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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狄康卡近鄉夜話》之神話境域  
 

第一節  神話成分 (мифологемы) 
 

為探討《狄康卡近鄉夜話》裡神話境域的營造，首先要研究的便是作

品裡鮮明的神話情節組成成分 (мифологемы)。在本節中，將羅列出《狄康

卡近鄉夜話》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些神話成分，並加以介紹。在這部作品中

這些神話成分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更因為它們的參與才能建構出浪

漫、詭譎、神秘的神話境域。  

 

壹、魔鬼(чёрт) 
 

一、名稱 

 

魔鬼在《狄康卡近鄉夜話》裡占有主導的地位，在絕大部分的故事裡

幾乎都可以看見他的蹤跡。提到魔鬼，俄文中有 бес、чёрт、дьявол、демон、

Сатан 等字，除了 Сатан 一字中文音譯「撒旦」外，往往其他字都一律譯

為「魔鬼」，使我們不禁想問，它們之間究竟有何差異？按卡皮奼 (Ф .  С .  

Капица)在《斯拉夫傳統信仰、節慶與儀式》 («Славянские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верования ,  праздники  и  ритуалы»)中的分類， бес 歸類於多神教的角色

(языческий  персонаж)； чёрт 屬 於 民 間 口 頭 創 作 的 角 色 (фольклорный  

персонаж) ； 而 дьявол 和 демон 則 是 基 督 教 的 角 色 (христианские  

персонажи)。然而因為彼此含義相當接近，故在實際運用上還是常會有混

用的情形。  

 

1.  魔鬼 Бес  

 

Бес 一字在古斯拉夫多神教神話的概念裡是惡靈 (злые  духи)之意。 2 0 9

該字從多神教的術語進入基督教傳統中，被用來作為希臘字 демоны 的翻

                                                 
2 0 9  此術語出現在古老的民間口頭創作文本中，特別是在咒文 (заговоры )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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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2 1 0所以基本上可將 бес 和 демон 視為同義詞。  

 

惡靈 (злые  духи)、魔鬼 (демоны)、多神教諸神 (языческие  боги)和偶像

(идолы)在古俄文學（中篇小說、聖徒傳）中都稱為 бесы。誘惑聖徒和隱

士的題材通常和 бес 有關，而且總是以聖徒的勝利、魔鬼遭受屈辱和驅逐

作為結局。在古俄小說中，魔鬼 (бесы)也會引起疾病、慫恿人犯罪和從事

放蕩行為。所有這些功能使得古俄書中的魔鬼 (бесы)和魔鬼 (чёрт)的民間形

象很接近。 2 1 1  

 

2.  魔鬼 Чёрт  

 

魔鬼 (чёрт 或 чорт)是所有神話角色中最神秘的一個。民間迷信中的魔

鬼是獨立的角色，與隨著基督教一起從聖經文本傳到斯拉夫文化裡的惡魔

(дьявол)或撒旦 (Сатана)的形象沒有任何共通點。魔鬼 (чёрт)是斯拉夫自有

的角色，如同研究者所認為的，魔鬼 (чёрт)早在接受基督教之前就已產生，

但後來受到基督教魔鬼 (бес)概念的影響而產生改變。2 1 2蘇聯學者托卡列夫

(С .  А .  Токарев)曾寫道：「 чорт 這一個字和基督教一點關聯都沒有。」2 1 3由

此我們可以得知在眾多意指魔鬼的俄文字中， чёрт 是最「純粹」的斯拉夫

角色。  

 

在探討 чёрт 一字的字源時，里亞札諾夫斯基 (Ф .  А .  Рязановский)指

出，這個字事實上直到十七世紀才出現在古俄的文獻上。既然波蘭的《大

鏡子》 («Great Mirror»)是首部出現該字的作品，里亞札諾夫斯基相信該字

是從波蘭文 czart 一字進入俄語的。 2 1 4此外伊凡尼茨 (Linda J.  Ivanits)認為

chert  (чёрт)一字最有可能和俄文中指「線」 (l ine)或「界線」 ( l imit ,  черта)

的字相關，並且和那神奇的線 (chur,  чур)有關，通常是不潔之力無法跨越

的一個圈圈。 2 1 5由此可以聯想到俄語一種驅魔避邪的表達法  “Чур  меня!”

                                                 
2 1 0  h t tp : / /www.pagan . ru /b /besy0 .php 
2 1 1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 .  438 .  
2 1 2  Там  же .  
2 1 3  Chr is topher  Putney,  Russ ian  Devi ls  and  Diabol ic  Condi t ional i ty  in  Nikola i  Gogol’s  
Evenings  on  a  Farm near  Dikanka,  p .  57 .  
2 1 4  Ib id .  
2 1 5  Linda  J .  Ivani ts ,  Russ ian  Folk  Bel ief ,  p .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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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碰我），似乎從中可以感覺到不潔之力無法逾越的界線環繞著我，並且

形成保護的含意。  

 

3.  不潔之力 Нечистая  сила  

 

在俄國民間信仰中最常遇到的一個術語便是「不潔之力」 (нечистая  

сила)。十九世紀的農民在使用這個術語時有兩種意義，但這兩種意義之間

的界線卻是相當模糊：它泛指所有具有潛在傷害力的精靈，它也是魔鬼

(devil)的指稱。 2 1 6所以魔鬼有相當廣的詮釋空間，他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神

話角色，時常和其他的自然精靈沒什麼不同，就像林妖 (леший)和魯薩爾卡

(русалка)，魔鬼也會使旅人迷路，綁架小孩，並且和不虔誠的死者有關聯。

造成魔鬼和自然精靈之間的區別如此模糊，一同組成了「不潔之力」這樣

廣義的表達，部分是因為這麼多世紀以來，他們共存於農人的下層神話中；

隨著時間推移，其中一種的特徵就自然易於被應用到另外一種上。 2 1 7   

 

「不潔之力」 (нечистая  сила)這個廣義的術語只不過是農人用來稱呼

魔鬼的眾多名稱當中的一個。達利 (В .  И .  Даль)列出超過四十個名稱，其中

有些是農人避免使用其真名而採用的委婉語。人們總會注意到使用真名的

禁忌，因為害怕魔鬼會在說出他的名字之時出現。因此除了「惡魔」(devil)、

「魔鬼」(demon)、「惡靈」(evil  spiri t)、「不潔之靈」(unclean spiri t)和「不

潔的那一個」 (unclean one)外，還可以發現像「開玩笑者」 (joker)、「誘惑

者」 (seducer)、「敵人」 (enemy)、「那一個」 (that  one)、「他」 (he)、「狡猾

的那一個」(cunning one)、「左邊的那一個」(left  one)、「黑色的那一個」(black 

one)、「未刈的那一個」 (unmown one)等許多其他的稱謂。另外也存在和聖

經傳統中的魔鬼相關的一些名稱如：「惡魔」 (devil)、「撒旦」 (Satan)、「黑

暗公爵」 (Prince of Darkness)等。 2 1 8  

 

 

 

                                                 
2 1 6  Linda  J .  Ivani ts ,  Russ ian  Folk  Bel ief ,  p .  38 .  
2 1 7  Ib id .  
2 1 8  Ib id . ,  p .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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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象  

 

迥異於家神 (домовой)和其他自然精靈的形象是前基督教時期的殘存

物，魔鬼就帶有很清晰的教堂信仰印記。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大眾信

仰中，魔鬼就是在基督教信仰和聖像畫的影響之下成形的。東正教教堂西

邊牆上經常描繪「最後審判」的圖畫，刻畫罪人在地獄中受折磨的情形。

魔鬼也是俄羅斯農村版畫 (лубок)上經常描繪的主題。在俄國和西歐，魔鬼

被描繪成人和動物特徵的結合：根本上是一個人，雖然一方面有過於尖削

的頭和過於筆直的姿勢，且另一方面有角、蹄和尾巴，這些都是他竭力要

隱藏起來的。在他的頭上總是戴著帽子用以隱藏惹人注目的犄角。他穿著

有閃閃發亮鈕釦的黑衣或是軍人制服。在俄國傳統中魔鬼是黑色的，他通

常跛足，農人歸因於他從天堂墜下的特徵。 2 1 9  

 

魔鬼具有變形的能力，他可以任意地變成任何人、動物或物品。在眾

多他所化身的動物當中，貓和狗是其最愛，而豬、公綿羊、烏鴉或雕鴞

(филин)也是魔鬼喜愛的化身形式，顏色通常是黑色。因此有一個廣為流傳

的習俗是在下雷雨時，要將黑貓或狗從家裡趕出去，若是這些動物們依然

留在屋內，智者伊里亞為了摧毀魔鬼而送出的閃電可能會使房子燒得精

光。魔鬼化身的其他動物還包括馬、蛇、狼、兔、松鼠、老鼠、青蛙、梭

魚、鵲和蒼蠅。據信魔鬼偶爾也會變成非生物的形式，如一團線圈、一堆

稻草和石頭。此外，魔鬼最喜歡的不具形體的化身之一就是旋風 (вихрь)。

在旋風中魔鬼飛翔、跳舞、結婚。若要在疾馳的旋風中看見魔鬼，就必須

彎下身來從胯下看旋風、透過襯衫的袖子或是吐三次痰並說：「魔鬼，魔鬼，

現出你的尾巴！」一般也認為如果將經神聖化的刀子投向旋風中，則它會

在弄傷魔鬼後血跡斑斑地掉落到地上。不小心捲入旋風中的人有可能會病

得很嚴重或死亡。一般魔鬼會避免化身的動物是牛、公雞和驢。因為牛被

認為是人類真正的朋友；公雞是白晝的使者，意味著不潔之力在夜間的活

動行將結束，許多不潔之力都無法抵擋預示黎明即將到來的雞啼聲，類似

的情節可以在果戈理的作品《維》(«Вий»)中見到；此外還有驢，因為牠是

乘載耶穌的動物。  

 
                                                 
2 1 9  Linda  J .  Ivani ts ,  Russ ian  Folk  Bel ief ,  p .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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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生方式  

 

關於魔鬼來源的觀念素有「墜天使」之說。在俄國傳說中，魔鬼是疲

於榮耀上帝的天使：祂從天上被貶下凡間，他們有的沈入水中、有的墜入

森林、有的落入田野，變成各個地域的精靈。  

 

四、居住地  

 

根據推測，魔鬼住在沼澤、黑暗的灌木叢、深水池或湖裡，也有研究

學者認為魔鬼住在地面下想像的寬廣空間—地獄裡。他們透過地面特別的

洞在上下界之間穿梭，但並無法玷汙大地本身的聖潔性。一些民間故事敘

述一個農人如何發現這些洞並跌落到地獄裡去，或者在一個極為普遍的故

事中，將邪惡的太太推入其中一個洞。魔鬼會聚集在澡堂或是廢棄的住所

裡。十字路口和墓地也是魔鬼常常喜歡出沒的地方。簡言之，他們無所不

在，即使是在教堂和修道院裡。這一點可以解釋何以「維」這個魔類生物

會出現在教堂裡，也顛覆了我們一般認為教堂是聖潔的場所，魔鬼理應是

無法進入的想法。  

 

