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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杰克·伦敦的多部小说都蕴含着成长小说的元素。结合成长小说的相关理论，通过对杰

克·伦敦成长小说《野性的呼唤》和《白牙》的探究，分析其二元对立的独特叙事主题，旨在说

明杰克·伦敦对传统成长小说的继承与开创，以期从新的角度展开对伦敦作品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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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杰克·伦敦的成名作《野性的呼唤》是他的众

多作品中最早译入我国的小说之一，目前在我国这

个小说的译本就有 34 个之多。（虞建华，2008：348）

其译本之多是国外任何一个作家都无法企及的，同

时也说明我国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与这部作品

相关的评论也非常多，比如从比较文学、精神分析、

生态学等角度对《野性的呼唤》进行多层次的深入

阐述。这部小说和伦敦的另一部小说《白牙》也经

常被当作动物小说来阐释，通过动物界的弱肉强食

来反映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

体现。其实，通过深入解读我们发现，对这两部作

品的阐释还有更广阔的空间。 

关于杰克·伦敦作品中的成长主题，虞建华教

授在他的专著《杰克·伦敦研究》中给过很多启示。

他指出“很多批评家把《野性的呼唤》当作人的寓

言进行解读。比如保尔·霍罗维兹认为，这部小说

‘主要是一部人的寓言，讲述一个主人公的历程—

—他经历了成长的旅程和演变过程，达到了更高的

境界，最后神化。’的确，布克的经历过程——从无

辜到遭遇危险，再到认识某种生活的法则而获得升

华——与一般成长小说的大体模式有相似之

处。”(虞建华，2009：167)这进一步激发了我们从

成长小说的角度解读《野性的呼唤》以及它的姊妹

篇《白牙》的灵感。 

二、传统成长小说的叙事主题 

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起源于 18 世纪 70、

80 年代的德国。后来，这种小说风靡欧洲，经英国

传入美国。”（孙胜忠，2008：280）我国对成长小说

的真正研究从 21 世纪才开始，著作和评述也是近几

年才开始逐渐增多，芮渝萍的《美国成长小说研究》

（2004）开辟了我国美国成长小说研究的新视角和

新领域。孙胜忠的《美国成长小说艺术与文化表达

研究》（2008）考察了成长小说的源起和特征，并对

经典成长小说和美国成长小说进行了对比研究，展

望了美国成长小说的未来走向。 

成长小说的叙事主题在成长小说从欧洲传到美

国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独特的历史和

文化环境赋予了成长小说独特的特点。孙胜忠教授

在分析德国经典成长小说和美国成长小说的差异时

指出：“从主体上来看，自主和社会化这对张力在经

典和美国成长小说中都存在，但其结果却不同：在

前者中它达到了化解，而在后者中却依然存在。例

如，德国和英国的成长小说都设法使个人和他周围

的世界达成某种调和。而信奉个人的能力和完整的

美国人当然不会相信被社会同化的观念。这种不同

的结果表明了二者之间的差异，或者说这种小说的

变化和发展。正如哈丁（James Hardin）所指出的：

‘大多数成长小说的定义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调和

看作是这类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些定义全然排

除了现代小说，因为现代小说很少表现这种人为的

结局，其‘结局是开放的’、不明确的、相对的。’

这种变化代表和体现着历史和文化的两级——传统

和现代性。”（孙胜忠，2008：289） 

德国传统经典成长小说被巴赫金称为“教育小

说”,他们大多表现人与社会的调和，希望通过人物

的社会化过程来消除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德国

成长小说传入美国后，由于美国特有的民族特质，

成长小说具有很多现代性。小说的主题也不仅仅着

眼于教育问题，而是更深入地探讨人性或社会的问

题，小说的结局更具开放性、不确定性和相对性这

些现代性的元素。杰克·伦敦生活的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

代，是一个“理论爆炸、思想沸腾、激情喷涌的年

代”（虞建华，2009：8），无论是主题思想还是创作

手法，伦敦在这个重要历史转折时期的作品必然带

有时代的特点，他的成长小说主题既有德国经典成

长的痕迹，又有现代成长小说的萌芽。有时我们甚

至可以在杰克·伦敦同一部成长小说里发现这两种

成分并存：既表现了人与社会的融合，也表现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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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力和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野性的呼唤》

