灵受到深深

的触动，另一方面也引起人们对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探讨

以及如何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的思考。弗兰肯斯坦追求知识

本身并没有错，但他忽略了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无视自然

规律和道德后果，对人类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就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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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戏剧《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的主人公浮士德一样，为

了追求知识，浮士德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最终落得个悲剧

的下场。弗兰肯斯坦的研究不仅给自己、而且给自己的家人

和朋友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他发明的怪物无情地结束了

他的生命。人类在自然界前应该保持谦逊的态度，不能无限

制地索取和随意地追求和征服自然。如果人类盲目地忽视自

然，其后果必然会造成难以预测的后果。传统的哥特小说总

是把善恶的冲突放在作品的突出位置。哥特小说家们除了追

求刺激、恐怖的情节外，还注重对社会道德进行了更加深入

的探索和研究。哥特小说总是以荒诞、夸张的手段直面社会

现实，以警示和告诫人类。《弗兰肯斯坦》向我们展示了自

然科学与传统的伦理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弗兰肯斯坦不顾

一切地将自己置身于造物主的地位，违反了自然规律，最终

也受到了大自然最严厉的惩罚。回顾弗兰肯斯坦生前的科学

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因为对科学的疯狂追求使

自己偏离了理性的轨道，导致了无法挽回的灾难性的结果。

弗兰肯斯坦创造的怪物给无辜的人也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

害，揭示了人性的阴暗面。本书的主人公的悲剧告诉我们，

如果科学的发展缺乏理性的引导，就会给人类带来无法弥补

来恐惧和伤害。18、19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发展所创造的伟

大生产力，已经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根本性的变革。科学

技术能给人类带来光明的未来的信心。在这部小说中，我们

可以看到作者玛丽·雪莱对科学的发展保持着冷静、理智的态

度。借助弗兰肯斯坦的悲剧，作者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如果

对科学的过度追求和盲目崇拜无法与公民和社会道德责任

感相结合，科学技术的发展将超越人类的控制，最终危及人

类的生存，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4.《弗兰肯斯坦》对哥特式小说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在人物描写上，玛丽·雪莱一方面简单地描写人物的外貌

和性格，使读者对人物一目了然，对角色产生感性认识和最

基本的印象；另一方面用着重用心理描写的手段刻画人物面

对科技与伦理道德相冲突的矛盾心理，以此来表达人物多变

的性格和最终悲剧式的命运。她创造了两个独特的哥特式人

物，弗兰肯斯坦和怪物。弗兰肯斯坦的人物形象很复杂。一

方面，对科学的狂热追求使他忽视了自己身为一名科学家应

该具备的道德责任，另一方面，在遭受怪物造成的伤害后，

他会考虑到人们的安危，毫不犹豫将怪物杀死。面对冲突，

弗兰肯斯坦内心的痛苦和痛苦深深地触动着人们的内心。主

人公从理智到疯狂的原因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如果我们任由

自己一时的情绪不受控制地发展，任何人都可能变成被某种

情绪支配的怪物，这将给我们自己和身边的人造成难以弥补

的伤害。

怪物不仅在外表上给人以恐惧感，人们更加关注其心理

变化的过程。他的孤独和痛苦博得了人们的关注和同情，但

是与此同时人们也惧怕他血腥的报复。小说不仅通过令人恐

惧的外部环境，而且着重通过对人物内心的刻画，从内到外

给读者带来真实的恐怖感。总之，玛丽·雪莱所塑造的哥特式

人物不仅有血有肉，而且内心世界丰富，这有利于促进故事

情节的发展，更能抓住读者的内心。

玛丽·雪莱在科学发展的早期就预料到自然科学与伦理

学的矛盾冲突，并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加以夸张地表现，激发

了人们对科学发展的理性思考，同时也丰富了哥特小说的写

作形式。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当代社会，这一课题对人们

来说更加值得思考，具有无可比拟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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