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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十八世纪末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诞生了“自

然人”的文学形象，雨果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巴黎圣母院》

中，塑造了以艾丝美拉达为代表的典型“自然人”，经由艾

丝美拉达形象赞颂了人纯真质朴的本性，表达了对道德与美

的追求；同时塑造了与“自然人”相对的“文明人”，在对

该类人物的揭露中，批判了封建制度对人灵魂的扭曲以及 19

世纪资产阶级“文明社会”里人精神的萎缩和道德沦丧。本

文将通过分析《巴黎圣母院》中一组对立的典型人物——艾

丝美拉达与克洛德，解读雨果的“自然人”情结。

一、创作来源

1、社会背景

在法国十八世纪末，启蒙时期的理性王国愿景变成空中

楼阁，文学家们深感理想破灭的痛苦，纷纷在艺术里寻求新

的寄托和出路，因此引发了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的变革。空想

社会主义勾勒出乌托邦未来，在幻想中描绘了令人激动的社

会前景。在哲学领域，康德等德国古典哲学家提出唯心主义，

强调精神的作用，崇尚人自由发展；卢梭更提出“回归自然”

口号，宣示对工业文明的厌弃，引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广

泛共鸣。浪漫主义成为文学家创作的精神桃花源，其不拘一

格的夸张、幻想和抒情，使文艺作品成为折射社会风貌的多

面棱镜。法国文坛因之诞生了一批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如

夏多布里昂、乔治·桑、雨果等，他们在自己营造的艺术世

界里尽情宣泄了理想的失落和对现实的不满，寄托了对理想

人格和社会的美好向往。

2、理论来源

自然人由卢梭的“自由人性理论”演变而来，卢梭在《论

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爱弥尔》等论著中详细阐述

了该理论，并最早提出自然人和文明人的概念。卢梭将人类

的不幸归结于文明的过度发展，他认为社会的进步虽然完善

了人的智力水平，但也催生了差异和不平等，理性虽然更高

程度地发展，考虑问题却因此变得过于复杂，破坏了人的自

然本性。卢梭因之提出自然人是未被私有制和工业文明污染

过，更听从良心支配的人，缅怀了人们失却的质朴、单纯的

自然情态。可以看出，卢梭的“回归自然”是文学家寻求实

现人类幸福道路的一种尝试，寄希望自然、简朴的生活方式

可以止住社会的堕落，实现人的平等和自由。

3、雨果的道德理想

在雨果生活的时代，由于社会结构变动，法国封建复辟

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异常激烈，政治革命反复，陈腐的封建残

余还未清除，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功利主义又造成了社会的

道德沦丧。面对这种现实，雨果渴望建立一个法律健全、个

人又不失美与道德的理想社会。他在创作上受浪漫主义的影

响，主张充分发挥想象力的作用，以补平现实沟壑，用美丽

的理想去代替那不足的真实。在雨果的审美理想里，“伟大

和真实这两个词包括了一切。真实包括着道德，伟大包括着

美。”该追求在《巴黎圣母院》中得到了充分彰显，雨果对

道德有一种顽强的执着，在浪漫主义夸张的情节和人物下，

寄予的是对社会不公的愤慨，他向往完美的人性，因此塑造

了以艾丝美拉达为代表的自然人，揭露了克洛德等与之相对

的人格被扭曲的文明人，批判了 19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的

不良风气，惋惜道德的失落，具有进步意义。

二、“自然人”的具体表现

1、“自然人”

十八世纪末诞生的浪漫主义文学歌颂人的原始状态，并

将之称为人的真正状态，认为该状态下的人具有非凡才智和

更高的道德水平，这是当时文学流行的一种理想范式，文学

家们因此描绘了一幅人类回归自然的纯朴的尼德兰图画，渴

望通过这种方式，修补在近代文明和社会分工冲击下被分裂

成断片的人，这符合时人的理想，因此在浪漫主义文学中出

现了一类自然人形象，与雨果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不谋而合，

他在《巴黎圣母院》中精心塑造了浸润了爱与美的理想女性

艾丝美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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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圣母院》中，艾丝美拉达是一个真正的“自然人”，

