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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与地狱的使者

——谈果戈理的双重女性观

侯 丹

内容提要 ： 果戈理是俄 国 文学 史上 一个 复杂 难解 的现象 ， 无论是他本人 的精神 世界还

是他 的 艺术创 作都充满着不 相容和 的 冲 突 与 矛 盾 。 作 为 一个作家 ， 他 的 思想 首先就反 映在

他 的创 作 当 中 ，通过他 的作 品 我们 可 以 看 到 ， 终身 未婚 的果 戈理对女 性 的 看法 同样 带有他

一贯 的 矛盾 性 。 在果戈理 的 艺术世界里 ， 女性或是被奉若神 明 ， 或 是被视为 妖魔 ，他从神 秘

主 义 的 宗教观 出发 ，将地狱与 天 堂 两种 相 互 对立 的 喻 意 附着在女性人 物身 上 ， 创 作 出 带 有

天使与 魔鬼 两种极端色彩 的女性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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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理是
一

位宗教神秘主义者 ，他相信人的生活受到神的直接干预 ，神在关注着他 ，所

有疾病和不幸都是上帝降诸他的考验 ，而他则时时刻刻在紧张地猜测着神启 的涵义 。 果戈

理的神秘主义同时掺杂着蒙昧主义的迷信思想 ，

“

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之
一便是相信鬼的存

在
”

，这是
“
一种相信

４

鬼
’

和魔鬼时时在暗中窥伺 、想方设法要控制人的灵魂的信仰
”

（库利

科夫斯基 １ ４４ ）
。 信神与信鬼两种思想结合在一起共同形成 了果戈理带有迷信色彩的神秘

主义宗教观 ，这种独特的宗教观不仅影响 了他的人生 ，他的创作 ， 也影响 了他对女性的看

法 ，他从 自 己 的认知出发将上帝的意志和魔鬼的力量同时附着在女性身上 ，这种双重的女

性观始终存在于他的创作当中 。

在果戈理早期发表的文章 （〈女人 》 （ 《米ｅｍｕｎＨａ》 ） 中他热情地赞美女性 ，将女性与天堂和

神联系在一起 ，

“

女人是什么 ？ 是诸神 的语言 ！

… …她是诗篇 ！ 她是思想 ！
而我们不过是

她在现实中的体现 。

”“

她那美妙的前额上表露出 神明似的心灵高尚
”

，

“

大理石般的手显 出

天蓝色的筋脉 ，充满天堂的芳香
……

”

，美女的形象
“

仿佛明亮剔透的 以太 ，在这以太中天人

们沐浴 ，玫瑰色和天蓝色的火焰趋之若鹜并不断放射和折射出无以计数的光线 ，这些光线

在人间无人知晓 ，芬芳的 、难 以表达 的音乐之海在其中颤动 ，

——仿佛 ， 这以太被赋予能见

度并站在他们面前 ，照亮和神化了人的美好形象 。

” “
… …年轻人惊讶地 、敬慕地拜倒在崇高

美女的脚边 ，而半神半人的她俯身贴近他 ，她的热泪滴落在他红通通的双颊上 。

”

（ 《果戈理

全集 》第七卷 ８ ）这篇文章发表于 １８３ １ 年彼得堡 《文学报 》 （ ＪＩｕｍｅｐａｍｊ ／ｐ
Ｋａｗ２ａ ３ｅｍａ ）第 ４ 期

上 ， 当时的果戈理正值青春年华 ，对女性有着美好的想象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 ，青年果

戈理对女性的态度就是单
一

的奉若神 明 ， 在他同 时期 发表的 文集 《狄康 卡 近乡 夜话 》

（ＢｒａｅｐａＨａｊｑ／
ｍｏｐｅ ＾ＺＪ

ｕ／ｃａ Ｈ ｂＫＵ ） 中 ，女性形象与其说接近于神 ，不如说更接近于魔鬼 。

《索罗庆采集市 》 （ 《Ｃｏｐｏ ｑＨＨＣＫａＨａｐＭａｐｉｃａ 》 ） 中的希弗Ｍ是个邪恶 的 、挑剔的 、爱吵架的

女人 ，她对切列维克有着可怕 的影 响力 ，

“

继母学会了熟练地驾驭父亲 ，就像父亲熟练地驾

驭这匹母马
”

