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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拉比》中的“精神顿悟”的解读 

长春师范学院外语学院  刘旭彩∗  

摘  要：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是由一连串的“精神顿悟”组成的。其中短篇小说
《阿拉比》描述了一个小男孩对朦胧爱情的浪漫追求直至幻想破灭的过程，最终发现理想和现实的强烈反
差，获得精神顿悟。本文就是对这一顿悟过程进行分析，从而使人认识到“精神顿悟”不是“意识流”，
它为乔伊斯后来的意识流小说奠定了创作基础。 

关键词：“精神顿悟”  阿拉比  精神瘫痪 

 
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是詹姆斯·乔伊斯描写故乡居民生活的早期作品。《都柏林人》由十五个短篇

小说构成，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是三个故事，描写了都柏林少年的生活；第二部分的四个故事叙述了年
轻人的生活；第三部分的四个故事是关于中年人的生活；第四部分的三个故事是关于都柏林的政治、艺术、
宗教等社会生活；最后一部分是一个描写死亡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乔伊斯不仅生动地描绘了那里的街
道、集市、教堂、酒吧和学校，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形形色色的都柏林人同僵死和瘫痪的社会之间的激烈
冲突，以及他们失败后痛苦不堪的精神感受。作者并没有直接表露他对故乡都柏林的态度，但从这些少年、
青年、成年直至死亡的故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都柏林人的压抑、惰性和从众心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精
神顿悟”。 

“精神顿悟”一词源自希腊语，意为“显灵”（manifestation）。在基督教中，它通常指 1 月 6 日（即“第
十二夜”）耶稣显灵的日子。在古希腊戏剧中，它往往指上帝在关键时刻突然出现并主宰一切的场面。在《都
柏林人》中，乔伊斯将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技巧加以运用，旨在揭示主人公对人生与社会现实瞬间的感悟（李
维屏，2000）。             

根据乔伊斯自己的定义，“精神顿悟”是“一种突然的精神显现，或者是发生在鄙俗的言词或行动中，
或者是发生在心灵本身一个难忘的阶段”（王守仁，2004）。可以这样说，乔伊斯的整部《都柏林人》就是
由一连串的“精神顿悟”所组成的。这些顿悟构成了故事人物心理发展的高潮，道出了都柏林生活的真谛。
《都柏林人》所导致的最终感悟是：都柏林生活的不幸在于人们只能按照日常僵化、固定的模式去生活，
缺乏勇气去摆脱常规的桎梏，没有决心为美好理想而抗争。从童年、青少年、成年直至社会活动，都柏林
人在心理上、行动上都陷于瘫痪。这种所谓瘫痪状态也就是一种麻木疲软、死气沉沉、无所作为的状态。
它反映在道德、精神、社会和政治等各个领域。 

