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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1∙伦敦其人
约翰·格里菲斯·伦敦（John Griffith London）

1876年生于美国旧金山�一生充满冒险的经历。
他15岁便开始了流浪生活�16岁成为捕蛎“豪
贼”�18岁参加失业工人组织的“工人军”向华盛
顿进发�19岁加入淘金大军奔赴克朗代克。他没
有淘到金子�但在北方的经历为他写作《野性的呼
唤》积累了素材。

2∙作品概说
故事开头引用的诗得到启发。该诗可以解读

为：每一个人�无论教化程度多深�内心深处都潜
伏着野性的张力。这种张力在一定时期就会暴发
出来�使我们这些教化的人类表现出原始的兽性。
按照这种返祖的观点�“野性的呼唤”就是“原始兽
性”的呼唤。小说中主要讲述的却是一只家犬
－－－巴克从阳光明媚的圣塔克劳尔山谷（Santa
Clara Valley）被贩卖到冰天雪地的克朗代克的悲
惨遭遇�作者凭着自己在北方的亲身经历�生动的
塑造了一只有着高贵出身而且适应力极强的“尼
采式”的“超级狗”。读完小说之后�我们就会发现
这部作品不是一部简单的返祖主义的作品。“野
性的呼唤”可以解读为“自然的召唤”�召唤人们摆
脱文明的枷锁找回真实的自我。故事中巴克所遭
受的文明动物（人类）的种种折磨表明文明毁灭了
自然这一诚实清白的存在状态。同时�文中引入
“自然选择” 这一自然规律�突现了小说对真实生
活的再现�这也是该作品的魅力之所在。据此�传

统观点认为这是一部以现实主义笔法勾勒的自然

主义的作品。然而笔者从分析主题的角度出发�
结合对作品的研读和对作者的研究�发现故事更
多地反映了杰克·伦敦本人对人生的矛盾的看法；
同时也发现这部作品并不是一部纯自然主义作

品。
二、《野性的呼唤》中杰克·伦敦人生哲学思想

的体现

1∙杰克·伦敦对生存的解读
1897年至1898年�杰克·伦敦随着淘金大军

来到克朗代克。在此期间�他读完了查尔斯·达尔
文的《物种起源》。而达尔文对杰克·伦敦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斯宾塞的著作实施的。达尔
文在研究中发现生物进化的过程是一系列的适应

过程。斯宾塞则将这一理论应用于社会�他在《生
物原则》一文中写道：“对于达尔文先生所谓的‘自
然选择�或者说是生存斗争的结果是优良的种族
得以保留�’我倾向于用一个机械的术语来表达�
那就是适者生存。”应当指出�达尔文的进化论强
调环境的影响和生物的适应性�而斯宾塞的“生存
原则”更倾向将“适者生存”这一自然法则应用于
社会性�以至在19世纪末发展为社会达尔文主
义。两种概念对伦敦的影响在《野性的呼唤》中都
有体现。

首先�巴克从一只文明的家犬到洪荒野兽的
转化就是一系列的适应过程。刚到北方�巴克便
“很快丢掉了昔日挑食的习惯”�并从同伴那里学
会了偷食。杰克·伦敦评价道：“第一次偷窃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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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巴克在北方恶劣的环境中具有生存的适应性�
……他有适应能力�这就是一切（London21）。”而
对于这种为了生存而丢弃道德的做法�伦敦又将
其归咎于“本能（instinct）。”这种观点与他的同代
人－－－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Pavlov）的反射论
不谋而合。巧合的是�巴甫洛夫在其反射中提到
动物的三种基本反射－－－食物反射、性反射和防
御反射�在《野性的呼唤》中都有例证。伦敦为巴
克开脱说�它偷窃并非是为了取乐�而是因为饥
饿。性反射在巴克身上则表现为一种情欲�巴克
与他所爱的主人之间难以割舍�反复将他从走向
野性的路上拖回表现出他们之间的依恋之情。而
防御反射则表现为巴克在危险环境中的种种警察

