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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结构理论下《红字》主要人物的性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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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字》是由美国十九世纪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纳撒尼尔·霍桑所著，他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和心理分析小说的

领军人物。本篇论文主要对小说《红字》中几个主要人物性格进行分析，分析方法是借鉴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即：本我、

自我、超我。让我们在掌握人格结构理论内涵的基础上，不仅对小说《红字》中的几位主人公的人物性格进行更加立体的细

腻的分析，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深度挖掘人物性格背后社会底层对清教教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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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篇论文主要是借用人格结构理论对小说《红字》中的

几个主要人物性格进行分析，人格结构理论是人格心理学中

研究人格结构的学说，是对人格的心理进行层次上的划分。

此外，根据人格结构理论赏析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但借

助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的本我、自我、超我[1]三个心理

层面来赏析作品人物性格的却寥寥无几。

2 《红字》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简述

霍桑的文学创作多数以北国殖民地时期的新英格兰为

背景，他主要通过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和象征手法来反衬当时

的社会现状，《红字》的腾空问世展现了霍桑极高的文学艺

术天赋。小说故事开始于 17世纪中期，受加尔文教派压榨

统治下的波士顿——宗教色彩极其浓烈的地区。仅从当时社

会所极度推崇的宗教信仰这一点来讲，此小说的问世对于当

时思想极度保守的社会来说是十分大胆与前卫的。小说讲述

的是已婚的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在邂逅一个年轻有为的牧

师丁梅斯代尔之后二人擦出火花，不仅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通

奸罪还生下了一个女婴，白兰给她取名为珠儿。

3 人格结构理论的概述

3.1 人格结构理论的内涵

自我，就是面对现实中的我，它通过后天的学习和环境

的接触培养与发展起来，自我是对外部环境所做出的自我调

节，它奉行的是现实原则。

超我，是接受道德教化的我，是在接受文化传统、价值

观念、社会道德的影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遵循社会理

想原则，旨在通过良心意识的自我谴责，使人产生强烈的内

疚感。

3.2 人格结构理论的意义和应用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的自我、本我、超我，三者相

互作用，相互依赖。由此可见，本我、超我、自我间的相互

作用对于人的心理价值取向和行为活动具有重大影响。正因

人格结构理论所具有的深刻理论意义，本文才会选取弗洛伊

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即：本我、自我、超我。从这三个方面

对小说《红字》中的海斯特·白兰、齐灵渥斯、丁梅斯代尔等

人的人物性格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解读。

4 主要人物的性格分析

4.1 邪恶、伪善的复仇者——齐灵渥斯

正如弗洛伊德在人格结构理论中所表明的只是单纯满

足自身的欲望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本我主义那样，齐灵渥

斯便是本我理论的典型代表。我们可以把齐灵渥斯理解为红

字的制造者[2]，为了报复丁梅斯代尔不惜一切代价，虽然我

愿意把这理解为是他表达自己被戴了“绿帽子”的愤怒与不

满，但把复仇当做“生活目标”，以吞噬别人的灵魂为乐，

着实有些过分偏激了。他的行为早已背弃了社会所推崇的宗

教主义精神，这种偏执的心理虽使他达成了自己复仇的目

标，但丁梅斯代尔的死并没有使他感到大仇已报的如释重

负，反而更加郁郁寡欢，最终在混沌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3]。

邪恶是齐灵渥斯的代名词。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长相丑

陋又上了年纪的男子，可他执意要年轻漂亮的白兰当他的妻

子。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让自己在生命的尽头

能有个漂亮的女子来照顾自己，为自己送终祷告，这样也好

让自己的心灵也能够得到些许慰藉。正是这场毫无情感基础

的婚姻才导致了众人后来的不幸。

而这也体现了齐灵渥斯为人狡诈伪善的一面。在确定了

牧师丁梅斯代尔就是自己妻子的出轨对象时，他压抑自己心

中的怒火找寻机会待在牧师身边，努力在牧师身边做到最好

好让他放下对自己的防备，赢得他对自己的完全信任与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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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目的不为别的仅是报复。他利用一切方式接近牧师，假

