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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黑塞«荒原狼»中的两极思想

肖　 洒

(深圳大学　 外国语学院ꎬ 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６０)

〔摘　 要〕赫尔曼黑塞(Ｈｅｒｍａｎｎ Ｈｅｓｓｅ)是德国著名作家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ꎮ «荒原狼»这部作品中ꎬ
黑塞以其细腻入微的写作手法ꎬ描写了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遭受的心灵疾病与精神危机ꎮ 他刻画了狼性镜像下

的理想人和人性镜像下的市民人ꎮ 那么这两种身份何为本我ꎬ何为自我? 荒原狼是人还是狼ꎬ这不仅是主人公

哈勒尔寻找自我时所不断追问的问题ꎬ亦是黑塞对于人的道德内涵所进行的深刻剖析ꎮ
〔关键词〕赫尔曼黑塞ꎻ«荒原狼»ꎻ人性ꎻ狼性ꎻ两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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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赫尔曼黑塞(Ｈｅｒｍａｎｎ Ｈｅｓｓｅ)是德国著名

的诗人和作家ꎬ曾获冯泰纳奖、歌德奖等重要文

学荣誉ꎬ更“由于他的富于灵感的作品具有遒劲

的气势和洞察力ꎬ也为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和高

尚风格提供了一个范例”ꎬ而于 １９４６ 年荣获诺贝

尔文学奖ꎮ 黑塞出生于牧师家庭ꎬ自幼受到浓厚

的宗教氛围熏陶ꎬ在文学创作上深受浪漫主义诗

歌的影响ꎬ被雨果称为德国浪漫派最后一位骑

士ꎮ 他的早期创作体现了其热爱大自然、淡泊名

利等性格特点ꎮ 我们甚至可以如此形容这一时

期的黑塞及其作品:当人们汲汲营营于世俗名利

时或许不会想到他ꎬ但是在我们倍感空虚、沮丧、
迷茫或者挫败时ꎬ作为精神指引明灯的首选一定

是这位德裔瑞士人的作品ꎮ 黑塞的小说所表达

的并非迷茫、混沌、无措等情绪ꎬ而是具有明确的

指导性ꎬ从他的诸多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ꎬ无论

主人公如何迷茫ꎬ最后一定能寻到静谧安逸、如
世外桃源般的灵魂归宿ꎮ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ꎬ黑塞受尼采哲学、印度佛教、庄子哲学和荣格

精神分析等的影响ꎬ其创作特点发生了显著改

变ꎬ他尝试从哲学、宗教以及心理学等不同视角

对人类的精神家园进行深度关照与分析ꎬ探寻人

类如何才能获得精神解放ꎮ 比如ꎬ他的长篇小说

«德米尔»«席特哈尔塔»和«荒原狼»等等ꎬ都是

这一时期创作的典型代表ꎬ深受读者喜爱ꎬ好评

如潮ꎮ «荒原狼»这部作品更是其中翘楚ꎬ甚至

曾轰动欧美ꎬ不仅是黑塞中期创作的代表ꎬ更是

其整个创作生涯的里程碑ꎮ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托马斯曼甚至赞誉该部作品为德国的«尤利西

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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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原狼»发表于 １９２７ 年ꎬ带有浓厚的魔幻

