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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 ·伦敦《荒野的呼唤》再探

蒙 雪 琴

内容提要 再探被评论家们称作寓言小说的《荒野的呼唤》,本 文作者认为虽评论

,家 们所揭示的寓意都适合此小说 ,却 还未反应出作者意欲揭示的更深层的含义。那就

是 :现代人与自然、社会及人自身遗传因素间的关系是被这三种力量合力异化的关系。

在这三种力量面前,人是无葸义的,渺 小的,抗 争是没有结果的,只 有服从 ,顸 向接受 ,

其结果是人变成了非人,被异化成了禽兽。

关键词 杰克 ·伦敦 异化 《荒野的呼唤》

19"年 ,杰克 ·伦敦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 :“我使用了一些方法和手段———些艺术工

具。我构想出一个动机———个论点 ,我的故事有双重性质。表面上是个简单的故事 ,任何一个

孩子都能读懂——尽是情节、变化和色彩。那下面的才是真正的故事 ,有哲理 ,很复杂 ,充满含义。

这个读者见到了有趣的故事,那个读者明白了我的生活哲理。
”El:杰 克 ·伦敦的这番话即是说他

把他的世界观形象地融汇于他的小说之中了。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家基于自己对现实生活现实世界精辟细以的观察 ,用 语言塑造形象以

反映生活 ,表达人们的感情 ,人 们对生活对世界的认识 ,即 人们的哲学观。小说当然也不例外。加

缪说 :“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在一部好的小说里 ,其全部哲学都融汇在形象之中。
’’E:∶ 《荒野

的呼唤》这本深受世界各国读者热爱的小说 ,无疑堪称
“
其全部哲学都恿汇在形象之中

”
的

“
好的

小说
”
。从 1903年此小说问世至今近一百年来 ,评论家们大多承认它不仅是一篇关于狗的故事 ,

而且是一篇含义深刻的寓言 ,他们从中解读到了寓意深刻的多层人生哲理。首先 ,认为通过巴克

由狗变狼回归到荒野的过程 ,演示了人类随着文明的不断发展 ,远离了纯朴的自然,而使人又有

了回归自然的欲望。卡尔 ·桑德伯格说是对
“
深埋在人类灵魂深处的 ,令人捉摸不定的奇特主题

之一的研究 :我们的文明程度愈高 ,我们的恐惧就愈深 ,担心我们在文明的过程中,抛弃了在蛮荒

时代属于美 ,属 于生活之乐的东西
”E3彐 。第二 ,巴克被抛入

“
原始

”
之后生命时时刻刻都受到威胁 ,

生存就是一场弱肉强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无数的弱者、仁慈者、慢速者、不适应者都被打死、

饿死、累死或被吃掉 ,而 巴克以他超常的智慧和体力以及特殊的意志和快速的适应能力 ,适应了

险恶的环境 ,过了一道道鬼门关而活了下来 ,最终成了荒野中具有最高权威的统治者 :狼群的首

领。这形象地演绎了一副达尔文式的优胜劣汰图,展示了尼采的超人哲学。第三 ,此小说还象杰

克 ·伦敦的另一名著《雪虎网阝样是ˉ本寓意社会问题的小说。巴克由狗变狼的步步变化都有如

雪虎那样是由于环境所迫使 ,只是巴克由狗变狼一步步堕落 ,而雪虎却在被培养成凶狠的战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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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仁爱 ,使
“
他的本性在他(爱之神)的光辉中扩展 ,就象花在阳光下扩展

”E4]。 雪虎因此归顺了

人类。

确实 ,这些评论都适合《荒野的呼唤》,而且已有许多论述 ,本文将不再赘述。但在我看来 ,这

些还不是小说隐含的更深层的含义。因为就第一种分析来说 ;巴克渴望自由,反朴归真了,可他回

归的荒野不仅代表着真代表着朴。巴克更多的是抛弃了文明,而拾起凶残、野蛮、狡诈、嗜血如命

的特性 ,这是我们现代文明努力抛弃的东西 ,认为邪恶的东西。第二种分析认为巴克是超人、强

者。他以他超常的适应能力和智慧以及他刚在
“
原始

”
之中学到的一切野蛮技能战胜了一切艰难

险阻 ,最终领导着他的狼群奔驰在荒野之上。它们出其不意地偷袭印地安人的营地 ,杀死他们最

勇敢的猎手 ,是他们所惧怕的
“
幽灵之狗

”
。这样的超人是野兽超人 ,印地安人惧怕他 ,世界上任何

文明的人也不会赏识他。杰克 ·伦敦如此地描述这样一位超人 ,还有什么目的呢?第三种分析认

为这是一本社会问题寓言小说。但这反应的社会面过于狭窄 ,不能完全反应书中的广泛内容。再

加之 ,作者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是深恶痛绝的 ,痛恨它的不公 ,痛恨它给人带来的严重