（第一卷 １２） 。

“

老天爷 ，我们这些罪人真是命苦呀 。 世上的坏东西本来就不计

其数 ，你又生出那么多的婆娘 ，唉 ！


”

（ ２０ ）切列维克和他的老婆摔倒在地上之后 ，旁边 的茨冈

人直接把女人和魔鬼等同起来

“

是什 么 ， 弗拉斯 ？

”

“

像是 两个人 ，上边一个 ，底 下一个 。 哪个是鬼 ，我可 认不 出来 。

”

“

上边那个是谁 ？

”

“

是个女 的 。

”

“

没错 ，这个就是鬼啦 。

”

（ ３２ ）

《圣诞节前夜 》 （ 《Ｈｏ％ｎｅｐｅａＰｏｊＫｆｌｅｃＴＢＯＭ》 ）中 的索洛哈是一个真正的巫婆 ， 白 天她是个

会做甜馅饺子的家庭主妇 ，夜晚则和小鬼一起在天上飞来飞去 ， 她不仅和村子里 的几个男

人调情 ，让他们争风吃醋 ，而且还把小鬼引诱到了人间 ，扰乱人类社会的正常生活 ４〈 五月 之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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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 （ 《Ｍａｉｉ ｃＫａｓｉＨ〇＾ｂ ，
ｈ ｊｉｈ

ｙＴｏｎｊｉｅＨｍｕｔａ》 ） 中的继母是
一个女妖 ， 因为她的挑唆 ，她的丈夫对

待 自 己的亲生女儿十分刻薄 ，最终逼迫女儿投水而死 ，
死后 的女儿化身为落水鬼终 日 寻找

继母报仇 。 即使那些活波可爱的乌 克兰少女也沾染了魔鬼 的气息 ，

“

看起来人们讲得
一

点

不错 ，姑娘身上都附着鬼 ，专挑唆人的好奇心
”


（７０ ） 。

在 《夜话 》当中笔调最为阴暗的是 《可怕 的复仇 》 （ 《ＣＴｐａｎｍａＨＭｅｃＴｂ 》 ） ， 这篇作品在整个

文集轻松幽默的格调之上显得十分与众不同 ，
而其中的女性形象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也更

具有破坏性和危险性 。 如果说在其他故事中女性对男性世界的影响仅停 留在捣乱的层面 ，

那么这篇小说中女性的影响力已经上升到新的高度 ，她的存在直接导致了男性个体的崩溃

与毁灭 。 故事的主人公哥萨克达尼洛最终被 自 己的岳父杀死 ，他不幸的根源就在于他的妻

子卡捷琳娜 。 卡捷琳娜的父亲是个巫师 ，他对 自 己的女儿产生 了不伦的爱情 ， 为了得到她 ，

他杀死了 自 己的女婿 。 卡捷琳娜作为巫师的女儿 ，她的体内 同样流淌着魔鬼 的血液 ，她的

存在如同魔鬼一样将灾难带给了整个家庭 ，不仅害死了 丈夫 ，也害死了 自 己 的儿子 。 与巫

婆索洛哈不同 ， 卡捷琳娜本身是善 良的 ，她并不想伤害任何人 ，果戈理通过卡捷琳娜的遭遇

说明女性对男性世界的破坏力 已经超越了女性本身的控制 ，虽然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卡捷琳

