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希望现象的奇迹和暴力
———论比昂逊与《超越人力》

黄凤祝

内容摘要　《超越人力》（ＢｅｙｏｎｄＯｕｒＰｏｗｅｒ）第一部（１８８３）和第二部（１８９５）是
挪威剧作家比昂逊（ＢｊｒｎｓｔｊｅｒｎｅＢｊｒｎｓｏｎ，１８３２－１９１０）两部有争议的戏剧，也是
他最重要的作品。通过这两部作品，他要告诉读者和观众的是：在奇迹不能出现

的年代，痛苦带给人们的总是绝望，而绝望启发暴力，并期待以暴力来创造奇迹。

于是，社会暴力带来了革命，使一部分人改变了命运，然而，却无法彻底改变社会

大众的生活状态，使其摆脱贫困或痛苦。因此，奇迹和暴力改变不了社会，只有

慈善事业和社会进化才能给人类带来福祉。与此同时，比昂逊在剧中将自由主

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斗争搬上舞台，使资本家、工

人、革命者一一出笼，和盘托出他对“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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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人力》第一部和第二部是挪威剧作家比昂逊（ＢｊｒｎｓｔｊｅｒｎｅＢｊｒｎｓｏｎ
１８３２－１９１０）创作的有争议的戏剧，也是最能反映其宗教、政治、社会意识和信仰
的作品。该作品的第一部是比昂逊１８８３年完成的，直至１８９４年才在挪威进行
首演，而后又于１８９９年在巴黎和丹麦相继被搬上舞台。而距离第一部完笔十二
年，即１８９５年，第二部方才问世。比昂逊通过这两部同名且在内容上具承继关
系的戏剧展现了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两代人救世意识的转变和异同，读者和观

众由此可窥见作家曾在精神世界历经的信仰危机，以及他逐步成为宗教批判者

与和平救世者的心灵历程。

一、奇迹与信仰

在《超越人力》第一部中，故事主要围绕商牧师（ＡｄｏｌｆＳａｎｇ）和商太太（Ｋｌａｒａ
Ｓａｎｇ）展开。商牧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对基督神力的坚定信仰，使他成为闻
名远近的上帝使者。对他来说，帮助他人是义不容辞的事情，也是见证上帝存在

的事业。在他的帮助下，病患得到康复，植物世界和动物世界欣欣向荣。甚至由

于他的祈祷，人对自然灾害的恐惧也会消失。而他只有对自己的太太无动于衷。

商太太因为精神紧张，患有失眠和瘫痪，但商牧师从未尝试过用祈祷和冥想启动

奇迹来为她治疗。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因为商太太对奇迹存在怀疑，对丈夫的

作风也抱着批判的态度（Ｂｊｒｎｓｏｎ２７），而这种态度会妨害奇迹的出现。商太太
批评丈夫说：“他缺乏真实感———他只看到他所要看到的事物，却从来看不见人

性中存在的恶”。用她的话说，“他看到了，却有意地忽略它”（Ｂｊｒｎｓｏｎ２７）。在
商太太的妹妹从美国赶来探望姐姐期间，商牧师终于决定用祈祷促成奇迹出现

来治疗太太的病。这个计划吸引了许多好奇的教徒和神职人员前来观看。在

此，比昂逊将故事推向了高峰———众人在信仰和怀疑、害怕和希望、好奇和严肃

相互掺杂的复杂心理状态下静观奇迹的出现，而商太太终于在众目睽睽之下站

起来走到房中间。商牧师喜出望外地拥抱站起来的太太，可是，这一刻，人力和

神力的交汇却无法支撑奇迹的显现，故事在这里完满地结束———商太太死在丈

夫的怀中；商牧师把太太摊在地上，重复地呼喊着：“本来不应当是这样的”！（

Ｂｊｒｎｓｏｎ５７）紧接着，他也跟着倒了下去。商氏夫妇就这样在奇迹的失败中莫名
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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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变成酒”和“病人在耶稣的召唤下康复”都是《新约》中描绘的奇迹。基

督教义是否应建立在奇迹的信仰上，是一个可争议的问题。在天主教中，一个人

成为圣人的标准是看他是否能促成奇迹出现。若能证实某“圣人候选人”曾经

显灵，并促成某些奇迹，教会便会授予他“圣人”的称号。而比昂逊认为，基督教

的信仰不应建立在相信奇迹和迷信奇迹上，而应建立在信仰上帝的律法和进化

上。世俗生活是比昂逊意识关注的中心，但是上帝在他的世界观中依然占有重

要的位置（Ｂｊｒｎｓｏｎ１８）。在《超越人力》第二部中，比昂逊借艾理亚斯（Ｅｌｉａｓ）之
口说出他对上帝的理解：上帝代表宇宙间永恒的秩序，对人而言，这种秩序意味

着正义。在战争中，人不能置正义而不顾，人必须牺牲自己，去摧毁邪恶的战争

（比昂逊，１３）。在此，比昂逊将社会改革视为战争。

二、暴力与救世

《超越人力》第二部 ，叙述的是商牧师去世后，商氏孪生兄妹哥哥艾理亚斯

（ＥｌｉａｓＳａｎｇ）和妹妹拉契儿（ＲａｃｈｅｌＳａｎｇ）的故事。这出戏与第一部基本上是各
自独立的，情节上并不相互依赖和关联，只是在救世理念上是贯通的，且受到基