五、防護魔鬼的方式  

 

因此在民間的想像中，魔鬼是無所不在的，故應經常提高警覺並盡可

能地保護自己，特別是在夜間。除了公雞被認為是不潔之力的強大敵人之

外，其他保護的方式還包括祈禱、教堂鐘聲、聖蠟燭、聖水、香、軛和韁

繩的使用，以及許多被認為是令人厭惡且具有威嚇魔鬼作用的植物（薊、

杜松）。農人穿在腰際的皮帶和腰帶也被認為是對抗不潔之力的護身符，就

像從出生到死亡都戴在脖子上的十字架一樣，都是只有在澡堂時才會取

下。十字符號是對抗不潔之力一個最強而有力的武器。在《失落的國書》

中的爺爺、《聖誕節前夜》裡的伐庫拉也都靠著畫十字而戰勝了魔鬼，儘管

魔法的力量再強大，終究不敵十字符號的聖潔力量。在農人的想像中，魔

鬼經常伺機等待洞口或缺口，然後爬進去。基於這個理由，當農人打呵欠、

開門、汲水時，都會畫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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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出沒時機  

 

至於魔鬼喜愛的出沒時機，根據研究俄國農業儀式冬季循環的齊切羅

夫 (В .  И .  Чичеров)說，人民相信每年在黑暗和陰鬱的冬季月份，當大自然

一片死寂、太陽的力量最弱的時刻，不潔之力在地面上的活動最為興盛。2 2 0

就某方面來說，聖米哈伊爾節（十一月八日）象徵惡靈的季節性活動開始，

因為它和不潔之力在地面上出現有關。在耶誕節期 (Yuletide,  Святки)的慶

典伴隨著特別多數的迷信。在一些地區，農民認為未受洗的孩童在聖誕節

到主顯節間從地獄裡被放出來到人間行走，或許多魔鬼會在人間自由地行

走直到耶穌受洗日。民間傳統會在整個冬季期間舉行占卜儀式，但是在新

年前夕進行的占卜儀式被認為特別可靠，占卜時有些特別的條件：十字架

和腰帶必須移除，同時不能祈禱。此外，人們也相信魔鬼喜歡在冬季舉行

的晚間聚會上出現。  

 

七、攻擊對象  

 

人們相信有一些人特別會遭受不潔之力的攻擊，這包括了孕婦、新生

兒和新娘。懷孕的婦女和嬰兒被認為特別會處於遭受不潔之力攻擊的危險

當中，因此採取了許多預防措施來保護他們。當嬰兒要出生的時候，據信

魔鬼會在茅屋或澡堂這些經常是孕婦分娩之處的四周徘徊，伺機傷害初為

人母的媽媽和嬰兒。因此通常不讓外人見到即將臨盆的孕婦，而且不會讓

她一人獨處，特別是在夜裡。一個神奇的療者通常會以掃帚擊打牆壁或天

花板趕走魔鬼。難產或死產被歸因為不潔之力作祟的結果，不是直接就是

間接透過女巫造成傷害。有許多不同的方法用來加速分娩的過程：全家祈

禱、點上結婚蠟燭、將聖像從牆上取下加以清洗並將這水拿給分娩的孕婦

喝、將神父的帽子放在這受苦的婦女頭下、教堂的鑰匙和神父用來慶祝祈

禱儀式穿的腰帶放在她的肚子上，或要求神父打開教堂的神聖大門。有些

地方，分娩中的婦女被迫要吞下數隻虱子、數根頭髮或加肥皂的伏特加催

吐，因為這樣被認為可以擺脫不潔的精靈。許多農人相信保護天使會為新

生兒帶來靈魂並主持他的出生。也有習俗認為，嬰兒直到受洗時才會獲得

                                                 
2 2 0  Linda  J .  Ivani ts ,  Russ ian  Folk  Bel ief ,  p .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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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魂。幾乎所有農人都相信每一個人的左肩站了魔鬼，右肩站了守護天使，

由此也衍生俄國人尊右卑左，不向右後方吐痰的習俗。  

 

新娘是魔鬼攻擊的另一個對象。雖然許多完整的預防魔法儀式在十九

世紀前已經消失，但在結婚典禮上一系列的儀式就是要保護即將進入一個

新家庭的婦女。這些包括禁止使用新娘的名字、替新娘蒙上面紗、突然改

變前往婚禮宴會的路、在前往祭壇的時候揮動鞭子並鳴槍、在新娘服上釘

上別針、禁止吃東西說話，有時甚至禁止新郎和新娘的性行為。此外，還

有許多加害新娘或破壞結婚宴會的故事。據信這樣的傷害是透過巫師、女

巫，或由魔鬼直接執行。例如，有一個故事敘述魔鬼如何趁新郎半開門而

且未畫十字保護時，溜進一個房間內，並在新婚之夜佔有了新娘。  

 

八、特性  

 

魔鬼和其他東斯拉夫神話角色有一個最大的區別，那就是他是絕對惡

的化身，不像自然精靈有時還可能會與農人為友，魔鬼原則上不會幫助人，

他最突出的特色便是對人類的完全敵意，而其存在就只有一個目的：那就

是製造傷害和鼓勵惡行。林妖 (леший)雖然能將人引到密林裡，但是他也會

幫忙採果子，幫忙找到回家的路；水精 (водяной)儘管十分陰險，但能將魚

趕到漁夫的網子裡或幫助磨坊主照看磨坊。魔鬼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如

何更快速地將人殺死並佔有其靈魂。為了達成這個目的，魔鬼善於任何狡

猾、欺瞞和假裝的行徑。 2 2 1這些十足的「鬼把戲」在《夜話》故事中可一

覽無遺。  

 

俄羅斯農人想像魔鬼間的社會秩序和人類社會是很相近的。他們以家

庭的方式生活著，喜歡抽煙、喝酒、玩牌。他們娶女巫為妻，而且他們的

婚禮常常在十字路口慶祝，多是狂亂的風流韻事。有時在魔鬼與女巫狂野

的舞蹈中，他們會揚起一柱灰塵直至天際。要解散這樣的聚會就只要丟一

把斧頭或一把刀到女巫身上，之後就會在現場發現血跡，然後一個村裡的

婦女會在臉上或手上綁著繃帶，在村裡遊走。受了傷的女巫綁著繃帶行走

                                                 
2 2 1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 .  438-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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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景，果戈理將其再現於《五月之夜》當中。職是之故，暴風雪和暴風

通常都會和魔鬼在地面上活動做聯想，還是小孩子的魔鬼喜歡在暴風雪和

暴風之中玩耍的想法也廣為流傳。  

 

一些壞習性，酒色財氣也都與魔鬼沾上了邊。抽煙和喝酒向來被視為

壞習慣，因為菸草和酒精的出現也常歸咎於魔鬼。儘管對於菸草來源的說

法不一，但不外是菸草是從墳墓、女鬼受到閃電襲擊的身體、一對亂倫兄

妹的身體或是聖經中妓女的身體中生長出來的。 2 2 2許多記載也指出魔鬼是

如何第一個在特定區域設立釀酒廠：通常他會以流浪者的身分出現在貧窮

的農人前，結果農人殷勤地招待他，魔鬼便教導農人如何使喚精靈作為回

報。之後那農人有時便會和魔鬼合作，開一間小酒館，賣伏特加給村民們，

因而致富。魔鬼和酒精之間的關聯也可以由酒鬼最常是魔鬼的受害者的這

種看法看出。魔鬼引誘人喝酒以便利用他，促使他去做壞事和犯罪。2 2 3《索

羅慶采市集》裡的紅袍子魔鬼不就是因為嗜酒而落到了典當袍子的地步。

在《伊凡‧庫巴拉節前夜》裡巴薩夫柳克正是一個嗜酒又藉酒引誘人行惡

的魔鬼。  

 

除了嗜酒外，好色也是魔鬼的特性之一。大眾信仰承續了俄國聖徒傳

記的傳統，即魔鬼和女人有關聯。一些農人相信魔鬼會假扮成年輕貌美的

女性，以不純潔的思想，在復活節的早晨男人們前往教堂的路上引誘他們。

關於魔鬼和悲傷的寡婦或和丈夫不在身邊的女人私通的故事司空見慣。根

據一些創世神話的記載並非所有被大天使米哈伊爾從天堂趕出的魔鬼都落

到地面，有一些仍然以火一般的飛蛇形式停留在大氣中。民間傳統中滿是

這樣的蛇 2 2 4來拜訪村婦的故事。在一些地方，據信流星出現意味著這樣的

魔鬼正接近村莊。通常在拜訪婦女之時，這蛇會假扮成婦女已死去或不在

身邊的丈夫。根據故事通常的模式，那一對私通的人會試圖隱藏這段不正

常的男女關係，但是會被某個村民或是路過的吉普賽人發現，並以韁繩捉

住魔鬼、偷走他的翅膀或以一些計謀來終止這樣的私通關係。  

 

                                                 
2 2 2  Linda  J .  Ivani ts ,  Russ ian  Folk  Bel ief ,  p .  42 .  
2 2 3  Ib id .  
2 2 4  確切地說，此處蛇的形象，比較類似我們所認知的龍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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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財的魅力恐怕是魔鬼也抗拒不了的，寶藏的傳說在斯拉夫神話裡也

很盛行。在十九世紀的俄國就有許多關於寶藏的傳說。這些寶藏或是藏在

隱密的地點，或是埋藏在一些不尋常的地點，像是一個下沉的洞裡、或是

一個奇怪的岩層。農人相信這樣的地方是危險而且「不潔的」。通常魔鬼是

這些寶藏的看守者，但他不潔之手是無法取得寶藏的，因此《伊凡‧庫巴

拉節前夜》的巴薩夫柳克才會千方百計地要引誘彼特羅幫助他取得寶藏，

魔鬼貪財的特性可見一斑。  

 

魔鬼和錢財的關係，除了他作為寶藏守衛者外，還有他能幫人致富。

女巫、巫師和魔鬼的關係最為密切，因為他們最常和魔鬼打交道，而不潔

之力常常會按照合約為他們服務。魔鬼能以工人的樣子長住他們那裡，或

是以火蛇的樣貌飛到他們的家中，並帶來從別的屋子偷來的穀物、牛奶、

酸奶油、奶油和錢財，往往這類魔鬼能使主人致富。 2 2 5此外，從事魔法的

人也可以自己孵出為他帶來財富的蛇形魔鬼。想要從特別的蛋孵出魔鬼，

首先他需將一隻將滿七歲的公雞 (петух)弄到手。公雞能生下供不同魔法目

的使用的蛋，這樣的傳說在歐洲早已流傳許久。 2 2 6在找到那樣的蛋之後，

他應該要將它藏在左腋下並帶著它七天、九天或四十天，之後就會孵出為

人服務的小魔鬼 (маленький  чертик)或是幼蛇 (змеёныш)。打算為自己孵出

魔 鬼 僕 人 的 人 必 須 背 棄 上 帝 ， 不 上 教 堂 ， 他 不 能 祈 禱 、 不 能 受 洗

(креститься)、不能洗澡、不能剃鬍子、不能剪指甲和梳頭。在他將蛋挾在

腋下的期間，必須保持沈默。人們會在任何象徵彼界的地方孵出魔鬼僕人—

在空屋、在爐子後方，有時候在聽不見鐘聲的地方。 2 2 7  

 