娜的意愿所致 ，但是她的存在本身对身边人来说就是
一

种危险 ，这是一种纯粹的魔鬼力量 ，

无论女性的意愿如何 ，她的存在都会把不幸带给周 围 的人 ， 这是果戈理将女性妖魔化的极

致表达 。

《夜话》发表后 ，果戈理开始更多地将女性与魔鬼联系在
一

起 ，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笼罩

在女性头上的上帝之环被置换成了魔鬼之环 。

１８ ３５ 年发表的历史小说《塔拉斯 ？ 布尔 巴 》 （ ｒａ ｐａ Ｃ ￡Ｍ ｂ６ａ ）集 中表达了 果戈理视女性

为妖魔的思想 。 老布尔巴的小儿子安德烈 因为对敌军总督女儿的爱情而背叛了 自 己 的祖

国和家人 ， 离开了查波罗什哥萨克 ，跑进了波兰人驻守的城里 。 美好的夜晚 ， 当哥萨克们都

进入梦乡之后 ，

一

个鞑靼女人悄悄来到他的身边 ， 鞑靼女人将安德烈领到 了另
一

个世界 。

安德烈本应驰骋在战场上 ，成为勇敢的哥萨克 ，但是波兰美人派来的使者却将他领上 了通

往地狱的暗道 。 安德烈对女性的追逐 ， 被女人的魅力所俘虏 ，在哥萨克的心 中这就是被魔

鬼的力量所征服 ，背叛了哥萨克的使命和生活 。

在波兰城里 ，安德烈和 自 己朝思暮想的美人重逢 了 ，家园 、祖国和信仰被爱的激情燃烧

得一干二净 ，他选择了爱情 ，也就选择了新的信仰和新的祖国 。

“

为了你 ， 我愿意毁灭 自 己 ，

我凭圣十字架发誓 ，我为此感到幸福
…
…

”

（第二卷 １ １６）在爱与责任面前安德烈 已经做出 了

自 己的选择 ，

“

对我来说 ，父亲 、伙伴和祖国又算得了什么 ？ 

”
（ １ １９ ）

“

谁说我的祖国是乌克兰 ？

谁让它成为我的祖国 ？ 祖国是我们灵魂寻找的东西 ，是 比
一

切都可爱的东西 。 我的祖 国就

是你 ！ 你就是我的祖国 ！ 我把这个祖 国保存在我的心中 ，我要
一

直保存着它 ，直到我离开

这个世界 ！ 我要看看哪
一

个哥萨克能把它从我的心头夺去 ！ 为了这个祖国 ， 我愿意出 卖 、

交出和毁掉所有的
一切

”
（ １ １ ９

－２０ ） 。

安德烈忘记了信仰 ，背弃了祖国 ，把这个波兰美女看成了 自 己 的女神 ，屈从于她的石榴

？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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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下 ，

“

在我看来 ，你是上帝的与众不 同 的创造物 ，远远超过 了其他所有 的贵妇人和大家 闺

秀 。 我们不配做你的奴隶 ，只有天使才有资格为你效力
”

（ １ １ ６
－

１７ ） 。 将尘世中的女子 当作女

神和信仰的寄托 ，这是安德烈陷入迷雾失去理性判断的 明显表现 ，他之所以为了这个异族

女子背离祖国和家人 ， 因为她就是他新的宗教 、新的信仰 。 安德烈最根本的错误在于他不

知不觉地偷换了 自 己 的信仰 ，他重新确立的偶像不是来 自 天堂 ，而是来 自尘世 ，令人炫 目 的

尘世间的美丽 已经替代了上帝的荣光 ，

“

她来到这个世界上 ，原本是为了让所有 出类拔萃的

人全都像拜倒在圣物前
一样 ，拜倒在她的面前

”
（ １ １９ ） 。

“

只有天使才有资格为你效力
”

， 而

天使是什么 ，他们是上帝的仆人和信使 ，从这里可以 明显地看出 安德烈 已经完全颠倒了人

与神的位置 ，或者说神在他心里已经消失了 ，他背叛 了 自 己 的宗教信仰 ，但是并没有皈依波

兰的天主教 ，他臣服的是 自 己的新的女神
——他的爱和激情所指 向的那个女人 。

当布尔 巴得知安德烈加入波兰人的队伍时 ，不禁问道 是谁逼迫他这样做的 ？

”

即使当

犹太人告诉他
“

总督有一个漂亮的女儿 ，上帝啊 ，这可真是个少有的美人儿 ！

”

