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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与天道:
弥尔顿«失乐园»的巴罗克世界

刘 立 辉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弥尔顿研究界关注到«失乐园»在文体风格方面与巴罗克建筑、绘画等视觉艺术之间的诸多相

近性,但对弥尔顿所宣称的史诗目的与史诗本身所隐含的巴罗克特征之间的内在关联却较少深入探究.«失

乐园»采用复杂动态的拉丁化语言表现手法和悖论修辞手段,并通过构建神圣与邪恶之间的鲜明对比,以及宏

大华丽的舞台场景,生成了一个以变动为主要表征的巴罗克世界.巴罗克世界不仅有力地凸显了理性、真实、

善、公义等美德所具有的神圣性和永恒性,将史诗目的具体化,而且成为探索人、神关系的有效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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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６世纪下半叶始,君权神授论、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宇宙新学说等多种力量催生了欧

洲巴罗克文化的诞生,并在１７世纪中叶达到高峰.弥尔顿生活在巴罗克文化鼎盛时期,其作品蕴

含的巴罗克精神和艺术特征早已引起西方学界的关注.早在１９２１年就有西班牙学者将«失乐园»

称为巴罗克作品,且有学者认为他深受西班牙文学影响,“是最具巴罗克属性的”[１].美国学者西菲

尔首次对弥尔顿作品的巴罗克风格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认为«失乐园»与当时的巴罗克视

觉艺术有诸多相似之处,是一首典型的巴罗克诗歌[２].柯林斯博士以沃尔夫林的巴罗克理论为出

发点,探究了«失乐园»的文体风格特征与巴罗克绘画语言的类似性,证明写作«失乐园»的弥尔顿

“是一位巴罗克艺术家”[３].丹尼厄尔斯[４]、罗斯顿[５]分别撰写专著,讨论了弥尔顿与手法主义、巴
罗克风格的关系.目前学界已达成共识,认为“弥尔顿的诗歌艺术显示出与１７世纪中叶盛行于欧

洲的绘画和建筑艺术中的巴罗克风格具有众多的亲近性”[６].

弥尔顿研究界主要关注的是«失乐园»文体风格与巴罗克建筑、绘画等视觉艺术之间的某些相

似性,却忽略了弥尔顿所宣称的史诗目的与史诗本身所隐含的巴罗克特征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很少

就«失乐园»中的人神关系与巴罗克艺术风格如何融为一体的话题进行系统考察.弥尔顿在«失乐

园»开篇便点明其创作目的是“能够阐明永恒的天理,/向世人昭示天道的公正”(«失乐园»,I．２５Ｇ２６,

以下引用此书只注出卷数和行数)[７],清楚地表明天理之道是«失乐园»的核心主题.史诗并未明确

地叙述何为天理之道,而是运用了复数形式“thewaysofGod”指涉天道的复杂性.那么,弥尔顿通

过借鉴巴罗克艺术营造出一个变动而恢宏的巴罗克世界,这与他所声称的天道之间有何内在联系

呢? 巴罗克视角是否有助于揭示天道的深刻内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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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罗克世界的叙述方式

德勒兹用褶子概括巴罗克世界的特点,认为褶子是一个无限生成不同事物的过程,是一种相反

力量之间的运动[８].德勒兹眼中的巴罗克艺术具有涵纳对立事物的能力,将内与外、幻觉与现实、
光与暗、动与静、有限与无限、空灵与实在等对立面融为一体,相互作用,其间的区分变得模糊起

来[９].这表明变化性是巴罗克世界的根本特征.

１６、１７世纪是英语作为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时期,许多有识之士致力于民族语言建设,但弥

尔顿«失乐园»却显示出鲜明的拉丁语文传统,不仅借用大量古典语言词汇,而且句子结构颇为复

杂,大量采用跨行结构,频繁将介词短语、形容词短语、分词结构等附属成分前置或插入句子主要成

分之间,有时甚至时态也不一致,其长句比例明显高出同时代诗人.英国学者科恩斯曾以凯恩

(T．G．S．Cain)编辑的«詹姆斯一世和查理时代诗选»(JacobeanandCarolinePoetry:AnAntholoＧ
gy,１９８１)为研究对象,利用计算机软件对弥尔顿诗歌的句型结构和词汇构成等进行分析.以句子

长度为例,他以弥尔顿作品的４７３个句子为一个单元样本,非弥尔顿作品３０７个为一个单元样本,
结果显示:弥尔顿作品每句超过５０个单词、５０个音节的句子数量分别有４４、７８句占９．３％、１６．５％,
非弥尔顿作品则只有１０、１６句占３．３％、５．２％;弥尔顿作品每句超过１１个从句(含非谓语动词结

构)的有２１句占４．４％,非弥尔顿作品则仅４句占１．３％[１０].这充分证明弥尔顿作品每句所含的单

词、音节、从句的比例明显比非弥尔顿作品高出许多.
弥尔顿偏离英语正常规则的文体风格,自１８世纪以来就遭到了约翰逊[１１]、利维斯[１２]、艾略

特[１３]等人的非议.艾略特一度认为弥尔顿的文风“对英语造成了伤害”[１４].当然,也不乏为弥尔顿

风格的英语性辩护的批评家,科恩斯认为弥尔顿不是一位民粹主义者,而是为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

人而写作,当时受过教育的人能很好地理解弥尔顿的复杂句子和含义深奥的拉丁化措辞,那些看似

高度拉丁化的风格实为纯正的英语表达,偏离日常表达本是诗歌语言的平常事[１５].汉恩指出,弥
尔顿时代人文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倡导拉丁语和英语之间的自由转换,这种教育训练使

