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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太阳照常升起#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成名作$ 长期以来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杰克%巴恩斯一直是学

术界争论的焦点$ 如果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学来观照杰克的行为!可以发现战争是导致杰克自我压抑的根本

原因!而战争引起的现实性焦虑&神经性焦虑&道德性焦虑则是其自我压抑的心理根源$实际上!杰克自我压抑的目的

就是为了摆脱战争阴霾所引起的种种焦虑$通过对杰克自我压抑的表现及原因的揭示!海明威表达了憎恨战争&抨击

战争&反对战争的正义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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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照常升起&!E,/ 3#% F'0" G*0/0"是美国诺贝

尔文学奖得主厄内斯特'海明威!8$%/01 H/I*%6J&2"的

成名作#也是(二十年代最最优秀的小说)!詹姆斯'托

马斯'法雷尔的评价"

K?L

*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小

说中的男主人公杰克'巴恩斯!M&N/ O&$%/0"展开了激

烈争论* 一些学者认为他是+在破碎处站立起来)的硬

汉K;L

,(准则英雄)

KPL

#而另一些学者则将他视作为(迷惘

一代的象征)

KDL

* 这些争论从不同侧面解读了杰克这一

形象#但却忽略了对他自我压抑表现的内在心理分析*

因此#本文拟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评学的角度出发#

剖析导致杰克自我压抑的原因# 归纳其自我压抑的表

现#进而揭示海明威在小说中所表达的憎恨战争,抨击

战争,反对战争的正义心声*

被誉为(;>世纪思想界哥白尼)的弗洛伊德以动

力学为依据#提出了(人格)这一重要精神分析批评学

概念* 该概念认为#人的整个精神状态就是一个(能量

系统,动态系统)#这个系统即人格*人格由(本我,自我

和超我)三个部分组成*当自我能很好地平衡三者关系

时#人格便处于正常状态#人的精神就健全$当自我失

去对本我和超我的控制时# 人格就不正常# 发展到极

端#人的精神就失常K=L

* 弗洛伊德进而指出#如果本我,

自我,超我的能量发泄会导致焦虑的话#那么这些发泄

作用就可能遭到反能量发泄的反抗而无法进入意识#

这种 (凭借反能量发泄来抵消或限制能量发泄的心理

机制)就是压抑* 焦虑是导致压抑的心理根源#压抑的

实质就是自我(在调节以外界环境压力为一方#以超我

和本我为一方) 的矛盾冲突中所发展起来的一种防御

机制K=L

* 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倍受战争阴霾摧残的杰

克-巴恩斯由于神经性焦虑,现实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

的困扰# 因而不得不竭尽全力发展压抑机制来改变自

我对现实的了解#解除自我受到的压力* 因此#战争是

导致杰克自我压抑的根本原因# 而战争引起的焦虑则

是其自我压抑的心理根源*

焦虑在 +人格的发展和人格活动作用的动力状态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焦虑#即指人体内部器官受

到 +内部或外部刺激而产生的一种痛苦的情绪体验)#

它受自主神经系统的支配* 焦虑分为三类. 现实性焦

虑,神经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K=L

*现实性焦虑产生于(对

外界危险的知觉)#是人知觉到对自己可能产生伤害的

外界状态而产生的一种痛苦的情绪体验* 弗洛伊德认

为#从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实性焦虑是先天的#是人通过

遗传获得对某种存在的事物或外界状态产生恐惧的倾

向#但现实性焦虑也可以在后天的生活中获得K=L

*在%太

阳照常升起&这部反战小说里#历史记忆中战争的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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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让杰克对战争充满了恐惧# 而他亲身经历的第一