（ １２６ ）时 ，他还

傻傻地问 了
一

句 ，

“

那又怎么样 ？ 

”

作为
一

个真正的哥萨克 ，他完全不能够理解儿子的行为 ，

对他来说女人是与哥萨克生活格格不人的异类 ， 更不用说为女人放弃信仰之类的蠢事了 。

在哥萨克心中 男人的世界
”

是 自 己 人的 ，

“

女人的世界
”

则是与 自 身格格不人的 。 在 自 己

的世界里是东正教信仰的捍卫者 ，是男人们 ， 而在另外的世界中不仅有不信仰东正教 的异

教徒 ，
还包括所有婆娘们 。 《塔拉斯

？

布尔巴 》的整体结构就是建立在信仰东正教的哥萨克

与异教徒对立 、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对立 的基础之上 。 哥萨克的组织谢奇是个具有强烈的

象征色彩的地方 ， 它完全按照男性世界的法则来运行 。

“

只爱慕女性 的人在这里将一无所

获 ， 因为哪怕在谢奇的外围也没有一个女人敢露面
”

（ ７６ ） 。 男性与女性作为两个对立 的世

界而存在 ， 即使是母亲和妻子也难 以 融入男性世界当 中 。 在老布尔 巴看来 ， 女人不懂得哥

萨克的生活 儿子 ，别 听你母亲 的 ，她是个婆娘 ，什么也不懂 。 你们需要 的是什么样的爱 ？

你们需要的是广阔 的原野和奔驰 的骏马 。 这就是你们所需要 的爱 ！ 瞧见这把马刀 了吗 ？

这就是你们 的母亲 ！

”

（ ４６ ）

对于布尔巴而言 ，被女人引诱和被魔鬼诱惑没什么两样 ，

“

有多少强有力 的男人毁在 了

她们手里 。 就这
一点而言 ，安德烈 的天性是易于被这种魔力征服 的

”

（ １２７ ） 。

“

婆娘不会领

你走上好路的
”

，布尔巴在睡梦中 向儿子发 出了 预言式的警告 。 女人就是魔鬼的使者 ，鞑靼

女人眼中
“

奇异的光
”

正是果戈理在描写魔鬼时的突 出特点 。 鞑靼女人引领着哥萨克走 向

了 自我摧毁的道路 。 高傲的波兰美人征服了安德烈 ，使他沦为爱情的俘虏 ， 失去 了 自 由 。

她像一个神秘 的幻影从大海的深处飘然而来 ，果戈理对波兰女子的描写不禁让人联想起关

于美人鱼的神话 ，

“

闪亮的长发
” “

来 自 大海深处的美人
”

，在她 的诱惑下安德列背叛了 自 己

的过去 ，选择了与哥萨克精神背道而驰的追求个人幸福的生活 。 被爱情的魔力所迷惑的安

德烈做 出 的选择并不能说是清醒 的选择 ， 因为按照果戈理的看法 ，爱情 的诱惑也是
一

种

妖术 。

别尔嘉耶夫 （ Ｂｅｐ〇ＨｅＢ）曾经写道 ，

“

俄罗斯文学没有西欧文学那样美妙的爱情形象
……

在俄国人的爱情中 ，总有某种沉重的 、痛苦的 、 阴郁 的和往往是丑陋的东西
”