得弥尔顿能够在英、拉两种语言之间自由转换.«失乐园»中的许多句型结构、措辞、语音甚至思想

等都有拉丁文学源头,生成了与古罗马拉丁文化和文学经典进行交际对话的互文性和杂糅性,结果

就是«失乐园»“既是英语也是拉丁语”的史诗现实.如第９卷第５５４、５６５行分别用tongueofbrute
(牲畜的舌头)、brutalkind(畜类)修饰撒旦,brute一词系双关语,暗指古罗马刺杀凯撒大帝的伪善

演讲家布鲁图(MarcusBrutus)[１６].哈恩的分析表明,体认«失乐园»的拉丁互文性有助于揭示史诗

的丰富内涵,而双语性特质并未对史诗的文体风格产生消极影响.
本文认为,与其对弥尔顿风格的英语性进行甄别和争论,不如探讨这种风格背后的诗学旨趣.

弥尔顿的句型结构破坏了句子的直线型发展势态,如同巴罗克艺术形式那样,形成了如汉恩所言的

“迷宫般的、甚至曲曲折折的句法结构”[１６].如第２卷第１Ｇ１０行:
　　Highonathroneofroyalstate,whichfar

OutshonethewealthofOrmusandofInd,

OrwherethegorgeousEastwithrichesthand

Showrsonherkingsbarbaricpearlandgold,

Satanexaltedsat,bymeritraised

Tothatbademinence;andfromdespair

Thushighupliftedbeyondhope,aspires

Beyondthushigh,insatiatetopursue

VainwarwithHeavn,andbysuccessuntaught

Hisproudimaginationsthusdisplayed．

撒旦带着王者赫赫的气概,

高高地坐在宝座上,那宝座的豪华,

远远胜过奥木斯和印度地方的富丽,

或鲜艳的东方,不惜蛮夷的金银珠宝,

像雨一样洒在他们君王的头上;

他凭实力登上高位,意气扬扬,

出乎意料地,在绝望之余,能升到

如此高度,更引起他的雄心壮志,

虽经对天交战而徒劳、败绩,

却不灰心,向大众披露傲慢的遐想.



第１行首先进入阅读视野的是一个描写王座高贵显赫的短语结构,介词短语前置形成了前景

化的叙事效果,凸显王权如鹤立鸡群般卓尔不群,接着２个从句跨越４个诗行,用宏大地理空间和

无尽财富烘托王权的万丈光芒,但登上这个王位的却是恶魔之首撒旦,这就产生了扬抑变化、出乎

意料的阅读效果.同时,紧接着的诗行出现绝望与希望、现实与想象、追求与无果、高贵与低贱等对

立面,但叙述者巧妙地通过撒旦的视角模糊了这些对立事物之间的界限.事物处于变化之中,具有

向对立面运动的潜势,新的形态也会因此形成和产生.这个过程就如同德勒兹的褶子,不断折叠生

成事物的动态性、复数性、碎片性,即巴罗克.
这１０行引诗的句子结构较复杂,偏离了日常语言的直线推演方式,不是一目了然,而是扑朔迷

离充满变化,要把握其主干结构需费一番周折.主语Satan和谓语动词sat直到第５行才出现,而
又要回到第１行才能构成逻辑关系,其句子结构便是:Satansathighon.第５行中的另外两

个动词exalted和raised,由两个过去分词做补充状语修饰撒旦.第６行中的连接词and后面的句

子省略了主语Satan,谓语动词是现在时态的aspires,并伴有分词短语highuplifted(fromdespair)

beyondhope和形容词短语insatiatetopursuevainwarwithHeavn;第７行中的连接词and后面

的untaught是分词短语,谓语动词是displayed,宾语是 Hisproudimagination(诡计、阴谋之意).
美国学者科伊罗的最新研究表明,与德莱顿的古典主义原则相反,弥尔顿放弃了被视为金科玉

律的诗歌韵脚,采用无韵诗体,这种诗体使读者的阅读显得相当紧张,跨行结构使诗歌的意义处于

延伸悬置状态,而且无韵诗体有利于弥尔顿将«失乐园»打造成具有戏剧风格的史诗,与马洛、莎士

比亚的无韵诗体戏剧接轨,«失乐园»的运行文体是对话、独白、场景介绍等构成的共计３６３个诗体

段落(theverseparagraph),其中的诗行结构、节奏安排灵动多变,语义指涉不可预想,产生了紧张

不安、惊心动魄的阅读效应[１７].虽然科伊罗是从读者反应视角来描述«失乐园»的叙述文体和阅读

效应的,但他的描述足以显示«失乐园»已经偏离了古典主义原则规定的自足性和静态性,而走向了

一种变化不定、紧张不安的巴罗克形式.
除了句子结构复杂之外,«失乐园»的主体叙述范式是悖论.就悖论而言,主题悖论贯穿了整个

«失乐园»,其次是修辞悖论.悖论式叙述是巴罗克艺术的显著标志.
«失乐园»的堕落主题基本遵循了«新约提摩太前书»的观点:“亚当没有被(蛇)引诱,而是那

女人被引诱,陷入罪里.”(２:１４)夏娃的堕落是理性不够而被蛇引诱,但亚当有足够的理智,清楚地

知道吃禁果的后果.亚当是用理智去选择堕落的.当夏娃告诉他因蛇的诱惑而吃了禁果时,亚当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毅然做出了违背天命的选择.从表面上看,亚当为了爱情而选择与夏娃同甘

