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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k Twain’s short story “Sold to Satan” presents a ridiculous deal between Satan and the narra-
tor who decides to sell his soul to Mephistopheles for easy and big money. Characterized by the 
fascinating science-fiction elements, the story also render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the dra-
matic changes of human society brought by the rapid economical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en-
tering around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proposed by some western theorists,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alien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ir essence, human beings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o that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ory would be p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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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卖身于撒旦》主要描述了一个渴望轻松挣钱的人把自己的灵魂卖给撒旦的故事。

小说充满了浓厚的科幻色彩，深刻剖析了经济、科技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本文将以“异

化”为关键词，借助西方学者的异化概念，从三个方面探讨科技发展中人与自我之间、人与技术之间以

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变化，以期为小说的解读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 

马克·吐温，卖身于撒旦，异化 

 
 

1. 引言 

马克·吐温(Mark Twain, 1835-1910)，是 19 世纪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代表，其作品既富于

独特的睿智与妙语，又不乏深刻的社会洞察和剖析，被誉为“美国文坛巨子”、“文学史上的林肯”等

[1]。国内的马克·吐温研究近年来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从不同角度对吐温的思想和创作进行了探讨，但

是研究范围相对局限，“偏食”现象严重，许多“非经典”作品尚无人问津[2]。《卖身于撒旦》“Sold to 
Satan”是一个短篇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想轻松挣大钱的人想把自己的灵魂卖给撒旦的故事。小说中出

现的镭、钚等化学元素以及将灵魂卖给撒旦的情节使全文充满了浓厚的科幻色彩，但是在主人公和撒旦

幽默对话的背后，却隐藏着经济和科技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异化现象。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在继承和批判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形成

的。马克思在 1843 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首次提出了自己关于异化的观点，之后又于《1844 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系统的异化理论，“其中心内容是人性的异化和复归”[3]。随着当代科技的

进步和发展，“异化现象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且逐步扩到了社会、文化、心理等各个领域”[4]。人

们越来越怀疑诸如“人的本质”这样抽象的概念，失去了对人性的体验[5]。发达的工业社会变成一个“单

向度的社会”，日益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加强了对人性的束缚、压抑和控制，使人们满足于眼前，不再

追求自由和发展[6]。在当代西方社会，“处于现代性的想象与创造力支配下的人类活动变成了一种例行

公事与商品化形式”[7]。在列斐伏尔看来，自然界因人的活动而有意义，但作为异己存在的自然本质上

是人的敌对性的存在，在人对自然的逐渐增长的支配中，被人所支配的自然仍保留着它对人的支配，而

当代人类社会在无度的欲望中付出了“异化”自己的代价，导致了意义的缺失、自然的祛魅[8]。现代科

学技术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使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不再是马克思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而变成了“整体的社会与普遍的人性之间的矛盾”[4]。 
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在 1959 年就说过, 过去八十年的美国文学是一种描写“异化”的文学[9]。随着

内战后经济的发展，异化关系在美国社会表现突出。西部拓荒的精神一去不回，“美国梦”已不复存在，

物质成功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追求财富似乎成了个人、社会，甚至是宗教徒的职责[10]。在小说《卖身

于撒旦》中，主人公因不愿通过辛勤劳动获得金钱而决定把灵魂卖给撒旦，这样的情节虽然讽刺、夸张，

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快速致富的心理。撒旦本是半神半魔的堕落天使，在小说中却

被塑造成财富的来源，其身躯由镭做成，外面还裹着一层稀有金属钚。醉心于镭这种新能源可能带来的

利益，故事的主人公迫不及待地要与撒旦完成交易，并打算听从撒旦的建议，从自然界的动物尸体中攫

取更多镭资源。在不断的攫取中，人失去了灵魂，失去了对自然的关怀，失去了对科技本质的思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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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将借助马克思、马尔库塞、列斐伏尔、弗洛姆等人的相关论述，从三个方面探讨小说中的异化现象。 