（６０ ） 。 这个评

价同样适用于果戈理的创作 。 将爱情视为魔法妖术 的果戈理从不会给 自 己 陷入爱情魔法

中 的人物
一

个美满的结局 ，他不赞赏充满激情的爱 ，认为激情是魔鬼般的力量 ， 强烈的激情

？４４？



侯 丹 谈 果戈理 的双 重 女性观

只会让人燃烧成灰 。 在他的作 品 中 ，安 德烈并不是被爱毁掉的唯
一

牺牲 品 。 《涅瓦大街 》

（ ？Ｈｅｓｃ／ｏｉ ｉｉｎｐｏｃｎｅｆｏｎ） 中 的 主人公皮斯 卡廖夫 同样被爱的火焰彻底摧 毁 ，
《狂人 日 记 》

（ ３（！隱似 ｑ ／

Ａｍｃｕｉｅｔｏｅｚｏ ）中的小官吏波普里钦则 因为无望的爱情而发了疯 。 果戈理向往的

爱情模式是 《 旧式地主 》 （ Ｃｒｎ ｔｚｐｏｃｓｅｍｃＫ ｉｔｅｒａｏＡｔｅ ｉ＾ｉｍｔ ） 中地主夫妇之间 的那种平静和谐的感

情 ，在乡村的宁静生活中过着平平常常的 日子 ；他们的爱不是似火的激情 ，而是缓慢流淌的

小溪 ，生活中的
一

切都流露出夫妻间 的脉脉深情 。 １８３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果戈理在给达尼列夫

斯基 的信中写道 ，

“

我觉得拜伦才是假装 。 他过于炽热 ，爱情说得太多 ， 而几

乎总是带着狂暴的情绪 。 这有点让人怀疑 。 强烈而持久的爱情是普普通通的
……

”

（第八

卷 ８０ ）但是这理想的爱情却散发着无 比庸俗的气息 ，吃吃喝喝成了表达爱情的唯一手段 ，别

林斯基曾经写道 ，

“

不幸的人类 ！ 可怜的生活 ！

……他们只是吃 、喝 ， 然后就死掉 ！

”

（ １８６ ）终

身未婚的果戈理对爱情的理解如同对女性的看法一样 ， 始终处于两极之上 ，要么把爱看成

将人燃烧至死的激情 ，要么就把爱理解为夫妻之间庸俗而琐碎的 日 常生活 ，对真正的爱情

他从未有过切身体会 ，所以也无法找到爱情在激情与庸俗之间 的平衡点 。

视爱情为妖术的果戈理终其
一生都拒绝走入婚姻的围城 ，这种态度也通过作品 中 的人

物表现出来 ，在这些人物身上流露出 果戈理本人对女性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恐惧感 ， 以及

由此所导致的不婚主义 。

《夜话 》的第二部中有
一

篇与众不 同的作 品 ，那就是 《伊万 ？ 费多罗维奇 ？ 施帮卡和他

的姨妈 》 （ 《ＭｋｉｈＯｅａｏｐｏＢＨｑＬＵｎｏＨ ｂＫａｈｅｒｏＴｅＴｙｎｉＫａ》 ） ，果戈理通过主人公施帮卡初次表达

了对婚姻的恐惧 。 作品 中的主人公施帮卡是一个背离社会规则 的个体 ，他的个性既不与年

龄相符 ，也不与性别相符 ，他的谜
一

样的性格与他的母亲有着直接关系 ， 因 为他的母亲就是

个怪脾气的女人 ，

“

连魔鬼也琢磨不透她 。

”

小说的主人公施帮卡与他身处其中 的社会环境

始终格格不入 ， 无论是上学 、供职 、还是经营领地 ，他的行为都不合常理 。 施帮卡虽然 已经

二十八岁 了 ，但是他的心理年龄仍旧像个孩子 ，他害怕婚姻 ， 害怕有
一

个妻子生活在 自 己身

边 。

“

娶妻 ？ 那怎么行 ！
不行 ，姨妈 ，您行行好吧……您把我羞死了 ……我还从来没有成过

家……我根本就不知道拿她怎么办 ！

” “

要个妻子 ？ 不 ， 姨妈 ！ 你饶了我吧 ！

……你简直让

我害羞得无地 自容……我还从来没结过婚呢
……

我完全不懂得有个妻子怎么办 ！

”

（第
一

卷

２６ １ ）

“
… …他觉得结婚这事太奇怪 ， 太不可思议 ，

一想到就不能不害怕
”

