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名
作
欣
赏

M
ASTERPIECES

/ 名作欣赏 M A ST ER PIEC ES R EV IEW /

“父与子”主题在犹太裔作家作品中的体现

⊙王 超［牡丹江师范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摘 要：本文以犹太作家卡夫卡、索尔·贝娄和伯纳德·马拉默德为研究对象，揭示出犹太作家受到犹太传统的影响，

其作品或多或少地都反映了犹太民族的文化内涵与特色，因此，“父与子”主题常在其文学作品中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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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中，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能以深刻的精神意蕴及独特的艺术魅力产生巨大的影响，被世界人

民所接受和传颂，成为各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大批优秀的犹太裔作家如诺曼·梅勒、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默德、卡夫

卡等等，对犹太文化要素的运用和升华，使他们的作品绽放无限光彩。犹太文化母题体现了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

业以形成的传统性的文化内涵及其范式，反映了犹太民族鲜明的文化特色和内涵。“父与子”主题就是犹太母题之一，频繁

地在犹太文学作品中得以体现。
“父与子”母题的源起

父子关系是人类生活中最古老、最恒常的关系之一，常常表现为父子冲突。古代希伯来文化中，就已经埋下了“父

与子”冲突的种子。《圣经》的《创世纪》中上帝创造了天地、河流和世界万物，第六日，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然后创造

了他的妻子夏娃，让他们居住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同时也受到上帝惩罚，被逐出了天堂。上帝

给予人类的处罚是如此的残酷，使人类从此走上一条艰辛的生活之路。上帝和人类一样有着七情六欲，他是高高在上

的统治者，他不允许他的子民有任何的违抗的意念。上帝虽然创造了类，成为人类的“天父”，但当他的“子民”开始学会

反抗，他就惩罚他们的忤逆。这样的对立一直在犹太人的历史发展中延续。同时，上帝对其子民的维护和爱护也是显

而易见的，当希伯来人有难之时，他立即选派了代表———摩西，摩西带领犹太人战胜重重困难，从埃及的奴隶枷锁中

解脱出来，返回上帝所应许的流着奶与蜜的迦南地。他们的“天父”希望子女能够听从他的教诲，尊重他的身份，这也是

父爱的表现。“父与子”母题，不仅体现在笃信犹太教的犹太作家的作品里，而且体现在那些虽然不再信奉犹太教，但又

无法摆脱传统影响的现代犹太作家的作品里。
“父与子”主题与卡夫卡的作品

卡夫卡虽然是犹太人，但他一生一直在竭尽全力摆脱他的犹太人身份，童年时期他就厌恶去犹太教堂，在他的作品中

更是只字不提“犹太”这个词，然而正如伯尔特·那格尔所说：“犹太民族遗产是卡夫卡的基础。虽然，他曾经想要摆脱一切传

统的、世俗的影响，但是，他从来没有能够摆脱犹太民族对他的影响，正像他无法摆脱他同父亲那种既爱又恨的关系一样，

他身上犹太人的根须一直延伸到下意识、基本要素之中，犹太民族的遗产就是卡夫卡的命运。”
《判决》是卡夫卡最喜欢的小说，写一个生病的父亲对儿子百般挑剔责难，不管儿子有多善良、顺从，父亲却视他如魔

鬼，对儿子宣判溺刑，要他永远消失，最后更从病床跃起像要攻击他，导致惊恐的儿子夺门而出，从桥上一跃而下。儿子最终

还轻声呼喊：“亲爱的父母，我一直是爱着你们的呀!”然后落水致死。这便是卡夫卡最隐秘的心曲的吐露。卡夫卡后期的作

品中，儿子们走出家庭，父亲不再是真实的形象，而是一些权威的代表。《诉讼》中的银行经理尽管已走出“家”，但他本质上

仍然是一个“儿子”，约瑟夫·K后来的行为，其实都是对社会化的“父亲/上帝”的忤逆和抗拒，儿子走出了家庭，但并没有逃脱

“父亲/上帝”的审判与惩罚，相反却失去了与父亲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作品中那段“法的门前”的描述，形象地说明了社会化

的“父亲”（法）形象的存在特征，“儿子们”的生活离不开他，时时必须准备接受他的审判与惩罚，却又永远无法真正接近他。
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既有普通的父子关系，又有不同的地方，原因就是犹太文学中父子冲突母题的影响。
“父与子”主题与索尔·贝娄的作品

美国著名犹太裔作家索尔·贝娄的几乎所有小说都隐含着一个相同的主题———“父与子”。其小说侧重表现的是

受难的灵魂渴望精神家园的主题，人们相亲相爱，过着安宁、幸福的生活。贝娄在小说创作中，是用一种隐喻的结构方

式来描写人物和事件。换句话说，小说是以某种隐喻的形式展开的，并且主题和主人公的特征与隐喻性主题的内涵趋

向于同一。从这个角度去研究贝娄的小说，我们就会发现在表面的故事情节后面，还有一个与之平行发展同时不断得

到强化的“父与子”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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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娄发表于1956年的小说《勿失良辰》在表现“父与

