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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小说意象的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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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暴力、迷宫及镜子是博尔赫斯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文学意象,也是跟随他多年的三个噩梦。阅读博尔赫

斯传记会发现它们和他的童年生活密切相关。精神分析学理论认为,作家的创作是对无意识及童年受压抑欲

望的反应。据此, 用精神分析学理论解读博尔赫斯小说, 为理解其人其小说打开了一扇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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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博尔赫

斯创作了大量让人难以捉摸的短篇小说,而这些

短篇小说又相互关联, 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博尔赫

斯式文学世界。在这个充满焦虑、暴力、镜子及面

具的文学迷宫里, 博尔赫斯表现了他对自我及现

实的关注,也吸引了读者对他的关注。阅读博尔

赫斯的短篇小说会发现, 这个坚持认为就短篇故

事而言,情节是首要问题的作家,不曾创作过别的

人物, 他写的总是身处各种不同可能状况下的他

自己, !在我的小说中,我以为惟一的人物就是我

自己。我将自己扮作加乌乔,扮作街头恶棍等等。

但是的确,那始终是我自己。我把自己设想在某

段时间里或某种境况之中, 我不曾创造过人

物。∀ [ 1] 200
透过不同小说里身陷各种境况之中的博

尔赫斯,我们可以把握到一个完整而真实的博尔

赫斯。他曾坦言,他的小说都是对梦境的描写,他

几乎天天做梦,噩梦赋予他情节,而其中有三个基

本的噩梦:暴力、迷宫和镜子。

精神分析学是 20世纪初由弗洛伊德创立并

应用于文学批评领域的一种美学理论,它对当代

西方文学批评及文学创作都产生重要影响。这一

理论主张:文学创作是以作家童年受压抑心理内

容为动力的,是作家的白日梦。与夜间的梦一样,

创作在无意识里实现了对现实中无法满足之欲望

的变体满足。据此分析博尔赫斯作品,为我们打

开了一扇理解大门。

一 暴力

在博尔赫斯小说里,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匕首、

决斗、凶杀等充满暴力色彩的词汇, 有的小说干脆

就直接取名为 #死亡 ∃、#刀疤∃、#决斗∃; 胡安%穆
拉尼亚这位在阿根廷鼎鼎闻名的带刀好汉也是他

小说中的常客,博尔赫斯甚至还专门以他为主角

创作了一篇小说。为什么温文尔雅、热爱和平宁

静的博尔赫斯会让自己的小说充斥着暴力呢?

博尔赫斯的家族有着悠久的从戎历史。父亲

家族中的一位祖先曾以自己的名字建立了阿根廷

最为古老的天主教城市, 而他的祖父也是南美大

草原上圣菲警备军的上校。母亲是 1816年宣布

阿根廷独立的拉普利达的后代, 母亲的外祖父苏

雷亚斯还参加过独立战争。在他们家中保留着祖

辈们光辉征战的痕迹: 在胡宁和塞佩达为南美自

由而战的几支宝剑和代表当年赫赫战绩的军服。

博尔赫斯就是在这样一个由祖先从戎的光辉所照

耀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他对这一切都充满崇敬

及渴望之心,他曾以祖父之死为题材写了小说 #另

一种死∃,家中的纪念品也出现在小说 #遭遇 ∃中。

然而现实却与博尔赫斯的愿望相反, 他没有像祖

辈那样穿上军装,而选择写作为自己的职业,这主

要是受祖母及父亲的影响。祖母范妮是英格兰

人, 属于古代诺森布里亚王朝后裔, 受过良好的维

多利来式教育。祖母在家中具有绝对地位, 他不

仅影响了热衷于回忆先祖的儿媳, 还教会孙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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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当时被认为是比较高贵的英文进行阅读,使