（ ２６２ ） 。 在姨妈挑起

结婚的话题之后 ，施帮卡就
一

直心神不宁 ，这个念头让他害怕 ， 甚至梦 中也不得安宁 ， 在睡

梦中他似乎看见了很多个妻子围绕着他 ，

“

妻子坐在椅子上……他不经意地一转身 ，又看见

另
一

个妻子……再转身 ，看见 了站着第三个妻子 。 朝后望 ， 还有个妻子 。 这下子他可烦透

了 ，拔腿跑到果园里 ，可园里很热 。 他摘下帽子 ，

一

看帽子里坐着
一

个妻子 。 脸上往外 冒汗

了 ，伸手掏手帕 ， 口袋里有个妻子 。 从耳朵里取出棉团来 ，那里面也藏着妻子
”

（ ２６２ ） 。 从存

在主义视角来看 ，施帮卡面对婚姻的焦虑源 自害怕个体被吞没的心理 ，这是对 自我身份和

自我存在的
一

种潜意识保护 ， 现实本身都表现为
一

种威胁 ，与他人的关系变成对 自 身身份

的威胁 。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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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剧本《婚事 》 （ ＣｓａｄＷａ） 中 ，果戈理继续描写了男性个体面对婚姻时的恐惧心理 。 博得

柯烈新和施帮卡并不完全
一样 ，施帮卡从来都不想结婚 ，而博得柯烈新一直幻想着 自 己 的

婚事 。 他甚至把婚礼的所有细节都考虑到了 ， 当想起 自 己结婚会让别人多么惊讶 ，心里就

不禁得意起来 。 但他越是向往结婚 ，心里的恐惧也越强烈 。 这是面对生活即将产生变化而

带来的恐惧 ，恐惧感惊扰着他的 心灵 ， 让他对结婚一事始终不能下定决心 。

“

怎么不奇怪

呢……我一直都是没结婚的人 ，现在突然成了 有老婆 的人
”

（第五卷 １８０ ） 。 在最后逃跑之

前 ，想结婚和不想结婚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 最终的结果是恐惧战胜 了对婚姻生活 的

向往 ，他甚至
一

分钟都不想再继续呆下去 ，直接从未婚妻家的窗户跳了出去 。 博得柯烈新

不仅在最后关头选择 了逃跑 ，而且逃跑的方式还如此出人意料 ，就像媒婆说的那样
“

他要是

从门 口跑出去就是另一 回事 ，
可是未婚夫是跳窗户跑的 ，真是 了不起啊 ！

”
ＣＴｏｒｏｊｉｂ６１ ）

《死魂灵 》 （Ｍ印ｍｓｗｅ的主人公乞乞科夫 同样只是个恋爱幻想家 ，在遇到令他心

动的金发女郎之后他虽然很想和她搭讪 ，却始终没有开 口 ，直到
“

那漂亮 的小脑袋 ，清秀的

面庞 ，纤巧的腰肢 ，像幻觉似的消失 了
”

（第 四卷 １２ １ ） 。 但是乞乞科夫对婚姻 的态度和施帮

卡 、博得柯烈新并不
一

样 ，他并不害怕结一 门亲事 ， 只要这门 亲事对他来说有利可图 。

“

如

果 ，假定说 ，这个姑娘能有二十来万陪嫁 ，那她将是
一

块很肥的肥 肉 。 能让
一

个体面人享
一

辈子福了
”

（ １ ２２ ） 。

乞乞科夫是果戈理塑造的最为复杂的人物之
一

，他
一

方面精于算计 ，行事冷静 ，但是有

时又受到爱情的诱惑 ，难以 自控 。 果戈理在乞乞科夫身上再次实施了爱情 的魔法 ， 当他在

舞会上再次见到金发女郎之后 ， 立刻像 中 了邪
一

样不顾任何人的眼光挤到 了女郎的身边 ，

他的行为引起了诸多太太们 的不满 ，对金发女郎短暂的爱意打翻 了太太们 的醋坛子 ， 她们

开始散布有关他的各种谣言 ， 恰逢女地主科罗勃起卡进城打听死农奴的价格 ，把乞乞科夫

见不得人的生意大 白于天下 ， 这件事为谣言提供了新的材料 ， 最终太太们用谣言摧毁了 乞

乞科夫的
一切 ，将乞乞科夫赶出 了ＮＮ城 。 虽然城里的地主有的精明强悍 ， 有的飞扬跋扈 ，

但是真正让乞乞科夫落荒而逃的却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女子 ，这种不露痕迹 的影响力和破