孵出的魔鬼以僕人的身分住在屋子裡，但只聽從家中一位成員的話。

竭力獲得一個魔鬼幫手的人，很有可能因此為自己招來厄運。這位魔鬼僕

人會不斷地要求工作，沒有工作可做的魔鬼可能會殺死自己的主人或家中

的某個人，因此魔鬼的主人不得安寧，而魔鬼更是會在主人死後占據主人

的靈魂。想要擺脫這個魔鬼僕人是相當困難的，畢竟他全力要致自己的主

人於死地並獲得他的靈魂。如此一來就要迫使魔鬼僕人做一些無法完成的

                                                 
2 2 5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 .  440 .  
2 2 6  Там  же ,  с .  511 ,  сноска2.   
2 2 7  Там  же ,  с .  4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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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例如數沙子或雲杉上的針葉，撿拾散落的米粒等。  

 

除酒色財之外，氣 2 2 8是魔鬼展現最淋漓盡致的惡習。《聖誕節前夜》

裡的小魔鬼正是這樣一個小心眼、報復心強的魔鬼形象。魔鬼捉弄人的本

事，無人能出其右。因此在俄國人民的觀念裡，魔鬼總是在周遭伺機誘捕

一些粗心的人。然而儘管相信魔鬼對人的完全敵意，農人則是盡量避免對

魔鬼的攻擊做出過度的反應，因為害怕如此一來會促使魔鬼作出更大的報

復行動，這正是畏懼魔鬼任性而為的一種隱忍。這樣的態度也呈現在諺語

裡：向上帝祈禱，但是別惱怒魔鬼 (Богу  молись ,  а  черта  не  гневи . )。 2 2 9  

 

當然即使是在死後，魔鬼也保有他的影響力。俄國農人相信他統治整

個被認為「不冥者」 (заложные  покойники)的死人世界。這包括大罪人和

所有過早辭世之人或橫死者：巫師、女巫、自殺者、被謀殺的受害者、酒

鬼、未受洗和死產的孩童。他和自殺者間的關係尤為強烈。一個人在自殺

前心智的瘋狂狀態被視為是和魔鬼鬥爭的象徵，當然自殺本身意味著魔鬼

在這場鬥爭中戰勝了。在彼世自殺者成了「魔鬼的座騎」，有許多述說魔鬼

如何騎乘這些奇怪的馬或將牠們套在他的馬車上的故事。在弗拉基米爾省

旅人常走的道路上，有種魔鬼會以一陣風的形式由上而下掃過，攫取罪人

的靈魂，特別是自殺者的靈魂，又叫作 встречник。 2 3 0據信，一個人有時

候可以靠請求大地的諒解而逃脫 встречник。另一類的魔鬼 налет2 3 1據信會

去拜訪或殺害那些因摯愛之人死亡而過度沮喪之人。  

   

農人認為魔鬼應為許多不是直接就是間接透過巫師或女巫造成的疾

病負責。發燒、痙攣以及天花、霍亂都被擬人化為女惡靈，成為不潔之力

的一環。在奧廖爾 (Орёл)省，天花被視為一個醜陋的老太婆，在她的舌頭

上有毒藥，凡被她舔到的人就會生病。 2 3 2農人視蔓延全村的流行病為上帝

憤怒的展現，而感到十分無助。在缺乏醫療援助的俄國鄉村，常會求助古

代儀式來尋求庇護。二十世紀初的頭幾年，在俄羅斯的許多地方「來回犁

                                                 
2 2 8  指任性和淘氣。  
2 2 9  Linda  J .  Ivani ts ,  Russ ian  Folk  Bel ief ,  p .  43 .  
2 3 0  從 встреча「遇見」而來。  
2 3 1  從 налетать「刮起狂風」、「飛撲到上方」而來。  
2 3 2  Linda  J .  Ivani ts ,  Russ ian  Folk  Bel ief ,  p .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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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опахивание)的古老儀式依然在牛瘟疫、斑疹傷寒或其他流行病發生

時進行。儀式為沿著村莊犁一畦溝並釋放出大地「神聖」的力量。整個儀

式在對人極度保密和所有的燈都熄滅之後進行。它通常在半夜開始，在大

部分地方，只有寡婦和處女參與。她們除了穿著一件襯衣外，全身赤裸，

並將頭髮放下，當其他的人一齊敲打棍子和重擊煎鍋製造大騷動時，一些

人就拉著犁。這儀式的目的就是要趕走應為瘟疫負責的魔鬼，或是要趕走

死亡。沿著村莊犁出來的溝是不潔之力無法越過的神奇圓圈。  

 

魔鬼幾乎總是和精神、神經失序有關，包括癲癇症。在革命前的俄國

民族學學者到處都遇到受歇斯底里 (кликушество)疾病所苦的婦女，這種疾

病的特色是在教堂或聖物之前尖叫和咆哮。農民視這種疾病為由巫術引起

的一種著魔形式，且他們宣稱不是婦女本身製造這騷動，而是附身在她裡

面的魔鬼造成的。此外兒童的惡夢，據信是一種叫作半夜靈 (полуночница)

的魔鬼類型所造成。  

 

蘇聯學者波梅蘭采娃 (Э .  В .  Померанцева)指出魔鬼 (чёрт)是農人所相

信的魔鬼意識中最為流行的。在那些堅信魔鬼存在的俄羅斯人心中，他是

無所不在的：魔鬼滲透在大氣之中，即使在正教教堂裡也難脫魔鬼的入侵。

雖然民間口頭創作將魔鬼改造成被農民欺騙、有點愚笨的精靈，但在大眾

信仰中，魔鬼形象是相當令人懼怕的。他總是在人的四周伺機而動。因此

人們習慣自然而然地將一切災厄、不幸、疾病都歸咎魔鬼，也由於他無所

不包的特性，幾乎可以任意取代其他神話魔鬼般的形象，使得魔鬼，或是

狹義的「不潔之力」，較之於其他的精靈，在功能和居住地上顯得相當不明

確。  

 

貳、魯薩爾卡(русалка)  
 

一、中文譯名問題 

 

在安徒生 (Hans Christ ian Andersen, 1805-1875)童話《人魚公主》(«The 

Lit t le Mermaid»)中，小美人魚展現出犧牲自己、成全他人幸福的偉大情

懷。其實安徒生就是故事裡的人魚公主，他愛慕科林家的小女兒露意絲



 108

(Louise Collin)卻遭拒絕，因此藉由這篇故事抒發他的感情。人魚公主為了

得到王子的心，離開她生活的大海，走上陸地，卻不被王子所愛，最後化

成了泡沫。 2 3 3隨著這篇作品的問世，安徒生的小美人魚形象征服了全世

界。同樣在台灣，由於受到《人魚公主》這則著名童話以及據此改編的迪

士尼動畫片《小美人魚》的影響，我們所熟知的人魚形象是善與美的結合，

然而斯拉夫文化圈裡也有著類似的形象— русалка，若採用「美人魚」來稱

呼這個神話角色，恐會造成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背離該形象在斯拉夫文

化中的真正面貌；再者，「美人魚」顧名思義就是半人半魚的形象，「魚尾」

是這形象的重要特徵，然而斯拉夫文化裡對 русалка 的描述甚少強調其具

魚尾的特徵，多半是像人類一樣擁有雙腳，可以在陸地上行走；此外，

русалка 也不盡然是美女，也有面貌醜陋、嚇人、如老太婆般的 русалка，

故本論文擬採 русалка 的音譯「魯薩爾卡」來指稱斯拉夫文化中類似「美

人魚」的這一神話形象。  

 

二、生成方式  

 

在所有和特定地點相關的精靈當中，和水相關的魯薩爾卡是當中最為

複雜的一種。對這形體普遍的認知或多或少受到十九世紀誘人的水精浪漫

故事及希羅神話中金嗓海妖塞壬 (Sirens)的影響，進而產生某些程度的變

異。十九世紀時，學者已經確立魯薩爾卡實質上是種鬼類生物，是死者的

靈魂，而非水中的神祇。澤列寧 (Д .  К .  Зеленин)的論述首先確立了魯薩爾

卡最主要是屬於「不冥死者」 (заложные  покойники)。 2 3 4非自然死亡、橫

死或早夭的女性，最常是溺水身亡或結婚前死亡的少女，以及受詛咒、死

胎和未受洗就死亡的孩童會成為魯薩爾卡。如果在魯薩爾卡週（ Русальная  

неделя） 2 3 5死亡的男性也有可能成為魯薩爾卡。 2 3 6列芙基耶夫斯卡亞的這

                                                 
2 3 3  木村由利子著，婁美蓮譯，《安徒生童話：穿越時空的夢幻之旅》，頁 13。  
2 3 4  Л .  Н .  Виноградова ,  Славян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нология :  проблемы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  Дисс .  М . :  РГГУ,  2001 ,  с .  18-19 .  
2 3 5  通常如此稱呼在三位一體節（ Троица）後的那一週，較少情況是三位一體節的前一
週。而三位一體節，又稱聖三主日，東正教十二大節日之一，在復活節過後第五十天，

因第五十天聖靈降臨，所以又名聖靈降臨節 (Духов  день )。它屬於稱作 Зелёные  святки
的夏季節慶週期之一，三位一體節位於民曆上冬夏交界之時，在一系列用以迎接綠意

乍現的特殊儀式中亦展開夏日的田野工作。在基督教曆法中，這一天慶祝聖靈在使徒

身上降臨。數種儀式組成了 Зелёные  святки 系列節慶：將白樺樹拿至村中，編花圈，

埋布穀鳥。白樺樹是永不枯竭生命力的象徵。就如同在冬季聖誕節期時，大家盛裝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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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說法顛覆了傳統觀念中類「美人魚」形象應為女性的想法，不過絕大多

數資料中還是都將魯薩爾卡視為女性角色，男性魯薩爾卡的存在應該只是

異數，畢竟對魯薩爾卡外貌的描述所呈現的都是女性生物的形象。  

 

三、字源與名稱  

 

至於 русалка 一字的含意，學界尚無統一的看法，但現今咸信此字源

於古希臘羅馬獻給死者靈魂的一個玫瑰節慶名稱 rosalia。魯薩爾卡本身的

形象，毫無疑問地，是道地的斯拉夫形象，且形成於遠古時期。「魯薩爾卡」

一字並非一民族特有的字，也非這角色唯一的名稱。在一些地方這個字根

本 就 完 全 不 為 人 知 ， 如 在 俄 國 北 方 的 鄉 村 裡 ， 人 們 稱 魯 薩 爾 卡 為

шутовка2 3 7、чертовка 或 водяниха；在烏克蘭，稱作 лоскотовка、лоскотуха2 3 8

或是 мавка；而白俄羅斯人則常常稱魯薩爾卡為 водяница、 купалка 或是  

казытка 2 3 9。 2 4 0  

 

四、普遍特質  

 