《阿拉比》是这部集子中的第三篇小说，也是“童年期”三部曲的最后一篇短篇，作品也是沿用“精
神顿悟”这个模式，描述了一个小男孩对朦胧爱情的浪漫追求以及幻想破灭的过程。在从朦胧的爱到绝望、
失望的心路历程中小男孩获得了自我认识；在从他最终发现理想和现实的反差中揭示了主题。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小男孩，与姑妈一家住在一条名叫“北理齐蒙德”的死胡同里。故事
是从对都柏林街景的描写开始的：北理齐蒙德街是一条死胡同，除了基督教兄弟学校的男孩子放学时间，
平时都很安静。街上其他房子仿佛自以为住有像样的人家，沉着褐色的脸，相互凝视。孩子们可以玩耍的
空间也只是“屋后黑暗、泥泞的巷子”或“一家家幽暗阴湿的花园后门口”（乔伊斯，1996）。这是一条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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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着一成不变、腐朽的顺从和虚伪的虔诚的街道。以前的房客曾是一位教士，在他遗留下的三本旧的、发
黄的书中，小男孩最喜欢其中的一本，因为“书页是黄的”。所有这些都象征着过去的书卷和宗教气息。
就是在这样的腐朽和精神颓废之中，小男孩感受着朦胧的爱情，追求着美好的理想。“精神顿悟”就是最
后他发现理想与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极不谐调，这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在小男孩的眼中，女孩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富有魅力，闪烁着神奇的光彩，“有着偌大的魔力使这个傻
小子全身的血液沸腾起来”。她在小男孩的心目中是那样的清丽、飘逸，任何外在环境的不和谐都不能掩
去她那神圣的光环。她既是被崇拜的圣人又是理想中的女人。每当曼根的姐姐站在门廊下呼唤曼根回家，
她的身影就给小男孩的生活增添了一份新的内容。每天早晨在上学前，小男孩都会等待着曼根姐姐的出现，
或者跟在她身后上学，默默地超过她，但从不敢跟她说话；他总是站在围栏边上，在远处关注着她的一举
一动。她的衣着、她的身姿以及她的发带都给他带来无限的遐想，使他体会到从未有过的感动。他的眼里
“经常充满泪水”，感到有一股沸腾的激情从心底涌出，然后流入胸中，但他却不知如何向她倾诉迷惘的
爱慕。他在黑夜中喃喃自语：“啊，爱情！啊，爱情！”和姑妈一起去买东西，他想象着她在伴着他，他想
象着他是一个浪漫的骑士，他突然有所感悟：“仿佛感到自己捧着圣餐杯，在一群仇敌中间安然穿过”。小
男孩不再在街头做撒野的游戏，他陷入了孤独、痴狂和朦胧的初恋的痛苦中。 

终于有一天，小男孩有机会和曼根的姐姐说上话了。她问他是否去阿拉比，她很希望去看看在都柏林
市内的一座热闹的叫做“阿拉比”的东方市场，但苦于学校周末不放假而不能如愿以偿。他对她保证，如
果他去一定为她从市场上带回一件礼物。此时，“阿拉比”对他来说充满着阿拉伯和东方国家异域文化的
神秘色彩，在那个近乎封闭的环境下，它是小男孩对新的神秘生活的渴望，展示了懵懂少年的典型心态。
当他向姑妈要求星期六晚上到阿拉比集市去时，姑妈以为他与共济会有什么勾搭而不同意；而他的姑父又
迟迟不归，显然他们根本不懂小男孩的心理需求和痛苦。他开始变得不耐烦、焦躁不安。当他向很晚回来
的姑父要钱时，“他忘了”这三个字表现出在那一刻小男孩的强烈的失落感，他的激动和热情凝固成冰，
他所有的感官都变得麻木了。我们开始感到这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也是一个他所生活的世界的
真实写照。 

故事的第二部分描写了小男孩的不可避免的失望和对现实生活的顿悟。在那样的混沌状态下，姑妈和
姑父根本不知道小男孩的痛苦，女孩也不知道他对她的爱，而他自己对这种自然的朦胧的爱也懵懂无知，
只是对世界上美好的事物抱有憧憬和幻想。当他终于从姑父那里弄到了一枚银币时，他变得现实而冷静。
他最终在沮丧、焦虑和愤怒之中来到了集市，但一切都没有意义了，因为天色已晚，他很清楚市场就要关
门了，但他宁愿等着看到他的阿拉比浪漫之旅变为一场令人焦虑不安的噩梦。集市的灯光一盏盏地熄灭，
他形单影只、踟躇街头，心情与摊棚前正在调笑的两男一女格格不入，他痛苦地看到他想象的世界的虚幻
影象不复存在，他突然感悟到，自己“像一个被虚荣心驱使和拨弄的可怜虫”，他的“眼中燃烧着痛苦和
愤怒”。他突然感悟到自己渴望的“阿拉比”只不过是个昏暗简陋的集市，而这个与两个男子调情的庸俗
女郎仿佛是对他浪漫主义理想的无情嘲弄。他需要开始重新认识他所生存的世界— —  一个死气沉沉的社
会，他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理想。都柏林是混沌的、黑暗的，现实中的“阿拉比”也是黑暗
的、沉寂的，现实世界更是冷漠无情、庸懒倦怠和瘫痪衰败的。 