共苦,是一个与夏娃差不多感性的男人.如果这样解读,就与诗歌其他部分对亚当的描写有很大出

入了.弥尔顿对亚当寄予了男性理想,撒旦来到乐园第一次看见亚当和夏娃时,即刻辨出了他们之

间的差别:亚当“机智而勇敢”,夏娃“弱和、妩媚,而有魅力”;亚当“为神而造”,夏娃“却为他里面的

神而造”(IV．２９５Ｇ２９９).«失乐园»里的上帝是绝对理性的体现者,亚当“为神而造”可理解为亚当为

理性而造.对一个为理性而造的男人,撒旦说他具有“绝对的统治”,夏娃则只有“服从”(IV．３００Ｇ
３０８).加德纳指出,弥尔顿时代的人相信代表阳性的物种是完美的,代表阴性的物种是不完美的,
阴性物种需要借助阳性物种才能变得完美[１８].那么,对这样一个具有如此理性的亚当,居然为了

儿女情长而违背天命,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也许亚当在做出违背天命之事时,就感到离开乐园是为了返回乐园.亚当的堕落发生在第９

卷,而早在第５卷与天使长拉菲尔的谈话中,亚当就了解到圆形运动和存在之链的知识(V．４６９Ｇ
５０５).从第６卷到第８卷,拉菲尔分别讲述了天界大战、上帝因撒旦的叛逆而创造新世界、上帝如

何创造亚当和夏娃等故事.从拉菲尔的讲述中,亚当已经知道人类在上帝心目中占据中心位置,在
上帝的神圣安排中绝不会放弃人类.对神圣计划的初步了解,是亚当理智选择违背天命的前提.
到第１２卷,米迦勒将上帝的神圣安排告诉亚当,叙述了最后审判日的情景.听了米迦勒这番话,亚



当“满怀欢喜和惊异”地称颂上帝的善良,不再为自己的罪而感到痛悔,反而有一种幸福感(XII．４６９Ｇ
４７８).亚当深知上帝能将恶变成善,推断自己的犯戒行为符合上帝之善的神圣安排,所以他欢喜且

惊异.“自己有意无意所犯的罪”原文是“sin/bymedoneandoccasioned”,其中两个动词都没有自

我责备之意.米迦勒最后告诉亚当,只要采取行动并保持信仰、美德、耐心、节制、仁爱,就会在内心

创造“一个远为快乐的乐园”(XII．５７５Ｇ５８７).因失掉一个乐园而获得更为快乐的乐园,悲剧变成喜

剧,违背变成顺从.无怪乎诺夫乔伊将伊甸园的堕落称之为“幸运堕落之悖论”[１９].
«失乐园»还隐含着其他重大的主题性悖论.仅光亮与黑暗、善与恶这两个对立力量形成的悖

论,就对整个史诗主题具有重要意义.圣子从昏暗的混沌界创造了光,对上帝而言黑暗就是光.撒

旦被打入地狱,虽有硫磺滚滚燃烧却发不出光来,对邪恶而言,光也是黑暗.上帝要利用撒旦的恶

创造更大的善.善从恶中来,这是上帝创造活动的悖论.
除主题悖论外,弥尔顿还不时穿插一些修辞性悖论.比如,描写地狱黑暗,那里的火无法发光,

但又必须描写地狱景象,诗人就用了修辞性悖论“darknessvisible”(I．６３).既然是黑暗,又怎能可

见? 因为视力可见必须要有光.那实际上不应该叫黑暗,最多叫昏暗.弥尔顿为了强化恶与黑暗

的内在联系,宁可用悖论也不使用物理描述的昏暗.为了表现上帝那无可比拟的光亮,«失乐园»第

３卷第３７２Ｇ３８２行也使用了悖论,说上帝无形却又端坐宝座,既要显光又要遮蔽,衣裾既黑又有异常

炫目的光芒,天使也不敢正视.这些悖论修饰上帝的神秘性、超验性、非同寻常性,是人的感性经验

甚或理性能力无法理解的.
无论是迷宫式句型结构抑或迂回曲折的悖论呈现,«失乐园»从叙述方式上呈现了巴罗克文化

的价值认知:这是一个充满变化的世界,是一个人类容易迷失的世界.为了帮助人类在变幻不定的

巴罗克世界中辨明方向,弥尔顿特意安排了拉斐尔和米迦勒给亚当讲述神、宇宙和人类历史等相关

知识,这两位天使和亚当分别扮演着施教者和受教者的角色.作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弥尔顿非常

看重教育的功用,认为教育可以造就无与伦比的杰出人才、发掘人的潜在优秀品质,甚至修复人类

始祖留下的废墟[２０].正因这种教育经历,«失乐园»里的亚当逐步摆脱了幼稚和无知,成长为一位

具备初步理性、宇宙知识和信仰知识的人类始祖.史诗中的巴罗克世界与教育内容相互映照,浑然

一体.

