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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字》的文化和政治批评 

——兼谈文化批评的模式 

金衡山 

  内容提要： 

  霍桑的《红字》是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本文通过介绍三篇不同时期的对这部作品及其改编

影片的评论，重新阐释作品对现实与人的心理的再现，说明在通俗文学的文化语境中重新解读海丝特

女性主义形象的意义和作品在人物刻画上表现的自然与文化、神圣与亵渎、压抑和欲望以及法律的需

要与自由的意志之间的双重性和含混性所体现的创作意图，以及对海丝特的邀进与妥协的对立统一描

述中表现出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从而探索文化批评的模式，对文化批评的本质作进一步思

考。 

  关键词  文本  历史  互读  文化批评 

 

     霍桑发表于1850年的《红字》历来被认为是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美国文学的源头之一。这

部篇幅并不很长的小说以其含混、艰涩、充满象征的风格而著称，故事以17世纪新英格兰清教社会为

背景，主要内容则是与清教社会格格不入的“通奸”及其风波，作品因此形成了一种看似简单实则复

杂的张力，也使其成了评论家和研究者们关注的一个经典文本。霍桑含混、象征的风格不仅仅体现在

语言上，尽管这是一个重要方面，更多地则是表现在思想内容方面，“通奸”仅仅是故事的一个核

心，围绕这个核心透露的则是诸多相关主题——宗教的、人性的、社会理想的、文化传统的、政治

的、女性主义的、性压抑的等方面的主题。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内容交错复杂的文本，同时也是一

个可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充分探讨诸多主题的文本。 

 

  本文拟对有关《红字》的几篇经典评论做一番再审视，并从中分析归纳出某种文化批评的模式。

涉及的三篇批评文字发表于不同的年代，角度也各有不同，但它们都体现或暗含了一个共同的取向，

即文化批评的取向。除这三篇文章以外，另有一部改自《红字》的同名电影，虽然内容与原作有所不

同，但仍是基于原小说而拍摄的，也可以看成是对该小说的一种解读，因此也含有批评的意味，而且

这种批评本身就表露了时代的文化取向，因而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对《红字》所作的文化批评的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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