《阿拉比》生动地揭示了一个都柏林小男孩对朦胧爱情的浪漫追求，以及幻想破灭并最终获得“精神
顿悟”的过程。“精神顿悟”不仅是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采用的别具一格的创作技巧，而且也为这些
小说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模式，从而使整部集子获得了艺术上的统一与和谐。而由此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精神顿悟”不是一种无缘无故、出乎意料的感悟，而是与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的经历密切相关的。在获得
“精神顿悟”之前，往往有意无意地已经经历了一个心理上的准备过程（李维屏，2000）。《阿拉比》的主
人公从一开始听到“阿拉比”这个名字时就对它充满了幻想和期盼，虽然出现了如姑父不给钱、搭错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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耽误时间等一系列插曲，但这一切并没有动摇小男孩的决心。直到最后，当他发现“阿拉比”不过是个庸
俗丑陋的集市时，他的心情一下子从兴奋的顶峰跌至失望的谷底，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而突然领悟到自
己的处境。在小男孩获得“精神顿悟”之前，作者已经使他有意无意地有了一点心理准备，所以，我们读
起来也没有感到太突然。 

“精神顿悟”通常发生在人物心理变化的关键时刻，同时也代表了小说真正的高潮。它是一种由作者
精心策划、有意安排的一幅生动的心理画面。用“精神顿悟”作为小说的结尾不仅恰倒好处，而且寓意深
刻、耐人寻味（李维屏，2000）。小男孩的精神顿悟被安排在小说的最后一段，在他感受到人生的真谛的
同时，故事也嘎然而止，这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的空间——梦想
和现实是那么的不一致；今后小男孩将如何生活；他是否会继续追求他的梦想等等。 

“精神顿悟”往往需要外部条件的刺激与配合，即通过某种情景或某个事件唤起人物的感情，使其茅
塞顿开。因此，它不仅是人物个人的狭隘的自我认识，而且还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李维屏，2000）。在
这里，“阿拉比”就是所说的客观对应物，想象中的“阿拉比”是令人神往的地方，而现实的“阿拉比”
却令人如此失望。《阿拉比》中的小男孩原来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毫无所知、感觉麻木，就是通过这些经历、
这些客观的刺激，把他从梦想中猛地拉了出来。梦想和现实的强烈对比、女郎和两男士的庸俗对话，使他
茅塞顿开——这里不是什么神秘的地方，而是和其他地方一样麻木不仁、死气沉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精神顿悟”是乔伊斯所运用的一种新颖而独特的创作技巧。“精神顿
悟”不是“意识流”，但它却像意识流一样成功地反映了人物瞬间的意识反应、心理变化和错综复杂的思
想感情，这为作者后来的意识流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乔伊斯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意识流小说大师。他的创作历程是一个从传统起步、然后将传统与革新
融为一体、最后超越传统走向彻底革新的过程。他始终在关注人们的内心世界，并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
意识流动过程的直接展示来展现外部世界及其各种冲突。因此，人物的内心世界始终是乔伊斯作品中永恒
的主题，为了这个主题，乔伊斯一生不断地探索，尤其是在写作技巧方面，这为世界文坛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虽然《阿拉比》只是乔伊斯早期的一篇短篇小说，我们却可以看出乔伊斯已经在写作技巧上有所探索。
他从第三人称视角，不露生色地向读者讲述了一个小男孩的一段成长经历，而对于人物却没有作任何的评
论。同时，乔伊斯运用象征主义和印象主义的手法，使文章形象生动，使读者如同亲身经历。他独创的“精
神顿悟”的写作手法，向读者展示了人物瞬间的意识活动和心理转变，体现了乔伊斯非凡的观察力和创造
力，也反映了他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痛苦思索。乔伊斯的创作也正是由早期的“精神感悟”逐步向后期
的意识流技巧过渡，并最终趋向成熟，从而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不朽地位。 

 
注：本文中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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