这部带有寓言性质的成长小说就具有这种双重特

点，而《白牙》的成长主题可能更契合德国经典成

长小说的成长概念。 

三、《野性的呼唤》叙事主题 

《野性的呼唤》中的主人公巴克开始生活在南

方米勒法官的庄园，“这里阳光充沛，树木葱茏，房

子离大路很远，掩映在绿荫之中……”（杰克·伦敦，

2007：4）在这里他享受着主人的宠爱，他也认真履

行着保护米勒法官家庭财产与家人安全的职责，他

忠贞不渝，信任法官家的每一个人；但是后来他被

卖到了南方，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在北方没有了南

方的温暖，没有了家人的宠爱，到处是寒冷、饥饿、

欺诈与背叛。巴克的成长源于被园丁曼尼尔卖给淘

金人，在优美、优越的环境下长大的巴克根本不知

道世界的险恶，他天真、轻信。当曼尼尔把绳子套

在他脖子上的时候，“他虽然从未受过这样的待遇，

但他一向信任他所熟悉的人，并且相信他们具有自

己无法企及的智慧。”（杰克·伦敦，2007：5）。开

始的巴克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这样待他，所以在整个

被辗转贩卖的过程中他不住地反抗、撕咬、咆哮。

当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被解下来的时候，他认为是

这根绳子给他带来了厄运，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此时的巴克还没有认识到“生存法则”。一个穿红汗

衫的男人用棒子给巴克带来了人生历程中的第一次

顿悟：“当他一次又一次目睹驯狗残酷行径时，心里

痛切地感到那个刻骨铭心的教训：手持棍棒的人就

是立法者，就是主宰，你不可反抗他，必须服从。”