的身心摧残。这回归荒野的
“
狼

”
,这代表着超人形象的野兽 ,还诉说着什么更深层的含义 ,诉说着

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遗传因素的某种关系。那群狼之首在苍白月色之中、朦胧的北极

光之下 ,奔驰在狼群前列之时唱着的那
“
狼群之歌

”
,其实就是现代人的悲歌 ,唱 的是现代人被异

化的痛苦。

异化这个人类生存中的突出现象 ,在西方文学中可表现为 :1。 世界的混沌和存在的荒诞 ,即

把社会表现为压抑、敌视、戕害人体的异己力量 ,表明人们生活在一个丑恶的、混乱的、陌生的、与

人为敌的世界里 ;2。 人被异化成非人、禽兽 ,丧失了自己的本性、主体性和自我。

生活在 19世纪末 zO世纪初这个时代转折点的杰克 ·伦敦对这种异化现象的感受是很深刻

的。他出生于贫苦人家,13岁 就辍学作工以帮助父母维持全家的生活,作过鱼贼、渔警、水手、工

人、流浪汉、克朗代克的淘金者等 ,亲身经历了人世间的辛酸苦辣 ,深切地体会到了失去神化上

帝、失去信仰的时代的混乱。人只被自己的极端的自私自利之心和对财富与权力的不知足的贪心

所驱使 ,或为了生存或为了证明自己作人的价值与地位 ,都在忙碌地创造财富争夺杈力 ,同 时也

给自己创造了个态势更加凶猛的
“
上帝

”
:财富与权力。这个

“
上帝

”
有无比的威慑力 ,显现了使人

无法抗拒的异化力量 ,可使人丧失自己的自然温情和文明道德而变得邪恶、残酷 ,为 了自己的目

的而不择手段。在此情况下 ,能尽快将自己的灵魂交出去而请进残酷、邪恶、充满铜臭味、充满权

力欲的
“
上帝

”
的人就能生存 ,就是

“
强者

”
,就是

“
超人

”
。如此的生存环境 ,我们是进步了呢?还是

又回到了
“
原始

”?杰克 ·伦敦说 :“这是 20世纪 ,我 们身上散发着煤油的臭味。
”[5]在《荒野的呼

唤冫中他把它描述为充满贪婪野蛮的
“
原始

”
。其中,巴克——人 ,就是这佯被扭曲而失去自我的。

在势不可遏的自然力量、社会力量面前 ,在人自己内心深埋的邪恶面前 ,人是无意义的、渺小的 ,

抗争是没有结果的 ,只有服从 ,顺应接受 ,其结果是人变成了非人 ,被异化成了禽兽。这就是人们

从巴克由狗变狼的过程中获得的昭示。因为巴克的
“
胜利

”
正是来自他对比自己强大的外界环境、

外界势力的抗争无结果后转而顺从、适应 ,来 自对自己内心深处引发的
“
野性

”
的呼唤的响应 ,来

自对自身的改变 ,由 一条家养的狗变成了一只狼。

这个
“
原始

”
的北国荒野是相对于f温暖

”
的南国而言的。在南国,人们尊从文明友爱的规则。

可
“
在北极的黑暗里探索的人们发现了一种黄色金属

”「6]。
成千上万的入立刻都涌到了北国 ,使北

国集聚着无数的冒险者及狗。这里
“
时时刻刻都充满了震骇和惊奇

”
,“既没有和平 ,也没有休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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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片刻的安全。全部是混乱和行动 ,生命和肉体随时随刻都处在危殆之中
”[?彐 。虽然杰克 ·伦