二、对比生成的巴罗克世界

巴罗克艺术是诉诸心灵和情感的艺术,目的是为了激发观众的心灵振动和情感共鸣.为了实

现表现情感的艺术目的,巴罗克艺术对并置对比手法似乎情有独钟.在绘画方面,意大利艺术家兰

弗朗科(GiovanniLanfranco)给圣安德里亚教堂(S．AndreadellaValle)穹顶创作的装饰画«圣母升

天»、德国巴罗克画家鲁本斯的肖像画«加斯帕吉瓦提斯肖像»、法国画家拉图尔(GeorgesdeLa
Tour)的«木匠圣约瑟»等传世作品,都利用了鲜明的明暗色彩来传达主题意义.巴罗克教堂格外

重视明暗对比,墙壁柱廊的飞檐格外突出,不承受建筑重力,飞檐下面的空间不设计窗户,较为灰暗

的效果喻指一个世俗的世界.与此相反,飞檐上面的空间有窗户,很多时候是玫瑰窗户(例如梵蒂

冈的圣彼特大教堂),光亮从窗户照射下来,再配以圣徒塑像和宗教题材的天花板湿壁画,营造出一

个神圣的世界.巴罗克雕塑作品很多时候也以象征性的表现语言生成对比的世界.例如,意大利

巴罗克艺术大师贝尔尼尼的雕塑作品«普罗塞耳皮娜被劫»(TheRapeofProserpina)就表现了少女

力图摆脱被冥王劫持的挣扎场面.就象征层面而言,冥王代表着暴力和死亡,少女力图挣脱这种困

境,想抓住自由和生命.就宗教意义而言,暴力和死亡总是与物质或尘世世界相关联,人物以向上

飞升的姿势暗示了奔向超验世界的努力.
这种强烈的对比手法的广泛运用是当时社会语境的艺术投射.就宗教文化语境而言,无论是

天主教或新教,都强调神权至高无上,上帝是这个世界的全能者.此外,巴罗克时代是欧洲社会最



动荡的时期之一,当时普通百姓有浓厚的宗教情怀,向往理想中的神圣世界是当时普遍的社会心

态.就世俗文化语境而言,旧学说遭遇到新学说的冲击,人们不容易辨析和判断什么是真与假,对
比手法的运用表现了普遍的社会焦虑.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娴熟地使用对比手法,角度多变,涉及

善与恶、天庭与地狱、光明与黑暗、动与静、表象与真实等方面,核心对比是撒旦和上帝之间的鲜明

对比,其他对比则是这个核心对比的补充.
«失乐园»前两卷的撒旦形象引起了评论家的极大兴趣.弥尔顿笔下的撒旦显示了刚毅、勇气、

忍耐力、善辩、领导力等品质,尤其是他面临地狱的苦难处境时,对堕落天使慷慨陈词的一些话语

(I．９４Ｇ１１６),更让读者难以准确定位其形象.３００多年来弥尔顿研究界颇多争论,撒旦形象变得复

杂起来,甚至有些扑朔迷离.本文认为,巴罗克艺术的对比手法有助于理解诗人对撒旦形象的

安排.
“向世人昭示天道”是弥尔顿写作«失乐园»的重要动机.史诗叙述揭示“永恒不变”的根本内涵

是“静”,其对立面是撒旦的“动”.弥尔顿以神圣的幸福和宁静去平定邪恶的暴乱和反叛.撒旦发

动天庭之战时,米迦勒指责撒旦的罪行妨碍神圣的幸福和安宁(VI．２６６Ｇ２７４),点明永恒与宁静之间

的内在关系,神是永恒的,其属性是幸福宁静.撒旦及其党羽因受天使军重创而发明大炮这种新式

武器,天使军则用拔山的方式来对付撒旦军队的大炮,两军之间的战斗到了难分难解的程度,天父

依然静坐如处子(VI．６６９Ｇ６７４),诗人用了“sits”(安坐)、“consulton”(考虑)、“foresee”(预见)、“perＧ
mit”(允许)等表示心理活动或状态特征的动词.事实上,整个«失乐园»叙述天父的动词都非常有

限,大多是“看见”“预见”“远望”“说”“发光”等.即使撒旦带领三分之一的天使叛乱,天父也未亲自

上战场,战争的进展都在他的安排和预料之中,最后他委托圣子出战.
与天父那恒定的至圣和至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撒旦的变幻无穷,撒旦谋求变化意味着稳定的