（杰克·伦敦，2007：5）凶险的环境并没有把他吓

倒，反而把他潜在的生存本能激发起来了。在遭受

了人类的无数次残暴的虐待后，巴克渐渐走出了天

真的幻想，他不再轻信人类。尽管层层磨难后巴克

经历的多次顿悟让他明白了新环境下的生存法则，

但让巴克最感困惑的是他经常听到来自于旷野的呼

唤，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他总会在休息的时候越

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呼唤。约翰·巴顿的死是他

最后一次顿悟，他彻底摆脱了困惑。“时间一刻一刻

过去了，这种嗥声愈来愈近、愈来愈清晰，巴克再

一次明白了，那就是铭刻在他记忆深处的另一个声

音曾经听到过的召唤之声。”（杰克·伦敦，2007：

85）最后，巴克听从来自内心深处的呼唤，加入了

狼的队伍，成为了狼的头领。 

巴克的成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成

长是他通过和斯匹兹的搏杀，遵循了“死还是让对

手死”的原则，咬死了斯匹兹，赢得了领头位置，

完成了他人生成长的第一步。此时，巴克虽然不喜

欢狗拉雪橇这个差事，但他懂得了“大棒和牙齿法

则”，甘心服从于人的控制，对雪橇队的尽心尽责、

辛苦劳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他对生存环境

的接受和妥协，带有典型的德国经典成长小说所蕴

涵的教育意义。但是杰克·伦敦的成长小说并没有

止步于此，表现个人英雄主义是美国小说的传统主

题，在和这个主题结合的过程中，巴克听从野性的

呼唤走向旷野，成为狼的首领，这个具有开放性的

结尾是现代成长小说的特点之一。 

四、《白牙》的叙事主题 

《白牙》中主人公白牙的成长可以分成三个阶

段，每个成长阶段主要探知的目标不同，所经受的

困惑也不一样。每次经历磨难后的顿悟使他逐渐获

得对自然、对同类、对人类以及对文明的认识。 

白牙在第一个成长阶段主要获得了对自然的认

知，它刚刚出生不久，从洞穴爬出的第一天一切都

是未知的，都是新鲜的。幼小的白牙身上所具有的

本能要求它服从，但生长却要求它摆脱束缚。正如

成长小说的主人公不满足于他们生存的环境要外出

寻求自由一样，白牙违背了母亲的管束，开始走向

外面的未知世界。此时的白牙就如哈克贝利登上木

筏开始畅游密西西比河一样，开始了它的成长之旅。

自然中的凶险并没有把白牙吓倒，它不断地勇敢地

探索，这种不屈不挠的探索世界、征服世界的性格

正是杰克·伦敦笔下男性成长的主题。白牙通过松

鸡、鼬鼠和鹰的关系知道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白牙的第二个成长阶段开始于它的母亲基慈归

服于人类之后，幼小的白牙从荒野走向了人类社会。

这个阶段的‘人类’被杰克·伦敦描写成‘人兽’，

这个词的使用有其特别的用意，因为在白牙眼里，

印第安人灰河狸只是比他们强大一些的兽，他们凶

残、狠毒，丝毫没有仁慈和爱。在与印第安人相处

的日子里，白牙不仅没有得到过主人的爱抚与仁慈，

而且困扰让它从没有安宁的日子。最让它困惑的是

同类对它的排挤和伤害，这种摧残剥夺了白牙幼年

的天真，使它变得阴险狡诈、诡计多端。白牙忍受

一切痛苦的目的是希望有一天母亲能够回来，但当

白牙再次见到母亲时，基慈已经不认识它了，而且

还咬破了它的脸。白牙对“所有有关过去的记忆和

联想又消失了，她对它已毫无价值了。它已经学会

了没有她而靠自己生活。她的意义已被忘却。” （杰

克·伦敦，2007：195）与母亲从身体到精神的彻底

分离是白牙迈向成熟的关键性的一步。白牙在“人

兽”中的经历使它懂得了人类社会中阴暗的一面：

弱肉强食、恃强凌弱。在没有爱的世界中，白牙的

精神世界是荒芜、凄苦的。 

白牙的第三个成长阶段主要描述了它在文明的

感召下仁慈复苏的精神之旅。杰克·伦敦对这个阶

段白牙遇到的人的描写已不再用“人兽”，而是用“白

人”或“高等的神”，在这个精神成长的历程中，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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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从过去的“同类的敌人”变成了“同类的朋友”，

这种变化标志着白牙疏离感的消失。到南方这个文

明社会后，白牙经历了一系列文明法则的训教，它

的野蛮、残忍之气逐渐消退。当它把头埋在威登·斯

科特的腋下时，白牙对人类的爱和信任从内心真正

升腾而起。这些都表明爱在白牙身上的复苏，它渐

渐消解了对人类、对文明世界的疏离感，与它们逐

步走向融合，这种融合的终极表现是它与牧羊犬柯

丽的结合。 

《白牙》通过白牙的成长历程反映了荒野与文

明的冲突在一只逐步归顺文明的野狼身上的体现。

野狼白牙的三个成长阶段以递进的方式表现了白牙

抛弃荒野、走向文明的进程。小说以白牙的成长过

程为主线，再现了人物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系列

矛盾和困惑：自由与文明，仁慈与残忍，天真与世

故，奸诈与诚恳，忠贞与背叛等等二元对立的矛盾，

深刻揭示了人性中的阴暗与美好。写作《白牙》之

时，正好是杰克·伦敦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的时

候，而他和夏弥安·基特里奇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确

定，此时的杰克·伦敦心情沮丧，失去稳定家庭生

活的他可能内心渴望一种新的安定的生活，所以他

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他要写一本《野性的呼唤》的

姐妹篇，而不是续集，他要把整个过程倒转过来，“不

再描写一只狗的丧失文明的退化，我打算描写一只

狗的进化与文明，描写它的爱家、忠诚、爱、道德

以及所有的礼仪和美德的发展。”（Watson,1983：80）

《白牙》的主题思想是杰克·伦敦希望重新开始温

暖家庭生活的写照，主人公白牙的成长经历是一个

回归文明、回归道德的过程，这部新的小说反映了

他当时的信仰：“爱可以治愈最痛彻的绝望。” 

