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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浮士德博士的悲剧
——试从互文性角度解读《追逐者》中的人物形象

胡雅坪  曾予萱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上海

摘  要｜本文通过对《追逐者》中年轻人对于爱药的寻求和效果的期望，以及老者对年

轻人必定会回来买毒药的笃信的分析，发现该作品中的人物跟诗剧《浮士德》

中的人物有相似之处，笔者认为前者中的人物也会落入后者作品中的人物的悲

剧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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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追逐者》是英国作家约翰·科利尔于 1940 年在《纽约客》上发表的一篇

幻想小说，也是科利尔流传最广的作品之一。本文除被收入科利尔本人的多部

短篇小说集外，还被美国文学批评家米尔顿·克莱恩收入其选编的《短篇小说

精粹 50 篇》中。科利尔的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大多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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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在《纽约客》上发表后编入短篇小说集《幻想与晚安》，该短篇集先

后获 1951 年“爱伦坡最佳短篇小说奖”和 1952 年“国际幻想小说奖”。

Chaser 在英语中有两种含义：①追求者、猎手；②一种特殊的软饮料，在

饮用威士忌后饮用，用于解酒。从故事内容来看，这显然不是围绕喝酒展开的

故事，而是讲述一位爱情追求者在其求爱路上的所作所为。小说情节主要通过

一位年轻人（艾伦）和一位无名老人的对话展开，从他们的对话中可知，年轻

人从旁人口中听说老人售卖一种爱之灵药，这种药能让他所爱的女子疯狂地爱

上他，并且原谅他的一切不道德行为。他慕名而来向老人求药，可老人却极力

向他推销一种无色无味的剧毒——生命清洁剂。虽然年轻人坚定地买走了爱之

灵药，但老者确信他终有一天仍会回来买毒药。全文在平静和礼貌的告别中戛

然而止。

国内对《追逐者》的研究较少。吴艳（2015）以性别及爱情为出发点进行讨论，

着重论述了小说中出现的或明或暗的男权主义下对女性自我的抹消和毁灭，点

出在这般轻蔑女性和情感的情况下最终会迎来爱情悲剧的必然，并讨论了爱情

双方所需要的对等基础。徐谙律（2014）从年轻人与老人的形象对立与统一角

度出发，将之视为同一人的不同年龄的分散体现，并揭示年轻人的追求与行为

中同时也是爱情中的永恒悖论：永恒的真爱与一瞬的激情是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高媛（2012）将二人的对话视为灵魂与心中暗影的对峙，将老人视为艾伦内心

黑暗欲望的折射。

可见，中文学界对《追逐者》多是从作品中爱情的角度进行分析，而笔者

认为其中的人物形象在剧情展开方面与经典文学《浮士德》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本文将几位出场人物与歌德版《浮士德》中的主要人物进行部分对比，

以试从二者互文性方面更进一步分析其形象。

2  艾伦

艾伦作为爱情的追求者，在文中展现出的形象却较为怯懦，并且像大多数

年轻的求爱者一样，对自己怀有些许盲目的自信。他最初是一个谨慎的购买者，

在进入店铺时无疑是谨慎甚至犹豫、一度想要退却的。但他最终还是屈从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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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对爱情可能失败的恐惧而推开了门。艾伦因急于品尝爱情而疑虑重重，随后

在不断反复地确认和多次得到的肯定答复中，内心的盲目冲动落实为确切的行

动欲望。而老者对他和他的爱情的态度饱含嘲弄，二者在沟通搭建完成的时候

就已形成对立——年轻与年长的对立，冲动和镇静的对立，以及两者观念的对

立，而之于艾伦自身亦形成了向善性与向恶性的对立。随着剧情和对话推进，

艾伦的疑问被一一解答，其欲望被一一满足，就如同浮士德的问题一样被解答、

浮士德的愿望也在魔鬼的法力协助下不断被满足。两个作品中，交易的双方都

达成共识并顺利完成了交易，各得所想。

16 世纪，西方广泛流传着关于浮士德的民间传说。1768—1832 年，德国作家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以此为题材，创作了诗剧著作《浮士德》。无论是歌

德还是其他人的版本中，浮士德博士都为追求爱情和青春年华送掉了灵魂，也葬

送了自己年轻而天真的情人格蕾琴。曾助他获取恋人之心的魔鬼最终也无法帮助

他再解救他的恋爱。在一些版本中浮士德最终坠入地狱，歌德版本则让天使引导

浮士德升入天堂。艾伦是另一个更年轻而不谙世事的浮士德博士，从老人对他询

问的回答和他听到回答的反应可知他还不知道自己所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只是茫

然地追逐着爱情的芳香向自认为的前方捷径走去。艾伦最后未能等到天使的援助，

他在内心欲望的拉扯下最终选择了买下爱之灵药，二者之间的对立最终以欲望的

获胜告终，文章亦在艾伦得偿所愿购得爱之灵药后迅速结束。可见艾伦在这个过

程中逐渐被欲望所俘获，下定决心要将爱情寄托于魔药之上，如同浮士德博士要

借助恶魔来实现自己的欲望一般。同时他确信自己不会再来，而老人确信眼前的

年轻人必然会再次造访这里，此时作品中的艾伦就像浮士德博士一样与恶魔对赌，

以自己的未来和满腔冲动的激情作为赌注，奈何老人在这场赌局中倚仗的是经验，

沉着冷静的态度，快速的反应都说明他已经赢过很多次。对于久经世故的老者，

艾伦就是个过于单纯、自信但注定败北的浮士德博士。

3  老者

《浮士德》中的魔鬼名为梅菲斯特（Mephisto），这个单词的希腊文释意为“不

爱光者”，而《追逐者》中的老人在佩尔街暗黄的隐室中，也不是一个光明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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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扮演了一个能够明察事件、预见未来、富于世故的经验者和过来人的角色。