局面会时刻受到威胁,这给«失乐园»带来了焦虑.撒旦的运动轨迹是从天庭到地狱,再历经混沌界

和太阳系等宇宙疆界而到达伊甸园,最后从伊甸园回到地狱,庞大的路线图与天父不离开自己的宝

座形成了鲜明的动静对比.撒旦变动的终极目标是破坏天父的神圣安排.
就文体特征而言,弥尔顿用了许多动词来描写撒旦的变动和颠覆行为,这与描述上帝之静而仅

用少量动词形成鲜明对比.第９卷第７４Ｇ７６行描写撒旦潜入伊甸园的细节,动词频率就很高,简短

的３行诗使用的动词多达９个,大多表示下降、上升、搜寻、隐藏等动作.这些动作呈现了撒旦的本

性,上下求索四处寻觅的目的就是颠覆和破坏,其中过去完成时“hadsearched”表示来伊甸园之前

撒旦已“找遍了海洋和陆地”.在接下来的６行诗歌中,弥尔顿使用含动态和方位语义的介词,简述

撒旦寻遍地球各个角落.这些含动态意义的介词既表示撒旦的动作快速、敏捷,更暗指撒旦急迫地

寻找突破口,以破坏上帝设计的神圣秩序.
神圣的宁静和邪恶的动荡还通过光亮与黑暗的对比体现出来.柯林斯博士在讨论«失乐园»的

巴罗克色彩艺术成分时重点关注了与上帝相关的光亮[３],没有注意到黑暗与光亮所包含的动荡不

安主题.上帝具有绝对、万能、无边无际的权力,任何有形的物体都无法表现这种权力.光既是有

形的也是无形的,带来祥和、稳定与安宁,是表现上帝神圣品质的天然媒介.第３卷叙述场景是天

堂,光亮构成了第３卷的主体色彩.该卷“序诗”充满对光的赞美,诗人根据光是上帝的首个造物的

«圣经»叙述,认定上帝就是光,存在于太阳被造出来之前.“序诗”５５行,“光”或与光相关的词汇多

次重复,成为“光的序诗”[２１].诗人在第３７５Ｇ３８２行对上帝作为光之源泉的强烈耀眼程度的描述是

任何画笔都无法描绘的,不仅人无法瞥见上帝的形体,即使上帝披上浓云,那黑色的衣裾也会射出

使整个天庭溢满光亮的光线,天使也不敢正视这种光芒.弥尔顿对上帝光亮的想象,极可能受到了

«新约提摩太前书»(６:１６)有关耶稣与光亮叙述的影响:“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
也是不能看见的.”巴罗克艺术家大多深信神权论,喜爱用明亮的光线或光亮来表现神圣之光或上

帝的在场.弥尔顿此处将上帝作为炫目、刺眼之光的修辞想象发挥到极致,不仅表现了上帝的威



严,也是其神权论思想的艺术再现.如注家所言,«失乐园»之光除了物理之光,还暗指上帝、基督、
智慧以及神圣之光带来的灵感[２２].

光亮的对立面是黑暗,«失乐园»中的黑暗与恐怖、未知、不确定等负面意义相关,是邪恶的外在

表现.弥尔顿用黑色修饰邪恶,叙述它给宇宙带来纷乱和不安.撒旦所到之处皆涉及黑暗或黑暗

的变体.诗人在第３卷“序诗”中特意提到叙述空间将从地狱转向天堂,在天庭、混沌、地球、地狱等

不同空间使用了相应的色彩词汇,形成强烈的视觉修辞效果:天庭是上帝的居所,全是耀眼的光和

火;混沌界半明半暗;地球是黑暗的,但有光的照耀;地狱完全是黑暗的,黑色是唯一的颜色.第５、

６卷叙述天庭之战,只叙述了两个夜晚,皆与撒旦相关,撒旦在这两个夜里进行了反抗天庭的至关

重要的活动:当天父宣布圣子的权力高于其他一切天使时,撒旦以黑夜为掩护煽动天使谋反天父;
第二天夜里,撒旦造出力图打败天父部队的大炮.不仅如此,自反叛上帝后,撒旦就由最光明的天

使渐渐褪去光亮,自己也承认“外表的光亮改变了”(I．９７),那仅次于天庭光亮的太阳也因撒旦的到

来而“增加一个黑点”(III．５８９).弥尔顿还利用讽喻手法,以«新约雅各书»(１:１５)叙述谋求高位

的野心诞生了形态丑陋的“罪”并与“罪”乱伦,诞生了黑色的“死”(II．７２７Ｇ７８７).当撒旦最后孤注一

掷毁灭人类时,已经非常害怕光明了.面对天使对伊甸园的严密看守,他“用黑色做掩盖,连续飞行

了七个晚上”(Thespaceofsevencontinuednightsherode/Withdarkness)(IX．６３Ｇ６４).弥尔顿用

“Withdarkness”这个介词结构短语强调了撒旦与黑暗的内在关系.进入伊甸园后,他又像一团

“黑雾”(ablackmist),通过蛇口而进入蛇身(IX．１８０Ｇ１８８).总之,黑色不再是物理意义上的颜色,
而是一个代表邪恶和破坏力的隐喻.

撒旦的善变还表现为变化与伪装,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当撒旦来到太阳边界而不知怎样

才能找到人类的乐园时,他变成了一位年青的下级天使而得到太阳守护天使尤烈儿的指点.进入

伊甸园后,撒旦变成一只鸬鹚蹲在生命树上(IV．１９４Ｇ９６).鸬鹚本是一种海鸟,以捕食鱼类为生.
据爱德华兹考证,这种食肉性的动物象征贪婪,撒旦变成鸬鹚,暗示夏娃和亚当将成为他的猎

物[２３].撒旦变成鸬鹚之前,弥尔顿将急迫寻找亚当和夏娃的撒旦比喻为一只饥饿的狼正寻找着羔

羊.事实上,撒旦初到伊甸园时曾混迹于一群野兽之中,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己变成老虎、狮子等

兽类(IV．３９５Ｇ４０４).无论鸬鹚或其他兽类,都说明撒旦靠伪装而给伊甸园带来灾难性变化.沈弘

指出,虽然弥尔顿吸收了多种文学传统描写撒旦的变化伪装,但善变体现了诗人有关恶魔概念的宗

教思想[２４].
除撒旦的黑和动与上帝的亮和静构成鲜明对照外,真实与表象也是«失乐园»中的重要对照主

题.巴罗克时代社会急剧变化,怀疑论盛行,人们好像得了盲视症,难以辨明真与谬之界限.培根

“坚信人类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２５],他虽然撰写了随笔«论真理»,但正如布雷德尔所言,其行文

中很少为真理辩护,基本没有说出真理这个词的“正面力量和意义”,除了“真理犹如白日无遮之光”
这个不言自明的隐喻外,培根也没有给出任何答案,“与其说培根没有给出正确答案,不如说培根没

有什么答案可提供”[２６].巴罗克宗教艺术也充满矛盾.为了表现神的威严,包括教皇在内的教会

人士放弃了禁欲主义的观念,动用大量资金和财富将教堂修建得富丽堂皇,极富感官享受.巴罗克

艺术家一边享受着世俗的荣华富贵,一边用双手塑造着天国的幻像;既创作赞美世俗生活的作品,
也绘制歌颂神圣力量的画卷.同时,巴罗克艺术的开放形式一定程度消解了神圣与世俗、真与幻之