2. 人的自我异化 

马克思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

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11]。小说的主人公为了能够快速发财，决定与撒旦做交

易。为了达到一夜暴富的目的，他愿意放弃人的本质，放弃自由选择，通过出卖灵魂来换取金钱，“正

是在此时我决定把灵魂卖给撒旦……现在就是我下赌注和发财的时机了”[12]。在得知撒旦的身躯是由镭

做成的，主人公马上浮想联翩：“这是一个多么富足的矿藏。将撒旦绑架后混合掺水可以到一百亿了”

[12]。显然，主人公所有的关注都集中在如何能够暴富，如何能在不付出辛勤劳动的基础上获取最多的物

质财富。在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刺激之下，他不惜卑微屈膝，称撒旦为“亲爱的祖先”[12]，想与撒旦建立

起“祖先”的关系[13]。为了让自己更加心安理得，他接受了撒旦的说辞，认为与撒旦接近没有任何不妥。

既然所有深受爱戴的祖先们都将灵魂卖给了撒旦，那么他自己当然也应该追随他们的脚步。 
在 19 世纪的美国，新能源的出现以及不断推陈出新的科技发明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生产方式的变革，

尤其“镭”的发现促进了新一轮的变革。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社会形态”，而随

着生产力和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冲突出现的则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冲突[5]。受到金钱和利益驱使的人们

并不在意劳动的方式以及劳动本身的意义，他们的目的是在这一社会变革中寻求新的稳定性，保证自己

的利益和地位。在故事中，主人公“我”为了拉近与撒旦的关系，忙不迭地给他斟酒敬烟。看到“我”

递给他的这根“黑色”雪茄，这根“外表粗糙”、“起皱，不规则，有波纹”、“呈烧焦的皮革状”，

像“星期天早晨成双成对放在家中房门前的、被罚入地狱之人的鞋子”[12]一样的东西，撒旦让“我”讲

讲这种雪茄的来历。通过主人公的讲述，政客和科学家相互勾结、共同发财的情节便出现在读者面前。

因为一次偶然的经历，意大利的政治领袖加富尔的雪茄浸染了墨水，烘干之后，他发现雪茄的味道和以

前大不相同。于是，“加富尔叫来了政府的化学家……为了财政的利益而推出这个品牌”[12]。这样一来，

墨水雪茄便大行其道。通过大范围生产和推广这种品牌的雪茄，更大的收益落入了幕后操作者的袋囊之

中。 
在吐温的这部短篇小说中，人的自我异化跃然纸上。小说主人公为了金钱想把灵魂卖给撒旦；政客

和科学家为了获取更多利益推出新品牌新产品。普通人不愿通过劳动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发掘自己的潜

能，创造更多社会财富；政客不愿踏踏实实地服务社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科学家不愿埋头实验室，

通过辛勤探索贡献自己的才智。在一个自我异化的世界中，一切都变成了金钱的附属。但是人是一个“物

种(类)”，只有在劳动过程中，才能慢慢地从大自然中解放出来，发挥自己的理智和情感的能力而渐渐成

熟起来，最后获得独立和自由[5]。为了满足自己的金钱欲望，《卖身于撒旦》中的主人公宁愿放弃自己

的独立和自由，扔掉自己的灵魂，吐温的这个故事读起来荒诞，但却发人深省。即使是在 21 世纪的今天，

这个故事中蕴含的伦理意义也同样不可忽视。 

3. 人与科技关系的异化 

19 世纪后半叶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科技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将人

异化成了奴隶。整个世界的运转都依靠能源的支撑，“样样都需要动力驱动，没有煤就没有蒸汽和电”

[12]。当煤的产量不能满足工业发展的需求时，人们把目光转向了新能源。为了能够得到新能源，人们穷

尽了一切手段，甚至像故事中的主人公那样转向了匪夷所思的途径，“在通向永恒的路上，所有的世界

和星系所能提供的烟煤和硫磺不足以满足一半的需要。没有镭就不可能有地狱”[12]。把攫取能源之手伸

向了地狱，这样的故事只有幽默大家马克·吐温能写得出来。不过，换个角度来说，这足以说明科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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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科技发展在促进社会进步、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束缚了人类。在追

