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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坡顶上的房间》中，人物的命运与神话作品中的人物命运高度契合。以主角兰普登这一亚当式的堕落

牵扯出周围人悲剧命运的起伏，再现二战后英国工人阶级面临的迷茫无助、恶劣浮躁的骨感现实，通过

原型批评理论解读该作品，挖掘小说背后具有的深层次文化依托，更深刻地体会“愤怒的青年”群体所

具有的鲜明时代感，与作者产生共鸣的同时深度刨析英国战后社会中人们道德堕落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 

《坡顶上的房间》，愤怒的青年，原型批评 

 
 

An Analysis for Character Image in  
Room at the Top 

Yanling W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Received: Oct. 22nd, 2021; accepted: Nov. 26th, 2021; published: Dec. 3rd, 2021 
 

 
 

Abstract 
In the Room at the Top, the fate of the character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haracters in the mytholog-
ical works. With the protagonist Lampdon’s tragic fate which is similar to Adam’s degenerate, the 
novel presents the confusion of most individuals and also recreats the reality of helpless and con-
fusions as well as the fickleness and harshness which was faced by the British worker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analysis with the theory of archetypal 
criticism, after exploring the profound cultural attachment behind this story, readers can under-
stand the distinct time sense of “Angry Young Man” deeply so as to resonate with the author as 
well as investigate the further problems under the surface of moral depra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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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战后初期，西方文明遭受毁灭性的破坏，“上帝已死”的阴影久久弥漫，西方国家的精神世界一片

荒芜，加上岌岌可危的物质世界，使得社会的诸多矛盾日趋尖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布莱恩的小说《坡

顶上的房间》应运而生，而小说中的男主兰普登悲剧命运也成为当时千千万万青年的缩影，他们开始迷

茫、彷徨、幻灭。高等教育这种改善社会地位的方式仍难以打破传统的等级思想，毕业之后面临两难抉

择，“受了教育又被人像稻草一样叉起来掷到世界上”。兰普登从老家背井离乡，来到威尔利，经历了

流浪汉的生活，践踏过爱丽丝的信任与感情，他成为自己厌恶的社会渣滓，在诱惑和原则之间挣扎徘徊，

通过与苏珊的结合来达到社会地位的提升。作者通过将男女社会地位进行对调，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二战

后英国底层社会的荒诞。每个平凡的小人物都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常态。 
兰普登像亚当一样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放弃原则，偷吃禁果，逐渐堕落。作为小说中的男主角，他

的堕落牵动着周围人命运的起伏，他的情人爱丽丝成为悲惨的替罪羊，他的未婚妻苏珊偷吃爱情禁果，

这一切影射出当时社会大环境中人们精神世界的荒芜，内心的浮躁不安以及工人阶级面临的迷茫无助。

笔者借助原型理论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解读，依靠该小说所具备的深层次文化依托，有利于对“愤

怒的青年”写作模式背后展现的英国社会进行全面的剖析。 

2. 原型批评理论 

原型批评理论起源于 20 世纪 40 年代，盛行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它的理论基础是荣格的精神分析

学说和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主要创始人是加拿大的诺斯罗普·弗莱。弗莱在《伟大的代码》中提到“文

学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世俗的民间故事和传奇成为其部分素材”[1]，这些素材成为“典型的或反复出现

的文学意象”[2]。这些都丰富了原型批评理论的内容。荣格称“原型是反复发生的典型模式，是代代相

传的基本原型意象，文学创作是对原型意象的激活和再加工。创造性的运用原型的结果就是承载着作家

迥异风格的完整作品。变化的是作家个体，不变的是原型”[3]。根据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传统的主流

西方文学大都能从中挖掘出有关古希腊和圣经的神话原型。 

3. 《坡顶上的房间》人物原型解读 

《坡顶上的房间》是英国二战后期的典型著作，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兰普登父母死于空难，他从落后