主义色彩ꎬ寓意深远ꎮ 自该部小说问世以来ꎬ已
先后被译为 ２０ 多种文字ꎬ是黑塞较有影响力的

作品之一ꎬ也是 ２０ 世纪世界文学的靓丽瑰宝ꎮ
该部作品描写了主人公哈里哈勒尔的精神危

机ꎬ展现了现代社会人性分裂的恶果ꎮ 哈勒尔是

一个中年作家ꎬ自认为同时具有人性与狼性ꎬ并
因此自称荒原狼ꎮ 他的生活里缺乏一切官能享

受ꎬ他轻视俗世里的虚伪和享乐ꎬ反感所有的做

作与庸俗ꎬ时常感到其内心的人性与狼性无法调

和ꎬ因此倍感痛苦与绝望ꎬ并计划以自杀来了结

人生从而能进入永恒不变的理性世界ꎮ 但与此

同时他又本能地害怕、恐惧死亡ꎮ 偶然地ꎬ荒原

狼哈勒尔遇见了赫尔米娜ꎬ并将她视作自己的救

赎与精神明灯ꎮ 后者让荒原狼体会到了人间欢

愉ꎬ让他深感臣服ꎮ 然而最后在魔剧院中ꎬ荒原

狼却因嫉妒而狼性大发ꎬ不幸将其误杀ꎮ 同时ꎬ
在与作品其他主要人物的交往中ꎬ荒原狼也陷入

了人生的两难和生活的绝境ꎬ但又受到歌德、莫
扎特等不朽者启发ꎬ最终摆脱了绝望ꎬ重归现实

生活ꎮ 本文着力对黑塞这部经典作品进行辩证

地解读ꎬ尝试从中发掘黑塞关于人类精神危机的

探索与启示ꎬ分析文中荒原狼这个角色的人性与

狼性ꎬ以及它们如何体现了作者对于世界和生活

二极性的认识ꎮ

二、«荒原狼»中人性与狼性的对立与统一

主人公哈勒尔年轻时满怀抱负、期待有所作

为并成就一番高尚且有永恒价值的事业ꎮ 他富

有正义感ꎬ极具人道主义思想ꎮ 然而在现实生活

中ꎬ他发现时代、世界、金钱与权利等似乎都是属

于平庸、渺小的市民人ꎬ真正的人ꎬ或者说理想人

却一无所有ꎮ 他的理想破灭了ꎬ他的心态落入苍

凉的荒原ꎬ内心深感飘零而无从归属ꎮ 故而哈勒

尔自称是一只因迷路而跑进城市里来的、跑进群

居生活世界的、无家可归的荒原狼ꎮ 作者借助荒

原狼的视角ꎬ深沉而尖锐地批判了大资本家对战

争的狂热以及中产阶级的虚伪ꎮ 狼性镜像下的

理想人荒原狼有意识地蔑视中产阶级ꎬ为自己不

属于中产阶级而骄傲ꎮ 对待市民社会ꎬ他完全置

身其外ꎬ深深地厌恶、憎恨任何中庸的与世无争ꎬ
或者说中产阶级所推崇的乐观和中庸之道的繁

文缛节ꎮ 他发出如此的呐喊:“这个世界的目的

我不能苟同ꎬ在这个世界我没有一丝快乐ꎬ在这

样的世界我怎能不做一只荒原狼ꎬ一个潦倒的隐

世者!” 〔１〕无论当世的哪种休闲娱乐方式ꎬ对他而

言都是既无法认同ꎬ也难以忍受的行为ꎮ
然而另一方面ꎬ人性镜像下的荒原狼哈勒尔

却又是一个市民人ꎮ 虽然他痛恨中产阶级ꎬ羞于

与之为伍ꎬ但他却在现实中过着中产阶级的生

活ꎮ 他着装合适得体ꎬ也力求与权力机构和睦相

处ꎬ且一向寄宿于中产家庭ꎬ适应于他们的生活

水平与生活环境ꎬ甚至为闹市中居民楼里的“市
民性”而感动ꎮ 哈勒尔自幼成长于中产家庭ꎬ教
育背景良好ꎬ并受到固定道德风尚的影响和熏

陶ꎬ这也是为什么他始终不能摆脱这个世界既定

秩序的原因ꎮ 在与赫尔米娜和玛利亚的交往中ꎬ
荒原狼沉浸在肉欲与物欲的世界里ꎬ在感官的享

受里忘却了一切的烦恼和忧虑ꎬ暂且搁置了内心

的矛盾ꎮ 然而他很快就意识到这种肉欲享乐并

非他所渴望的全部ꎬ也不能解答关于生活的意义

的问题ꎮ 他该做的只有抛开舒适温暖的乐园ꎬ放
弃轻松的生活、爱情ꎬ向着永恒的理性继续前行ꎮ

荒原狼发现自己与他人不同ꎮ 有人因为自

身的狼性而获得成功ꎬ而他内心里的人与狼却始

终处于势不两立的敌对情境ꎬ人性与狼性是对立

的ꎮ 哈勒尔不能让人与狼和平相处ꎬ因此他的生

命总是类似一种“永恒的、充满痛苦的运动ꎬ犹似

汹涌的波涛拍击海岸ꎬ永无休止”ꎮ〔２〕人性是哈勒