許多關於魯薩爾卡的信仰和軼事都言及意外或橫死，不是自殺就是遭

到謀殺，如為愛投河身亡，或是遭未婚媽媽狠心溺斃的私生子等等，因而

魯薩爾卡具善感的天性，生時她們有著堪憐的命運，死後她們是被拒安葬

的不幸鬼魂，陰魂不散地在她們喪生的地方徘徊不去，可憐地呻吟並驚嚇

那些從旁經過的人，或者回去糾纏她那失去的或欺騙的情人。這概括了魯

薩爾卡這一角色的起源與性質。然而，這僅僅是籠統的概念，不同的地域

對於魯薩爾卡的詮釋也有地域性的差異存在。  

 

 

 

                                                                                                                                                         
作動物、魔鬼、女水鬼參加所有的儀式。在 Зелёные  святки 節期演唱的歌曲可以分做
兩種主題：愛情和模仿主題。咸信，模仿勞動工作能保證將來田野工作順利。  
2 3 6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 .  233 .  
2 3 7  從 шут 一字而來，魔鬼之意。  
2 3 8  從烏克蘭語的動詞 лоскотать 而來，意味著呵癢使笑個不停。  
2 3 9  她們  “казычут”，此動詞之意即呵人們癢使笑個不停。  
2 4 0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 .  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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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北地域差異  

 

維諾格拉多娃 (Л .  Н .  Виноградова)在其研究斯拉夫民間魔鬼學的論文

裡比較了俄國北方（包括烏拉爾山區和西伯利亞地區）和烏克蘭、白俄羅

斯、南俄這些地區，關於魯薩爾卡的迷信。魯薩爾卡和俄國北方傳統中叫

做 водяниха、  шутовка、  лешачиха、  чертовка 等較為普遍的女性角色極

為 接 近 ， 這 些 名 稱 強 調 魯 薩 爾 卡 和 水 的 關 係 。 據 切 列 帕 諾 娃 (О .  А .  

Черепанова)的見證，像魯薩爾卡的女性神話角色在俄國北方最常被稱做

водяниха、водяница，僅有時叫做 русалка。按照慣例，這個角色有非常像

人的樣貌，但鮮少提及魚尾，看來是受到書的影響。 2 4 1  

 

列芙基耶夫斯卡亞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也提及迷信傳說和真事故事

(былички)裡的魯薩爾卡看起來就像普通人，她們沒有任何魚尾。而在西歐

關於半人半魚的傳說，東斯拉夫人則稱呼她們為 фараоны。 2 4 2切列帕諾娃

以及列芙基耶夫斯卡亞兩人的論述再次佐證魯薩爾卡這一神話角色並不著

重尾巴這一特徵。此外俄國北方的魯薩爾卡尚具有單獨出現而非群體出現

的特徵。異於南俄及烏克蘭和白俄羅斯的魯薩爾卡具有美麗的外貌與銷魂

的魅力，俄國北部的魯薩爾卡，其女性氣質則是被扭曲成怪誕和令人厭惡

的：這是古老的、帶有拖把般糾結的長髮、貌似醜惡巫婆的生物，有利爪

和巨大下垂的胸部。至於一般認為魯薩爾卡春夏在人間逗留的季節性，則

不存在於北方的迷信當中，甚至有故事述說魯薩爾卡在冬天時出現於冰窟

窿中，或是關於魯薩爾卡赤裸地追逐冬季駕雪橇穿越森林的莊稼漢。  

 
 
 
 
 
 
 

                                                 
2 4 1  Л .  Н .  Виноградова ,  Славян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нология :  проблемы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  Дисс .  М . :  РГГУ,  2001 ,  с .  17 .  
2 4 2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 .  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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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南北地域關於魯薩爾卡概念的差異  
 

 俄國北方（包括烏拉爾山

區和西伯利亞地區） 

烏克蘭、白俄羅斯、南俄  

 

名稱 

最常稱做 водяниха、

водяница，僅有時叫做

русалка 

傳統上正是稱做 русалка 

單獨出現 群體出現 

貌似醜惡巫婆的生物 具美麗的外貌、銷魂的魅力

 

特徵 

冬季亦有可能在人間逗留 春、夏在人間逗留 

 

在俄國北方傳統中，魯薩爾卡和人類同居的真事故事乃是以「假太太」

(мнимая  жена)的故事情節為基礎：2 4 3會變形術的婦女化做獵人太太的模樣

到森林裡的木屋去找獵人，並生下了他的孩子，而當獵人看清變形人是不

潔之力後，這神話的「妻子」便將自己的小孩撕碎成兩半並投入水中，這

樣的情節也是 лешачиха、 чертовка、 лесная  девка 這些形象的特色。  

 

原則上，俄國北方對於魯薩爾卡起源的看法與前述的一般看法無異，

惟認為被不潔之力綁架的人也可能成為魯薩爾卡這點與一般看法略有出

入。但關於魯薩爾卡究竟是一個神話生物或是一個落入魔鬼統治下的真實

的人這一點，依然矇眛未明。總而言之，俄國北方神話中的魯薩爾卡缺乏

特有的、穩定的一組特徵，去區別這形象與俄國北方傳統中多數類似的女

性神話形象。  

 

果戈理創作中的魯薩爾卡典型較接近烏克蘭、白俄羅斯和南俄傳統資

料中的神話角色。魯薩爾卡在這些區域的傳統中是最普遍、容易認出的、

具有自己個別特徵的女性角色之一，傳統上正是稱做魯薩爾卡。然而，不

同地方對於魯薩爾卡外貌的描寫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有時像是年輕的美

女，有時是中立的女性形象，有時又像可怕的老婦樣貌；習慣的棲息地和

出現地也是非常多樣，舉凡穀田、大麻、森林、水域、岸邊都有她們的蹤

                                                 
2 4 3  對北俄特別是芬蘭烏戈爾魔鬼學而言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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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  

 

位在烏克蘭、白俄境內的波列西耶 (Полесье)地區，魯薩爾卡一字不僅

用來指神話生物，也指死去的同村村民：例如那些氏族中曾有人成為魯薩

爾卡的人 2 4 4是禁止在魯薩爾卡週工作的。在波列西耶認為在魯薩爾卡週出

生或死亡的人，就將成為魯薩爾卡，諸如這樣的死者不管男女老少都有可

能。2 4 5烏克蘭人民觀念中，魯薩爾卡有三種類別和世代：第一種是原始的、

世居本地土生土長的魯薩爾卡，呈現出的是臉色蒼白的成熟姑娘模樣，帶

有褐色披散的長髮。她們的故地，主要的棲息地，便是德聶伯河，從這兒

她們分布到不同的河域、湖泊和天然泉；而第二種是從山上跳入水底的姑

娘，被魯薩爾卡們攫獲，就會成為她們的一員，她們的特點是有綠色的頭

髮；第三種是到死亡時還未受洗的孩童，魯薩爾卡喜歡從土裡偷走他們並

把他們帶到自己的水域，這類魯薩爾卡是七歲女童的樣子，有淡褐色的捲

髮，穿著未繫腰帶的白襯衫。在羅斯南部的許多地方她們稱作 мавка（即

навка、мертвушка），但在烏克蘭，這種稱呼並不為人所知。 2 4 6  

 

六、外貌  

 

關於魯薩爾卡外貌這個問題，經常會聽到她們通常以未出嫁死者下葬

時的樣貌在人間遊走：穿著婚禮的裝扮、頭髮放下、頭戴花環。魯薩爾卡

像死人般靜止不動或閉著眼睛、冰冷的雙手、蒼白的臉、幾乎透明的身體，

這些特徵表明了她們鬼魅般的天性以及她們長期居住在河或湖底深處，遠

離日光。髮色除了褐色之外，也有像水草般的綠色頭髮，而淡金色甚至是

黑色的頭髮也很常見。她們的頭髮是披散且未覆蓋頭巾的，散落的頭髮容

易令人聯想到超自然的情況，因為女巫也不覆蓋她們的頭髮，而未出嫁的

姑娘是披散頭髮下葬的，她們整個外貌說明了她們是屬於另一個世界。關

於魯薩爾卡的穿著資訊很少：她們多半不穿衣服或赤腳，或僅穿簡單的白

色上衣而沒有束腰。需注意的是白色在古羅斯是哀悼的顏色；對俄國農民

而言，沒有束腰的穿著是違反了文明基督徒應有的行為，也因此強調她們

                                                 
2 4 4  即如在家中有年幼的孩子或者未出嫁的少女死去。  
2 4 5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 .  233 .  
2 4 6  В .  И .  Покровский  сост. ,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 :  его  жизнь  и  сочинения .  
Сборник  историко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статей . ,  с .  74-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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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屬於不潔生物。  

 

七、棲息地  

 

魯薩爾卡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水中，白天時水庫是她們的住所，資料顯

示她們的住所就像鳥巢一般，或是由海底的貝殼和寶石建成的漂亮水晶宮

或是富麗堂皇的宮殿。魯薩爾卡經常可以在水邊遇到，她們喜歡坐在木筏

上、岸邊的石頭上，用骨製或是鐵製的梳子梳著頭髮，沐浴和洗臉，但是

只要遠遠地一看見人，就會潛入水裡。此外，她們也喜歡坐在水磨轉動的

輪上，喧鬧地潛入水裡。  

 

八、特色  

 

雖然魯薩爾卡和水的聯繫密切，但她們對特定地點的忠誠度比起家神

(домовой)、林妖 (леший)或水精 (водяной)來要弱得多。一年當中大部分時

間她們都是在水中、河中、湖中甚至是井裡度過，雖然人們認為她們冬天

依舊待在結冰的河裡 2 4 7，但在春天她們從河裡爬到乾燥的陸地上來，待在

陸上甚至在某些場合還待至秋天。而魯薩爾卡週則是魯薩爾卡們的節慶，

據信在所謂的「魯薩爾卡週」期間，陸地與水中有一樣多的魯薩爾卡，所

以農人此時會避免走上他們的田野。長達一週的魯薩爾卡節慶存在這樣的

禁忌：在這一週裡不能在河裡沐浴和在莊稼上行走，以避免成為落水者一

族。據說魯薩爾卡特別喜歡開花的黑麥田，當莊稼一串串地收成時，魯薩

爾卡就在莊稼上頭走動。而魯薩爾卡對於植物的依戀，特別是樹木，多半

是由於植物可以聯繫此界與彼界，和死者的靈魂能現身於植物上的這種古

老概念的回響。 2 4 8而魯薩爾卡在田間的逗留究竟對收成有何影響也是看法

兩極：有人認為她們蹂躪、踏壞了作物，使作物乾枯，或吃光穀物，並使

田野上降下了傾盆大雨和冰雹。也有些人認為，魯薩爾卡在作物開花的時

期看守並照顧作物，而她們在莊稼上頭跳舞有助豐收，在她們跑來跑去的

地方，草就會長得更濃密、更翠綠，穀物就會盛產。  

 

                                                 
2 4 7  先前已提及俄國北方則認為魯薩爾卡即使冬季仍有在人間行走的可能性。  
2 4 8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 .  23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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魯薩爾卡在三位一體節不僅來到田野上，而且還到森林裡在樹木間住