孙子开始了解和掌握优雅文化。这与征战沙场的

祖辈生活是截然不同的。最重要的是,博尔赫斯

的父亲也放弃了祖父那样的生活方式,以律师作

为自己的职业。同时,父亲也热衷于文学创作,但

却是一个失败的作家。 !一个男孩与他父亲的关

系,是一个&矛盾的 ∋关系。除了试图把他的父亲

作为对手除掉的仇恨以外, 对于他的一定程度的

温情也是习惯性地存地的。这两种精神态度结合

起来, 产生了与父亲形象的认同, 因为他羡慕父

亲,而且希望能够像他一样,男孩就想要处在他父

亲的位置上, 并且也因为他想把他赶走。∀[ 2] 348因

此,博尔赫斯觉得自己也应和父亲一样,以便取代

他的地位,改变自己对父亲长久以来的依赖 (他直

到 40岁仍然依靠父亲的供养而生活 )。文学是一

个突破口,那是父亲未曾成功的愿望。因而博尔

赫斯将父亲对他的教育理解成为对自己的期望。

!我还是个孩子时父亲就失明了, 从那时起,我就

明白我必须走完父亲因条件所限而未能走完的文

学之路。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父亲期望我成为作

家。∀ [ 3] 93
博尔赫斯强烈暗示自己要成为作家, 却

压抑了自己的从戎愿望。写作与从戎是一个矛盾

的两极,但这两者他都不想放弃,最佳的解决方式

便是将战斗的生活写入作品。博尔赫斯曾说, 他

一直都记得那个在离他几步远的距离就有一个人

被一枪送归黄泉的地方 维拉。在那里, 他真

正接触到了暴力的枪弹生活, 因而成为难以抹掉

的部分常常出现在他以后的作品中,以实现对从

戎欲望的变相满足。博尔赫斯在谈到对自己的小

说 #南方 ∃的理解时,就透露出了这一心态。他希

望读者把小说的后半部分当成主人公在医生手术

下死去时所做的梦, 因为实际上那个人幻想着一

种壮烈的死。他愿手持匕首, 死在寒光闪闪的刀

锋上,而他实际上是死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下,所

以那一切都是他做的梦。博尔赫斯感觉这才是对

他小说的真正的解读。按照博尔赫斯自己所说,

小说中人物都是他自己的, 那么他已在潜意识里

将自己的从戎愿望暴露给读者。

二 迷宫

迷宫是博尔赫斯的第二大噩梦, 也是他小说

中的又一主题。在梦中, 迷宫常常是博尔赫斯所

熟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某个街区或是某个巨大的

空房间,四周无人,他走来走去, 却找不到出口,重

又回到原点。最终, 他只能放弃寻找出口。这些

迷宫在博尔赫斯的小说中有两种, 一种是真实迷

宫, 如#阿斯特里昂的家 ∃、#两个国王和两个迷
宫∃等;一种是非真实迷宫, 如 #通天塔图书馆 ∃、

#神的文字∃等。这些迷宫都非单独存在, 而与书

和兽紧密联系在一起。 #通天塔图书馆 ∃中, 充斥

着各类书籍的图书馆就是一个大迷宫, 人们无法

找到自己的要找的那本书, 无法弄清图书馆的结

构, 更无法找到出口。 #神的文字 ∃里, 迷宫般的

监狱中关着一只可以使神父读懂天书的虎。与此

类似,在 #阿斯特里昂的家∃中, 真正的迷宫里也

关着一只兽, 即等待解救的人身牛头怪。然而忒

修斯的解救却是牛头怪没有想到的终极解脱方

式: 他的被杀。

梦中的迷宫 那些熟悉的街道和房屋, 与

小说中的非现实迷宫 图书馆, 都指向同一个

地点:博尔赫斯十分熟悉的父亲狭小的书房。博

尔赫斯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 对于童

年的他来说, 父亲的书房就像一个图书馆。通过

阅读和祖母讲述的故事, 他认识到了老虎这种动

物。老虎的勇猛是他向往的, 他希望自己成为老

虎。但他见得更多的却是动物园笼子里受困的老

虎, 这让他联想到自己, 本来是战斗英雄的后代,

却无法重现英雄的辉煌, 围困在书的迷宫中。博

尔赫斯只能换另一种方式,以书写来重现辉煌, 寻

求突破。由于对这一老虎形象的崇拜, 导致博尔

赫斯在创作中不断赋予它新的含义: 神密的不可

知力量。 #神的文字∃中, 神父就是通过虎皮上不

停游动的花纹所构成的天书, 洞察出世人难以理

解的宇宙意图,同神、同宇宙相结合。 #蓝虎 ∃中,

蓝虎则幻化成可以不停复制新生的蓝色圆石, 噩

梦般跟随着拥有者, 永不消失。这两种虎都与我

们平常所熟识的虎有所不同, 被赋予了不可解之

迷。这种对虎的塑造并没有停止博尔赫斯对英勇

的继续追寻。人身牛头怪是深陷迷宫的又一兽

类, 这是博尔赫斯对希腊神话故事的改编。这一

迷宫的存在既是为了囚禁也是为了保护勇猛的人

身牛头怪,走进与走出迷宫一样困难。阿斯特里

昂在迷宫中虽也能自得其乐, 但仍渴望救赎者带

他摆脱孤独, 谁知却等到了生命的消亡。这是博

尔赫斯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由于时代与自身的限

制, 他永远也不可能再现祖辈的生活。这篇小说

写于博尔赫斯开始逐渐失明之后,在同一时期, 他

还患有多年的失眠症。对自己眼睛的焦虑, 以及

失眠症,使他陷入与人身牛头怪一样的孤独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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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困境让他落入新的迷宫 真实生活已逐渐