间的界限.可以说,巴罗克文化本身就是世俗力量和神圣观念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弥尔顿却警示

了表现和真实之界限消解后的严重后果.
夏娃之所以受到诱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无法辨别真实与表象.撒旦深谙语言极易消解真实

和表象之间的界限,他首先对夏娃采取了献媚的语言攻势,盛赞夏娃是女神,具有神圣之美,是众神

之女神,应得到众天使的崇拜和供奉(IX．５３２Ｇ５４９).夏娃虽美,但并不是神,更未达到受天使供奉

的地位,只有天父和圣子才有这样的身份.撒旦对夏娃身份的吹捧并未受到夏娃的驳斥,夏娃反而



对蛇能说话充满好奇.夏娃听着蛇对禁果神奇功效进行的一番天花乱坠的胡吹,已彻底丧失判断

力.她将禁果称为“圣果”,具有“治百病”“使人聪明的效力”(IX．７７６Ｇ７７８).这表明夏娃已经相信

撒旦关于禁果可以使人变成神的谎言.夏娃除了无法判别撒旦的语言表象和真实意图之外,也无

法区分人的表象和神的真实.夏娃之所以要吃禁果,是因为她想通过吃圣果把自己变成神,这种行

为与撒旦想夺取天父的权力是相近的.撒旦因野心而失去天庭乐园,夏娃因欲望而失去伊甸乐园,
看似两个乐园,实为一个乐园,两个故事之间具有通约性.

最能担当叙述真实和表象之差别的功能性人物非撒旦莫属,弥尔顿通过全知叙述视角揭示了

真实和表象在撒旦身上的鲜明反差.撒旦是蛊惑的谎言家和狡辩家,他追求的是用语言去制造表

象或假象,进而以此假象去颠倒事实或真实.在撒旦对夏娃进行诱惑的场景中,本是撒旦使蛇具有

了语言和思维能力,蛇是撒旦掩盖谎言的道具,但撒旦通过如簧巧舌,说蛇吃了禁果才发生如此奇

特的变化,并通过看似非常有道理的类推,说禁果不仅不会让人死,反而会将人变成神,禁果让人死

去的是人的卑下属性,获得的是神的高级属性.撒旦依靠语言颠倒黑白.弥尔顿称撒旦像雅典和

罗马帝国的“一个老练的著名雄辩家”,“鼓起如簧之舌”进行语言欺骗(IX．６７０Ｇ７５).
表象和真实的鲜明对照也体现在撒旦与叛逆天使的滑稽模仿上.玛门在地狱中为撒旦建造的

辉煌宫殿万魔殿,实为模仿天庭.诗人将此建筑与巴比伦的异教神祗庙宇或异教王族宫殿相提并

论,讥讽撒旦宫殿的邪恶性.无论如何辉煌,地狱建筑只能是对天庭建筑的滑稽模仿,辉煌只是表

象,无法演变为真实的神圣性.撒旦坐上了气势宏伟的万魔殿首席,俨然天使之首般威严.这构成

了对天父的滑稽模仿.天父威严之真在于其至善,撒旦的目的却是与天父相对立.撒旦宣称,“行
善决不是我们的任务,/做恶才是我们唯一的乐事”(I．１５９Ｇ１６０),这彻底消解了撒旦的威严表象.

三、巴罗克的舞台场面

舞台作为隐喻,是巴罗克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巴罗克是舞台,舞台就是巴罗克”[２７].巴罗克

人将世界认知为一个剧场,一方面表明世事瞬息变化如同演戏;另一方面则是权力、荣耀需要舞台

展示.１７世纪巴罗克戏剧舞台常取后一种理念进行设计,烛光熠熠生辉,布景充满幻觉,服饰华

丽,常借助音乐和歌词的力量营造出宏大、惊奇的壮观场面.这种戏剧场景不仅为了娱乐,更有彰

显集权控制的政治意图,象征统治阶级掌控政局有方,成为统治阶级获取自我认同感和成就感的艺

术表现方式[２８].
为了展现永恒的天道,弥尔顿设置了宏阔的舞台场景.休斯说:“第一次阅读«失乐园»的读者,

一口气从卷首读到第十卷尾,会感觉自己是在读一部戏剧.”[２９]这里的戏剧主要指«失乐园»前１０
卷的叙事主线围绕人物和观念冲突而展开,并有大量对话.«失乐园»最初的写作计划是一部悲剧,
而不是史诗.１６３９年结束意大利游学回到英伦后不久,诗人产生了强烈的戏剧写作冲动.弥尔顿

的手稿显示,他于１６４０－１６４２年间拟想了近百个«圣经»和英国历史的创作计划,有的甚至有了大

致的写作提纲,其中有关失乐园的题材最为重要,弥尔顿为此先后草拟了４份提纲,后来可能因为

英国剧院关闭,弥尔顿投身清教革命无暇写作,以及舞台本身的局限等政治、个人、技术等原因,诗
人未能写出戏剧,而是完成了史诗«失乐园»[３０].然而,这并不妨碍弥尔顿将戏剧因素整合到史诗

中.学者们发现,«失乐园»不仅有许多戏剧性的对话,而且与古希腊戏剧传统、基督教神秘剧传统

有着联系.«失乐园»的舞台场景极为宏大,现实的戏剧舞台根本无法容纳,这兴许是弥尔顿将«失
乐园»写成史诗的根本原因.用文字营造出来的舞台场景具有巴罗克舞台场景的特点,更能表现弥

