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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诗歌中死亡意象分析及文化蕴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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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西方死亡文化理论,研究了基督教的死亡观念和西方死亡哲学对海涅诗歌创作的影响,揭示

了海涅诗歌中表现死亡艺术的文化蕴含:通过梦魇、死亡、潜意识和变态心理的描写和丰富的想象以及拟人的艺

术方法,赋予死亡生动的艺术形象和深远的寓意,不仅渲染了作者对不幸爱情的悲哀情愫,而且让人得到了难以

忘怀的艺术享受。在海涅描写死亡的过程中,已经使艺术与死亡哲学达到了一种近乎完美的契合与和谐,死亡

意象也成为他诗歌创作的最高的美学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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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是西方文化的主题。作家中有的人将“死
亡”这个概念理解为没落、希望的破灭、绝望;有的人

将“死亡”解释为抵抗从消极向积极的转折点;有的

人认为“死亡”意味着从现实生活的百无聊赖中解脱

出来。他们据此陷入对死亡的冥想中,借此抒发他

们的情怀。
死亡更是德国传统文学的主题。在德国近代文

学史上,海涅堪称继莱辛、歌德、席勒之后最杰出的

诗人、散文家和思想家。海涅的诗歌闻名于世,美不

胜收。他的诗歌中很多是以死亡和灵魂为题材,以
爱情为线索,在宗教信仰的主导下对死亡进行描写

和展开的。
作家们之所以热衷于描写死亡,是由于受宗教

赎罪思想的影响,其中具有很深的哲学奥秘。本文

将从习俗、宗教和哲学三方面对海涅诗歌中所表现

的死亡意象、艺术及其文化蕴含加以分析和评论。

  一、西方死亡文化

死亡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隐痛。死亡不但是人

生之途的一个太为紧迫的终断,还是茫茫宇宙的必

然归宿。天地之内的一切生命,莫不以死亡的到来

归于寂灭,然而世间总是阴阳轮回,人类生生不息。

1.西方死亡习俗

从中世纪开始,暴死笼罩着欧洲,黑死病,鼠疫、
麻风病等瘟疫肆虐着人民。30年战争又给人们带

来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苦难。对于死亡的恐惧

使人们陷入紧张和对立冲突的精神状态中,于是神

秘主义泛滥,虔诚信仰回潮,巫术裹胁[1]。
殡葬礼仪具有浓厚的西方特色。首先清洁死者

的躯体,将其从床上抬起放到房间中间的草堆或土

地上,接着用白色的尸布将裸露的尸体包裹起来,但
头部裸露,双臂交叉在胸前。尸布有的缝合,有的用

针别着入棺。然后人们围着死者跳跃、舞蹈、唱歌、
喝酒。人们认为过分悲伤会扰乱死者的灵魂。

从死者肉体分身的灵魂或者说“鬼”是对阴间的

传统解读之一。在西方传统的说法是,鬼以猫头鹰

的形式出现,也有以黄鼬狼、狐狸、松鼠的形式出现。
鬼擅长以人形出现,但是没有骨骼。他们保持活着

时的外貌、性格和缺点,他们之间可以交谈。死者在

公墓开始时处于过渡期,他们等待着上帝的审判。
成为上帝的选民可以进入天堂,被上帝抛弃的人则

将下地狱,受尽折磨。
死亡带给人们如此可怕的印象,那么人为什么

会死亡? 死亡这一非常古老的、差不多是与人类同

龄的谜,自从哲学问世以来,又成了一个古今中外许

多哲学家热衷猜度的谜。

2.西方死亡哲学

西方哲学对死亡有不同的解释。毕达哥拉斯说

它是灵魂的暂时解脱;赫拉克利特说它很平常,它就

是我们醒时所看见的一切;德谟克利特说它是自然

的必然性;黑格尔说它就是爱本身;萨特说它是一个

“偶然的事实”;弗洛伊德说它是人的一种本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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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指出,死亡只不过是灵魂从身体中解脱