敦把这种混乱而没有秩序的世界安置在北国 ,但应注意的是这里的人大部分来 自他所说的温暖

而友爱的
“
南国

”
。这种从

“
南国

”
到

“
北国

”
的改变 ,实则是从有序的世界到无序混乱的世界的改

变。这种改变的发生只是因为人们发现了
“
金子

”
,为了

“
金子

”
,人变得野蛮了,被贪婪的欲望所驱

使。偷卖巴克的园工曼纽尔,手持棍捧血腥地镇压巴克及其他狗的穿红衣的狗贩子 ,哈尔式的淘

金者 ,无一不是野蛮而贪婪的。他们充斥着巴克所见的世界 ,“ 他们不懂任何规矩 ,除 了棍子和虎

牙的规则
”E:]。 在这样的世界里 ,狗也如人一样的野蛮而贪婪 ,没有公平友爱 ,只有凶残和如狼一

样的进攻方式。这是一个完完全全被异化了的世界。

在这被异化了的世界里 ,巴克及
“
从普吉桑特海峡到圣地亚戈沿海的每条健壮的长毛狗

”[呒
,

都受到了异己力量分解异化的威胁 ,生存问题成了首要问题。

巴克出生在南国 ,在此生活了四年 ,养成了文明而高雅的特性。他不知绳索拴在脖上的滋味 ,

不懂棍棒的规则、长牙齿的规则 ,不懂人的贪婪之欲火 ,不懂他的同类看着血腥撕杀时那噌血的

贪婪 ,也不懂荒野中人狗的不讲公正和邪恶。这样的巴克 ,在
“
原始

”
中必定要遭摧残与吞噬。

首先遭分裂的是他那高贵的自尊和自主的尊严。在狗贩子手中,绳子勒得他透不过气来 ;棍

棒打得他几次昏倒 ,他疼痛难忍 ,饥渴交加。他感到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 ,尊严受到损伤 ,他为此
“
积聚了一肚子的怒气 ,无论谁第一个碰到他都会倒霉。他的眼睛变得血红 ,变成了一个狂怒的恶

魔帅四。他要反击 ,他要夺回自己的自主和尊严 ,可每次反击他都被打昏倒在地上 ,血从耳、鼻、口

中滚滚而出。从此 ,棍棒的规则铭刻在他的心里 :他没有机会战胜手持棍棒的人 ,只有服从 ;若不

服从 ,下场将如他后来所见的另一只狗,为 了自己的尊严而惨死在穿红衣之人的棍棒下。之后 ,当

他被套在雪撬上被成为拉车牲口的时候 ,他的尊严受到进一步的损害。可为了生存 ,他不敢反抗 ,

他迅速地调整自己,学会了负重拉雪撬 ,适应了从早到晚在雪道上的艰难跋涉。

日复一日的艰难跋涉成了无穷尽的苦役 ,人类的暴政又与日俱增 ,更使他的自尊和尊严被摧

残殆尽。他们每晚在黑暗中安营 ,而当黎明的第一道灰暗光线出现时 ,已赶了好几英里路程。这

样几个月的拼命把他们累得
“
每一根筋骨 ,每个细胞 ,都疲乏了 ,疲乏得要死

”Ell1。
他们急需休息。

可新主入哈尔一行三人急切地要去淘金 ,顾不得他们的疲乏、他们的命了。哈尔的行动理论是
“
必

须心狠手辣
”
。他用棍子逼着巴克他们向前蹒跚而去 ,把人类施加在他们身上的苦役和暴政增加

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狗队成员被累死、饿死、打死了好几个 ,剩下的也早已皮包骨 ,生 命之火就要

熄灭。桑顿救了巴克的命 ,可他文明时期养成的高贵的王侯般骄傲的自尊却死了。

其次是他那文明而高雅的特性遭到分裂 ,生活的严酷现实使他再不能顾及道德。在此凶险的

环境中,谁顾及文明道德,谁就是傻瓜 ,谁就会迅速地死去。

每天艰苦的劳作 ,可 口粮却只有一磅半鲑鱼干。这点鱼一点也不顶事 ,他总是饥饿难忍 ,总是

贪婪地想吃。为了填饱肚皮 ,为了能活下去 ,他只好铤而走险。他学会了偷盗。虽然他偷盗并非

为了好玩 ,但这也显示出他道德的衰退或崩溃 ,他不再象过去那样会为道义而死。

在此
“
原始

”
之中,除大自然严寒的肆虐、饥饿的摧残、主人的棍棒、摧命的劳作外 ,还有同伴

防不胜防的进攻。科利之死使巴克震骇不已,同时也使他铭记长牙齿的规则 :没有光明正大 ,所有

的狗都如狼-样凶恶残忍,只要谁在战斗中倒下 ,就会立刻被围上来的狗抢食撕扯得精光。巴克

暗自下决心 :他不能倒下 ,他也不能再仁慈了,必须快速地学会这种种邪恶而不择手段的本领。

狗领队史皮兹的时时寻衅和欺凌进一步地吞噬着巴克旧有的特性而使他逐渐变得凶恶、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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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和嗜血。他开始公开向史皮兹挑战 ,他的心里产生了两种欲望 :得到权力的欲望 ,嗜血的欲望。