尔身上属于传统的那一部分ꎬ也是市民精神和市

民价值观的代表ꎮ 狼性则代表着与之相对的、叛
逆的、反抗的、打破传统与稳定、追求自由的爆发

力ꎮ “他那异常发展的个性使他成了一个非市

民ꎬ因为物极必反ꎬ个性过分强烈ꎬ就转过来反对

自我ꎬ破坏自我ꎮ” 〔３〕荒原狼自身性格的矛盾其实

就是内在与外在的矛盾ꎬ人性与狼性相互对抗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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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之间的对立已达不可调和的地步ꎮ 荒原狼

时而为人、时而为狼ꎮ 但当他是狼的时候ꎬ人并

未完全消失ꎬ而是在观察、辨别、决断ꎬ等待时机ꎮ
反之亦如此ꎬ当他是人的时候ꎬ狼也始终存在ꎮ
从狼的角度ꎬ任何人性的行为都是愚蠢滑稽、虚
情假意的ꎮ 同样ꎬ当哈勒尔狼性大发ꎬ深恶痛绝

于他人虚伪的举止和习俗时ꎬ人就潜伏一侧审

视、观察ꎬ称其为畜生、野兽ꎬ让他无法全然沉浸

于纯粹、简单、粗犷的野性之乐ꎮ 显然ꎬ这种人性

与狼性的对立ꎬ使得哈勒尔在与他人相处时并不

幸福愉悦ꎮ 有人爱他身上的狼性ꎬ爱他的狂放不

羁、野性难驯ꎬ然而当他们发现这狼虽野蛮凶恶ꎬ
但却又是人ꎬ且性格温顺ꎬ热爱音乐与诗歌时ꎬ他
们则倍感失望ꎮ 同样ꎬ也有人爱他的聪明儒雅、
风度翩翩ꎬ然而一旦发现其孤僻冷傲的狼性则又

大失所望、败兴而去ꎮ 荒原狼因其自身的成长环

境以及自幼受到的熏陶而无法彻底摆脱现实中

市民世界的秩序ꎬ但他又如此特别ꎬ无法且不甘

于受到中产阶级道德观的约束ꎮ 他既流连于人

间烟火ꎬ又期望脱离世俗ꎮ
人性与狼性虽是二元对立的ꎬ但在荒原狼身

上达成了统一ꎬ为此黑塞更加强调的是主观意识

的作用ꎮ 黑塞将人性与狼性的二元对立统一地

安置到荒原狼这一角色当中ꎬ使其合二为一ꎬ正
如物质与精神、理性与感性等在人的思想中的有

机统一ꎬ但这统一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二元对立

的消除ꎮ 所以这其中至关重要的是作为主体的

人的主观意识ꎮ 浮士德曾说过:“啊ꎬ在我的胸膛

里有两个灵魂并存!”同样ꎬ荒原狼也是这样认

为ꎬ他的躯体是统一的ꎬ但灵魂不是ꎮ 这种灵魂

的不统一也可以积极地推动思想的进步ꎮ 人性

和狼性在对抗和矛盾中不断发展ꎬ人狼双重性格

也会更加突出、更加复杂ꎮ 然而ꎬ不止于此ꎬ作品

中荒原狼甚至具有多重镜像ꎮ 比如文中赫尔米

娜有不同的装扮和面貌ꎬ时而是酒吧舞女ꎬ时而

又是哈勒尔幼时好友赫尔曼ꎮ 我们可以认为这

些都是哈勒尔ꎬ都是他内在自我的各种镜像ꎬ或
者说影子ꎮ 哈勒尔在魔剧院时的镜子中看见自

己分解为多个:“从他身上化出第二个哈里ꎬ接着

又化出第三个ꎬ第十个ꎬ第二十个ꎬ那面巨大的镜

子里全是哈里或哈里的化身ꎬ里面的哈里不计其

数ꎮ” 〔４〕黑塞通过镜子的反射让荒原狼直面自己

的多重灵魂ꎮ 荒原狼不会缩小世界或截取部分

世界ꎬ他也不会抛弃或简化灵魂ꎬ他只会扩大自

己的灵魂来盛满他想要的全部世界ꎮ 这也便成

了他精神苦痛的原因ꎮ 正如黑塞所言ꎬ没有人是

“纯粹的单体”ꎬ荒原狼也是由多个镜像组成ꎮ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由本我、自我以及超我组成ꎮ
本我位于人格结构的最底层ꎬ是与生俱来的动物