出来的分离状态。如果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时已

被肉体的欲望(如情欲、物欲、性生活享受)、仇视、畏
惧等不良因素所污染,灵魂不会超升、返回理型界,
而是落入不断的生死轮回之中。相反,如果灵魂从

肉体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是纯洁的,没有带着肉体给

它造成的污垢,灵魂就可以不接受轮回之苦,而返到

理型界或比这个世界可能更加美好、更加昌盛的世

界。生命最终的归宿决定于道德行为的价值[3]。在

现实生活中,追求真善美的过程就是哲学。
人类对死亡充满着恐惧。印度当代哲学家乔德

哈里对这种恐惧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原因在于,死亡

首先是种痛苦的经历,一个垂死的人通常要经历巨

大的苦痛。其次,死去之后万事皆空,我们生前孜孜

以求的享受、荣誉、名位、财富等等,一切都将化为乌

有。然后,我们将被周围的人忘却,失去我们的骨肉

和亲朋挚友。乔德哈利得出的结论是:对死亡的恐

惧,在于人错误地陷入了官能欲望的包围而不能自

拔。
作为生活在德国这样一个民族荣誉感很强的犹

太人,海涅曾经面临许多屈辱的限制,他们不能确认

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更无法真正融入社会,这一切

对于海涅来说是一个永远都难以弥补的心灵之痛。
在西方死亡哲学的影响下,海涅开始对死亡产生了

种种幻觉,所以他通过诗歌表达了诗人作为犹太人

的社会孤独感和难以被社会认同的痛苦的内心

世界。

3.基督教的死亡观

传统的基督教相信,每个人都会死亡并复活。
这种轮回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个人的终末;
(2)世界的终末;(3)终末的审判;(4)天堂与地狱。
这四个方面的内容通过耶稣基督连贯起来:耶稣再

次来到世界上的日子,也就是世界的末日;耶稣将进

行末日审判;善人将升入天堂享永福,恶人将降入地

狱受永罚[4]。终末论的特征为:随着上帝的创始而

开始,世界也将随着耶稣基督的末日审判而结束。
在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死者的肉身将复活。基督

教不把死亡看作自然的事情,而认为死亡是原罪的

后果。倘若人没有犯罪,就可以免除肉身的死亡。
由于人类的先祖亚当和夏娃犯了原罪,所以人就该

经历肉身的死亡。耶稣基督为人赎罪,使死者复活

得以可能。既然死是罪的代价,那么经耶稣基督的

拯救,人类从罪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跟随耶稣基督,

就可以从死里复活,获得永生。在耶稣第二次复活

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将连同自己的身体,出现在耶稣

基督审判座前,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交代,接受耶稣的

审判。
耶稣宣告: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希奇。凡在坟

墓里的,都能听到他的声音。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经末日审判,善人将升入天堂,与
三位一体的上帝一起享受完美的生活;恶人将坠入

地狱,受到永罚。地狱是尘世的人不可想象的可怕

境地,人在地狱被丢在火炉里,用火焚烧。天堂最大

的幸福在于与耶稣基督同在,永受主的恩典;地狱最

主要的痛苦在于永远与耶稣基督分离,受永刑。因

此耶稣相信赎罪使死者复活。
海涅生活在19世纪的德国。作为犹太人,海涅

虽然从小接受传统的犹太教教育,但是基督教的死

亡观和赎罪思想,在他的脑海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并且频频出现在他的诗歌里。

  二、海涅诗歌的死亡意象分析

海涅的诗歌多以民歌、叙事遥曲和欧洲抒情诗

的形式出现。早期诗歌中反复以梦幻的形式表现死

亡主题,他用诙谐而浪漫的手法为我们构画出一幅

幅体现着欧洲传统文化的神秘画面。而作为生命象

征的爱情与死亡的对照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协调,形
成了海涅诗歌的原创性以及新的开拓性风格。

1.死亡的召唤和坟墓的恐惧

受西方死亡文化和习俗的影响,海涅的诗歌中

常以坟墓作为背景。以《梦中幻影》这首长篇抒情诗

为例,它篇幅长,气势宏大,共有10段,34节。其中

以坟墓为背景的为5段,直接用“裹尸布”“棺材”“坟
墓”“死尸”等词语共18处。在《梦中幻影》中,诗人

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恐怖的梦。
“我”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美丽少女在河边洗衣

服,就上前问话,“她很快地说道:‘快准备好,我在洗

你的裹尸布啊!’话音未落,她的身影立即消融犹如

泡沫。”这样的话语和情景不禁让人毛骨悚然。“我”
又看到她时,“她很快地说道:‘时间不多,你的棺材

我正在制作。’”然后又消失了。“我”第三次看到她

时,“她很快地说道:‘你别作声,我为你挖个凉爽的

新坟。’霎那间,坟墓就绽开了很大的裂逢。”“我一跤

栽进这黑沉沉的墓穴之夜———突而惊醒。”[5]