了下來，她們偏好橡樹和白樺樹。同時，她們編織花環，在樹枝上盪著秋

千以引誘年輕男子和她們一起盪秋千，再將他們殺死。此外環舞是魯薩爾

卡們最喜歡的娛樂，在她們跳過舞的地方，可以看見遭踏壞發黃的草圍成

的 圓 圈 痕 跡 ， 抑 或 是 草 根 本 不 再 生 長 。 由 魯 薩 爾 卡 們 的 舞 蹈 引 伸 出

драбушка 這著名的遊戲，它含有喜愛跳民間快舞和轉圈的魯薩爾卡的概念

在其中， драбушка  或簡稱 драба 遊戲的玩法在於兩位少女面對面站著，

相互抓住對方的兩臂，兩人的雙腳湊近，一邊快速轉圈，一邊唱歌。 2 4 9  

 

在三位一體節時，魯薩爾卡會從水中出現。在三位一體節星期六是教

會指定為死者靈魂舉行「全體追思彌撒」的祖先日之一，魯薩爾卡週的星

期四傳統上是追思過早逝去死者的時候。 2 5 0三位一體魯薩爾卡週合併

(троицко-русальный  комплекс)是 東 斯 拉 夫 人 一 年 中 主 要 獻 給 不 冥 者

(заложные  покойники)的追悼時刻。為了確保在這段期間過後魯薩爾卡會

回到她們在水中的家，在魯薩爾卡週最後一天會舉行「歡送魯薩爾卡」

(провожать  русалку)，或「驅趕」(изгонять)、「焚燒」(сжигать)、「使淹沒」

(топить)的儀式。 2 5 1被選中扮演魯薩爾卡的年輕女子將引領行列走出黑麥

田，在那裡展開一場吵鬧混亂的遊戲，其實這是一種「象徵性」的儀式，

魯薩爾卡試著在人群中抓人以便搔他們癢，而群眾們大吼大叫，重重敲擊

金屬鍋，揮鞭發出劈啪聲，舞動著掃帚和火鉤子，試著逼迫魯薩爾卡回到

河中。  

 

九、變身形象  

 

如同其他的不潔之力，魯薩爾卡愛好變形術－她們可以變成母牛、小

牛、狗、兔子以及鳥（特別是喜鵲、鵝和天鵝）以及形體不大的野獸（松

鼠、大老鼠或是青蛙）。當然除了生物之外，她們也可以變成載著乾草的車，

以及「像柱子在行走」的影子。 2 5 2  

                                                 
2 4 9  В .  И .  Покровский  сост. ,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 :  его  жизнь  и  сочинения .  
Сборник  историко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статей . ,  с .  76 .  
2 5 0  El izabeth  Warner,  Russ ian  Myths ,  p .  44 .  
2 5 1  Л .  Н .  Виноградова ,  Славян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нология :  проблемы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  Дисс .  М . :  РГГУ,  2001 ,  с .  19 .  
2 5 2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 .  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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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職業與興趣  

 

魯薩爾卡們的職業和興趣都和年輕的農村姑娘相似：除了喜歡唱歌、

跳舞、咯咯笑外，她們也會在河邊洗滌衣物，甚至試著動手縫製衣物遮蔽

她們的身體。村婦們為了使魯薩爾卡也能聞到麵包的香氣，殷勤地掰開麵

包並將熱麵包放到窗台上；為了使她們有衣物可以蔽體，便在樹上掛了粗

縫的衣物、做襯衣的布料及細線；為了使她們能裝扮自己，還在白樺樹上

掛了花圈，儘管如此，魯薩爾卡們對於落入她們手中的少女及新婚少婦還

是照常使出呵癢致死的手段。人們害怕處於失愛狀態下的魯薩爾卡們會變

成復仇心重的殺手：對人的腋下搔癢，使其笑死，是所有大小魯薩爾卡致

人於死的方法，這也是她們最喜歡用的方式，此外以她們巨大的胸部或擰、

或咬、或掐的方式來攻擊人；或是以赤裸的誘惑與催眠般的歌聲，引誘著

年輕的男子一步一步走向她們的溫柔陷阱，若是對此有所回應，男子就會

被引誘到水裡溺斃。  

 

這樣的神話角色都有堪憐的命運，或出於報復心理，或宿願未了，才

會屢屢想致人於死。  

 

參、女巫 (ведьма) 
 

一、字源與名稱  

 

女巫是東斯拉夫人下層神話的主要角色之一。女巫 (ведьма)這個字本

身意味著「那個具有巫術知識的人」，從斯拉夫文動詞 ведать「知道」而

來。任何神秘的巫術無論是用來治病或是施邪術，在羅斯都稱為巫術（或

魔法）(ведовство)。2 5 3在不同的地方對女巫也有不同的稱呼，如 вештица、

волшебница、 колдунья、 чаровница、 босорка  等其他的名稱。  

 

 

 

                                                 
2 5 3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 .  357-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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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屬性  

 

女 巫 和 即 將 介 紹 的 巫 師 都 是 屬 於 神 話 中 的 半 人 半 魔

(полулюди-полудемоны)。斯拉夫人的半人半魔形象出現得相當早，還在原

始斯拉夫人時代就已出現，這類人和魔鬼有所接觸並藉魔鬼之助影響大自

然、自然現象、氣壓、收成、人畜的健康和繁殖力等。女巫 (ведьмы)、巫

師 (колдуны)、巫醫 (знахари)、有變形術之人 (оборотни)、鬼附身之人

(бесноватые)和中邪之人 (порченые)都屬於這類半人半魔的形象。他們都具

有預見 (провидение)和變形 (оборотничество)的能力，他們能運用自己的能

力來幫助或危害周遭的人，但是為了這些超自然的特質，他們經常得付出

自己的靈魂以及死後無法在「那個」世界 (  “тот” свет)獲得安寧的代價。 2 5 4  

 

三、外貌  

 

正因為女巫具有這種半人半魔的特性，所以她與大部分下層神話角色

的不同之處在於：她住在人群中，除了有不大的尾巴之外，白天時和一般

的村婦沒有什麼兩樣。 2 5 5小俄羅斯人對於女巫的樣貌有這樣的看法：這是

上了年紀的女人，通常是老太婆，個子高高的，身形纖細削瘦，骨瘦嶙峋，

背微微拱起，頭髮散亂著或是從頭巾下滑落出來，帶著怒氣的黃色或灰色

大眼睛，皺起的眉毛下是不友善的目光，總是望向身側，有時是直視其他

人的雙目，血盆大口，薄薄的嘴唇，下頦前伸，長長的雙手。 2 5 6這和一般

我們所熟知的女巫形象幾無二致，當然還有大大的鷹鉤鼻，除了駝背的缺

陷外，有時也有跛腳的特徵，如俄國童話中惡名昭彰的老巫婆亞加婆婆

(Баба  Яга)；然而也有與上述相抵觸的看法：女巫並不具大眼睛，她的眼睛

只勉強可從紅腫的眼皮下看得見。而且女巫從來不會直視人的眼睛，因為

在她的瞳孔裡，人的影像是顛倒的 2 5 7，因此為了不洩漏女巫的身分，她會

儘量避免直視人的眼睛。此外，女巫不盡然是老太婆的形象，有時她也可

以變成美麗的女人或少女的樣子，如此一來便更容易吸引獵物落入自己的

                                                 
2 5 4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 .  357 .  
2 5 5  h t tp : / /paganism.msk. ru/ l i te r /da l10 .h tm 
2 5 6  В .  И .  Покровский  сост. ,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 :  его  жизнь  и  сочинения .  
Сборник  историко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статей . ,  с .  77 .  
2 5 7  Ф .  С .  Капица ,  Славянские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верования ,  праздники  и  ритуалы ,  с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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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套。果戈理《聖誕節前夜》裡的莎蘿哈 (Солоха)、和《米爾戈羅德》

(«Миргород»)故事集中《維》(«Вый»)裡的小姐(панночка )2 5 8所詮釋的正是

這樣的女巫。 

 

四、巫魔會 

 

到了夜裡，當家家戶戶都入睡了，女巫會梳好頭髮、穿上白色的襯衫，

以 這 身 裝 扮 騎 著 撢 子 (помело)、 掃 帚 (веник)、 爐 叉 (ухват)、 火 鉤 子

(кочерга)，或是坐上用來將麵包放入爐子的鏟子 (лопата)，沿著煙囪向上

飛，不是在空中飛翔，就是一直飛到基輔的禿山 (Лысая  гора)，這兒聚集

了所有的女巫和魔鬼，這樣的聚會稱做巫魔會 (шабаш)。我們一般所熟知

的女巫都是利用掃帚作為飛行工具，而在斯拉夫人觀念裡，女巫的交通工

具顯然多了不少選擇，都是些農村婦女在家中時常使用的工具，和爐子有

密切關係，想必是要順著煙囪飛出去時，這些就在爐子附近的工具取得最

為便利。然而最特別的當屬俄國童話中的女巫亞加婆婆，她以缽 (ступа)作

為交通工具，坐在缽裡，用杵 (пест)在天空滑行，外出尋找她的獵物。  

 

參與巫魔會是女巫們最大的娛樂盛事，巫魔會上魔鬼與女巫跳著快

舞，這也是魔鬼對女巫大獻殷勤、進行醜惡無比的淫亂交媾的時刻。根據

迷信傳說，巫魔會在重大教會節慶前夕舉行，通常是在復活節 (Пасха)和十

字架節 (Воздвиженье)2 5 9前夕，當人們都入睡之後，巫魔會便展開並一直持

續到第一聲雞鳴為止，所有的女巫和魔鬼都竭力在第一聲雞鳴前回到各自

的家裡，否則所有的不潔之力都會在原地僵住無法動彈。烏克蘭人相信基

輔附近的禿山是舉行巫魔會的場所，而在其他地方則認為巫魔會在十字路

口、田界、老樹上（特別是橡樹、樺樹和梨樹上）進行。 2 6 0  

 

據說希望出發尋找獵物、或前往參加巫魔會的女巫，會將衣服脫掉，

全身抹上某種軟膏，之後在爐子上擺放裝著某種液體的瓦罐，將瓦罐加熱，

                                                 
2 5 8  панночка 是 панна 的指小表愛，指革命前波蘭、烏克蘭和白俄羅斯地主的未婚閨

秀、小姐。  
2 5 9  舉榮聖架節，又稱十字架節，在舊曆 9 月 14 日（公曆 9 月 27 日），為東正教十二
大節日之一。  
2 6 0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 .  3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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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液體開始蒸發之際，這時女巫便抓起火鉤子 (кочерга)或是打掃煙囪的

撢子 (помело)，像騎馬般地乘坐其上，隨著液體的蒸氣一起飛出煙囪。這

樣的畫面被布爾加科夫 (М .  А .  Булгаков ,  1891-1940)寫入了《大師與瑪格麗

特》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裡：接受了阿扎澤勒 (Азазелло)的回春脂的瑪