本能ꎬ遵循快乐原则ꎬ属于人格结构的生物成分ꎮ
超我位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ꎬ由父母教育、社会

规则和伦理道德内化而来ꎮ 它抑制本我ꎬ按照至

善原则行事ꎬ属于人格结构的社会成分ꎮ 显而易

见ꎬ本我和超我的需要存在强烈的矛盾冲突ꎮ 自

我位于人格结构的中间层ꎬ一方面调节本我与超

我的冲突ꎬ另一方面负责本我、超我与外界世界

的联系ꎬ属于人格结构的心理成分ꎬ遵循“现实原

则”ꎮ〔５〕我们认为ꎬ作品中ꎬ荒原狼就是“本我”ꎬ
只注重满足个人欲望ꎬ不受任何社会规则和道德

价值的约束ꎻ人的镜像哈里哈勒尔则是 “超

我”ꎬ追求纯粹、永恒的理性ꎬ向往高尚的人生ꎻ而
俗世人性象征———赫尔米娜、肉欲象征———玛利

亚ꎬ和理性与感性完美结合的魔导师帕勃罗则是

“自我”的三个分裂体ꎮ
«荒原狼»中这种镜像化表达还说明其深受

荣格精神分析的影响ꎮ 比如ꎬ赫尔米娜可看作是

哈勒尔的女性镜像ꎬ同时也是市民人的体现ꎮ 学

界关于荣格精神分析是否科学曾有过争议ꎬ然而

无论其是否科学ꎬ我们都不能否认这些理论曾作

出的贡献ꎮ 韦斯特曼在 １９５４ 年为«自然»杂志撰

写的一篇评论中对荣格曾如此评价:“这本书的

重点(荣格的著作集)显示了荣格心理学的根本

弱点ꎮ 由于没有固定的方案ꎬ它似乎充满了矛盾

和悖论但这种弱点同时也是他(荣格)伟大

的标志ꎮ”荣格受到宗教神学思想的影响ꎬ因此他

的理论中多有神秘、晦涩的部分ꎮ 虽然其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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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受质疑ꎬ但长期以来荣格精神分析的理论激发

和促进了许多文学家的想象ꎮ 黑塞的创作正是

受到了这样的影响ꎮ 作品中哈勒尔不断寻找自

我ꎬ最后在魔剧院里他终于顿悟ꎬ“噢ꎬ我一切都

懂了ꎬ理解了帕勃罗先生ꎬ理解了莫扎特震

惊地预感到这场游戏的意义ꎬ我准备再次开始这

场游戏ꎬ再尝一次它的痛苦ꎬ再一次为它的荒诞

无稽而战栗ꎬ再次并且不断地游历我内心的地

狱ꎮ” 〔６〕他从幻想回到现实ꎬ终于明白魔剧院里种

种都是虚妄ꎬ生活还在继续ꎮ 黑塞通过哈勒尔与

荒原狼两种身份的对立统一ꎬ以及哈勒尔身上人

性与狼性的对立统一ꎬ揭示了生存于特定时代背

景下人们的心理伤痛、时代疾病与精神危机ꎬ尝
试寻找人们获得精神解放的幽径ꎬ从而让人活得

更有尊严与价值ꎮ

三、«荒原狼»中二极性思想的体现

荒原狼人性和狼性的对立与统一很明显地

体现了黑塞对于世界与生活二极性的认知ꎮ 从

某种角度来说ꎬ黑塞的许多作品都带有一定的自

传性质ꎮ 如此ꎬ我们亦可将«荒原狼»这部作品

视为作家本人生活经历与精神危机的映照ꎮ 比

如ꎬ哈里哈勒尔和赫尔曼黑塞这两个名字的

首字母同为 Ｈꎬ显然并非偶然ꎮ 另外ꎬ黑塞与哈

勒尔同样近五十ꎻ且作品中提及“各种文学书

籍”ꎬ也是作者早期经历的体现ꎮ 黑塞通过出版

者的序、哈勒尔的论文及哈勒尔自述这三个部

分ꎬ将荒原狼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以及对整个

时代的反思和批判娓娓道来ꎬ行文如同涓涓细

流ꎬ将这个中年艺术家的心理病痛和他所在的整

个时代的伤痛摆在了读者面前ꎮ 在困顿的年代

里ꎬ人活于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人们怎样才能

找到释放心灵苦痛ꎬ治愈灵魂创伤的途径? 这种

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因感到迷茫而产生的疼痛ꎬ因
灵魂寻不到归处而带来的困苦ꎬ并非哈勒尔一个