次世界大战不仅重创了他的肌体#使他失去了性功能#

也摧毁了他的人生理想和道德价值# 让他陷入精神迷

茫的困境$因此#先天遗传的对血腥的本能恐惧以及后

天在战场上的亲身体验使杰克对战争的危险非常敏

感#因而产生了现实性焦虑$

神经性焦虑则是人对自己本能冲动的一种 %担

忧&$ 当人意识到自己的本能可能导致某种危险时#就

会产生神经性焦虑&'(

$ 在西方的传统文化中#无论是中

世纪神话中的渔王#还是弗雷泽'金枝(中内米湖畔的

国王# 性功能的丧失都是人类繁殖能力丧失) 土地枯

竭)精神荒芜的象征$ 因此#丧失阳具的杰克在以异性

恋婚姻为社会基本组织形式的父权社会中) 不时被视

作不合格的社会成员而遭到父权社会的精神放逐$在小

说中#比尔就曾笑话杰克说*%有帮人坚持说是有些娘们

在养活你&#%另外有帮人说你是个不中用的男人&$ 当杰

克解释说自己不过是遭到一次意外事故罢了时#比尔继

续嘲弄他说*%再也别提它了&#%这种事情是不好说出去

的$ 你应该故弄玄虚#把这事搞成一个谜&

&*(

$ 战争不仅

剥夺了杰克的性能力#使他失去男性的尊严#同时也摧

毁了杰克的人生理想和道德价值# 失去这些赋予生命

意义的宝贵东西# 杰克在战后的生活中时常面临着死

的本能威胁#因而陷入了神经性焦虑的困境之中$

杰克对勃莱特的爱的本能冲动则是他产生神经性

焦虑的另一原因$ 实际上#每一种神经性焦虑的背后都

隐藏着%一种本我所害怕的原始愿望&#并且这种愿望往

往正是焦虑者恐惧的东西#或是与恐惧对象相联系的东

西#或者是恐惧能象征的东西&'(

$ 在杰克的本我中至始至

终都涌动着对勃莱特的爱的原始欲望#但勃莱特却因他

的性无能而一次又一次地无情拒绝了杰克的爱欲#使欲

爱不能) 欲罢不忍的杰克从此跌入万劫不复的痛苦绝

境#日不能思)夜不能寐#一上床勃莱特就出现在眼前#

整个世界也随之消失$ 杰克的战后生活如同做恶梦一

般#梦境反复出现#虽然已经熬过#但现在又必须从头熬

起&*(

$ 最终#杰克的爱欲演变成为他痛苦的根源)恐惧的

对象#从而使他产生了神经性焦虑$ 另一方面#科恩等人

对勃莱特的狂热追求更是加剧了杰克对爱的本能的恐

惧#因为%当自我无法以其反能量发泄作用阻止本我的

对象性发泄作用的冲动时&# 人的恐惧感便会陡然而生

&'(

$ 在'太阳照常升起(中#由于勃莱特心爱的人在战争中

死亡以及科恩等人的穷追不舍#她发疯似地从一个男人

怀抱投入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但是#勃莱特的糜烂放

纵丝毫也没有减弱杰克对她的爱#因此当勃莱特与一群

白手)鬈发和白脸的年轻人在一起时#杰克感到非常气

愤#甚至想揍倒他们中的一个$ 当勃莱特和米比波普勒

斯伯爵一起时#杰克感到很难受#心境很坏$ 勃莱特与未

婚夫迈克的交往也让杰克醋意大发#在车上酸溜溜地对

比尔说*%迈克为他这个女朋友得意着呢&

&*(

$ 而勃莱特与

科恩的艳遇则更是让杰克感到毫无理性的)跟人过不去

的忌妒#以至于他当时恨透了科恩$ 最终#当勃莱特与罗

梅罗乘火车离开时#杰克的情绪糟透了#不得不喝很多

苦艾酒来麻痹自己#因而醉得比以往哪次都厉害$ 正是

由于杰克无法克制对勃莱特的爱的本能发泄#所以他徒

增了许多神经性焦虑$

精神分析批评学中的道德性焦虑则产生于所谓%超

我的良心谴责#是自我对罪恶感和羞耻感的体验&

&'(

$ 作

为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在人格中的重现# 超我是

充满清规戒律和类似于良心的人格层面# 是道德化了

的%自我&#它的功能主要就%在于控制和引导本能&#为