鲜少世俗的文明痕迹，具有表里如一的纯洁与美。在外表上，

她举手投足间都显现出天然和谐的神韵，歌声如天籁般迷人，

没有一点瑕疵。在性格上，对邪恶欺骗全然无知，卡西莫多

曾劫持过她，但当其在日光下被鞭挞曝晒时还为他送水喝。

此外，为解救甘果瓦于危难答应和他结婚，对浮浪子弟弗比

斯报以毫无保留的爱情。从艾丝美拉达的行为中可以看出其

纯洁和善良，她是雨果按自己的人格理想塑造出来爱和美的

完美化身，折射出质朴天然的人性光辉，与自然融为一体。

艾丝美拉达的人物形象如此打动人心，具有高超的艺术

感染力，是因为她身上寄寓了我们人类对自己童年时代的追

忆，那种失去的纯真和率直，此外在更深的意义上，勾起了

现代被分裂成“碎片”的人对完整与自由的渴望，因此在欣

赏艾丝美拉达形象之时人们总带着不可复得的缅怀和伤感。

艾丝美拉达是雨果精心塑造的“自然人”，对她的赞美从不

吝惜笔墨，正因为钟爱，在对她的刻画中也融入了雨果更深

的思考。作为一个自然人她也有自身的不足，如没有经过文

明的熏陶，显露出人类文明社会以外的原始特点，还有文化

教养浅，一切出自天性，在认识世界和人的时候显得无知肤

浅的问题，艾丝美拉达在爱情选择上就显示出这个弱点，对

爱情的选择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比如重视外表的本能，她

讨厌克洛德因为其又老又丑，而弗比斯外表漂亮所以爱他，

这种对爱情和他人人格的判断是简单的、草率的，还只处于

最初的感性状态，艾丝美拉达的无知导致了后来的悲剧。

在对艾丝美拉达身上的自然属性进行辩证分析后可以看

到，爱斯美拉达寄托了雨果对完美人性的理想，在更深意义

上代表了文明人心灵深处对回归精神净土的渴望。但另一方

面可以看到雨果虽然寄希望于自然人弥补文明人失却的天性，

但这种回归将达到一种更高的层次，而非仅仅停留在肤浅的

感性层面。社会文明的发展是上升的，在人类和社会向前发

展的前提下，人需要体验到内心的痛苦。因此，雨果希冀的

回归自然，不是简单地退步到原始状态，而是在实际生活中

合理运用道德和智慧，达到更高意义上的和谐，经历无数变

化和考验而能保持宁静自然，才能成为更高意义上的自然人。

2、“文明人”