人的心理疾病ꎬ而是整个时代之伤ꎮ “这是一个

时代的记录ꎬ我今天才明白ꎬ哈勒尔心灵上的疾

病并不是个别人的怪病ꎬ而是时代本身的弊病ꎬ

是哈勒尔那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病ꎬ染上这种毛病

的远非只是那些软弱的、微不足道的人ꎬ而是那

些坚强的、最聪明最有天赋的人ꎬ他们反而首当

其冲”ꎮ〔７〕荒原狼认为自己正深陷于心灵的苦难ꎬ
在现实世界中格格不入ꎬ荒原就是他生活的背

景ꎮ
黑塞生活于战争洗礼的时代ꎮ 第一次世界

大战的枪声惊醒了作者早期的田园美梦ꎬ将他卷

入了黑暗的战争旋涡之中ꎮ 他目睹战争的残酷

现实ꎬ挺身而出反对战争ꎬ却因此被视为叛徒ꎬ受
到媒体的攻击ꎬ最后众叛亲离、人财两失ꎮ 在这

种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代ꎬ各种社会

矛盾不断激化ꎬ社会动乱、民不聊生ꎮ 黑塞能感

受到旧制度已经没落ꎬ新的制度、新的时代已经

到来ꎮ 正如他在文中所述ꎬ“每个时代ꎬ每种文

化ꎬ每个习俗ꎬ每项传统都有自己的风格ꎬ都各有

温柔与严峻ꎬ甜美与残暴两个方面只有在两

个时代交替ꎬ两种文化、两种宗教交错的时期ꎬ生
活才真正成了苦难ꎬ成了地狱ꎮ” 〔８〕黑塞与哈勒尔

就是这样处于两种制度、两个时代交替时期的

人ꎮ 荒原是他们生活的背景ꎬ他们不再有安全

感ꎬ不再感到清白无辜ꎬ他们怀疑人生ꎬ始终在追

求生活的意义ꎬ又把这种求而不得当作人生的苦

痛体验ꎮ 在荒原背景里生存的人ꎬ不再盲目乐观

于“人本善”ꎬ人的本性具有未可预知的多面性ꎮ
从«荒原狼»这部作品中ꎬ我们也可感知到黑塞

的创作已不再是早期“采菊东篱下”的田园风

格ꎬ他对人的道德内涵有了更多的感悟和认识ꎮ
比如ꎬ作品中哈勒尔认为自己既有人性也有狼

性ꎮ
作品中人性与狼性的对立统一ꎬ实际上就是

黑塞两极思想的体现ꎮ 黑塞的作品主题大多围

绕人们对生活、对世界的两极性的认知ꎮ 比如在

其散文«温泉疗养客»中ꎬ他曾这样表达这一观

点:“我要用诗句、用篇章赞美世界的二极性ꎬ因
为在那火花闪耀的两极间我看到了生活的灿

烂中国的老子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篇章ꎬ在那

里生活的两极似乎在电闪之间触手可及ꎮ” 〔９〕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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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两极性在«荒原狼»中主要表现为哈勒尔身上