逐利益的道路上，人类没有充分考虑科技的发展、新能源的出现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是执着地把目

光锁定在新能源开发这一点上，渴望获得足够的运输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已经无法摆脱技术的控

制和劳役，失去独立选择的能力。主人公听闻坠入地狱的肉体必须用镭包装时虽心怀不安，却还是认为

“撒旦是对的”，而撒旦也回答到，“我是对的。我的话是经验之谈。等到你下了地狱的时候就明白了”

[12]。 
小说的开篇有这样的句子，“斯蒂尔(Steel)下去了，圣保罗也一样”[12]。这里的“Steel”从另一个

角度看也可理解为钢铁资源。新能源“镭”的发现使钢铁褪去了主角的光环。美国经济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经历了一次“大萧条”，1897 年结束的经济低迷对美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4]。小说

《卖身于撒旦》写于 1904 年。就在吐温提笔写小说前不久，“美国钢铁行业刚刚经历了一次股票暴跌的

打击”[15]。这时科技再一次发挥了作用，镭的发现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镭的化合物会自动发光，

可以自发地和持续地释放热能。不过镭的热量巨大，只有在将钚从铋中分离出来后人们才能掌握驯服镭

的工具”[12]。 
科学新发现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科学家们对其后果并没有十分清晰的认识，“镭的发现

会给地球的财富增加一个新世界——一个巨大的世界，人们猜不出它的大小，重要的是，科学家本人对

此并不怀疑”[12]。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给人类带来福音，也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撒旦的身体

构造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他的“皮肤是由钚做的，其他部分都是镭。假如剥开自己的皮，整个世界将

在一阵火焰和一股烟雾中化为乌有”[12]。如果如撒旦所言，科技能够发展到将钚从铋中顺利分离，那么

镭的能量将大大造福人类；但如果这样的技术被心怀叵测的人占有并利用，那么，等待人类的可能只有

毁灭了。把获取能源作为唯一的目的，只看到积极的一面，却忽略了这一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

样的科技观本身是值得质疑的。 
人类希望通过借助科技发展来掌控世界，成为科技的主宰。但同时人类也变得越来越依靠科技，失

去了个性、自由和自我，最终科技的发展将导致对人的束缚，使得“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又

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6]。正如撒旦所言，“我在燃烧，我身体的内部在受折磨，但

是我的皮肤保护了你和这个星球。没有镭就不可能有地狱，因为灵魂需要用镭包裹才不会被烧掉”[12]。
从表面上看，撒旦的皮肤“细嫩、丝状、透明、薄如胶膜”[12]，但是在这美丽的外表下潜藏的却是燃烧

的折磨和痛苦。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科技的合理化提高了生产率和效能，增长和扩大了舒适日用

品的生产，在带给人类诸多便利的同时，也把浪费变为需要、把破坏变为建设的能力，个人“内心自由”

的私人空间已经被技术所侵占和削弱[6]。当小说中的人物将灵魂卖给由镭做成的撒旦的那一时刻，他已

经失去了内心的自由选择，成为舒适生活的奴仆。这也说明科技发展的冲击使人类的理性屈从于现实生

活，屈从于产品崇拜，屈从于科技的威力，并最终使人类异化为科技的奴隶。 

4. 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的发展是马克思进化理论中的主要思想”[5]。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

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

——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16]。然而掩盖在高速发展背后的是人类

对自然的不断开发、攫取、征服，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环境问题。 
小说中对于生态问题的描述可谓触目惊心：“在新西兰，成千上万鸟的骨骼堆积成二十英尺深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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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堆。积在勒拿河口的象牙矿、动物骨骼混合体做成的在美国南部的磷酸盐矿床……这些都是动物的墓

地，而这样的墓地甚至遍布全球”[12]。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许多动物品种已经不复