坏力正是魔鬼力量的再现 。
而那位小姐的 出现就是整个失败 的开始 ， 是

一

切后果的起点 ，

试想
一下如果不是乞乞科夫不加掩饰的爱意引起了太太们的嫉妒 ，那么一切将是完全不同

的结果 ， 即使科罗勃起卡进了城 ，那些太太们也会为乞乞科夫找到一个很好的解释 。 爱的

妖术最终让乞乞科夫功败垂成 ， 在这
一

点上他和安德烈 、皮斯卡廖夫
一

脉相承。 佐洛 图斯

基曾经写道 ，

“

最后害了他的不正是那位小姐吗 ？ 不正是 因为她 ，他才被弄得如此丢脸 ，并

把眼看就要到手的幸福白 白放过的吗 ？ 

”

（３２５ ）

“

正像果戈理的其他作 品 中的情况
一样 ，总是

有那么
一

个女人插了进来 ，于是事情被弄得颠三倒 四 ，逻辑被打乱了 ，男人的精明 头脑盘算

好的事情一下子告吹了
”

（ ３ ２６ ） 。

四

似乎除了 《女人 》这
一篇赞美女性的作品之外 ，果戈理已经完全将女性同 魔鬼混为

一谈

了 ，难道那篇对女性的崇高礼赞是果戈理一时兴起的反常之作吗 ？ 如果我们将 目光投向 另

一

篇不同寻常的作品 《 罗马 》 （ Ｐｈｍ ） ，就会发现小说中对女性的态度和 《女人 》如出
一

辙 。

？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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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 》发表于 １８ ４２ 年 ，是文集 《彼得堡故事 》 （Ｕ ｅｍｅ
ｊ

ｏｄ
ｊ／ｐｚ ｃＫＭｅｎｏｓｅｃｍｕ ） 中的最后

一 ■篇

作品 ，
此时距离 《女人 》的发表 已经过去 了十余年 ， 女神阿尔基诺雅终于迎来 了 自 己的姐妹

阿尔邦诺女子安努齐阿塔 。 果戈理再次将
“

美貌
”

与
“

天堂
”

联系在
一起 ，

“

这才是狄安娜 、 高

傲的朱诺和美惠三女神以及所有画布上的美女之最好的模特儿啊 ！

”

（第三卷 ２８８ ）

“

若能把

这样稀罕的画像永远装饰在 自 己那间简陋的画室里 ，那画室可就成天堂了
”

（ ２８８ ） 。 安努齐

阿塔和阿尔基诺雅
一样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

“

这正是太 阳 ， 国色天香 。

”

美貌不仅充满诗意 ，

时且带有纯净圣洁的气息 ，使每个看到她的人都陷人由 于美 的震撼时导致的僵化状态 ，

“

所

有人都木雕
一般呆住了……

”


（２ ８８ ）

《罗马 》作为《彼得堡文集 》的最后一篇作品 和文集的第一篇作品 《涅瓦大街 》形成了某

种呼应 ，两篇作品明确表达 了果戈理的双重女性观 。 《罗马 》和 《涅瓦大街 》在情节上有些相

似 ， 《罗马 》的主人公年轻公 爵和 《涅瓦大街 》的主人公皮斯卡廖夫都在大街上遇到 了真正的

美女 ，然后开始各 自 的追逐 ， 而两人的结局却大相径庭 。 果戈理让爱情的妖术再次降临到

皮斯卡廖夫头上 ，在追求美女的过程 中他的激情被彻底点燃 ，

“

感情与思想如火烧火燎
”