反应以及它对于领导权的欲望。这些科学依据增
强了小说的说服力�也避免了对道德扬弃的纠缠。

其次�伦敦从真实的角度出发�将斯宾塞的
“第一原则”引入《野性的呼唤》。为挽回现实的残
酷�伦敦常以巴克的视角来展现“生存原则。”柯利
之死使巴克意识到“生活就是这样�没有公平可
言�一旦倒下�就是生命的终结（London16）。”在
身经百战之后�巴克对生存法则做了一个总结：

……没有中间道路可选。要么取得支配权�
要么被支配。仁慈是懦弱的表现。仁慈不存在于
原始生活之中。仁慈可被误解为恐惧�一旦被误
解就会导致 死亡。杀死敌手或者被敌手杀死�吃
掉敌手或者被敌手吃掉�这就是法则……（Lon-
don63）。

巴克战死斯匹兹�在残酷的现实中掌握了自
然环境�而在同样的自然环境中�三位探险新手为
环境所淘汰�因为他们不是“适者”。既然现实如
此之残酷�我们又该如何做才能成为一个“适者”
以求生存呢？巴克是一个“适者”�他是一只尼采
式的“超级狗”。伦敦对巴克的塑造�展示了他对
尼采式的“超人”的理解。

2∙杰克·伦敦关于“超人”的矛盾观点
尼采所著《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一书是杰克

·伦敦及其夫人查米恩最喜欢读的书之一。在读
书中尼采创立了其“超人哲学”。尼采式的“超人”
是身心完美无缺�体智无与伦比。伦敦自称是尼
采的仰慕者�自谓“尼采对自己激励胜过任何一位
作家。”巴克在某种程度上便是这种形象的化身。
它的父亲是一头高大的圣·伯纳种狗�母亲是一只
苏格兰牧羊犬－－－出身高贵；它是米勒法官家里
“一切飞行的、爬行的、甚至包括人在内的主宰。”

在荒野�“它的狡黠是狼的狡黠�野性的狡黠；它的
智慧是牧羊的智慧……它年富力强�充满活力。
它的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头部、身躯、神经组织和
神经纤维�它们的组合及比例�都是那么异常协
调、平衡和完美。”

但是�伦敦也自认为是尼采的“理智的敌人”。
他反对自私的个人主义“超人”理论。在《燃烧的
白昼》一书中�伦敦塑造了一位成功的超人�这位
超人将三千万美金抛在风中�只是为了寻求更为
伟大的东西－－－爱。这一永恒的文学主题在《野
性的呼唤》也是不可或缺的。

3∙《野性的呼唤》中爱的主题
正是爱之主题阻止了《野性的呼唤》堕入厌世

小说之列。巴克在呼应“野性的呼唤”进程中�在
生死危险之际�遇上了他终生难忘的主人－－－约
翰·桑顿。桑顿原来的两只狗没有对巴克表示妒
忌�激起了巴克的好感。桑顿对它的仁慈关怀和
宽宏大度燃起了巴克“炽热的诚挚的爱�“这种狂
热赤诚的爱�是崇拜�是疯狂（London61）。”正是
这种爱促使巴克两次挽救了桑顿的生命并将他从

走向野性的路上拖了回来。为了爱�巴克为桑顿
报仇�它甚至“失去了理智”�“不顾棒子和牙齿法
则……连人也杀（London85）。”桑顿死后�伦敦声
言巴克失去了与人类的最后一线联系。但是�故
事发展下去�巴克成为一只“魔狗”。每年夏天�它
都会来到山谷悼念它深爱的主人。爱的主题在很
大程度上补偿了故事的残酷性。

4．杰克·伦敦对“苦劳”的赞赏
为了生存�适应环境�巴克丢弃了高贵的品

性�变得狡诈、残酷。同时�巴克被人化为一个认
真负责、勤奋辛劳的角色。它被训化为一只雪橇
犬�它觉得“工作很苦”�却“不感到厌恶”。伦敦写
道：“挽具下的辛劳似乎是它们生存价值的最高表
现。仿佛它们生来就为此而生�并且以此为乐�以
此为荣（London19）”。随着巴克兽性的增长�它
对领导权的欲望解释为巴克的本性：

