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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外国文学中英雄形象的演变 

李晓凡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1150) 

摘 要：众所周知，英雄是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经常会书写的人物。从对英雄的景仰崇拜再到景仰崇拜的消解，是作家 

主观意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这个变化主要反映了作家对社会历史的认知，同时也表达了作家内心的一种美学向度，也是 

作家的写作诉求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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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人物描写有一个亘古不变的传统，那就是塑 

造一个英雄的形象【l1。西方文学史可以说是一部描写英雄的 

历史，最开始的英雄形象出自于古希腊史诗，从那以后，英 

雄形象就是西方文学史的一部分。例如，中世纪出现的骑士 

英雄、文艺复兴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不懈努力的奋 

斗者，文艺复兴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天马行空独来独 

往的超人或者是高贵的巨人等，都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和表 

现。在西方文学界，文学家将人类社会大致的划分为三个时 

代，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首先是神的时代，这 

个时代的英雄都具有非常强的宗教色彩，同时也极富神性， 

代表着这个时代的人类心目中的超自然力量。在神的时代 

出现的英雄形象是神亲自选择的，他的身份是人类社会的 

最高统治者。其次是英雄的时代，在英雄的时代，英雄身上 

的神性以及身上的宗教色彩逐渐褪去，英雄代表的不再是 

超自然力量而是普通的人类闭。人类开始渴望展示自身的巨 

大力量，渴望得到人们的崇拜，这时候一个英雄就开始作为 

独立的个人展示在人类的视野之内，将人类的激情以及人 

类的理想表露无遗。 
一

、古典英雄 

1．古典英雄形象的产生 

具有非常宏大的道德理想或者是救世理想的英雄就是 

古典英雄 ，古典英雄将人类对正义的向往以及内心的赞美 

表现的淋漓尽致。西方文学发展的基础是史诗以及希腊古 

典神话。古代史诗塑造了非常多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大多 

数是神和人结合的后代，所以他们都具有一定的神性。在希 

腊古典神话中，就有非常多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身上具有 

超人的力量，例如西绪福斯、赫拉克拉斯或者阿基琉斯等。 

这些英雄的主要职责就是保护全人类的安全，为他们争取 

合法的利益而奋斗。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英雄身上仅有的 

神性消失，不再具有神一样的本事和力量，而是作为一个普 

通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2．在古代史诗中的古典英雄形象 

古典英雄形象是集恢宏的拯救理想、道德理想 、社会理 

想于一身的特殊英雄形象，如哈姆莱特和奥德修斯，他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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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具有很明显的人类对英雄正义精神的向往以及赞美因 