他要争夺史皮兹狗领队的霸权 ,争夺这代表雪道和缰绳最高荣誉的位置。他避开主人 ,在狗队中

煽动不和 ,违抗史皮兹 ;他公然帮助犯罪的狗反击史皮兹的惩罚。雪撬狗们越来越不怕史皮兹。他

们抢他的鱼吃 ,甚至合伙打他。狗队再也不像昔日那样纪律严明和团结奋进。

两狗之间的决一死战在他们首次从道生返回史盖奎的路上爆发了。那夜晚饭后 ,巴克率众狗

跑在苍白的月光下 ,追逐着一只野兔 ,嗜血的欲望和杀戮的乐趣刺激着他。他
“
要用自己的牙齿去

屠杀 ,并且要把嘴巴浸到温暖的血里去 ,一直浸到眼睛那么深
”E:〕 。可史皮兹抄近道截住了野兔。

巴克愤怒已极 ,立刻向史皮兹发起进攻 ,终于以他刚学会的如狼般的凶狠、残忍、快速及他的智慧

击倒了老练的对手。当围观的几十只狗争抢着吞噬史皮兹的时候 ,“ 巴克这个成功的战士 ,这个完

成了屠杀而觉得很得计的 ,居于支配地位的原始野兽就站在旁边观看帅硐。

这
“
原始野兽

”
的形象表明 ,经过这种种的凶险环境和血腥的大拼杀 ,巴克已经历了从文明开

化到野蛮凶残贪婪嗜血的异化过程 ,已变成
“
原始

”
之中的-分子 ,内心深处的野性已被唤醒。因

此 ,后来他虽遇桑顿这种富于仁爱的恩主,但他的异化已太惨重 ,仁爱也不能改变他的野蛮和残
忍。他照样偷窃 ,只是不偷他恩主的而已。他身上伤痕累累,是各次战斗留下的。他打遍了各种

勇猛和良种的狗而获得了至高无上的位置。
“
巴克是无情的。他已透彻地领略了棍子和长牙齿的

规则。⋯¨他知道没有中间之道。他必须统治人 ,或被人统治 ,仁慈是一个弱点。⋯⋯杀人或被
人杀 ,吃人或被人吃掉 ,这就是规则

’’EI钔 。
“
嗜血的欲望更强烈地控制着他 ,他渴望杀戮。他常数日

漫游在山林之中,轻轻地潜行 ,用猫的步态偷偷摸摸地走着 ,象 一个在各种阴影之间时隐时现的
-掠而过的影子

”[1四 。
“
他的狡猾是那种狼性的狡猾 ,并且是非常残忍的那种狡猾

”[】 7]。
他捕杀各

种小动物 ,但嫌不够刺激 ,又分别选了大黑熊和一群麋鹿的首领雄麋鹿作为自己野蛮力量的挑战

者 ,并为成功地杀死了这些对手而感到无限满足和自豪。

对他生活于其中的人类世界,他感到陌生了,他变得孤独了。对人 ,除对桑顿有忠诚的爱以

外 ,对其他任何人他都毫无兴趣 ,变得冷漠了。
“
偶尔经过的旅客们可以称赞他或拍拍他 ;可是在

这种情况下他只冷冷地领受了就算了,假使是一个过分向他讨好的人 ,他就爬起来走掉
”
。对于桑

顿的朋友 ,他
“
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容忍他们,接受他们的好意时仿佛是赏了他们的脸

”E1引 。和他

的同类在一起时 ,他 们又多是啮齿相向的 ,关系是统治或被统治 ,吃或被吃的关系。

人类世界对他的吸引力越来越小 ,荒野的呼声却越来越强烈。他和他的恩主生活在一起 ,“可
他的背后却有各种各样的狗 ,半狗半狼和野狼的影子在催促着他,怂恿着他 ,分尝他吃的肉,想喝