同时具有的人性和狼性ꎬ即哈勒尔作为市民人的

人性和作为理想人的狼性ꎮ 人性与狼性这两极

性思想也体现了荒原狼这一人物所面临的伦理

困境ꎮ 人性与狼性的矛盾冲突也就构成了该部

小说的主题ꎮ 在非人的社会中ꎬ人必然是双重镜

像的ꎬ“理想和现实ꎬ幻想和真实ꎬ虽则同时存在ꎬ
却不紧密相交ꎬ而是各自在自己的平面上ꎬ也可

以说是层次上ꎬ发展、表演ꎮ” 〔１０〕

黑塞的这种两极思想与中国文化里的老庄

哲学颇有渊源ꎮ 事实上ꎬ黑塞一生研究中国文化

数十年ꎬ研读了许多中国古籍ꎬ不仅包括宗教哲

学经典ꎬ还有诗歌小说传记等ꎮ 黑塞很早就接触

到了老子哲学ꎮ 一战爆发后ꎬ欧洲人陷入了巨大

的精神危机ꎬ黑塞在战乱中倍感迷茫与困顿ꎬ他
从一度迷恋的印度哲学转向了中国哲学ꎬ认为中

国圣贤能够解救欧洲灵魂ꎬ并开始传播中国思

想ꎬ尤其是道家思想ꎮ 他认为“道”意味着生活

的真谛ꎬ老子的思想不是单维度的ꎬ而是两极性

的ꎬ并且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灵感的源泉ꎮ 由此可

见黑塞的两极思想源自何处了ꎮ 除了老子以外ꎬ
黑塞对庄子亦是评价颇高ꎬ他认同格里尔把庄子

与老子的关系类比为柏拉图之于苏格拉底的观

点ꎬ还认为庄子是中国思想家中最伟大的诗人和

比喻大师ꎮ〔１１〕 道家哲学主张清心寡欲、清静无

为ꎬ用无为思想来实现精神的解脱ꎮ 庄子的思想

立足于探讨战国乱世中人如何获得精神逍遥ꎬ这
种逍遥是人类精神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ꎮ 黑塞

创作«荒原狼»也是起源于探寻困顿时代里人类

精神危机的问题ꎮ 庄子哲学传承了老子思想里

的辩证法ꎬ认为事物由正反两方面的矛盾对立所

组成ꎬ它们相互依赖、相互转化ꎮ 庄子在«德充

符»中列举了很多对矛盾对立的现象ꎬ比如“死
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
暑ꎬ是事之变、命之行也”ꎬ生死、内外、梦觉是庄

子独有的哲学思考ꎮ 这种二元对立的相互依赖

与转化在«荒原狼»中也有许多体现ꎮ 如上文所

述ꎬ黑塞更多地强调了主观意识对这些二元对立

的调和ꎮ
除了人性与狼性以外ꎬ幻想与现实的二元对

立也体现了黑塞的两极思想ꎮ «荒原狼»中黑塞

以魔剧院的特殊场景映射了人生如梦的哲学观ꎬ
其中就有庄子思想中梦觉这一典型的二元对立ꎮ
庄子云:“梦饮酒者ꎬ旦而哭泣ꎻ梦哭泣者ꎬ旦而田

猎ꎮ 方其梦也ꎬ不知其梦也ꎮ 梦之中又占其梦

焉ꎬ觉而后知其梦也ꎮ 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

也ꎬ而愚者自以为觉ꎬ窃窃然知之ꎮ 君乎ꎬ牧乎ꎬ
固哉! 丘也与女ꎬ皆梦也ꎻ予谓女梦ꎬ亦梦也ꎮ 是

其言也ꎬ其名为吊诡ꎮ”这是一段经典的哲学对

白ꎬ庄子在其中对梦觉进行了审视与反思ꎮ 他认

为梦觉是可以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ꎬ比如梦中

在饮酒作乐ꎬ醒来却悲伤哭泣ꎬ梦中悲伤哭泣ꎬ醒
来却在打猎寻欢ꎮ 觉醒也有真假之别ꎬ庄子将真

正的觉醒称为大觉ꎬ大觉之后方知人生如大梦ꎬ
是一种超脱了梦觉、生死之别的物我归一状态ꎮ
在黑塞笔下ꎬ哈勒尔在帕勃罗的引导下ꎬ也经历

了各种似真似梦的场景ꎮ 他进入了只为狂人开

放的魔剧院ꎬ里面有无数的包厢门ꎬ每打开一扇

门ꎬ都会看到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剧情和不同的

命运ꎮ

四、启　 示

黑塞曾言其所有作品并非为某一目的或某

一倾向而作ꎮ 然而ꎬ如果要在它们身上寻找一个

共同意义的话ꎬ那就是对个人人格和个体本身的

捍卫ꎮ〔１２〕荒原狼一直在追寻生活和生命的意义ꎬ
他曾为了追求永恒的理性而牺牲官能享乐ꎮ 那

么ꎬ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伊格尔顿认为:
“人生的意义不是对某个问题的解答ꎬ而是关乎