模糊,而书本的世界也无法再深入接触,他迫切渴

望获得帮助和保护。

#博闻强记的富内斯 ∃、#秘密的奇迹 ∃及 #结

局 ∃等一系列小说也写于这一时期,是当时博尔赫

斯焦虑心理的真实反映,他曾多次坦言#博闻强记

的富内斯∃是对失眠症的隐喻,因为那时他常常失

眠,于是他想到, 一个人会因为不胜记忆而发疯。

富内斯、雷卡巴伦及赫拉迪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被现实所围困,类似身陷迷宫, 无法走出困境。

富内斯与雷卡巴伦每天躺在床上, 被迫观看周围

发生的一切,并被迫不断进行回忆;而赫拉迪克则

被困在监狱,一次又一次重复构思着自己还没有

写完的剧本,他的时间已经不多,只有十天就会被

送上刑场了,但是剧本的创作至少还需要一年时

间。这些情况与博尔赫斯的状况十分相似。失眠

使得博尔赫斯的夜晚,像福内斯一样, 在对过去所

做、所见或所阅读的一切进行无意义的机械式复

述中度过。他就像一只循环游荡于迷宫中的困

兽,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忍受孤独的长期折磨。伴

随而至的失明也一样让博尔赫斯感到痛苦。他还

有许多书要读,还有许多小说要创作, 但命运却剥

夺了他的这个权力。 #秘密的奇迹 ∃中赫拉迪克
向上帝祈祷在死前多借一年时间完成剧本,这不

仅是他,也是博尔赫斯的希望, 是博尔赫斯自身不

可满足之欲望的变形。但是博尔赫斯也知道这是

不现实的,尽管赫拉迪克似乎真的多拥有了一年

的时间,但那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一声枪响把我

们拉回了现实, 赫拉迪克还是于预定的时间被处

死 博尔赫斯无法改变自己失明的到来, 与时

间赛跑,只能更残忍地加速失明。

童年处在父亲书房中读书以及自己所崇拜的

老虎困在笼中的记忆,在博尔赫斯脑中挥之不去,

而现实希望的破灭以及自身所遭受的精神困境也

刺激着他。这些融合起来, 就成了博尔赫斯对自

己生存迷宫的不断探究。

三 镜子与面具

博尔赫斯的第三个噩梦 镜子, 亦是其作

品中的常客。它来源于博尔赫斯对童年的恐怖记

忆, !在我儿时, 家里放着些讨厌的东西。有三面

大镜子竖在我的房间里。还有那些光滑可鉴的红

木家具,就像圣保罗圣书中描写的晦暗的镜子。

我害怕它们,但我是个孩子,什么也不敢说。所以

每天夜里, 我都要面对面三四个我自己的影

像。∀[ 1] 205- 206
镜子这一意象除了在 #镜子与面具 ∃

中表现为邪恶的力量外, 其他几处却与性联系在

一起。在 #蒙面染工梅尔夫的哈基姆∃中, 博尔赫

斯将主人公的宇宙观概括为 !我们居住的地球是

一个错误,一种不够格的模仿。镜子和父道是可

憎的,因为它们使地球上生生不息。∀ [ 4] 48
相同的

话语在#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 % 特蒂乌斯 ∃中

又出现了两次,一次出自博尔赫斯的朋友比奥伊

之口,他想起乌克巴创始人之一说过镜子和男女

交媾是可憎的, 因为它们使人的数目倍增。另一

次是百科书上所写, 镜子和父亲的身分是可憎的

因为它使宇宙倍增和扩散。在这几处, 令人生厌

的东西由镜子扩展到了交媾, 因为它们有着相同

的属性, 都使人口增多。同时,我们却可以反过来

说, 由于对交媾的害怕, 而联想到对具有相同特性

的镜子的害怕。博尔赫斯不愿大胆直露地表达,

只有采用隐蔽的手法象征暗示。 #凤凰教派 ∃里

就出现了相同的暗示。博尔赫斯是这样谈论确保

凤凰教派的崇拜者得以永生的秘密的, !秘密是世

代相传的,举行仪式时要避人耳目。信徒们从不

谈论,他们不愿承认他们的父辈竟会干这种无聊

的事,有人甚至毫不犹豫地声称那秘密已成为本

能。∀[ 4] 184这些暗示清楚地表达了博尔赫斯所要表
达的真实意图。这一秘密, 博尔赫斯只对罗纳德

一人作过明确表示, 那就是惠特曼所谓的神圣的

丈夫由做父亲而领悟的行为。他第一次听说它时

还是个孩子。他大为震惊, 不敢想象自己的母亲

父亲做过此事。对两性关系的认识与对镜子的恐

惧都来自博尔赫斯的孩提时代, 它们作为一种记

忆被保存下来。但是童年期的记忆 !不是被固定
在被经验的时刻,在以后被重复, 而只是在以后的

岁月里, 当童年期已过去才被引发出来。在这个

过程中它们被改变被伪造, 服务于以后的趋

势。∀[ 2] 128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对镜子的厌恶和恐
惧是博尔赫斯由对两性关系的认识而附加上去