格麗特將其塗在自己身上，隨後展開飛翔的旅程。回春膏宛如進入另一個

世界的通行證，撒旦的晚會就宛若巫魔會，瑪格麗特為了挽救心愛的大師

甘願成為魔女赴會。巧合的是，無論是果戈理還是布爾加科夫，對女巫傳

說情有獨鍾的兩人，都是出生在烏克蘭，這個傳說中特別是女巫棲息的地

方，因為禿山就在基輔 (Киев)附近。從煙囪飛出去的女巫此時有變成狗、

貓和鳥的能力，在雲朵下飛翔，指揮烏雲按自己要的方向飄動，攔阻即將

降雨的烏雲。女巫們也能從天空上摘下星星，並將它們藏在自己的家中，

在前往巫魔會的飛行途中，用自己的撢子將星星從空中掃除，這就是為何

我們可以看見大量的流星雨。 2 6 1  

 

五、種類  

 

民間相信，女巫有「天生的」(рождённые)和「習得的」(учёные )兩種。

第一種與生俱來的女巫，其巫術的神秘力量是天生的；而第二種經過後天

學習的女巫，其巫術則是透過向天生的女巫學習或者用自己的靈魂和魔鬼

交換而獲得的。此外，「天生的」女巫知道較多，可以行善或作惡，而「習

得的」女巫只會行惡，而且無法補救自己所引起的危害。女巫之女或是非

婚生第二或第三代女孩（即母親和祖母也曾是非婚生女的女孩）一出生就

成為女巫，或是家中生一連串女孩子的第五個或是第七個女兒也會成為女

巫。此外，如果懷孕的婦女在聖誕節或洗禮節的前夜 (Сочельник)不小心吞

下煤塊，她生下的女兒就會成為女巫，而兒子就成為巫師。 2 6 2  

 

既然自願向女巫學習或和魔鬼締約成為「習得的」女巫，這樣的婦女

就必須褻瀆神明和咒罵十字架，並將十字架放在皮鞋的腳後跟下，或者是

將她出嫁時雙親用以祝福她的聖像踩壞，做出種種背棄基督之事。然後老

                                                 
2 6 1  В .  И .  Покровский  сост. ,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 :  его  жизнь  и  сочинения .  
Сборник  историко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статей . ,  с .  77 .  
2 6 2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 .  3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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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婆會用某種煮出的湯汁來洗淨自己的女學生，之後女學生就會飛出煙囪

外，返回之時已是女巫了。但當女性和魔鬼有往來時，就徹底成為女巫了。

魔鬼或是附在她身上，或是到她身邊當侍者，或是和她同居，但一定會和

她簽訂條約，在她死後靈魂就歸魔鬼所有。普通的女性也可以經由收受即

將死去的女巫持咒物品（例如掃帚或是線圈），而獲得巫術成為女巫。  

 

想要習得巫術也是得經過試煉的。在收新的學生之前，老巫婆會舉辦

這樣的試驗：她們各拿著一塊麵包（或是一塊乳酪）走到遠離人煙之處，

每人將自己的那一塊麵包放在白色的抹布上。過了一些時候走向女巫放的

麵包，蛇、蟾蜍、蜥蜴、老鼠和其他不淨的東西都爬到一起，將麵包四分

五裂。而普通女性的麵包則還完好如初。老巫婆說：「怎麼撕破我的麵包，

在我死後亦將怎麼撕裂我的靈魂。而你的麵包目前是完好的，你的心靈亦

是。」害怕死後可怕遭遇的婦女可以拒絕學習，但是如果她對此毫無畏懼，

老巫婆就會繼續授課。 2 6 3想成為習得的女巫還得要有勇氣接受靈魂墮落的

可怕懲罰。  

 

六、辨識女巫的方法  

 

在民間相信，可以按特定的特徵來區分女巫，尾巴被認為是最明顯的

特徵，年輕的女巫，尾巴是光滑的，而有經驗的女巫，尾巴則是長滿毛的。

然而在烏克蘭，人們認為尾巴只能在熟睡的女巫身上看到，因為當醒著的

時候，她會將尾巴藏起來。一般人也認為女巫身上的毛髮並不像普通人那

樣生長：她有長滿毛的腳，上唇上方有鬍髭，眉毛長在一起，而細長的頭

髮從後腦勺沿著脊椎延伸到腰部，但陰部和腋下沒有毛髮。不同的缺陷被

認為是女巫的特徵：兩排牙齒、駝背、跛瘸、鷹鉤鼻、骨瘦如柴的雙手。  

 

七、變身形象  

 

女巫可以變成任何生物和物品，但最樂意變成貓、狗、豬、兔、大蟾

蜍，鳥類則是烏鴉、貓頭鷹或是喜鵲，此外她也喜歡變成輪子、線圈、乾

                                                 
2 6 3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 .  3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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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垛、木棒、籃子，並可以隱形。有不少故事是關於女巫變成蟾蜍、貓、

狗等，結果被人砍下一隻耳朵或爪子，隔天村子裡就會有某個婦人耳朵或

手上纏著繃帶，那麼就可以知道她就是女巫。  

 

女巫在滿月、雷雨夜以及大節慶前夕，特別是伊凡庫巴拉節，有時也

稱為伊凡女巫節 (Иван  Ведьмарский)或是女巫伊凡節 (Ведьмин  Иван)的前

夕，法力最為強大。而出現在尤里節 (Юрьев  день)、復活節 (Пасха)、聖三

位一體節 (Тройца)和聖誕節 (Рождество)的女巫也是危險的。 2 6 4  

 

八、特色  

 

女巫帶來最大的危害便是傷害牲畜，並擠光他人母牛的牛奶。 2 6 5她有

不同的方法來做這件事，但最常用的方式為：在庫巴拉節夜晚，女巫來到

別人的田野，將頭巾、圍裙、或是襯衫脫下，一邊拿在露珠上方拖行，然

後女巫將被露水浸濕的頭巾在水桶中擰乾，讓自己的母牛喝露水或是將其

澆在母牛上頭。此後女巫的這頭牛開始產出非常多脂的牛奶，但是鄰人的

牛就擠不出牛奶或是牛奶變得很稀，沒有鮮奶。  

 

除了偷取別人的牛乳外，女巫的惡行還包括偷走別人田裡的收成。西

伯利亞的俄羅斯移民更認為女巫具有從懷孕的婦女腹中偷走胎兒的能力，

他們稱這種女巫為 вещица。2 6 6此外，嬰兒無來由地嚎啕大哭、婦女不孕或

是歇斯底里、男性喪失性能力、牲畜不再產乳、生病或死亡都歸咎於女巫

施了法。女巫幾乎是不加選擇地危害所有的人，她可以透過風來散播她的

魔法：透過隨風飄舞的一小綹絲、一小撮刨屑、木片、一段線、灰塵等在

上頭念危害人的咒語，而凡是遇上這陣風的人都會生重病。 2 6 7而女巫若是

想對一個家庭下咒語，她只需在這個家庭的屋子或牲畜棚底下偷偷放置唸

過咒語的物品，就可以達到她的目的，有時只消用她的毒眼看人，就會使

其發生不幸。 2 6 8  

                                                 
2 6 4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 .  361 .  
2 6 5  女巫不是偷偷擠光別人母牛的牛奶，就是剝奪別人母牛的產乳能力。  
2 6 6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 .  365 .  
2 6 7  Там  же ,  с .  366 .  
2 6 8  Там  же ,  с .  3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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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女巫背負著一大堆的惡行，人們終究還是認為女巫也可能為周遭

的人帶來好處，雖然持這種看法的人並不多。當需要選擇耕地和播種的時

間，人們會向她尋求建議，在發生天災或疾病的情形下，請求她的協助。2 6 9  

 

九、獵巫行動  

  

「獵殺女巫」(witch-hunt)行動於十五至十七世紀不僅在歐洲雷厲風行

地展開，在俄國也有相關的記載。在歐洲有兩次大張旗鼓追捕女巫的時期。

第一次發生在 1480 到 1520 年間，由宗教法庭執行，受迫害的人數較為有

限；而相較之下，第二次鎮壓行動發生在 1580 到 1670 年間，這由世俗法

庭接手的鎮壓工作，則達到前所未有的嚴厲程度。 2 7 0在這股獵殺女巫的行

動中，受到迫害的無辜婦女不計其數。十五世紀上半葉俄國發生瘟疫時，

在普斯科夫 (Псков)活活燒死了十二個被控行使巫術的婦女，而在沙皇阿列

克謝‧米海洛維奇 (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645-1676 年在位 )時期，有個

老女人奧列娜 (Олена)連同在她身上發現的魔法紙和菜根被人們放在火刑

架上燒死，她被控敗壞人類和傳授一些人巫術。 2 7 1「獵殺女巫」在女性主

義的眼光中是男性憎惡女性的產物、是仇視女性之男性的極權手段 2 7 2，有

不少的無辜女性在這樣的迫害下遭受無端牽連，僅因詭異的行為或不和鄰

居往來而顯得與眾不同的女人，就有可能被視為女巫，也有發生爭吵的婦

女們憤而誣告對方是女巫的事件。在歷史上被指控為女巫的人，多半具有

下列特質：年老、貧窮、守寡，以接生、治療、占卜、諮詢為業。 2 7 3這些

人因為其生活和職業的神秘性，使得她們容易和女巫做直接的聯想。  

 

十、死亡  

 

女巫因自己的罪過和與不潔之力的關係，而受到痛苦死亡的懲罰。有

一個被普遍接受的看法，即女巫們在臨死之前會有很長一段時間劇烈地煎

                                                 
2 6 9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 .  371 .  
2 7 0  Sa l lmann,  Jean-Michel 著，馬振騁譯，《女巫：撒旦的情人》，頁 36。  
2 7 1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 .  368-369.  
2 7 2  羅婷以，〈西洋圖畫書中的女巫形象研究〉，碩士論文，國立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

研究所，民 90.  6，頁 10-11。  
2 7 3  同上，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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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著。為了得知何以女巫在臨死前會可怕地遭受折磨，應當拿著馬軛，站

在農舍的門檻旁，透過馬軛看著快要死去的女巫，你將會看到她的四周包

圍著折磨她的魔鬼們(бесы)，女巫痛苦地掙扎、抽搐。為了使女巫擺脫臨

死前持續的垂死狀態，必須在天花板上鑿出一個窟窿，或者是在她頭的下

方放置一把刀，那麼她就會立刻死去。在天花板尚未鑽出一個洞，或門上

方的牆尚未鑽出一個洞時，她是不會死去的。這或許是因為有罪的人臨死

時，必須取掉頂棚上的木板，以便讓他的靈魂出去，因為他的靈魂和與之

相隨的鬼魔是不能從灑上聖水的門窗出去的緣故。 2 7 4死後，屍體當天就腐

爛了並散發出可怕的臭味。也有此一說，女巫死後身體會腫脹得無法裝入

棺材中，而且從她的口中或衣服裡會流出牛奶。 

 