尔顿对天道的思考.
«失乐园»开创的空间叙述是空前的,其宏大性远远超过但丁«神曲»的空间描写,涉及天庭、太

阳系宇宙体系、混沌界、地狱等空间,其中任何一个空间皆以宏大性著称.撒旦及堕落天使从天庭

堕落到地狱,一共飘落了九天九夜,其空间的宏大性是任何现实舞台都无法容纳的.对于地狱,诗



人用“无底的”“无边的”等词汇进行描写(II．４０５).仅就伊甸地区而言,南北覆盖两河流域,东西跨

越约旦河东岸与巴格达,空间十分宽广,夏娃在梦境中飞上高空看见宽广无垠的大地(V．８６Ｇ９０).
拉斐尔告诉亚当,天使们迈向战场的空间有１０个地球那么大(VI．７６Ｇ７８),地球与苍穹和无数星球

比起来,只是一个小点、一粒沙子、一个原子,星球们运行的空间是无限的、难以理解的(VIII．１５Ｇ
２０).对于宇宙的恢弘空间,就连堕落的天使们都感到害怕,撒旦对从地狱到达地球这个有光亮的

新世界如此感叹:“走出地狱到达光明,道路是漫长而险阻的.”(II．４３２Ｇ４３３)面对如此宏大看似无边

无际的宇宙空间,哪怕有超凡能力的天使们都感到十分畏惧,不敢接受跋涉无尽空间去诱惑人类的

任务,只有作为叛军头目的撒旦才别无选择地一试身手.当撒旦步出地狱门时,展现在他面前的混

沌界如此宽广,那是“黑沉沉,无边无际的大海洋,/那儿没有长度、阔度、高度,/时间和地点也都丧

失了”(II．８９１Ｇ８９４).弥尔顿可能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形容混沌界的宽广,因为与空间相关的时间

和地点都会失去描绘的意义.弥尔顿也没有直接描写天庭的空间,第２卷结束时提到上帝用金链

条悬挂的世界,在茫茫宇宙中的空间尺寸“好像月亮旁边一个最微细的星球”(II．１０５２Ｇ１０５３).这个

金链条悬挂的世界指包括地球在内的太阳系.如果将整个太阳系置放到天庭中,只占据一条金链

的空间,天庭空间的宏大无边超出了诗人的想象;弥尔顿还在这两行诗中用bigness、smallest两个

对比词汇,暗示人类肉眼甚或伽利略的望远镜所能看见的巨大物体也是天庭中最小的.
西菲尔指出,«失乐园»处处充满宏大的巴罗克空间,甚至“撒旦在地狱中的形象所占据的空间

就是巴罗克式的空间”[３１].«失乐园»中的每一角色都有过宏阔的空间经历.弥尔顿对空间宏大性

的看重,他亲身体会到了意大利巴罗克视觉艺术作品的戏剧化宏大场面,发明世界上第一台天文望

远镜的伽利略也极有可能给他描述过宇宙空间①.地点与空间不一样,地点是固定且相对封闭的,
空间则是延伸开放的.根据凯西的考察,虽然西方哲学不乏体认空间无限性的认知,但柏拉图与亚

里士多德有关自足封闭的宇宙哲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宇宙更多地被视为一个具有疆界的稳定地

点;然而,在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基督教神学思想及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人提出的宇宙新学说

刷新了人们的宇宙认知视野,宇宙被认知为一种空间性,具有无限的外延性,地点的优越性让位给

空间,空间逐步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３２].正是这种空间认知的革命性变化,形成了弥尔顿史诗

宏大的空间叙事.
作为宏大空间的组成部分,«失乐园»的舞台场景十分华丽.最为华丽的当属天庭,主要体现为

金碧辉煌.无比辉煌的天庭建筑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就连最伟大的建筑师玛门也“最称羡天庭的黄

金砌地和豪华铺道”(I．６８１Ｇ６８２).撒旦遥望天庭,看见其正立面“镶有金刚石和黄金”,门上则“密饰

着东方的珠宝,闪闪发光”,其富丽堂皇远胜过人间王宫(III．５０４Ｇ５０８).天庭的塔楼和城堞皆有碧

玉装饰(II．１０４９Ｇ１０５０).天庭的地面用碧玉铺设,还有黄金做成的花冠和竖琴(III．３５０Ｇ３６４).就连

堕落天使所在的万魔殿,也十分壮观华丽,堪比天堂的金碧辉煌、壮观无比、美轮美奂、庄严宏伟(I．
７１３Ｇ７３０).

这种华丽宏大的空间叙事有何诗学旨趣呢? 巴罗克修辞学者约翰逊指出:“如果修辞是对怪异

多变的人间万象的回应,那么风格就必须反映这种变化性.”[３３]宏大空间叙事能生动地呈现宇宙世

界的变动性.虽然«失乐园»的舞台空间华丽宏大,但弥尔顿并没有将当时的宇宙新学说内化为自

己的宇宙观.英国学者吉勒斯的研究表明,弥尔顿的万物有灵论神学思想让他无法完全接受宇宙

新学说,具有封闭性的地点对弥尔顿更具有意义,因为地点能将物理、宇宙、道德、情感、精神等因素

与其中的居住者融为一体,形成共生关系,正是基于此,上帝与撒旦之间的较量涉及具有目的和本

体意义的地点争夺[３４].吉勒斯的观点可谓鞭辟入里,但«失乐园»里面的地点都是通过空间结构连

① 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文中以敬重的口吻提及自己拜会过伽利略.见 MILTONJ．Completepoemsandmajorprose[M]．