的达夫顿镇来到南部威尔利镇，担任镇政府的财务审计员，一次聚会上结识了比自己大十岁的富商妻子

爱丽丝，并与之发展为情人关系。兰普登在与爱丽丝约会的同时对富家小姐苏珊展开狂热追求，通过手

段与其发生关系，使得苏珊的家人不得不认可两人的亲事，最终兰普登通过高攀婚姻的方式使自己成功

跻身上流社会，而爱丽丝经受不住兰普顿背叛的刺激，酒驾身亡。小说最后，兰普登面对自己以牺牲爱

情，背叛自己生存的阶级换来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时，陷入前所未有的精神困顿和道德的自我谴责，自己

在唏嘘的同时反思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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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爱丽丝——替罪羊 

替罪羊是圣经中的一个典型原型。替罪羊产生最早是为了驱邪，是一种巫术。在旧约中，每年的赎

罪日，犹太人都会用两只山羊来献祭，这两只山羊就被称为“替罪羊”。在新约中，耶稣为救世人的罪，

愿意钉死在十字架上，把自己作为祭品献给上帝，成为世人获得幸福的替罪羊。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许

许多多的牺牲者形象，在集体无意识的迫害下成为整个社会的牺牲品。例如《坡顶上的房间》的爱丽丝。 
爱丽丝是一位富商的妻子，比兰普登年长十岁，一次聚会上两人相识，很快便发展成为情人关系。

爱丽丝在物质上和感情上给予兰普登无微不至关怀，渐渐成为普兰登飞黄腾达的垫脚石。而在嫁给富商

之前，她和兰普登处于同一阶级，这一经历使爱丽丝对兰普登的窘境以及想往上爬跻身上流社会的那种

迫切心情产生深深的共鸣。借着年长十岁的原因，再加上女性本身所具有的先天性细腻心理，爱丽丝总

能敏感地捕捉到男友的细微心理变化，她对兰普登有求必应，给他提供温床和美酒，同时又给予他母亲

般的疼爱，充当着避风港的角色。一味地付出使兰普登觉得爱丽丝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然而当兰普登

得知爱丽丝之前做过人体模特时，他却理直气壮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谴责对方“上帝啊，你为什么要去

干那种事？你不应去干那种事。几百万的妇女都像你一样穷，她们宁愿死也不愿为几个可卑的先令去暴

露自己。”[4]在兰普登的眼中，爱丽丝无形中已经成为自己的附属品，她的这种人体模特的打工经历就

如同一面镜子，照出工人阶级这个“帽子”带给他的耻辱。作为兰普登镜像中的另一个自己，爱丽丝成

为兰普登必须扔掉的“镜中的另一半”。爱丽斯的死亡代表着兰普登自我身份的死亡，暗示着爱丽丝成

为兰普登实现身份理想必须付出的代价。在两人分手时，兰普登理智地分析到：“我很想逃离这个满是

香水味和病态的闷热的小房间，我很想马上回到沃尔利去。爱丽丝不属于沃尔利，而我又无法同时拥有

她和沃尔利：说来说去就是这个原因。”[4]爱丽丝与兰普登处于同一阶层，只有与她在一起时，兰普登

才能放下伪装，但正因为阶级局限，爱丽丝虽能在感情上给予他无限关怀，但财力上却只是有限资助，

最终没能逃脱成为弃子的命运，她的下场如替罪羊一般无辜。通过对爱丽丝的解读，当时战后英国社会

中受虐女青年的形象跃然纸上，她们沦为别人进行阶级提升的工具和替罪羊。与此同时，爱丽丝的替罪

羊命运也给兰普登最终的喜剧结局蒙上了一层阴影，从而证明财富与地位的喜悦并不能掩盖处于歧途中

的人们精神世界的麻木不仁。 

3.2. 苏珊——夏娃 

夏娃是上帝看到亚当一个人孤独寂寞想办法造出来的人，她可以看作是亚当的附属品，比如当苏珊

深陷爱情中，就失去了自我独立性，完全依附于男友兰普登。在一次约会中，苏珊与兰普登发生关系，

正如夏娃吃掉禁果，她享受到了违背世俗规约所带来的快乐。这一情节的设计是作者匠心独运的一种体

现，在各种文学作品以及人们的观念中，大家都已经接受了圣经中所描写的夏娃偷吃禁果是一种道德的

逾越，文学作品中女性在爱情中偷吃禁果，体现在该小说中便是苏珊的未婚先孕。 
在这部小说中，苏珊始终是单纯、涉世未深但对男性极具魅力，对美好的爱情充满期待，渴望尝试