这里引用的是一个传说,有一个女性幽灵会在

人死的前两天来唱歌,宣布即将到来的死亡。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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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出人人都被死亡征兆包围着,惶惶不可终日,在
睡梦中都梦见死亡在召唤的恐怖心理状态。

还有:“我凭借咒语的力量/唤来了许多苍白的

死尸;/现在他们不愿再回到/那古老的黑夜中去消

逝。”死亡的恐惧使人们陷入紧张和对立冲突的精神

状态中,仿佛巫师的咒语真的奏效,连许多死尸都不

愿回去,这里充分地表现出死亡的宿地极其可怕。

2.幽灵的笑声和骷髅的舞蹈

在西方死亡哲学的影响下,海涅开始对死亡产

生了种种幻觉。在海涅的诗歌中就描绘了很多恐怖

的鬼魂场面。例如,在《梦中幻影》诗中“幽灵们快活

地同声大笑”重复了四次。精灵们纷纷出场,由开始

“神情严肃”,到最后“脖子上套根绳索”,表现了魔鬼

勾魂的场面,一次比一次让人更加毛骨悚然。
海涅常以第一人称“我”与死神和骷髅周旋,通

过死亡主题描绘了种种不幸爱情。例如,海涅在《还
乡》组诗中的一首诗歌《姑娘睡在闺房里》,它描写了

一个荒诞离奇的死者之舞:一个月光皎洁的美好夜

晚,正在酣睡的美丽姑娘被骷髅的歌声吵醒,骷髅请

姑娘到墓地跳舞,深受感动的姑娘禁不住诱惑,跟着

骷髅来到墓地,一路上骷髅频频点头,全身骨骼啪嗒

作响,这里描述的也是勾魂的情景,海涅用寥寥几笔

勾勒出一幅阴森而恐怖的画面。诗人向往美好的爱

情生活,然而现实生活中爱情的失落,恋人的离别,
让诗人倍感失望和恐惧。海涅通过与众不同的画面

将其内心的痛苦和对社会的不满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海涅诗歌的文化蕴含

在海涅的《诗歌集》中多以死亡为主题,通过梦

魇、死亡、潜意识和变态心理的描写和丰富的想象以

及拟人的艺术方法,赋予死亡生动的艺术形象和深

远的寓意,不仅渲染了作者对不幸爱情的悲哀情愫,
而且让人得到了难以忘怀的艺术享受。在海涅描写

死亡的过程中,已经使艺术与死亡哲学达到了一种

近乎完美的契合与和谐,死亡意象也成为他诗歌创

作的最高的美学境界。

1.寓意深远的死亡艺术

海涅认为,死亡是一种最高的艺术,是美的表

现,是代表一种精神的诗意存在方式。由于受基督

教赎罪的影响,海涅在日常生活中“也嗅到了死亡的

气息”,觉得生是在死的包围中,死是生的延续,生是

死的复活,甚至有生不如死的悲哀。在他的诗歌中,
上帝、天堂、天使、魔鬼、地狱、墓地、幽灵这样的词语

和对他们的描写频频出现,营造出一种奇特异样的

氛围。
在海涅的晚期作品中,由于作者身受病痛折磨,

诗歌中流露出悲观情绪。在《身体孱弱者》中,作者

用诙谐的手法描写与死亡抗争的情景,表现出诗人

对生命的热爱。随着作者阅历和对客观世界认识的

加深,其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大为上升。在《最后的诗

歌》中表现了临死者的悲哀,正如海涅自己所称道:
《最后的诗歌》是一种哀诉,就象一个被活埋者在坟

墓中穿过黑夜,甚至尸体发出的呐喊一样。这种声

音在德国抒情诗中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从未有一个

诗人经历过与他相同的处境。这里的死亡描写具有

社会象征意义,它针贬时弊,抨击富人的贪婪和凶

残,诗歌中的声声哀述就像生活在死亡线上贫苦民

众的挣扎与呐喊。诗人在这些诗句中以史讽今,从
久远的历史题材中寻求新旧交替的永恒历史规律。

在诗歌创作中,海涅把这种死亡意识转换成审

美情感体验可能把握的艺术对象,并按照自己的思

维形式和情感逻辑去阐释和抒写着死亡,这也是造

成他大约三分之一的作品都蕴含着浓烈死亡色彩的

原因。

2.想象丰富的死亡艺术

受基督教的影响,海涅的创作无论是在主题还

是语言上,都弥漫着强烈的基督教赎罪与轮回观念。
这些观念的渗透,使得海涅对生命的意义变得大彻

大悟,在他看来,死亡是具有美学性质的和神秘的诗

意内涵的。它是生命的最高虚无,又是精神的最高

的悬浮状态,是接近宗教和诗歌境界的,因此死亡代

表了一种精神的美和灵魂的升华,同时也是具有美

学性质和神秘的诗意内涵的。海涅的思维逻辑里,
死亡对精神家园的回溯,是对美的极致的归返,更是

对生命状态的复归,这样才促成了他潜意识和意识