HUGHESM,ed．NewYork:MacmillanPublishingCompany,１９８５:７３７Ｇ７３８．



缀起来的,而且空间结构的性质具有变化不定的潜势.例如,根据«失乐园»的叙述,因天使无法生

养子嗣,上帝创造新世界和人类的目的就是要从空间来充实叛逆天使被赶出天庭后留下的空白,让
地变成天,天地融为一体.另外,作为地狱代名词的撒旦却出自天庭,说明天庭的空间属性具有滑

动性.这就如同当代空间理论家列斐伏尔所言,空间具有转换和生产的属性.可能正是洞悉了空

间本体意义上的外延性和变化性,撒旦的活动就是要改变空间的属性,声称不仅要把地狱变成天堂

(I．２５１Ｇ２５５),而且要把地狱空间延伸到天庭与伊甸园(I．１５９Ｇ１６５,IV．３８１Ｇ３８５,VI．２９１).与上帝用一

条金链连接天庭和新世界相抗衡,撒旦的党羽用罪与死亡修筑了一条跨越混沌界而将地狱和新世

界连接起来的桥梁.
不难看出,引起空间变化的根本动因是对立力量的碰撞和较量.弥尔顿的宗教哲学是捍卫上

帝的万能、全知和无所不在,否认国王、教会的神圣权力,否定基督是神子,主张万事万物皆应归顺

上帝的意志和权力.宏阔的巴罗克场景能充分展示善和恶两种力量进行较量的壮观性,只有当强

强相遇时,方可凸显获胜一方的不可颠覆性和永恒性.当堕落天使树立起反叛大旗时,旗杆“晶光

闪烁”,“旗上满是宝石,金光灿烂,/辉映着天使们的徽章、刀剑和战利品”(I．５３５Ｇ５４０).这足够显示

叛逆天使的威武,这种威武最初看起来足可抵挡天使的打击.正义天使对叛逆天使进行攻击时,力
量如同火山或洪水喷发(VI．１９５Ｇ１９８).面对这样的威力,叛逆天使长撒旦仍能承受.这也足见撒

旦力量的威猛.显然,弥尔顿是用叛逆天使的威猛去反衬上帝的万能.
当撒旦在天庭的叛乱失败后,决定转移战场,将伊甸园作为下一个进攻对象.伊甸园作为一个

戏剧场景宏大华丽,只不过那是一种寂静的华丽.这里有四条河流潺潺流动,河水碧绿,河床铺满

珍珠和金砂.乐园里面没有时间,鲜花漫山遍野,万紫千红,“金色鲜润的果子悬在枝头”(IV．２２３Ｇ
２５１).撒旦改变了对上帝进行斗争的策略,他力图依靠伪装和谎言来破坏上帝的神圣计划,在伊甸

园上演着一场无声的战斗.撒旦成功地诱惑了夏娃,但他改变伊甸园空间性质的计划却流产了.
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伊甸园将随着大洪水而消失.天使米迦勒向亚当预言,人类将会拥有一

个更幸福的乐园(XII．５７５Ｇ５８７).同时,上帝也彻底改变了撒旦及堕落天使占据的空间.当撒旦成

功诱惑夏娃,回到地狱万魔殿准备庆祝胜利时,撒旦和他的追随者都变成了蛇,舌头变成了蛇信子,
语言丧失了,只能发出蛇信子的咝咝声,表面宏伟壮观、金碧辉煌的万魔殿,瞬间显示出地狱的可怕

景象.撒旦要把地狱变成天庭的梦想落空了.

四、结　语

牛津大学珀基斯教授从心理分析角度指出,撒旦是一个浪荡子类型,欲望强烈,为了满足个人

欲望可以藐视国家、教会、家庭等社会权力体制,质疑社会、政治、道德等价值观,并依靠树立进攻对

象来展示男性气质[３５].浪荡子的心理和行为正好与弥尔顿的上帝概念形成对立.美国学者科伦

(StuartCurran)发现,撒旦是一位情绪化的雄辩家,诗人赋予他许多变化多端的可视形态,上帝虽

是耀眼的光芒,但却是一位代表纯理性和因果律的智者[３６].这说明弥尔顿的撒旦和上帝不是一个

空洞抽象的概念,后者很多时候被内化到理性、真实、公义、善、民主等伦理和政治概念之中.例如,
当讨论法律的公义时,弥尔顿说,“无论他是君王,或者独裁者,甚或帝王,皆得服从公义之剑”[３７]１９７;
“公义是世上唯一的真正君主”[３７]２３７;上帝之剑是维持公义,“它高于尘世万物,无论谁来执行,都应

明白无误地体现神圣的意志”[３７]１９３.本文的标题是“变动与天道”,«失乐园»的行文方式、撒旦的行

为、多姿多彩的宇宙万物皆可解读为变动的表征,弥尔顿为诸种变动提供了宏阔的舞台,让其尽情

表演,然而,无论变动如何精彩,最后都无法胜过理性、公义、知识、善、真理等美德,弥尔顿将这些美

德与上帝整合起来,赋予它们以神圣性,由此具有了宗教内涵的永恒性和宁静性.基于此,弥尔顿

用复数形式的“天道”来暗示美德与神圣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些神圣美德是维系神、人关系的内在

要求,亚当、夏娃失去乐园,根本原因是还不具备这些神圣美德.«失乐园»的巴罗克世界促使读者



思考神圣美德的内涵,以及它们对神人关系所起的内在作用,从而实现史诗的创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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