借为他看病为由把牧师的内心世界窥探得一览无余。

4.2 奋力抗争、顽强不屈、勇敢善良的人间精灵——海斯特·白

兰

弗洛伊德在人格结构理论中对自我的科学解释完全可

以用来深入剖析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的人物性格[4]。海

斯特·白兰与齐灵渥斯的婚姻是导致众人集体悲剧的根源。白

兰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除了屈服别无选择，这

一点也恰恰体现了自我中面对现实的原则。顺从父母的安

排，白兰嫁给了物质条件优越但相貌丑陋的老齐灵渥斯。在

众人看来，身份低微的白兰能够嫁给知识渊博、家境殷实的

齐灵渥斯是她莫大的福气，这是一场他人可遇不可求的婚

姻。

然而，现实的残酷让白兰毅然决然地从默不作声的接受

选择积极面对，迎难直上。她开始为自己而活[8]，为女儿而

活，她不再在意他人的眼光，而是利用自己高超的针线技艺，

把代表耻辱的红色字母 A 加工成一件艺术品。由于在当时的

社会，世人崇尚清教主义，将清教教义视为一切活动的准绳，

因此人们的衣服饰品大多为无任何的修饰的纯色。可白兰将

字母 A 用红布缝制，金丝镶边，将本就耀眼字母装饰的格外

绚烂夺目。

可就算生活里充满了敌意，白兰仍善良宽容的对待她周

围的人，她把小珠儿的服饰设计的大多富有想象，别出心裁，

和其他同龄孩子站在一起，小珠儿永远是最醒目的那一个。

生活并不富裕的她除了用于花在孩子身上的小额花费外，白

兰把她多余的钱都用来救济身边的穷人，这些人中也不乏曾

侮辱嘲讽过她的。在我看来，白兰明明可以有大把的时间用

来干她想做的事情。

4.3 怯懦无能、教条主义色彩浓厚的丁梅斯代尔

根据弗洛伊德在人格结论理论中所阐述的超我，即它遵

循社会理想原则，旨在通过良心意识的自我谴责，使人产生

强烈的内疚感的这一观点。在赏析《红字》时有助于我们更

加透彻地了解丁梅斯代尔的人物性格。

故事中的丁梅斯代尔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人物。他本是一

位腹有诗书气自华且德高望重的青年牧师，他对他所信奉的

清教主义极其虔诚，他对上帝的依赖与崇拜[9]更是常人难以

企及的，他的一言一行都时时刻刻受到《圣经》的制约。就

因为他所信奉的上帝不允许背弃自己的信仰，抛弃自己的灵

魂。所以，牧师向世人隐瞒了自己所犯的罪恶，表面上丁梅

斯代尔依旧是上帝派遣的使者和受人尊敬的牧师，可谁能想

到他的内心却是另一种极端。

此外，丁梅斯代尔他只会在夜晚没人的时候来到邢台

上，站在曾经白兰被当众羞辱的地方，向上帝进行着一遍又

一遍的赎罪诉说[11]。正如丁梅斯代尔所说的那样：“如果我

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一个粗鄙不堪的坏蛋，

或许早就得到了平静。

5 《红字》人物的多重象征意义分析

5.1 海斯特·白兰人物性格的象征意义

海斯特·白兰代表了有形的红字[12]。年轻貌美的白兰为了

自己心中那份纯粹的爱恋，勇敢地选择背叛，勇敢地选择了

向当时根深蒂固的社会伦理和道德体系发起挑战[13]。可一介

弱女子的反抗怎能撼动那根深蒂固的清教主义呢，她失败

了，失败的结果便是她承受了常人所无法承受的屈辱与痛

苦。她被押到邢台上当众判决，她的胸前被带上了印有“通

奸”标志的红色字母 A，在当时的社会这个代表“通奸”的

红色字母 A 一旦被戴上就再无摘下的可能。

5.2 丁梅斯代尔人物性格的象征意义

丁梅斯代尔代表了无形的红字。丁梅斯代尔本身就是一

个胆小怯懦的人，他不敢像白兰那样大声承认自己所犯下的

罪行，更无法接受背叛信仰的自己，他害怕承担违反教义[15]

所带来的后果，更害怕遭到世人的谩骂与唾弃。因此，他隐

瞒了自己所犯下的罪恶。事实上，白兰只是把红字 A 戴在胸

前，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兰内心也在承受着煎熬，反观丁梅斯

代尔，他的内心深处却烙印着一个大大的红色字母 A[16]。

6 结语

本文根据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的本我、自我、超我

三个心理层面并结合几位主人公的言行举止，他人的态度等

方面再次全面剖析了几位主人公的性格特征，让我们对小说

《红字》中几个主要人物的人物性格有了更加细腻的把握。

不仅如此，我们还能从作者的字里行间中体会到那个年代的

人们在种种清教教义束缚下的悲惨现状。同时，作者在字里

行间中也表达了对清教教义的讽刺与批判，暗含着对当时社

会的理性思考：爱情是自由的，不应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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