%自我&确立好和坏的范本&'(

$ 在'太阳照常升起(中#由

于勃莱特的苦苦哀求以及自己对她的爱# 杰克尴尬地

成为了她与罗梅罗私通的皮条纤# 他也因为破坏斗牛

迷的规则而产生了道德性焦虑$ 在斗牛迷的传统观念

中#斗牛士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因此他们笃信不疑地

认为斗牛士应该与西班牙人民在一起# 而不应毁在与

外国人的交往中$ 但被西班牙人视作斗牛迷的杰克却

违背了这一传统规则# 引荐斗牛士罗梅罗与性感漂亮

的英国女人勃莱特交往#为他们的相爱牵线搭桥$这种

违背西班牙斗牛迷规则的做法不仅使旅店老板蒙托亚

感到非常生气#和杰克见面时脸上毫无笑意#也使得其

他斗牛士对杰克冷眼相看$在超我的良心谴责下#杰克

感到非常地罪恶与羞耻#心里的滋味是如此难受#以至

于他自己都不认识镜子中的那个自己了# 只得不停喝

苦艾酒来惩罚自己$他用滴杯不加糖喝苦艾酒#使苦艾

酒的味道苦极了$他也喝了太多的苦艾酒#以至于感到

床在飘向前去#只得从床上坐起#盯住墙壁#好使这种

感觉中止&*(

$

人都能学会在焦虑的警报响起时# 做出有效的反

应#%或是逃避危险#或是设法消除它#而且还具有预见危

险的能力#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危险变成创伤性经验#还

可以从微弱的忧虑情绪中意识到某种信号&

&'(

# 因此在战

争阴霾下被神经性焦虑)现实性焦虑)道德性焦虑困扰的

杰克也试图通过自我压抑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避免更多

外界危险的发生$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杰克经历的自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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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抑主要体现为两类!%原始压抑和真正压抑&'

原始压抑是%压抑的第一阶段(即拒绝代表本能的

心理概念进入意识&

$%&

( 它是人类长期以来因痛苦经验

不断重复积累而逐渐获得的遗传性质( 能够先天地存

在于人的内心之中(其作用就是要%防止那些从未进入

过意识的本能性对象选择变成意识( 它是来自遗传的

先天心理屏障&

$'&

' 由于西方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性

无能观念使杰克清楚地意识到( 失去性功能的他对爱

的本能发泄必将给自己带来透彻肺腑的痛苦( 因此为

了避免由此产生的神经性焦虑( 他不得不想方设法处

处设防(以阻止爱的本能进入意识'在小说伊始(当%野

鸡&乔杰特依偎在他身上抬头期待他的亲吻之时(他故

作漠然)当乔杰特伸手摸他*挑逗他之际(他猛地一把将

她推开(气得乔杰特破口大骂他有病' 在小说结尾(当他

心仪的恋人勃莱特含情脉脉地靠在他身上对他说 %杰

克(我们要能在一起该多好&之时(杰克也仍然警觉地说

道!%这么想想不也很好吗&

$"&

' 原始压抑的目的就是要

%将本我之中的一部分内容永久地封闭在无意识中&以

避免焦虑$'&

' 海明威笔下的杰克为了避免性无能带来的

困窘( 也努力地将爱的本能永久地封闭在无意识之中(

因为如果他不克制自己爱的本能冲动(不阻止爱的本能

进入意识(他就会因此而倍受焦虑*痛苦的煎熬'