在《巴黎圣母院》的人物设置上，也有同“自然人”相

对的“文明人”，如果说自然人代表的是道德美的理想和人

类纯真质朴的本性，那文明人则代表了被近现代“文明”扭

曲了的人，雨果对当时法国资产阶级上层社会进行了戏剧化

的讽刺，揭露出所谓体面人的虚伪、冷酷、压抑等“文明病”，

与其歌颂的自然人的纯真质朴形成鲜明对比。在具体人物表

现上有弗比斯，他是一个玩世不恭的膏粱子弟，对艾丝美拉

达逢场作戏，玩弄她的感情，在精神上打击了她。所谓的正

人君子内心并没有与其地位外貌相称的道德良知。但在此方

面更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副主教克洛德，克洛德实际上是一

个悲剧人物，是雨果塑造的一个人类自然之美失落后结出的

苦涩果实。对其人物进行分析，他的生存可分作前后两个阶

段来审视，以艾丝美拉达的出现为分界，在前半段，克洛德

有知识，学养丰富，是小说中文明程度最高的人，二十岁就

以博学而闻名，被人视作才学与品德并重，极其受尊敬。但

艾丝美拉达的出现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这种转变不是偶然

的，而是常年被教会压抑的个性引爆了，明艳动人的艾丝美

拉达牵动了他心里潜伏着的欲望，之后教会的清规戒律在他

心里倒下了，而对艾丝美拉达的欲念却在头脑中挥之不去，

他试图把身心重新投入弥撒书和宗教辞典中，但无济于事。

于是他想到各种方法想得到艾丝美拉达，无果后他决定毁掉

这个美丽的精灵。宁愿她被刽子手杀死，也不愿其被卫队长

拥有，在极端地刻毒心理下，最后造成她的死亡。克洛德的

悲剧在于他并不伪善，不是像《十日谈》里的教士一样表面

上遵守戒律、完美无瑕，私下纵欲无度。在遇到艾丝美拉达

之前他刻板清苦，做学问就是一切，兢兢业业地压抑着自己

的个性和欲求，将全身心投入到宗教事业中，然而人性是鲜

活的、丰富的，不正常地禁欲和宗教束缚损坏了克洛德健全

的人格，从小生活的严苛压抑的教会环境，除了教给他一些

毫无生气的知识外，扼杀了他作为人的全部情感体验和需要，

破坏了克洛德完整健全的人格。

通过对克洛德的塑造，雨果指出人自然天性失却的原因

有社会堕落的因素，批判了 19 世纪所谓“文明社会”的道德

沦丧。人是环境的产物，在一个正常的、自由的环境里，人的

身心也将得到全面和谐地发展，畸形专制的环境则会使人不

完整、片面甚至畸形。克洛德将自己的不幸归结为“ANA”TKH

（即命运），实际上封建教会扭曲了他的心灵，压抑了他作

为人之为人的自然天性，这才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克洛

德是一个可恨的人，但也可悲可怜，他一方面被专制制度牺

牲，另一方面又亲手制造悲剧。雨果借助克洛德的人物描写，

揭露了中世纪的专制统治对人精神的戕害，进而批判近代资

产阶级文明社会里人精神的萎缩。

三、“自然人”的批判意义

雨果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对“自然人”理论进行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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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探索，通过该类人物寄予了自己对社会和人的理想追求。

《巴黎圣母院》是雨果为自己理想中的道德和人性之美勾勒

出的浪漫图景，然而这种理想在近代文明社会里是不可能实

现的。因此雨果把现实中理想的不可企及和失落的痛苦抒发

在作品中，通过浪漫主义主观、抒情的，不加限制的笔调，

塑造了艾丝美拉达、克洛德等非凡的人物，分别代表不同的

典型人性，打造了一个爱情永恒的诗意王国，这是《巴黎圣

母院》极富理想主义的一面。然而雨果怀抱朴素的社会关切

和人道情感，在渲染作品强烈情感色彩的同时，没有忘记抒

发对社会不公、律法黑暗和道德沦丧的愤慨。《巴黎圣母院》

的人物，无论是自然人艾丝美拉达还是专制教会的受害者克

洛德，他们都各自象征着一类人，艾丝美拉达作为善与美的

化身，对社会她单纯无知，对爱情执着憧憬，几乎是一个完

美的天使。然而她的美是悲哀的，最终被浊世狂流摧残，权

势者的迫害、花花公子的玩弄，无道的律法，一般民众的愚

昧麻木，种种外在侵害摧毁了这朵纯洁之花，绝对的理想的

自然人是不存在的，也无法承载现实生活中复杂多变的社会

内容，因此雨果塑造了艾丝美拉达这个美的化身后，又为她

安排了上绞刑架的命运，这正是雨果意识里理想与现实产生

二律背反的表现。另一方面以克洛德为代表的上位者也是专

制制度的牺牲品，受到了来自文明社会的畸形“文明”的迫

害，扭曲了克洛德一定程度上善良的本性，害死艾丝美拉达、

毁灭美的凶手，克洛德的形象给人以深刻启示，一个既是受

害者也是悲剧制造者的人。雨果通过揭示他隐秘的情感变化

和痛苦的心灵挣扎表现出封建陈规陋俗对人的异化，以及它

对广大人民造成的灾难，表达了深切的人文关怀，这是自然

人理论在《巴黎圣母院》中的最终意旨所在，也是浪漫主义

小说《巴黎圣母院》具有的深刻的社会批判的一面。

通过对《巴黎圣母院》中“自然人”形象的分析可以看

出，雨果对 19 世纪的法国现实深感戚戚，并渴望通过作品唤

起人们的道德和良知。他在作品中以中世纪圣母院为背景，

实际上放入的是自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雨果毕生追求一种

高水平的道德，希望借此在人类灵魂中重新燃起理想，从而

引导形成一个人人都能安居乐业的公正合理的社会。“自然人”

就是雨果在整个浪漫主义文艺背景下，为自己的社会理想寻

找到的一条优美又不失一定务实的道路，虽然这种努力是有

限的，“自然人”理想在近现代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

几乎只是一种缥缈的幻想，但雨果的道德理想在社会的必然

要求与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形成的冲突，形成了富有张力

的强烈悲剧美感。

四、结语

人们不可能寻找到永恒和真实，但社会和人性中持续上

升的一面不会放弃解决问题和渴望一种理想的存在，在近现

代社会，阶级划分、严密的社会分工以及高度的机械化，似

乎使异化的情况更加严重，人常常处于被割裂和扭曲的痛苦

中，但人们把希望放在送给未来祝福的悠远歌声里，为寻回

远古伊甸园的纯美与和谐，自然人将完全实现——“当人类

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时，人全面和谐自由的发展将成为可

能。”人将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获得真正的幸福，

在这样的未来里或许可以找到雨果关于人性理想的道德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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