子”主题上颇具代表性。这部小说通过描写艾德勒医生（生

父）和威尔姆（儿子）之间的冲突，表现出威尔姆拒绝犹太

传统，想在美国寻求同化但不断遭遇失败的命运。汤米·威

尔姆一直追随着生父艾德勒医生，渴望得到父亲的支持与

理解，然而当他看到父亲不愿意提供给他任何精神上的支

持和物质上的援助时，便转而去追随骗子塔莫金，把他当

作自己精神上的父亲。
《雨王亨德森》这部小说描写了美国资产阶级富家子

弟亨德森因为不满足于富裕而空虚的物质生活，而到非洲

大陆去寻找精神出路，最后领悟到生活的真谛是对人类有

所贡献。小说中的主人公亨德森是“儿子”的代表，拥有物

质上的自由，却经常精神空虚。如果说亨德森的生父代表

物质，那么达甫国王则代表了精神。达甫国王成为亨德森

的“精神父亲”，亨得森最终认识到：“每个活着的人都必须

把自己的生命引向某一深度。”这部小说借助隐喻形式的

“父与子”主题第一次提出了物质社会的精神危机，表现了

财富对精神的窒息。
贝娄另一部小说《晃来晃去的人》中的主人公约瑟夫

代表“儿子”。约瑟夫“被挂起来”表现了“异己关系力量/父
亲”对于“个体/儿子”个性的压迫；而后，约瑟夫重新归顺另

一种异己力量———军队，则揭示出“个体/儿子”在“父与子”
矛盾中的无奈与可悲。完全的自由事实上意味着彻底的放

逐，意味着他已被剥夺了“儿子”的名分，成了“晃来晃去的

人”。“约瑟夫困境”真实地揭露出现代人所面临的自我与

自由、个人与社会等悖谬处境。
“父与子”主题与伯纳德·马拉默德的作品

伯纳德·马拉默德在他的作品里总是运用典型的人

物阐释犹太人的文化要素，分析不同时期犹太人对本族文

化在迁徙中继承与消逝的态度。马拉默德的短篇小说中，

“父与子”冲突的结果不是关键，注重“父与子”的冲突的状

态，作品展示了父亲和儿女之间对于文化适应和变迁的不

同态度。无论是“上帝”和其子民的这种父与子的冲突，还

是在现实生活中的父与子冲突，都体现了同样的本质：传

统与反传统，权威与反权威。
《头七年》这部作品是马拉默德众多作品中描写“父

与子”冲突状态的典型：费尔德与女儿的冲突；费尔德与他

的助手索贝尔的冲突。费尔德，当了一辈子鞋匠，希望女儿

米里亚姆不要再重蹈覆辙嫁给一个鞋匠，有个好的归宿，

过上幸福的生活；而米里亚姆却已有意中人———他父亲的

助手———索贝尔。这个故事情节简单，陈述一个爱情故事，

而种冲突主要体现在思想上，对传统的保持和遵循。鞋匠

费尔德代表的是老一辈的犹太移民，相比较而言，他的女

儿，受到本地文化的影响很深，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她并

不像父辈固守宗教传统，陶醉于新世界所提供的自由机

遇，渴望像美国人一样实现个人的梦想。

在犹太作家的作品里，父亲的形象还有另外一种表

达形式，即在忍受个人生活的苦难和内心的磨难时，人的

灵魂在不断地向往一个精神的家园。马拉默德的作品《店

员》就是其中之一。
《店员》这部小说着重于描写弗兰克，一个非犹太人

在店主莫里斯的影响下，从不诚实转化成为具有美德的年

轻人的过程。弗兰克不是犹太人，他无家可归，四处流浪。
在犹太人莫里斯开的食杂店里，他对莫里斯的女儿海伦一

见钟情，同时自己的内心深处渴望有个家———精神家园。
在此之前，等待他的是受难和做出牺牲。他必须为他从前

的行为先赎罪：参与抢劫莫里斯店、从小店的收款机中偷

钱等等，因此他努力工作，希望得到救赎。在和犹太人一家

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弗兰克认识到：“犹太人的生活目标就

是受苦。谁遭受的苦难最严重、坚持得最长久，谁就是最好

的犹太人。”莫里斯在弗兰克的自我救赎中充当着精神父

亲的角色，成为他精神的导师。弗兰克最后行了割礼，表明

他已吸收了犹太人的受难思想，成为了一个犹太人。
结 语

“父与子”母题是犹太人的历史的积淀和希伯来《圣

经》的精髓，影响着犹太作家的创作。上帝是人类的“天

父”，在希伯来人的心中，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他主宰了希

伯来人的命运，也会为他们带来希望、幸福和快乐，这是

“天父”的职责，而人类中父亲扮演着同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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