督教救世意识的规范。

基督教和犹太教都认为人与生俱来就带有原罪，但是商牧师却坚信和肯定

人善良的一面———他为了拯救别人，不惜牺牲自己，甚至超越自身能力之外祈望

信仰为他人带来奇迹，并帮助他们脱离一切的病痛。第二部中的主人公商氏孪

生兄妹受到了父亲救世意识的影响：拉契儿把姨妈留给她的遗产用来办慈善医

院，而艾理亚斯则把遗产用以周济穷人，不过，他要拯救的不是个别的穷人或病

人，而是贫困的众生。艾理亚斯献身于社会政治活动，热衷为穷苦大众争取利

益。他的革命社会主义世界观，承续了父亲的宗教狂热。起初，艾理亚斯和劳工

牧师布雷德（Ｂｒａｔｔ）一起为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组织罢工，为穷困的产业工人争取
利益。慢慢地，他变得越来越激进，以至于达到令拉契儿和布雷德都为他担心的

程度。在这贫困的小镇上，大家都祈望着有一天奇迹会降临。但在罢工的斗争

中，饥饿把穷人推向绝望。他们除了体验死亡以外，根本寻找不到其他任何能脱

离这个贫穷世界的力量。社会改革是大众价值规范的实践。在“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第十一条中，马克思指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析世界，问题在

于改变世界”（１６）。在《超越人力》第二部中，艾理亚斯不要做马克思所说的那
种仅是解析世界的哲学家，而要做革命的实践者，并要用暴力改变这个世界和创

造奇迹。

１８３１年到１８７１年这个时期的无产阶级深信：他们的任务是与资本家合作
完成１７８９年革命未未竟的事业，即从里昂起义到巴黎公社这一时期的历史任
务。但是这一点从未得到资产阶级的认同———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资本家就开

始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权利。凡尔赛临时政府和普鲁士军队联手摧毁了巴黎公

社（１８７１），也最终粉碎了无产者的这种幻觉（本雅明 ２７－２８）。



Ｍｉｒａｃｌｅａｎｄ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ａ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ｏｆＨｏｐｅａｎｄ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ＯｎＢｊｒｎｓｏｎ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ＯｕｒＰｏｗｅｒ／ＨｏｎｇＣｈｉｏｋ ４６３　　

在巴黎公社覆灭之后二十四年，比昂逊创作了《超越人力》第二部。全剧从

一个女工及其孩子的葬礼开场，谕示了对和平斗争的绝望。罢工的斗争使工人

的生活更加绝望。资本家不妥协，而工人没有工资，生活便难以为继。女工马伦

在饥饿与绝望的迫使下杀死自己的两个孩子后自杀。比昂逊在剧中写道，“先杀

孩子，再自杀，真像希腊悲剧里的美狄亚”（比昂逊 ２）。马伦之死，激化了艾理
亚斯的意识。马伦死前说：“若没有人敢于殉身，他们（资本家）永远不把我们当

一回事”（比昂逊 １１）。艾理亚斯接受了马伦的这种观念：牺牲自己去摧毁邪恶
的战争（比昂逊，１１）。于是，他成了“恐怖分子”，在资本家会议上扮成服务生，
引爆了事先在会议厅地下室中埋下的炸药，与资本家们同归与尽。

比昂逊在《超越人力》中宣扬的是救世思想。他主张采用非暴力的手段为

正义牺牲自我，试图通过戏剧作品来感化大众。在《超越人力》第二部中，他表

露出对拉契儿慈善主义的同情和对艾理亚斯暴力主张的批判，并将自由主义、资

本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斗争搬上舞台，使资本家、工人、革

命者一一出笼，和盘托出他对“主义”的批判。

工业革命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资本家和工人的冲突

日益尖锐，逐步演变为武力斗争。比昂逊反对暴力，主张社会进化和改革是解决

劳资冲突的唯一出路。在剧中，他指出，在斗争中，资本家、工人或激进分子不会

得到利益，只有拉契儿式的社会活动才是未来的希望。因此，在《超越人力》第

二部剧终时，比昂逊借拉契儿之口说：“总得有人先放开襟怀，学会原谅他人”