以某种方式生活ꎮ 它不是形而上的ꎬ而是伦理性

的ꎮ 它并不脱离生活ꎬ相反ꎬ它使生命值得度

过———也就是说ꎬ它使人生具有一种品质、深度、
丰富性和强度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从某种角度看人

生的意义便是人生本身ꎮ” 〔１３〕或者也如冯至曾经

说过的ꎬ人类的痛苦就像冬天的树木ꎬ没有遮蔽

地暴露于风雪中ꎬ“但是一个真实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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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纵使他的声音像是半夜的咳嗽那样不悦

耳ꎬ但是它使听到它的人感动了ꎬ有所领悟了ꎬ因
为它是生存者的声音ꎮ” 〔１４〕 黑塞生活在战乱、困
顿的时代ꎬ物质文明高速繁荣的同时精神文明的

发展反而极度匮乏ꎮ 在那样的生活背景下ꎬ人们

如何安顿己身? 在如今的现代社会中ꎬ人们也常

常感到焦虑和迷茫ꎬ又该如何安顿己身? 人类虚

无是长久以来的哲学命题ꎬ我们不愿妥协于心灵

的空虚或精神的迷茫ꎬ因而斗志昂扬来适应环

境、找出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ꎮ 同样感受到时

代困惑的黑塞也许能够给予我们指导ꎮ
«荒原狼»中黑塞描述了两种自我安顿的方

式ꎬ一是市民人赫尔米娜ꎬ她抬高自己ꎬ辱没价

值ꎻ二是理想人荒原狼ꎬ他抬高价值ꎬ辱没自己ꎮ
赫尔米娜选择了当下的感官享乐与幸福ꎬ纵情享

受世俗欢愉ꎬ用跳舞、饮酒、情爱等来摆脱虚无ꎬ
放弃了个体人生价值的追寻ꎮ 荒原狼却坚定地

相信世界是有意义的ꎬ每一个个体都是有意义

的ꎮ 他不能体会人间世俗的快乐ꎬ因为他认为这

些都是虚无的ꎬ而他所追求的则是纯粹的、永恒

的理性ꎮ 他也认为每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价值ꎬ
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特别的、个性化的ꎬ但是

绝大多数人都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ꎬ对个性化的

需求毫无所知ꎮ 然而“谁了解并经历着这种需

要ꎬ谁也就肯定知道ꎬ这种斗争把他带到了同平

常ꎬ同通常的生活ꎬ同传统的和市民的东西的冲

突之中”ꎮ〔１５〕即是说ꎬ他认为个性化与传统的、既
定的市民价值是相对立的ꎮ 魔剧院中帕勃罗引

导荒原狼从一幕幕魔幻场景中认识到他的灵魂

不仅仅只有人和狼ꎬ还有多重镜像ꎮ 到最后在魔

剧院中理想人荒原狼因嫉妒杀死了市民人赫尔

米娜ꎬ帕勃罗化身为莫扎特让他接受了审判ꎬ他

最终从幻觉中清醒ꎬ发现一切都是幻想ꎬ更加肯

定了存在的价值ꎬ在矛盾中找到了自我ꎬ回归于

现实ꎮ 黑塞借此否定了以上两种自我安顿的方

式ꎬ用虚实交错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救赎ꎮ 诚如他

最后写道:“我总有一天会更好地学会玩这人生

游戏ꎮ 我总有一天会学会笑ꎮ 帕勃罗在等着我ꎬ
莫扎特在等着我ꎮ” 〔１６〕«荒原狼»这部作品虽描写

的是人类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危机ꎬ但是它透过危

机与痛苦的表象ꎬ真正指向的不是死亡ꎬ而是治

疗ꎬ即如何面对、如何解决痛苦与危机ꎮ 荒原狼ꎬ
亦或黑塞的这种自我追寻之路ꎬ如同一盏明灯指

引着我们探寻解决时代疾病与现代精神危机的

密径ꎬ充分发挥了文学对于现实的教诲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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