素。在希腊古典神话中的英雄形象一般具有超人的力量，主 

要的代表是西绪福斯、赫拉克勒斯、伊阿宋等。站在整个作 

品的角度而言，英雄形象是组成行动的最基本的力量，他们 

既是行动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这个行动的最终结果。但是 

在荷马史诗中，英雄的重要性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亚里士 

多德说过：“英雄形象是组成文学结构的一个非常的重要 的 

部分，同时也是史诗中的行为的因素。”例如阿基琉斯，他是 

希腊的第一英雄，但他却不管希腊联军的胜负，毅然罢战， 

因为他要维护 自己的尊严及荣誉，这表明了阿基琉斯有很 

强烈的个人意识和英雄主义的一面I31。但是，另一个英雄形 

象却表现出很强的集体主义精神 ，如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 ， 

他就是一个富有集体主义精神英雄形象的代表，他这类英 

雄通常具有一定的悲剧色彩。还有一个跨越时空的英雄形 

象，那就是奥德修斯这类型的英雄形象。在文艺复兴的时 

代，哈姆莱特和堂吉诃德是西方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 

英雄形象。 

二、个人主义英雄 

1．个人主义英雄的产生 

个人主义英雄富有个人 自由精神以及理想 ，都有对个 

人意志、个人体验、个人J晴感以及个人价值的强烈追求。个 

人主义英雄不同于不同于古典英雄之处在于，他们有对社 

会的反抗以及个人主义强烈倾 向，如曼弗雷德 、康拉德、恰 

尔德等。这些性格叛逆的人物形象出自于拜伦拜伦笔下，他 

们出身出身富贵，具有忧郁、性格傲慢、孤独的性格特征，通 

过他们折射出强烈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色彩以及人道主义特 

性，作者借他们将对自身价值和尊严的维护和追求展现出 

来。总而言之，个人主义英雄形象不仅有人道主义的色彩， 

也有个人主义的强烈追求。 

2．个人主义英雄的英雄形象 

在海明威的作品《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跟美国文学 

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是一个命运不幸的失败英雄形象，作品 

所要表达的是一个人物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应该保持的态 

度。桑提亚哥在出海 48天仍然没有任何收获的时候还是决 



定出海，他对死亡和困难一直保持一个藐视的态度 ，在面临 

危险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恐惧和退却嗍。经过奋战，桑提亚哥 

捕获了大鱼，在返航的时候遇上了大鲨鱼，明知道自己抵御 

不了鲨鱼的袭击 ，但还是尽 自己的全部力量跟鲨鱼搏斗，桑 

提亚哥遭遇失败，遭遇了一个比死亡更加严重的问题。海明 

威塑造了一个具有非凡意志和崇高人格的形象，作者借此 

表达自己个人意志以及对解决自身矛盾的思考。 

在另一个作品《红与黑》中，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笔下 

的于连·索黑尔则是个个人主义英雄的代表形象。于连·索 

黑尔有着崇高的理想，想通过个人奋斗去改变 自身的社会 

地位。他跟那些毫无上进心、只求温饱的普通青年不一样， 

同时他也不想跟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于连·索黑尔雄心勃 

勃，敢于向上流社会挑战，他希望通过个人奋斗而不是趋炎 

附势改变自己的人生。司汤达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于连?索黑 

尔跟权贵的斗争过程，并表现了他在奋斗过程的快乐。于 

连?索黑尔冒犯的是上流社会 ，所以他的死亡是一个必然的 

结局，他的死亡是个人对抗等级秩序必然付出的代价。作者 

给于连·索黑尔的死亡披上了一层崇高的色彩，于是他成为 

一 个孤军奋斗的悲剧英雄，表达了作者对于连?索黑尔不幸 

命运的同情。 

三、“反英雄”的英雄 

2O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具有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对 

非理性人本意识充分的表达出来。“人”不再具有之前的崇 

高美，变成反英雄或者是非英雄。尤利西斯和乔伊斯一直想 

创作一部巨大的、优秀的现代史诗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肮脏、乏味、庸俗、平凡的都市生活形象，不再是之前的远古 

神话。同样，英雄的形象也发生了很明显的改变，变成了精 

神畸形、猥亵、平庸的人物。例如广告推销员布鲁姆，虽然不 

能说他不善良，但是给我们留下的记忆深刻的记忆却是他 

的无能及庸俗。20世纪的西方现代人，受工业文明的极端物 

质化所影响，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 ，人们不再追求崇高的 

信念，善良也离人们愈来愈远。作家们也开始厌倦古典英 

雄，开始将自己的目光转向平凡、庸俗的现代凡人，这样能 

将社会最真实的一面表达出来，让人们感受生命的存在 。 

1．反英雄形象的产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类文明走向了另外一个阶梯 ，发生 

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社会发展而孕育的新的思想时刻挑战 

着人类的传统价值观。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西方现代主义文 

学将非理性的人本意识吸纳进文学作品。于是，英雄们的形 

象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传统文学富含崇高美感的英雄形象， 

英雄形象逐渐变成非英雄或者反英雄。这个时期的大多数 

文学作品中都有为个体而存在的“英雄”，这些英雄形象开 

始从群体意志和理想的符号的升华并抽离出来，变成具有 

主体性和个体性的“人”。这些“人”的身体上或者思想上大 

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对他们存在的社会已不具代表性。但 

是，他们还是 向自己所处的社会发出挑战，最后走向失败 ， 

被制度所压制、吞噬。 

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普通人和英雄 

两者之间的联系开始进行新的探索和诠释，这就是反英雄 

形象的英雄出现的原因。反英雄形象的英雄形成和发展的 

过程就是人类社会不断追求变化的过程。人类的伸缩能力 

以及活动的空间随着英雄魄力的失去变得越来越小 ，同时 

人们对社会的满足程度也在下降。同时价值观念的变化还 

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状态。在这个大背景下，他们开始利 

用反英雄形象把社会价值观念的高度贬值和沦丧表现出 

来阿，同时利用反英雄形象将人们内心对理想的渴望以及追 

求表现出来。 

2．夕 国文学中的反英雄的英雄形象 

在尤利西斯作品中，乔伊斯将一幅乏味、平凡 、肮脏、庸 

俗的都市生活的景象表现出来，传统的英雄形象消失了，取 

而代之的是精神畸形、平庸的小人物。广告推销员布鲁姆， 

内心也有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但是布鲁姆非常庸俗和无能， 

面对别人的暴力袭击以及侮辱只是一味的退让 ，面对妻子 

的出轨 ，没做任何的反抗 ，有的只是委屈求全。这是个渺小、 

卑微、平庸的现代西方人。《第二十二条军规》是一部严肃 

的、讽刺性极强的小说。约瑟夫·海勒刻画了一位为自由和 

信念而不懈追求的角色——尤索林。尤索林是一个非常具 

有代表性的反叛者、逃避者和清醒者。他虽然很明白第二十 

二条军规的详细规定，但他不想为那些战争的受益者去牺 

牲自己的利益。所以，所以他选择了反抗——逃离。作品的 

最后，尤索林逃离军营和，前往瑞典。但是，在最后也没有完 

全摆脱《第二十二条军规》。 

综上所述 ，外国文学中的英雄形象经历了漫长的演变 

过程，首先是古典英雄，古典英雄是一种背负社会责任以及 

社会理想的形象；其次是个人主义英雄；最后是一种反英雄 

式的形象。经过古典英雄到个人主义英雄再到反英雄式英 

雄的转变，折射出社会环境、历史文化背景、文学作品三者 

之间的紧密联系。站在这个角度去分析外国文学作品中英 

雄形象的演变，可知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反应的其实是 

作家 自己内心世界的一种呐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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