新鲜事物的少女形象。她善良单纯，“属于热情、冲动型的女性，缺乏处世经验。”[4]，对一切都充满

好奇，这一女性形象契合夏娃在圣经中的定位，因此，对于禁果所产生的浓厚兴趣为其堕落埋下隐患。

兰普登在与苏珊约会后曾计划“我要让她嫁给我，哪怕是把她肚子搞大也在所不惜。我要逼她老爸给我

找个好工作，从此再也不用一个便士一个便士地精打细算了。”苏珊悲剧命运的形成又不仅仅局限于自

身的缺点，当时基于社会对女性形象的约束，苏珊由于失去贞洁未婚先孕而失去与兰普登平等相处的权

利，苏珊父母最终只能被迫答应女儿与穷小子兰普顿的婚事，兰普登的计谋得逞。苏珊如同夏娃一样受

到惩罚，她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所想象的婚姻也不过变成兰普登跻身上流社会的一种工具。“那时我

没把苏珊当作一个普通的恋人来对待，她在我的心目中只是一个可爱的一等女人，一个工厂老板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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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开启阿拉丁宝洞的钥匙，一个实现我个人梦想的工具。”苏珊代表着兰普登渴望在城市里达成的一

切目标——金钱、地位、权势，一切理想身份的表征。 
在“愤怒的青年”作品中，“富家女爱上穷小子”是最常见的一种婚姻模式，往往这些男性凭借自

身长相的优势以及圆滑的处世技巧吸引那些涉世不深的富家千金，从而凭借婚姻进入上层社会。但这些

“下嫁”的女孩却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兰普登对苏珊的利用导致苏珊的人生悲剧体现的并不仅仅是苏

珊这个单纯女性的个人悲剧，而是当时社会中对女性意识的不够重视。纵观整个二战后期的代表作品，

例如艾米斯所著的《露水情》[5]中男主路易斯的妻子，《幸运的吉姆》[6]中吉姆的妻子克里斯汀还有《坡

顶上的房间》中的苏珊，这些中产阶级的女性成为当时社会中被忽视的弱势群体，看似收获完美的婚姻，

实则一步步成为男权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傀儡，从这一点看，苏珊夏娃式的堕落反映的是基于个人特殊悲

剧命运的基础上中产阶级女性所抱有的普遍愚昧的爱情观。 

3.3. 兰普登——亚当 

在圣经故事中，上帝通过泥土创造出具有灵魂的亚当，又给他提供伊甸园，后来，上帝趁亚当熟睡

时，取下他的一根肋骨，造出亚当的妻子夏娃，从此以后两人在伊甸园无忧无虑地生活。直到魔鬼撒旦

化身为蛇引诱夏娃和亚当吃下禁果，从此两人被逐出伊甸园，接受尘世之苦。然而对比亚当和兰普顿时，

人们会发现他们两个的境遇十分相像。上帝为亚当创造了伊甸园，让他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正如兰普

顿初到大城市时有一份充满前景的工作，但在欲望的驱使下一步步划入道德的谷底。亚当的堕落是个人

禁不住生活的诱惑，违背信念，挑战上帝的禁令，以身试法，吃掉禁果，最后丧失了伊甸园快乐与自由

的生活。正如兰普顿心中存留的对财富的贪欲使其变成权力和财富的奴隶，背叛自己的感情和阶级，最

后饱尝良心谴责之苦。 
文中曾对兰普登精准定位道：“前途：鉴于兰普顿出身卑微，他已经爬得够高了”[4]，在咖啡馆观

望路边停放的一辆阿斯顿马丁跑车时说“仅仅不过是一个有钱人的玩具罢了……拥有它不过是钱的问题

罢了”[4]。他对坡顶上的财富极其渴望又夹杂着嫉妒，他对等级制度的“愤怒”与对上流社会的渴望形

成了一个相互无法妥协的巨大矛盾，在这种矛盾心理中走向迷茫。不择手段想要得到那种富人生活。在

他终于跻身上层社会之后，发现并没有自己想的那样美好，情人因惨遭自己的背弃而含恨离世，自己空

活在权力和地位堆砌的冰冷世界中，他陷入了内疚和自我冲突的困惑中。正如英国历史与文化学者杰弗

里·理查德所说，“这一巧合表明一个工人阶级青年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若渴望成功，就必须以自尊、