（Watson, 1983：80） 

五、结语 

《野性的呼唤》和《白牙》这两部小说中主人

公的成长路径是相对的：一个是回归荒野，与狼为

群，野性得以恢复；一个是回归文明，与人为伴，

野性得以驯服。叙事主题中二元对立因素也比比皆

是：南方与北方、温暖与寒冷、荒野与文明、回归

与放逐、仁爱与残忍、忠诚与背叛、精神与物质、

柔弱与刚强等等，这些元素或者给主人公的成长提

供了锻炼他们身体、心智的环境，或者表现了主人

公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焦虑，对叙事主题的表现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深层次上表现了杰克·伦

敦在描写人物成长主题上思想的对峙。在伦敦的成

长小说中，北方代表着寒冷、蛮荒、背叛、残忍与

精神的放逐；而南方则代表温暖、文明、仁爱、忠

诚与理性的回归。杰克·伦敦采用这种充满强烈对

比色彩的语言来描述主人公赖以生存的两个截然不

同的环境，突出了环境对个人成长所起的巨大作用。 

杰克·伦敦的成长小说既秉承了德国成长小说

的教育寓意，又赋予这些作品浓厚的美国特色。荒

野在伦敦的笔下既是残酷、冷漠、死亡的象征，充

满了“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达尔文主义，也是

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精神自由之地。《野性的呼唤》

中巴克最终听从来自旷野的呼唤，走向荒野，获得

一种完全的精神自由。但是在小说的结尾，杰克·伦

敦安排这样一个结尾：每年夏天，巴克都会回到约

翰·桑顿被害的那个山谷，“静思片刻，发出一声拖

得很长的悲哀的嗥叫，然后依依不舍地悄然离去。”

（杰克·伦敦，2007：87）这个结尾意味深远，它

表现了杰克·伦敦在渴望精神完全自由的同时又渴

望着回归。这种渴望在《白牙》这部小说中得到了

充分的阐释。白牙来自荒野，但是最后野性消退、

回归文明。杰克·伦敦通过两只狗的成长与反成长

表明了自己一生对自由与文明的理解和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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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actic comprehension strategies in Chinese ambiguous sentences  

XU-Han-xiao 

(Fuqing Branch,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qing 3503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selected two kinds Chinese ambiguous sentence to discuss sentence comprehension strategy, 

from the view of reaction time and accuracy as dependent variabl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1. in both 

sentences, the subjects of reading time and the correct rate do not differ; 2. in both sentence structure, the reaction 

time of reconciliation words and ambiguous discrimination one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3.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reaction time is very significant; 4. verb modifier structure and sentence structure in different locations on the 

reaction solution differ; 5. main effect of gender is not significant, and there is no interaction between sentences. 

These results prove when people are beginning to read,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entence is the result of integration, but some ambiguity in reading is immediate. 

Key words: sentence comprehension, syntactic, strategic, ambig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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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arrative theme in The Call of the Wild and White Fang 

YANG Li, ZHANG Y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Jack London’s many novels contain the elements of Bildungsroman.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unique 

narrative theme--- binary opposition in The Call of the Wild and White Fang by combining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Bildungsroman. The purpose of it is to explain Jack London’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o the traditional 

Bildungsroman and try to interpret his works from a new angle. 

Key words: Jack London, The Call of the Wild, White Fang, Bildungsroman, narrative the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