烏克蘭觀念中的女巫帶有吸血鬼的特徵，死後也會離開墓穴至住所進

行夜間拜訪，攻擊活人，主要是攻擊小孩，以吸取他們的血，這種行為和

使得她和渴血生物極為相近。如果女巫在臨死之前告訴她的家人說她死後

將會回來看他們，那麼為了擺脫這種可怕的拜訪，會在她的棺木上釘上一

種苔草 (осока)製成的木樁，或至少在棺材蓋上釘入小山楊木樁 (осиновый  

колок)。有些人說，只有天生的女巫才會從墳墓中爬起來，而透過學習的

女巫的危害行為已隨著她們的死亡而完全消失；為了使女巫不要再從墳墓

裡出來，人們請神父在墳墓上施咒念禱文，把屍體挖出來翻身使臉朝下，

並在後腦勺釘上山楊樁。而死後沒有經過這道手續的女巫，每晚會從墳墓

爬出來走回家，但現在她已經不能改變自己的形體，也不會去擠牛奶，而

是回自己的家「吃晚飯」。進入屋子，她叫醒屋子裡的某個人強迫他供給她

晚餐，如果他某處做得不合她的意，她就會殘酷地打他，原則上，當服侍

她的那一個人去世後，她就不會再回到家裡來了。女巫在「彼世」也是不

得安寧的，她會爬出墳墓並危害人類，變成一種「不冥死者」 (заложные  

покойники)。  

 

 

 

 

                                                 
2 7 4  尼‧米‧尼科利斯基，《俄國教會史》，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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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巫師 (колдун) 
 

一、字源  

 

在中文裡男巫稱為「覡」，女巫稱為「巫」，而「巫師」一詞是指利用

巫術以影響超自然力的人，有為人解疑、斷吉凶、治病的能力。 2 7 5巫師是

女巫 (ведьма)的男性對稱角色，他擁有許多與女巫相同的屬性。俄語的巫

師一字，和糾髮病 (колтун)這個名詞很相近，不只意味「糾纏的髮絲」，還

指「田裡中邪糾結在一塊兒的穗」。而巫師便是那個施邪術之人，製造

колтуны，即折彎他人田裡的穗。 2 7 6  

 

二、巫師信仰的地域差異  

 

對於巫師的概念，在東斯拉夫人的各省分均有所不同，這取決於該地

認為是男性或女性較具魔法能力。在俄國北方的西部，巫師的迷信傳說最

多，那裡的人較不相信女巫。這些地方認為巫師是全能的，有能力影響生

活的各個領域，無論是破壞或重建，為善或為惡。而在俄國南部、白俄羅

斯，特別是烏克蘭，人們既相信巫師也相信女巫，並賦予他們同等的能力，

最具代表的就是有害的能力。 2 7 7  

 

三、名稱  

 

因此，在斯拉夫民間文化中對女巫和巫師經常有成對的稱呼，例如俄

國人稱 ведьма－ ведьмак， труболётка－ труболёт；白俄羅斯人稱 ведьма

－ ведьмар；烏克蘭人稱 в iдьма－ в iдьмак或 ворожка－ ворожбит，босорканя

－ босоркун。此外在不同的省分，巫師還有叫做 волховник、 еретик、

опасный、порченик、чаровник、чародейник、чернокнижник 等。2 7 8此外，

還有 ведун、 кудесник、 чародей  等。這些都是「男巫」的俄文名稱。「巫

師」應為男、女巫的通稱，非僅指男性巫師，但在強調性別差異時一般還

                                                 
2 7 5  周何主編，《國語活用辭典》。台北：五南圖書，頁 586。  
2 7 6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 .  381 .  
2 7 7  Там  же ,  с .  383 .  
2 7 8  Там  же ,  с .  3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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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慣用「巫師」稱男性巫師，「女巫」來稱女性巫師。就俄文來判別女巫

(ведьма)一字的對稱男名應為 ведьмак，然而果戈理在《可怕的復仇》裡所

採用的巫師一字為 колдун，雖然兩個俄文字都是「男性巫師」之意，但仍

有細微差異存在： колдун 是 ведьма 和 ведьмак 的伙伴，但是比起 ведьма

和 ведьмак， колдун 和古多神教的關係更為密切，他是古時的祭司。 2 7 9  

 

巫師 (колдун)的概念其實來自遠古多神教時期，那時還存在對巫師

(волхв)全能的信仰。在古羅斯，巫師是進行多神教崇拜和儀式的祭司

(жрец)。Волхв 一字源自帶有「自相矛盾、說話含糊」之意的古斯拉夫語

動詞，由此可知人們一開始便認為巫師是預言者，而他們含混不清的預言

亟需解釋。在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後，巫師的行為就僅被視為和魔鬼有所聯

繫。2 8 0但是無論教會如何詮釋，占卜 (волхование)成了民間文化的一部分，

而巫師依然在普通人之間，甚至在貴族之間受到敬重，即使教會再怎樣抗

議和要求，也無法根除人們在病痛或不順遂的情形下，去尋求巫師協助的

習慣。  

 

四、獵巫行動  

  

像女巫一樣，巫師也難逃火刑的命運，列芙基耶夫斯卡亞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指出在  1615 年的縣法院 (Земский  суд)檔案中，曾找到關於巫

術 (колдовство)的記載，當中敘述在布拉斯拉夫斯基縣 (Браславский  уезд)

的米古納村 (деревня  Мигуна)，曾活活燒死三個使用巫術的人。類似的記

錄在十七到十八世紀的文獻中也常可以發現。  

 

五、外貌  

 

巫師在外表上和其他普通人無太大差別，主要區別在於各式各樣的缺

陷：駝背、獨眼或瞎眼、跛腳、只有一隻左手。他們的眼睛多半是黑色或

紅色，而他們的瞳孔也不會反映出交談者的影像，或是映出的影像是倒立

的。巫師經常留著紅黃色的長髮，鬍子濃密，有一根末端有四根細短毛髮

                                                 
2 7 9  h t tp : / /www.1september. ru / ru /h is /2000/no13.h tm 
2 8 0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 .  3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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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尾巴，而膝蓋下方長瘤，半夜他們的靈魂便從瘤那裡溜出來。然而，另

一種看法認為，巫師和女巫不同，巫師鮮少有尾巴。在俄國北方認為巫師

是在「胎膜」裡 (в  сорочке)出生，或是生下來時就有兩排牙齒。 2 8 1一般人

相信，巫師只有在擁有完整的牙齒時才具有力量，因為按斯拉夫的信仰，

生命的力量不僅藏在牙齒裡，也藏在指甲中，甚至是頭髮、鬍子當中，因

此巫師從來都不剪指甲。在中世紀時，據說巫師在被送往拷問前必須先將

其頭髮剃掉，因為頭髮可以幫助他忍受疼痛，或是剪去他的鬍子，以去除

巫師的力量，或者是敲落他的牙齒、抽血和咬掉他的鼻子。有一些看法認

為，巫師有兩個影子和兩個靈魂，一個是普通的、人類的靈魂，另一個是

魔鬼的靈魂。當一個靈魂死去時，第二個靈魂留在體內，因此巫師在死後

也不得安寧，通常會變成吸血鬼 (упырь)。巫師也會變成不同的動物，最常

是變成馬、狼或是蛾 (мотылёк)。  

 

六、種類  

  

就像女巫一樣，巫師也分為「天生的」 (урождённые)2 8 2和「後天習得

的」 (учёные)。天生的男女巫和普通人的關係有時會表現出一些友善的特

質，例如幫人治病或保護人免受其他後天習得的男女巫惡意攻擊。按天生

男女巫的行事特質看來，常容易和男女巫醫 (знахарь ,  знахарка)混淆，但最

大的區別便是男女巫具有變身的能力，而這種能力無論是男巫醫或女巫醫

都不具備。「後天習得的」巫師除了向天生的巫師學習外，也可經由和魔鬼

簽約獲得巫術，但往往得背棄上帝，做些瀆神的行為。而後天習得的男女

巫比天生的男女巫更為陰險惡毒，因此，在大部分故事中，男女巫加諸於

村民身上各式各樣陰謀詭計和不幸應該都與他們有關。至於哪些人會成為

巫 師 呢 ？ 根 據 傳 說 ， 第 三 代 或 第 四 代 的 非 婚 生 子 會 成 為 天 生 的 巫 師

(мальчик ,  рожденный  вне  брака  в  третьем  или  в  четвертом  поколении)。

也有認為如果在一個家庭裡連續生出七個男孩，那麼第七個男孩將成為巫

師。一般也相信，如果男孩生下來就長有牙齒，而父母親在七年內對周遭

的人隱瞞這件事，那麼他也將成為巫師。 2 8 3  

                                                 
2 8 1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 .  383 .  
2 8 2  在俄國傳統中天生的巫師稱做 рожак。  
2 8 3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 .  3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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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具巫師嫌疑之人  

 

人們經常認為其他國籍的人具有巫術能力，如白俄羅斯人認為立陶宛

人是巫師，俄羅斯人認為烏戈爾 -芬蘭語系民族是巫師，烏克蘭人則認為白

俄羅斯人、俄羅斯人、克里米亞的韃韃人和茨岡人是巫師。 2 8 4其實這種將

「異族」與巫術相繫的心態並不難理解，因為人們往往傾向於將神秘、未

知的事物歸咎到異己的人事物身上。此外，某些從事特定職業的人也常被

視為巫師，譬如牧羊人、鐵匠、磨坊主、養蜂人、獵人、音樂家，即那些

在工作上需具備特別知識之人，而那些知識常是透過與不潔之力的往來而

獲得的。這樣的想法以科學眼光來看或顯荒謬，不過這確實為深信巫術之

人所篤信。  

 

八、巫師的隨從  

 

服侍巫師的小魔鬼外表像矮人，穿戴深藍或紅色的襯衫和帽子，他們

叫做 шутики、 кузутики、 работники、 сотрудники、 красные  шапочки、

шишки。 2 8 5由於這些小魔鬼們會不斷地要求工作，因此巫師為了能夠稍微

喘息，便派給他們一些「困難的任務」，往往是些無意義而且費力的工作，

如命令魔鬼用沙編繩子、收拾散落風中的麵粉、計算樅樹林的針葉數、拾

起散落的罌粟籽、用篩子盛水、稱煙的重量等。  

 

九、危害  

 

巫師所造成的危害與女巫大同小異，不外是破壞播種作物、竊取他人

田野收成，並危害田野的主人、對人和牲畜下咒、製造紛爭、釀成瘟疫、

壞天氣等。關於巫師為使鄰居丟失牲畜有一荒誕的說法：巫師會潛入他們

的牲畜棚，並用光溜溜的臀部在角落磨擦，為了使牲畜棚變得像光臀般地

「光溜溜」，空空如也。 2 8 6  

 

                                                 
2 8 4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 .  386 .  
2 8 5  Там  же ,  с .  387 .  
2 8 6  Там  ж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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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如果沒有巫師，俄羅斯人就無法進行任何一場婚禮，這多半是出

於與其與巫師為敵，不如為友的心態。人們邀請他，主要是出於害怕的心

理，希望他別危害新人，並希望他能保護婚禮免受其他巫師的侵犯。巫師

經常扮演首席男儐相 (старший  дружка)這受人敬重的角色，在俄國的某些

省分稱做 бережный，即指保護新人免受邪術之害，驅趕、排除其他巫師

和女巫們的危害之人。 2 8 7曾經流傳一個未受邀參加婚禮而惱怒的巫師，憤

而將整個婚禮隊伍的人都變成狼的真事故事 (быличка)。此外，他會竭盡所

能的破壞婚禮、對馬下咒使得新人無法順利前往教堂、使新娘變得歇斯底

里、使新郎喪失性能力等等，此時就該請他原諒，或是等待第二位巫師的

出現來解除這些狀況。  

 