的。由于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种镜子与两性关系

的相似性,导致成年以后,这一附加过程逐渐与童

年记忆混合, 并将童年记忆改造成符合自己愿望

的形态, 隐晦地透露出博尔赫斯对性的压抑及渴

望。博尔赫斯一生结婚两次, 一次是年近 70岁

时, 婚姻只维持了三年; 另一次是他去世前不久,

而终其一生, 他都没有做过父亲。镜子的噩梦变

得不再难以理解。 !如果我们梦的意思仍保持晦

暗不清, 那是因为在夜间我们也产生一些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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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羞愧的愿望。我们必须隐瞒自己,于是它们

便被压抑,被推入到无意识之中。这种受压抑的

愿望和它们的派生物只允许以一种极端歪曲的形

式表现出来。∀ [ 2] 104
小说创作便是博尔赫斯童年记

忆和梦的派生物, 它以隐晦变形的方式将博尔赫

斯的无意识表现出来。

另一个与镜子相联系的意象是面具。戴面具

的人时常同镜子一起出现在博尔赫斯的梦中及小

说里。在小说#蒙面染工梅尔夫的哈基姆∃中,梅

尔夫用金面具掩盖其患有麻风病的事实; 在#镜子

与面具 ∃中, 面具又成了国王试图掩盖邪恶的工

具;而 #死亡与指南针 ∃中的非实体面具更是将侦

探诱入了死亡的陷阱。面具和镜子一样,让他看

到了两面的人, 真实的一面被掩盖却呈现给人矫

饰过的一面。在这同时,他又不断强调对 !博尔赫

斯 ∀及自我本身的区别。 !博尔赫斯∀是通过小说
而日渐成名的作家, 而他自己则始终保持着自我

本色。 1980年 3月, 在印第安纳大学诗歌朗诵会

上,他曾说, !博尔赫斯 ∀所有的观点都是卑鄙的。

!博尔赫斯∀代表着他所嫌恶的一切虚假的东西。
!博尔赫斯∀意味着声誉, 意味着被拍照,被采访,

意味着政治、观点。 !博尔赫斯∀还意味着失败与

成功这两个无足轻重和骗人的东西。而他则意味

着非公开的个人, 意味着真实。真实的东西是感

受、梦、写作 至于出版, 那是 !博尔赫斯 ∀的

事。他如此鲜明地将 !博尔赫斯∀与博尔赫斯分

开,以致写出了 #博尔赫斯与我 ∃、#另一个人 ∃、
#1983年 8月 25日∃等一系列这样的作品。博尔

赫斯越有意要将此二者分开, 就越表示他们都是

他自己的 !双重角色∀。 !双重角色不仅包含对自
我批评格格不入的东西, 还包罗了所有那些已被

恶劣的外部条件摧毁的自我追求。∀ [ 2] 283
面对日愈

响亮的名声,生性腼腆、矜持的博尔赫斯还不能适

应, 他觉得这些破坏了自己美好的文学, 他厌恶

!博尔赫斯 ∀但又不得不戴上这一 !面具 ∀。这种
!双重角色 ∀的感觉唤起了他童年透过花园栅栏

看到面具时那种令人惧怕、令人生厌的感觉。童

年的回忆与现实感受相结合,并服务于现实,使他

创作出了新的情境 作品中那些 !面具 ∀的存

在。

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分析博尔赫斯的小说

创作,由创作来理解其小说中所蕴含的内容,可以

避免使读者陷入博尔赫斯小说的神秘世界中不能

自拔,对作家本人的心理及其梦境作出更好的理

解。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发现, 博尔赫斯的创作本

身也就暗合了一种精神分析学的方法。由于现实

的困境而产生的梦境 写作、迷宫及镜子引起

了他对童年受压抑欲望的回想, 两者的结合使博

尔赫斯产生了新的联想, 被无意识地写入自己的

作品中被记录下来。精神分析学与博尔赫斯的梦

及小说相结合的阐释, 对于研究博尔赫斯小说的

神秘意象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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