……它以及其它的狗无不为能够套上挽具在
雪道上驰骋感到骄傲与自豪。这种自豪感看上去
很盲目�很离奇�难以理喻�却又很真切很强烈�不
容置疑。……它们乐意在奔驰中�在挽具下劳累
而死�反之�如果解除它的挽具�失去这种骄傲�它
们就会悲痛欲绝（London30）。”

这种对辛苦劳作的热爱和令人感动的职业责

任感�在另一只雪橇狗－－－载夫的身上表现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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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致。它病得难以支撑时还憎恨从挽具下被替换
下来。“它对挽绳和雪道充满了自豪�哪能怕病得
快要死�与不愿看见别的狗取代它的苦役（Lon-
don43）。”

5∙杰克·伦敦对“探险”兴趣
伦敦在《野性的呼唤》中表现出的对探险的兴

趣可视为该小说的一个次主题。伦敦的一生充满
了冒险的经历。经受磨难�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取
得成功似是各种探险小说的共同程式。在《野性
的呼唤》中�巴克经历了从阳光和煦的南方到冰天
雪地北方的环境的考验�从农场宠物到洪荒野犬
身体上的转变和从文明到野蛮的精神上的转化。
对于未知的寻求是人与动物的共性。巴克的寻求
是应答“野性的召唤”它所遇到的每一位主人大都
是为了寻求财富而桑顿却是寻求一种冒险的经

历�找寻人迹未至之处。这种对未知的兴趣自然
会产生对未知的神秘感的表达�《野性的呼唤》中
以超验笔法展现了伦敦的这一哲学观点。

6∙杰克·伦敦的超验主义观点
杰克·伦敦以其亲身经历和感悟进行创作�探

索人生真谛。其作品中体现出的超验主义特点很
难说是作者本人的真实感受还是写作技法。在
《野性的呼唤》的第一个小高潮�巴克与它死对头
斯匹兹决战在即�伦敦对此战场描写溶入了巴克
的心理活动：

霎时�巴克意识到生死一博的时刻到了。它
们兜着圈子�竖着耳朵�互相嗥叫着�找寻出击时
机。巴克感到眼前的情景很熟悉�它恍惚想起了
一切－－－那白花花的森林�白皑皑的土地�白亮亮
的月光和在一片白色中笼罩着可怕的宁静……这
一切对巴克并不陌生�也不新奇。这是古老的场

景�似是原本如此�本该如此（London35）。
我们可以将巴克对于决战在即的感觉归于直

觉�对于它对于这一场景“很熟悉”�“并不陌生�也
不新奇”又作何解释呢？只能说是一种神秘的超
验感觉。

巴克和它的伙伴蹒跚抵达约翰·桑顿营地时�
整个狗队躺在地上不愿动弹。在哈尔的挥鞭驱逐
下�其它狗一条条挣扎着站了起来�唯有巴克不肯
起来。哈尔暴怒�他“换上了惯用的棒子”�可巴克
却“没有挪动一下。”它忘了“棒子和牙齿法则”了
吗？没有。“它恍惚有一种末日迫近的预感。这
种感觉在来到河岸时尤为强烈�一直未曾消逝”
（London58）。接下来悲剧的发生证实了巴克的
预感�而对于这种神秘的预感都难做出理性的解
释。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故事的标题－－－野性的
呼唤。这召唤之声是幻是真？是虚是实？这声音
给巴克“带来一种模糊的愉悦�使它产生了一种对
野性向往和骚动而不知到底是什么（London76）。
这种富具神秘色彩的艺术理念增强了作品魅力。

三、结论
伦敦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系列

狗故事”的创作。《野性的呼唤》是传统文论中杰
克·伦敦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在故事中表达了他对
“适者生存”的信仰�又以爱之主题补偿故事中反
映出的现实的残酷；作者通过狗的化身�表达了自
己对尼采式“超人”羡慕和自我欣赏�又以对艰苦
奋斗的赞赏和对探险的兴趣将故事引入理性世界

的现实。故事中超验主义的笔法或者说是想法在
行文中表达得自然而然、不留痕迹�可谓生花之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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