他以过来人和可信者的形象出现在艾伦追求爱情的路上，用欲望作诱饵吸引如

艾伦一般的年轻人，借此追求金钱，正如梅菲斯特以青春年华和欲望引诱浮士德，

以得到他的灵魂一般。老人提供了廉价却药效强大且持久的爱之灵药，目的是

为了最后让艾伦回来买昂贵的生命清洁剂。梅菲斯特在上帝面前恭恭敬敬，但

在背后对上帝并不认同，老人对爱情了如指掌，但却认为它一文不值，要价仅

一块钱。梅菲斯特作为《浮士德》里的反面主角，玩世不恭，诱人堕落，却又

不失冷静、深沉、恢谐和机智，是个典型的虚无主义者形象。他自我介绍时说

他是永在否定的精灵！一切事物只要它生成，理所当然就都要毁灭。与此相似，

在《追逐者》中，老人感觉洞察一切，经验丰富，反应灵敏，言语机智。在艾

伦欲问还休时就能猜出年轻人想要问的问题，然后给出非常合乎年轻人需要的

回答，让年轻人心满意足并对要购买的药物充满希望。同时在年轻人艾伦对于

购买爱之灵药后表现出来的情侣关系稳定的确定感，老人直接给了明确的否定，

言之凿凿地说年轻人会做出对不起对方的事，但关系中的另一方会绝对顺从并

无条件地原谅，反而年轻人最后会起杀意，来买生命清洁剂。所以作品中的无

名老人就是一个机智冷静的，认为万物要毁灭的梅菲斯特。

此外，梅菲斯特和浮士德博士签订了契约，同样，《追逐者》中老人被购

买与售卖的契约和利益所捆绑。正如梅菲斯特为了得到浮士德的灵魂而成为他

的仆人，老者在推销生命清洁剂无果的情况下仍然以商人和药剂师的身份保证

了药的效力，并满足了艾伦的要求给了他爱之灵药，他的经验让他确信艾伦终

有一天会带着满腔痛苦回到这里向他购买生命清洁剂。

并且，老人的行为并不符合普世道德对善良的要求，但却符合一个商人对

金钱的忠诚标准，其行为亦与梅菲斯特有相似之处：魔鬼交给浮士德博士安眠药，

而浮士德让格蕾琴将安眠药加入其母的食物中，以便他们夜晚幽会，可在他们

幽会时，格蕾琴的母亲因服用过量的安眠药而死；同样，老人明知事态发展的

大致方向会如何，仍然将这决定性的药售予艾伦，他知道艾伦现在因为欲望造

访了这里，一旦回去后得到药物有奇效的好处后，自然会为了欲望再回到这里

买生命清洁剂，所以从这个方面看，两人都是毁灭者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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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戴安娜

浮士德在爱情受到重创、失去格蕾琴后向梅菲斯特索求了海伦。这个古希

腊神话中世间至美的女子，人们为了她在特洛伊城下流了十年的血，无数英雄

倒在特洛伊雄伟的城墙下和希腊船身宽广的战船旁。而魔鬼梅菲斯特创造了海

伦和城邦的幻影，将浮士德扶上国王的宝座，让他享受了虚幻的荣华富贵和爱

情。海伦是完全为浮士德而存在的，是世间不可能存在的幻影，一个神话的亡

灵，正如艾伦期待中的戴安娜一样。因为戴安娜自始至终都只存在于艾伦的描

述和幻想中，在艾伦的男性凝视的角度下可以看出她对他抱有好感，热情又活

泼，喜欢玩乐和彻夜参加派对。而艾伦并不满足于此，他期待通过药物想让戴

安娜成为一位近乎盲目深爱他、甚至愿意为他放弃自己的乐趣的典型传统女性。

这说明戴安娜仅存在于艾伦的幻想和不切实际的期待中。

此外，站在全然客观的旁观者角度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这段年轻

的、浅薄的爱情的认识全部来自艾伦单方面的叙述。戴安娜对艾伦是否抱有爱

情？又或者二人只是更加亲密的朋友？具体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而艾伦却已经

将爱之灵药放入衣兜，并笃定会用这药让戴安娜陷入疯狂的爱情。这样的爱情

带给戴安娜的只有生命清洁剂和自我的毁灭，正如浮士德将格蕾琴推上可怖的

死亡命运，以及海伦最后坠入冥府而消失无踪一般，浮士德博士的爱彻底落空，

艾伦品尝过爱情的甜美后也将不得不面对这场爱情悲剧的实质。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追逐者》中的老人就如《浮士德》中的恶魔梅菲斯特，是个

认定万事要毁灭的“不喜光”者，年轻人艾伦就如单纯的浮士德博士一样过于

自信，最终爱情会彻底落空，而毫无主动发言权的女性戴安娜就如浮士德面前

的幻影海伦一样，只是年轻人艾伦自说自话描述和幻想期待中虚无的形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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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gedy of Dr Faustus in Modern Times
—An Attempt to Interpret the Characters in The Chas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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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young man’s search for love potion, his expectation 

of its effect and the old man’s certainty that the young man will surely come 

back to buy the pois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characters in The Chaser and those in Faust, and argues that the characters in 

the former will fall into the same tragic situation as the characters in the latte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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