（比昂逊 ６５）。拉契儿希望未被她哥哥炸死的最后一个资本家霍格（Ｈｏｌｇｅｒ）（他
曾经把自己的房产捐给拉契儿作为慈善医院的用地）学会原谅工人，并请求他去

探望工人。这是拉契儿的寄望，其实也是比昂逊对资本家的恳求。

三、救世主义的失败

比昂逊一生为两个理想（关于人类幸福）而奋斗：追求世界和平、致力于建

立欧洲民族联盟。十九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兴起，彼此之间争战不断。而这些国

家其实均属于同一日尔曼族。比昂逊主张泛日尔曼主义，认为欧洲民族联盟不

应建立在武力征服上，而应以自愿加盟为原则（比昂逊 １４）。
比昂逊在第二部作品中，已痛切感受到当时的社会斗争和阶级剥削，但他却

无力提出解决社会压迫和斗争的具体方案。在作品中，他虽然深刻地揭示了现

实生活的残酷，但他所处的生活环境以及坚持启蒙主义的意识心态，使得他的创

作堕入虚无缥缈的信仰中，即希望借助宗教神明的道德力量来改变这个世界。

因此，他不可能塑造出能领导群众、消灭剥削的英雄人物。

比昂逊认为，不讲究宣传的文学作品，常常是最诚恳和认真的。一个作家愈

是嚷着要精神解放，其作品愈是流于煽动。在比昂逊的意识中，文学创作不可无

顾道德良心，而善恶的观念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他认为，在人的生命中，善的

成分比恶的多些，人类因此才有指望。比昂逊把文学作品看作意识形态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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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认为作家在正义感的引导下前进，并凭藉这个信念来引导战争。因此，他

在评论莎士比亚时说：“对他而言，世界是座大战场，他仗着诗人的正义感、仗着

无限的生命潜力以及自己崇高无比的生命信念来引导这场战争”（比昂逊 ２）。
比昂逊同时相信，人类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鼓舞，通过直觉（潜意识）、意识

和想象力被不断推进向前。想像力是进步的力量，人类可以藉此预测前进的方

向。

自以为是的现代人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摆脱对资产的依赖。然而，它是人类

千百年来生活的凭藉，人类终归是无法摆脱对它的依赖的。在这点上，比昂逊始

终主张财产私有制，反对社会主义财产公有制。

结语

在《超越人力》第一部中，商牧师为帮助病人脱离病痛，用祈祷和信仰来启

动奇迹，而比昂逊对迷信奇迹提出了批判。他认为，基督教的信仰不应建立在相

信没有法则的奇迹上，而应建立在信仰上帝的律法和进化上。

在《超越人力》第二部中，商氏兄妹艾理亚斯和拉契儿的故事展现了现代阶

级斗争。剧本中，比昂逊通过对拉契儿慈善主义的同情以及对艾理亚斯暴力主

张的批判告诉读者和观众：在奇迹不能出现的年代，痛苦带给人们的总是绝望，

而绝望启发暴力，并期待以暴力来创造奇迹。于是，社会暴力带来了革命，使一

部分人改变了命运，然而，却无法彻底改变社会大众的生活状态，使其摆脱贫困

或痛苦。因此，奇迹和暴力改变不了社会，只有慈善事业和社会进化才能带来人

类的幸福。

希望，能使人暂时脱离困难和痛苦。希望的第一个现象，是希望存在一个高

于人类和超越人力的神力（上帝），作为救苦解难的最高机制。这种祈望想通过

信仰和祷告来启发奇迹，是一种和平与迷信的生活实践。

自从尼采宣布上帝已经死亡之后，他提出：人应主宰自己的命运，摧毁基督

教的信仰，重新评估一切价值。人作为超人，完全有能力自己创造奇迹。法国大

革命和巴黎公社显示了群众暴力的力量。暴力，虽不是祷告，却代替了上帝，成

为创造奇迹的力量。当时工人的呼声从巴黎公社、德国的工人暴动一直响彻俄

国的十月革命，就是人民信仰暴力能创造奇迹的结果。

比昂逊将希望分成三个层次，即迷信、革命和救世的仁慈。迷信用祷告无法

启动奇迹；暴力和革命无法改变这个世界；而慈善主义和人道主义，必须依靠资

本的力量才能贯彻。然而，资本主义追求的是最大的利润，所以，依靠人善良的

意愿来拯救世界只能是一种梦想。因此，慈善主义同样无法带来社会的奇迹。

《超越人力》第一部叙述的是信仰启动奇迹的失败以及人迷信奇迹的失败，

由此，作者对基督教神秘主义信仰提出质疑，而对基督教救世主义充满祈望。

《超越人力》第二部是作者对社会暴力的否定，即对恐怖主义行动提出质疑，藉

此说明用暴力催生奇迹终究是失败的。作者自认是一个启蒙和理性主义者，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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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慈善主义是救世的唯一希望。但他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同时代人的认同：资本

家和工人都不会同意他的主张，劳资斗争也不会因慈善事业和社会进步而结束。

比昂逊是１９０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但是他的作品，在他逝世一百年后
今天的国际环境中，并不为人所重视，研究他作品的人也不多。以德国为例：在

德国大多数书店中，除了他的诗集外，看不到他的其他作品；在德国的图书馆里，

有关他的书也不易找到。而在中国，《超越人力》唯有第二部得到了译介。比昂

逊如果知道的话，定会感到寂寞。

注解【Ｎｏ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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