真正压抑则是指%迫使具有危险的记忆*观念或知

觉退出意识&(以筑起一道障碍(防止任何形式的本能

发泄' 在任何情况下(不管%被压抑的是知觉记忆还是

思想观念( 其目的都是为了通过否认或歪曲存在于内

部或外部的对自我安全的威胁(从而消除现实性*神经

性或道德性焦虑&

$'&

' 海明威笔下的杰克为了抵御自己

受到的本能威胁(为了摆脱现实性*神经性或道德性焦

虑(也沉溺在了终日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之中(

企图在酗酒狂欢中麻痹自己的灵魂! 他漫无目的地出

入咖啡屋*酒馆*舞厅等娱乐场所肆意放纵以忘记内心

的痛苦)他不停地阅读文学作品以填补时间空白)他频

繁地观看斗牛以寻求精神刺激) 他远赴西班牙山区钓

鱼以寻求乐趣和轻松) 他不再在意世界到底是怎么回

事(他失去了对生活的所有追求' 实际上(杰克这种寻

欢作乐*醉生梦死的生活正是其真正压抑的体现(是其

自我为消除本能威胁所发展的一种防御机制'但是(死

的本能对象选择却通过种种间接方式( 或通过与意识

中的东西发生联系继续影响着杰克的生活( 使得他仍

然存在着对死的本能焦虑( 因此杰克不得不继续通过

发展真正压抑来对付那些经过乔装打扮后渗入到意识

或行为中的本我的能量发泄作用'他努力使自己%对那

些本来是一目了然的情景视而不见&(或者通过歪曲自

己的所见所闻*%篡改其感官传达的信息& 来避免着自

我对可能导致焦虑的危险事物或与危险相关的事物的

意识$#&

' 因此(当科恩告诉他再过 )'年光景(他们都会

死去*人活着终将一死时(杰克对这件显而易见的事的

回答是%别瞎扯&(%我才不为这件事自寻烦恼哩&

$"&

' 当

乔杰特为他在大战中受的伤而咒骂战争之时( 杰克则

找机会赶紧溜掉了'当勃莱特安慰杰克说%仿佛战争是

一个天大的玩笑(小伙子们什么事也不懂&时(杰克敷

衍地回答道%对(人人都是这样(什么事也不懂&之后(

就将话题岔到了一边$"&

' 而当他胡思乱想(想起自己在

意大利被人当作笑柄的战线受伤并溃逃的不光彩之事

时(他尽量让自己把这件事看得淡薄些(努力做到不去

想它'后来(当他想起记忆中某几次战时的晚餐+++备

有大量的酒(置紧张于不顾(预感事件将临而又无法防

止之时(为了消除对自我安全的焦虑(他喝了很多酒(

在酒醉之余他感到烦恼烟消云散而有些飘飘然( 人们

似乎又变得可亲可爱了$"&

'

通过自我压抑(杰克千方百计地筑起一道道障碍(

试图将一系列威胁自我安全的相关记忆和知觉排斥在

意识之外'然而(由于神经性焦虑与道德性焦虑的根源

都存在于人格的构造之中(其危险既不在外部世界(也

不是某种痛苦的生理损伤或物质匮乏(而是恐惧本身(

所以要应付或逃避这些焦虑是很困难的$'&

' 因此(虽然

杰克努力地发展着自我的压抑机制( 但是从头至尾他

都没能真正摆脱痛苦*焦虑的深渊'在小说结局之时他

也仍然疯狂地喝了 '瓶奥哈酒之后(醉态百出*茫然失

措地走在了马德里的大街上'

总之(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海明威以简略*概括的

轮廓形式勾勒出杰克自我压抑的生活'实际上(这种压

抑正是杰克战后无可奈何的一种生存模式( 更是他对

战争引起的各种焦虑的一种逃避' 虽然在小说中海明

威没有描写战场的血肉厮杀*弥漫硝烟(但是他却借刻

画杰克等人的痛苦生活( 对战争的罪恶进行了血泪的

控诉'在他的笔下(战争除了给人类带来无情的杀戮与

破坏(除了给人类造成肉体上的病痛*伤残与死亡之外

毫无意义'战争夺走了勃莱特心爱的人的性命(扼杀了

杰克的性功能(使他丧失了生命的创造力)战争这台血

腥的机器也残忍地碾过数以万计的血肉之躯( 将成千

上万条鲜活的生命变成了一堆堆白骨' 在它的铁蹄之

下(对生命的尊重完全成为了一纸空谈'战争也摧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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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幸存者心中固有的传统道德与价值& 击碎了他们

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使他们陷入精神的迷惘$空虚和

绝望% 在战争的蹂躏下#杰克及其他幸存者的传统精

神大厦坍塌了# 新的精神家园又不知在何方& 这种脱

节造成的道德观和生存定位的真空无疑使他们遭到

一次精神的重创# 从而陷入了焦虑与压抑的精神状

态% 因此#海明威笔下的战争使人类从生理到心理$从

肉体到精神都经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衰败% 战争摧

毁了一代人#又使一代人迷惘% 战争使悲惨的过去不

堪回首$残酷的现实令人沮丧#又使不远的未来失去

了希望#世界变成了一片黑暗的精神荒原% 通过对战

争罪恶与残酷的揭示# 海明威表达了自己憎恨战争$

抨击战争$反对战争的正义心声#这种心声或许正是

海明威这部作品隐藏于海面以下那八分之七的内容

所要昭示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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