存在，地球上遍布动物的墓地。随着镭的发现，人类将开始新一轮的自然资源掠夺。主人公从撒旦处知

道了镭的储藏地，“那是一个存在了一百万年的萤火虫墓地，连科学也还无法揭开它的奥秘，每日都有

无数的萤火虫飞来死在那里，那里的能量足以照亮全世界”[12]。在这里，萤火虫不是关注的重点，能量

才是吸引人的首要原因。可以想象的是，为了获得更多能量，人们将蜂拥而至，践踏动物墓地，挖空这

里的磷酸盐矿床。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的恩赐，离不开动植物的繁茂，然而可悲的是，人类对自

然环境并不关心，他们关心的只是探索、挖掘、搜寻和发现新的资源和矿藏。 
1905 年至 1910 年间由于科学、技术和社会变迁的影响，一系列传统的参照物瓦解了，而功能的、

技术的对象取代了传统对象的地位，对象与符号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人类所建构的“第二自然”取代了

绝对的“第一自然”的地位[7]。在社会从物质贫困转变为精神贫困的过程中，一种特殊的异化终结了人

与自然的原生关系。在小说中，萤火虫墓地成了财富的来源，“萤火虫的墓位于雁列山脉某雪山顶部的

一个掏空的碗状物中。[……]碗中是何物呢？纯正的萤火虫镭及剧烈的闪光和发热。在数不清的年代里每

日都有无数的萤火虫飞来死在那只碗中，即刻被烧成蒸汽。每只飞来的萤火虫都留下了它的贡品——它

那惟一不可毁灭的粒子，即它那惟一的纯镭电子。从现在直到永远，那里的能量足以照亮全世界，给全

世界的机器提供热能，提供全世界的运输动力。”[12]。在小说的结尾处，主人公“我”还提供了联系方

式：“原料可供出售，请与马克·吐温联系”[12]。在这里，自然已经成了“原料”供应地，成了资源、

能源和动力仓库。显然，自然已不再是滋养人类的母亲，自然变成了服务人类贪欲的摇钱树，成了人类

随意攫取的对象。人和自然之间也不再是共生共荣的同一体，自然成了人类的控制对象。 
事实上，即使撒旦不告知主人公镭的矿藏地，他或者他的后代也会最终找到这个地方。新能源这个

巨大的诱惑会不断地激励后人，“他们从不放弃，有耐心、希望、信心”[12]。人类在意的并非自然本身，

而是自然界蕴藏的矿藏能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吐温本人对科学发现十分着迷[15]，但他对科技发展的态度

也很矛盾，这一点在故事中有着清楚的体现。为了社会的发展，人类不惜牺牲自然。于是，自然的概念

不再切实可感，自然成了“交换关系”的一个环节，而小说中的撒旦则更形象地展现了“人类的无知、

荒谬和迷信”[10]。在故事中，一切都能成为交易的筹码，不论是灵魂、技术、还是自然。正如卢卡奇所

言，“在一个交换价值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中，人的一切活动都脱离了主体而独立存在，成了不受自己控

制的异己力量，它直接把人变成了社会经济过程的一个商品”[17]。 

5. 结语 

在 19 世纪中期，由发明和工艺革新带来的工程技术的广泛应用成为国家繁荣的一个标志[10]。美国

在 1861 年内战爆发时已经从小农经济蜕变为工业化市场经济，但是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

会、经济和环境问题。在这样的社会中，“无论人们放眼社会罗盘所指的任何方向，都将发现异化”[18]。
在小说《卖身于撒旦》中，作者以幽默的方式呈现了一个异化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成为金钱的奴隶，

科技的附属，自然的主宰。小说展现了晚年的吐温对人类社会现状和未来的深沉思考。 
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今天的人们也生活在一个处处充满着异化的时代：消费品的充盈使人们摆

脱了物质贫困的窘境，但是却进入了精神贫困时期；科技的飞速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的进步，但却加

强了对人性的束缚、压抑和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经历了从敬畏到征服再到努力和谐相处的阶段。

列斐伏尔认为，“异化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交互作用在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必然产

物，异化无所不在”[8]。如何解决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异化问题，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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