，爱

的火焰把他的理智烧成了灰烬 ，他陷人梦的谵妄之中分不清幻想与现实的界限 。 他的求婚

遭到了无情的嘲笑 ，现实的残酷让他的精神彻底崩溃 ，最终悲惨地死去 。 《 罗马 》 的主人公

年轻的公爵在遇见安努齐阿塔之后也到处寻找她的踪迹 ，但是他并没有 陷人疯狂的爱恋 当

中 ，准确地说 ，他并不是把她当做
一

个女人来爱 ，而是把她作为上帝的造物来崇拜 ，

“

这是 闪

电的光辉 ，而不是女人……我
一

定要找到她 ，我想看看她 ，倒不是为了爱她… …上帝赋予世

界以 白璧无瑕的美 ， 为 的是让每个人都能看到它 ， 并把美的观念永远保留 在 自 己 心 中
”

（ ３２ ２ ）
。 引领他的是对美的信仰 ，而非爱情的魔法 ， 因此公爵没有遭遇和皮斯卡廖夫 、安德

列一样的不幸 。 《 罗马 》深刻表达了果戈理对女性神明般 的景仰 ，安努齐阿塔 的美丽代表着

来自 天上的光芒 ，爱她就是爱神的恩赐 ，这种爱不掺杂任何鄙俗的欲望 ；相反 ， 激起人欲望

之火的女子则是魔鬼的化身 ，她的诱惑只会让人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 公爵最终并没有找

到安努齐阿塔 ，他在追逐美 的过程中发现了更崇高的美
“
…… 天哪 ， 多么美好的景色啊 ！ 公

爵完全陶醉了 ，忘掉了 自 己 ，忘掉了迷人的安努齐阿塔
… …

”

（ ３３２ ）

在果戈理 的最 后
一部 作 品 《 与友 人 书 简 选 》 （ Ｂｂｔ６

ｊ

ＤａＨＨｗｅ ；ｎｅｃｍａＭ３ｎｅ
ｊ

ＤＣＴＭＣＫａｃ

）
，他再次将女性的美貌与上帝的意志联系在

一

起 ，

“

上帝并非平 白无故地让所有的

女人成为美人
”

， 他认为美女承担着上帝赐予她的与生俱来 的使命 ，她有能力并且有责任利

用 自 己的
“

美
”

来改变周围 的世界 ，

“

与其他女人相 比 ，

一

位美女可以 干出多少善事啊 ！ 

”

（第

六卷 １６ ）对
“

美貌
”

的独特理解再现了果戈理的神秘主义宗教观 ，在神秘主义者眼中 ，

一切尘

世的具象都是神意的体现 ， 万事万物都有 自 己 的独特意义 ，女人的美貌也同样如此 。 晚期

的果戈理将女性的力量也纳人 了 自 己 的
“

心灵事业
”

当 中 ， 在救赎俄罗斯灵魂的宏伟计划

中 ，女性的美貌也作为天赐的力量参与进来 。

综上所述 ，果戈理始终没有 以
一

颗看待 同类的平常心来对待女性 ，在他 的作品中女性

或被尊崇为神意的化身 ，或被等同 于可怕的魔鬼 ，无论怎样都是不能与男性并存的另
一

种

存在 。 美貌的女子通过爱情的魔法施展妖术摧毁对 自 己钟情的男子 ， 如波兰美女 ， 《涅瓦大

街 》中 的妓女 ， 《死魂灵 》中的金发女郎
……

因此果戈理将
“

不婚
”

的选择加诸 自 己 的主人公

？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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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 然而作为
一

个信仰和思想都充满矛盾的人 ，果戈理又赋予女性美以崇高的力量 ，将

美貌与上帝联系在
一起 ， 把女性供奉为远远高于男 性个体的神

一

样的存在 。 罗赞诺夫

（Ｐ０３３Ｈ０Ｂ ）曾经说 ，

“

在我们的文学中再也没有比果戈理更难以理解的人物了 ，无论您向那 口

井里看得多么深 ，您也永远看不到底
”

（２２８ ）
。 果戈理充满矛盾的女性观似乎再次 向我们证

明 了这
一

点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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