他喝的水 ,同 他一道嗅风 ,教会他并且同他一道倾听森林里野蛮生活发出的声响 ,芰配他的心情 ,

指导他的行动,和 他一同躺下睡觉 ,一 同做梦,并 且超脱于他的形骸之外 ,成 为他梦里的题

材
”Elc。 森林里总有个神秘的、动人心弦的声音在召唤着他,他常冲进森林去寻找它 ,想 听从它的

召唤 ,可最后又被恩主的爱拖了回来。他挣扎在人类文明世界与野性世界之间 ,此时也许爱的呼

唤会把他召回到人类世界中来。但桑顿他们忙于淘金 ,“象巨人一样辛勤地劳动 ,日 子一天接一天

地飞逝过去 ,象梦一样 ,而他们的财富堆得越来越高
”E2四 。桑顿没时间了解巴克挣扎的痛苦 ,于是

在野狼的嗥声引诱下 ,巴克冲进荒野 ,找到了那召唤着他的声音。最后当他恩主死去 ,他与人类世

界没有了任何联系。他完全孤独了,他彻底响应了荒野的呼唤 :加入了狼群 ,并且以他最优秀的狼

性作了群狼之首。他的异化彻底完毕 ,他从-只家养的狗变成了∵只完完全全的狼。

为什么从巴克的异化成狼 ,本文作者看到是找到
“
金子

”
的现代人被社会力量、自然力量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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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因素异化成非人、异化成禽兽的痛苦呢?因为杰克 ·伦敦虽忠实地在写狗,写 狗的行动、狗

的思想、狗的意识、狗眼里的人、狗眼里的世界 ,但正如当代研究杰克 ·伦敦的著名专家厄尔 ·拉

博尔判定的那样 ,作者
“
把我们的兴趣有意无意地引向人类的、而不是低级动物的处境

”E21]。
例

如 :一 ,小说一开篇 ,巴克的灾难就要来临时 ,伦敦把巴克那种孤陋寡闻沾沾自喜的神态比作乡下

绅士 ,使读者感到以后发生的故事就如一个人突遭灾难的袭击。二 ,在这
“
原始

”
的北国 ,人狗都是

同样的野蛮 ,同样的贪婪 ,“无一例外
”
。狗巴克在此环境中步步堕落 ,被异化成狼 ,表 明陷入同一

环境的人也会遭此厄运。哈尔一行三人在此严酷的现实压迫下不就变得暴躁吗?“他们说起话来

非常尖酸刻薄 ,从他们嘴里吐出来的第一句话是难听的 ,晚上最后一句也是的
”E2叩 。因此 ,他们对

自己的同伴也就不会再有任何温文尔雅的态度和怜悯仁慈之心。三,巴克变得野蛮、残忍、贪婪嗜

血后 ,他那杀戮的渴望被杰克 ·伦敦描述为
“
一种古老的本能

”
,这 种本能

“
在一定的时候仍然驱

使着人类走出喧嚣的城市 ,到森林或平原去 ,用那种化学推进的铅弹来屠杀生灵
”[23彐 。这样的评

语表明:作者塑造的巴克嗜血贪婪的形象就是我们人类自身在物欲的驱使下抛弃了几千年的文

明道德 ,露 出的-幅幅贪婪野蛮相。换言之 ,书 中所描述的一副副画面难道不就是我们人生世事

的一幅幅真实画卷吗?芜阝被淘金者及狗弄得混乱不堪的代牙海岸就如我们现代人的生存环境。这

种环境 ,是人失去信仰后 ,只知借助
“
棍子的规则

”
、
“
长牙齿的规则

”
以寻求财富 ,满足自己的贪欲

而造成的。在这混沌的世界里 ,巴克的步步退化、异化成狼就形象地再现了我们人如何在环境和

自身遗传因素的压迫下异化成非人 ,异化成禽兽。而这种异化的发生 ,只 因为在这新旧世纪交替

的时代里 ,“人们在北国发现了一种黄色金属
”
。人们对金钱的欲求更大了 ,欲壑更加难填。

用这种以狗写入的技巧 ,杰克 ·伦敦能够对人的处境揭露得更加深刻 ,达到以人作主角达不

到的效果。以狗作主角 ,作者可以毫不掩饰地、入木三分地描述巴克肆无忌惮的偷窃、血淋淋的撕

杀、贪婪嗜血的行动、止不住的堕落。这种行为若出自担任主角的人 ,必然会使读者反感。伦敦机

智地以巴克替代我们人去经受这种种磨难 ,去经历这由狗变狼的过程 ,并把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注

入到这惊险故事之中,使之成为
“
形象的哲学

”
。而在这一系列的

“
形象

”
之中,诉说得尤其透彻、揭

露得尤其深刻的是人的异化。早在本世纪之初的年代里 ,杰克 ·伦敦就以如此敏锐的洞察力揭示

了我们人类这种艰难的生存处境 ,与他同时代的美国小说相比,杰克 ·伦敦把人的这种无望、空

虚、贪婪得可怕的境地揭露得最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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