内心的宁静、个人幸福为代价。”兰普登同亚当一样，因为自己的贪欲而走上歧途，自身的命运也牵连

着周围的女性，所不同的是，身处二战后的英国，兰普登演绎的是充满现代性故事情节的堕落之路，他

是当时无数怀才不遇的英国底层青年的一面镜子。 
二战后，不断更迭的政党使民众对政府失去了信任，尤其是这些曾经受过高等教育毕业后却仍难以

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社会地位的年轻人来说，社会所造成的人才浪费和对个性的禁锢，社会制度给民众的

毁灭感迫使这些年轻人面临着“受了教育又被人像稻草一样叉起来掷到世界上”的命运。另外在思想方

面，两次世界大战使整个英国笼罩在失败主义情绪之中，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在当时的盛行加剧了英国

人当时精神状态的孤立，大量青年人如同兰普登一样，传统价值观发生转变，兰普登式的奋斗历程在这

种扭曲价值观的诱惑下也成为一种笑柄，折射出整个二战后期英国社会的浮躁。 

4. 对原型的突破与超越 

程金城认为“圆形的传承与突破，是文艺发展中相辅相成的规律性现象。一方面，原型的反复性昭

示着人们对于某些永恒的主题，某些终极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人类的文艺又是在不断地试图超越原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1.94021


王艳玲 
 

 

DOI: 10.12677/wls.2021.94021 139 世界文学研究 
 

型模式，以满足人的不断变化的精神需求。”[7]通过对《坡顶上的房间》进行神话原型解读，从一定程

度上消解了作者的权威性，赋予作品更多的，原型解读即通过建构二战后英国人们极具特色的个体精神

面貌和等级意识，以神话为原型对照点，对战后英国包括军事在内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领域的突出矛

盾及其因果关系进行了揭露与批判，探讨《坡顶上的房间》成为当时社会的典型“愤怒的青年”的作品

的原因，从当代神话叙事的角度深入剖析该小说，与此同时，将二战后英国“愤怒的青年”这一群体的

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及创作思想所隐含的学术价值挖掘出来。 
神话故事中的亚当、夏娃及替罪羊普遍适用于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具有文学作品人物的普遍性，

而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大多注重劳资矛盾、阶级矛盾，将地点设置为一个城市或是一片区域，将两个阶

级完全对立开来描述，将兰普登、苏珊及爱丽丝与神话故事中的亚当、夏娃及替罪羊联系到一起，在现

实主义的社会背景下，使神话人物特点的普遍性与小说中人物的鲜明个体性相得益彰，描绘出主人公多

变的生活环境，将二战后英国普通大众内心世界的荒芜与焦躁展示出来。通过原型理论解读人物心理，

理解人物内心世界的同时认可作者反社会、反英雄式的创作思想。小说中的兰普登是后现代语境下的典

型的反英雄代表，他缺乏崇高壮烈的行为和出类拔萃的品格，它实现理想的任何努力都受到生活的嘲讽

与作弄，因此，他在生活中不是无用的小丑，就是无能为力的受难者。 

5. 结语 

尽管《坡顶上的房间》中的人物形象与神话原型的人物形象都不尽相同，但都或多或少隐含了相似

的价值评判标准。荣格曾说：“作家一旦表现了原型，就好像道出了一千个人的声音，把个人的命运纳

入了人类的命运当中。”兰普登代表了当时社会现实中千千万万个想要挣脱现实牢笼，渴望过上有钱人

的富裕生活并获取上层社会地位的小人物。本文通过神话原型这一视角对作品进行解读，成功地将宗教

与人们日渐失去的信仰联系起来，将圣经中人物原型的普遍意义投射到普通人身上，使主人公悲惨命运

的形成有了更深层次的文化依托。与此同时，反观二战后英国社会的年轻人，他们因极度缺失安全感而

渴望通过获取财富来摆脱精神世界的焦躁与空虚，这种荒唐做法导致的精神堕落对当下年轻人正确处理

贪欲和权势欲也起到一定的警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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