之间对死亡赋予了美学的意义,予以诗意的眼光来

阐释和对待,凸显出对死亡的迷恋情结。在写作手

法上,海涅运用丰富的想象,让读者获得了美的感

受。如《梦中幻影》中描写爱情受到煎熬和摧残的情

景:“两颗心儿在欢乐湖中游泳,/在天上,/在上帝的

神圣的高处;/可是地狱把手搁在他们头上,/犹如纵

火肆虐/散布恐怖。”
这段诗前两句描写爱情的甜蜜和神圣,后两句

描写为爱所受的煎熬和摧残。因为海涅曾如痴如狂

地爱上了一位有夫之妇的贵夫人,他内心深处那种

不被人理解,那种欲罢不能的心情在这里倾泻出来,

611



第5期 扈明丽:海涅诗歌中死亡意象分析及文化蕴含  

那种痛苦就象在地狱中经受火炼。
诗中还写道:“乐师本人现在爬出坟墓,/……同

时用空洞刺耳的声音歌唱:/唉,你们这些沉闷而阴

郁的琴弦啊,/……天使称它为天国的欢乐,/魔鬼称

它为地狱的苦刑,/人们异口同声叫它———爱情!”
诗人在这里诠释了他对爱情的理解———幸福的

爱情给人以天国般快乐,不幸的爱情给人以地狱般

苦刑。爱情象魔鬼似的掳走了他的心,失恋后的他

就象生活在地狱一样忍受着心灵的煎熬。
在这首诗里,诗人展开想象的翅膀,飞向缥缈的

远方,把读者带到一个光怪陆离的梦幻世界。同时,
诗人托梦抒发了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表达了他

执著追求纯洁爱情的情怀。

  四、结 语

总之,海涅的诗歌创作对于死亡的勾画均不同

程度地赋予了哲学意味,它所呈现的死亡意象凸显

出独特的艺术格调和美学品位。正是这种对美与艺

术的终极追求,不仅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倾向,也反

映出他的人生态度。

纵观海涅的诗歌,虽然对死亡的表达方式不同,
但就其魅力来说,它们为世人展现了一幅幅离奇浪

漫的图画,其寓意深远,艺术感染力强。这些诗歌有

的以不幸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诗人对德国社会中

种种不公正现象的困惑和抗争;有的以史讽今,从久

远的历史题材中寻求新旧交替的永恒历史规律。海

涅的诗歌很多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在世界流传,最终

都成为经久不衰的世界名作,它们象一颗颗璀灿的

明星闪烁在世界文化的天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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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applyingthewesterndeathculturetheory,theChristiandeathconceptandtheimpact
ofwesterndeathphilosophyonHeine’spoetrywritinghavebeenstudiedtorevealtheculturalimplica-
tionsthatshowtheartofdeathinHeine’spoetry.Throughthedescriptionsofnightmare,death,sub-
conscious,andabnormalpsychology,andtherichimaginationaswellastheartisticexpressionmeansof
personification,Heinegivesdeathvividartisticimagesandfar-reachingimplication,whichexaggerates
thesorrowfulemotionoftheunfortunateloveandmakespeopleobtaintheunforgettableenjoymentof
art.Intheprocessofdeathdescription,Heinealmostachievesaperfectcommunionandharmonybe-
tweenartanddeath.Thus,deathconsciousnessbecomesthebiggestaestheticissueinhispoetry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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