十、辨識方法  

   

有一些辨識巫師的方法：如在禮拜時，在教堂的門檻下埋入小綿羊的

骨頭，那麼待在裡面的巫師將無法走出教堂。而想要識破巫師最好的時機

是在四旬齋和復活節週的期間，在復活節彌撒時，按諾夫哥羅德的傳說，

隨身帶著母雞下的第一顆蛋，或按土拉省的傳說，帶著一顆紅蛋或是手上

拿著花楸果的木棍，當神父帶隊伍圍繞教堂，第一次吟誦著「基督復活了」

時，巫師會因他們背對著祭壇而立（並露出魔鬼般的犄角）而洩漏了身分。

此外，還有說法認為從巫師家裡的煙囪裡冒出來的煙是圓圈狀的，因為他

迫使小魔鬼用煙編繩子。  

 

十一、死亡  

 

巫師的死亡過程是相當痛苦及折磨的。為了減輕他的煎熬，會在天花

板或屋頂撬開一塊木板，那時他的靈魂就會較迅速容易地脫離身體。一般

認為，他在還沒將自己的巫術知識和所屬的不潔之力傳給其他人之前是不

可能死亡的。如果找不到接受他神奇力量的自願者，巫師會長時間處於垂

死的狀態，有時會長達三年，所以他經常會狡猾地試圖將自己的知識傳給

毫無巫術嫌疑之人，甚至是嬰兒。因此農人在收受禮物時特別留心，特別

                                                 
2 8 7  Е .  Е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 .  3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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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一個有巫師嫌疑的垂死者手中接下的物品，即使是一杯水都很小心。

巫師的死亡和埋葬伴隨著暴風雪、旋風和惡劣天候，這是因為不潔之力飛

來取罪惡的靈魂。為了使巫師在死後不會危害人，人們遵循預防措施埋葬

死去的巫師：將屍體面朝下，並在墳墓上釘上山楊木樁或在墳墓及房屋四

周灑上聖化過的罌粟籽。  

 

十二、防範巫師的方法  

  

遇到巫師時不能直視他的眼睛，並要做出輕蔑的手勢 (кукиш)  2 8 8。特

別的咒語以及 одолень 這種草 2 8 9可以防禦巫師的危害。如果將巫師打到出

血，或刮掉他的鬍子，或打掉他的牙齒，則可以剝奪巫師神奇的力量。根

據其他的迷信傳說，如果用左手使勁掄起胳臂打，就可以除去巫師的危害。

也可用銅釦或用一塊山楊劈柴來打巫師的影子以殺死他。  

 

伍、寶藏 (клад) 
 

一、類型 

 

按民間的觀念，世上存在著很多寶藏，也有許多關於寶藏的迷信傳

說。有「潔淨」(чистые)的寶藏，即未被唸過咒的寶藏 (не  заклятые  клады)，

任何人可以取走，對自己沒有害處。但絕大多數的寶藏都是「不潔的」

(нечистые)、被唸過咒的，並且由不潔之力所看管。任何寶藏有時被認為

一開始都是「潔淨的」，但若是寶藏所有人未在規定期滿之後將寶藏拿走，

則寶藏就會落入魔鬼手中並成為「不潔的」寶藏。一般相信可以藉由火使

寶藏變得潔淨。此外為了防止寶藏落入魔鬼手中，烏克蘭人認為，寶藏的

持有者應該一年五次：分別在聖誕節、新年、耶穌受洗節（主顯節，

Крещение）、復活節和三位一體節 (Троица)時，在寶藏上灑聖水。  

  

除了依寶藏在埋入時是否有被念咒而分為「潔淨的」和「不潔的」寶

藏之外，另外也可根據埋入寶藏的目的將寶藏分為兩種類型：善良 (добрые)

                                                 
2 8 8  握住拳頭，將拇指從食指與中指中間伸出來的一種輕蔑或嘲弄的手勢。  
2 8 9  經常被理解為纈草 (валериан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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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邪惡的 (злые)寶藏。如果是為了防止遭搶而將錢財和所有的奇珍異寶埋

入地底，這是善良的寶藏；而為了不被直接繼承人佔有而藏起來的寶藏，

就是邪惡的寶藏。  

 

二、特色  

 

寶藏大部分在安葬日 (Великая  суббота)2 9 0和夜晚發光，不潔的寶藏，

從晚上開始會發光，而潔淨的寶藏，則是在日出前發光；而那看見寶藏發

光之人，特別是潔淨的寶藏，就可以勇敢地走過去，朝那地方丟下頭巾

(платок)或包腳布 (портянка)，在那樣的情況下，錢就會向上升起，停留在

所丟下的東西之厚度那樣高的距離之處，且不需費很大力氣就可取走寶

藏；但如果是不潔的或被詛咒的錢財在發光，則在潔淨過後，它們會進入

更深的地下，也沒有任何人可以找到它們。 2 9 1  

 

儘管尋寶行動前仆後繼地進行著，然而並非每個尋寶者最終都能如願

以償。因為按照民間觀念，只有那「命中注定」之人可以取得寶藏，一般

人不是找不到，就是找到了寶藏卻無法取走，或需歷經千辛萬苦才能拿走

寶藏。人們在新月（農曆月初的上弦月）之時，徒手將唸過咒的寶藏埋入

地底，並在上頭稍微灑上聖水或是擺上蠟製十字架。在裝置錢財的容器方

面，一般認為不應將錢放入黏土製容器（陶罐）中埋藏，因為它們會進入

地底深處，最好是使用木箱。關於寶藏，據說它們是連同「咒語」(слово)、

「鉛」 (свинец)、「誓言」 (зарок)一起被埋入的。持有人在埋藏寶藏的同時

要「發誓」 (класть  зарок)，即唸咒語，咒語中說明了在哪些條件下可以取

得寶藏，例如：吃齋七日或是獻祭。寶藏可以用任何牲畜之頭作為取得的

條件，例如：鵝頭、狗頭、牛頭，此外也可以用人的首級來唸咒。也就是

說，要取走財富只需在埋藏寶藏的地方殺了相應的動物。簡言之，一旦咒

語的條件被履行，寶藏就可以被取走。  

 

 

                                                 
2 9 0  安葬日：復活節前一週的星期六，信徒此日靜待翌日復活日的來臨。  
2 9 1  В .  И .  Покровский  сост. ,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 :  его  жизнь  и  сочинения .  
Сборник  историко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статей . ,  с .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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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寶藏看守者  

 

關於寶藏的許多迷信傳說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寶藏是由特別的魔

鬼 (демон)所看守的。不同的地方對這樣的魔鬼有不同的稱呼，但在這些名

稱中大多有「寶藏」的字根。俄羅斯人稱看守寶藏的魔鬼為 кладенец、

кладовик、 лаюн、щекотун、 копша、 кладовые  бесы，他們是在伊凡‧庫

巴 拉 節 之 夜 由 魔 鬼 (бесы)從 自 己 同 類 中 選 出 的 。 白 俄 羅 斯 人 稱 其 為

кладник，是穿著金色馬蹄鐵靴子、繫著金色腰帶、帶著金色帽子的魔鬼，

他只吃街上拾起的麵包，也稱作 дзедка，有乞丐的樣貌，蓄紅鬚、紅眼睛。

烏克蘭稱看守寶藏的精靈為 скарбник（從烏克蘭字 скарб「寶藏」而來）。

寶藏經常是由魔鬼、可惡的人 (проклятые  люди)或是不冥者 (заложные  

покойники)來看守。根據傳說，昔日有名的強盜、哥薩克首領 (атаманы)

和國王 (короли)經常成為寶藏的保衛者：俄國人有斯捷潘‧拉辛 (Степан  

Разин)、葉梅利揚‧普加喬夫 (Емельян  Пугачёв)2 9 2、庫杰亞爾 (Кудеяр)2 9 3；

烏克蘭人有奧列克薩‧多弗布什 (Олекса  Довбуш)2 9 4、馬澤帕 (Мазепа)2 9 5、

查波羅什人 (запорожцы)。在俄羅斯和白俄羅斯保存下來關於波蘭、立陶宛

入侵的傳說中，寶藏的持有者通常是外國人－波蘭人、立陶宛人和瑞典人。 

 

四、埋藏地點  

 

寶藏通常埋藏在隱密的地方，可能是在森林中、在田野裡、在洞穴裡、

山裡、舊城堡的地窖裡，也經常埋在石頭下、樹根下。寶藏也可能埋在庭

院裡甚至在住家的範圍內，如在牆裡、在地窖、在爐子下。  

 

據信，埋入地裡的寶藏，偶爾會升上地面因而顯露出來，或是從地底

閃著光，那時寶藏即可被人發現和取走。這種事情十或十五年只發生一次

（也有說法是一年一次），通常在伊凡‧庫巴拉節前夕、復活節前的星期日

                                                 
2 9 2  Пугачёв  Емельян  Иванович  (1740 或 1742-75)， 1773-75 年哥薩克農民起義首領，

頓河哥薩克 (донской  казак )。  
2 9 3  傳奇盜賊的首領。  
2 9 4  Довбуш  Олекса  Васильевич  (1700-1745)，烏克蘭巴爾喀阡山反封建農奴制起義者

的首領。  
2 9 5  Мазепа  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1644—1709)，綽 號 Колединский， 烏 克蘭 的蓋 特 曼

(1687-1708)，力圖使烏克蘭左岸從俄羅斯分離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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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ербное  воскресенье)或是在大節慶之前的子夜：如聖誕節、新年、報喜

節 (Благовещенье) 2 9 6、尤里節 (Юрьев  день) 2 9 7、復活節。在使徒激進黨的

西門 (Симон  Зилот)日（舊曆五月二十三日）這天，人們尋找寶藏，因為使

徒的名字令人聯想到黃金。有時寶藏的咒語有一定的期限，期滿之後「潔

淨的寶藏」會逐漸升到地表，或是變成某種動物：豬、貓、狗等等，那時

只要推一下這動物，牠就會散成錢，而「不潔的」寶藏便會更深入地底。  

 

五、判斷寶藏的方法  

 

寶藏隱埋的地方有幾個特點：當寶藏升至地表時，這個地方就會出現

火，看得見反光或微弱的火星，夜間發著燭光。還有一個重要的判斷依據，

半夜裡蕨類開出火紅色花朵的地方就有寶藏。寶藏能以常流鼻涕的老人、

美麗的女子和任何的動物形式，如熊、馬、公綿羊、狗、狼、小山羊、小

貓、公雞、鴿，或以物品，如線團的形式顯現。  

 

六、取走寶藏的方法  

 

為了擁有寶藏，就必須知道它被埋入時的條件。為此必須偷聽寶藏持

有人在埋寶藏時唸出的咒語，在這時候甚至可以偷偷更改咒語的條件，自

己唸出另外一種條件較為容易的咒語，因為只有最後一個咒語會生效。例

如，流浪漢偷聽到寶藏持有者以「三個勇士的頭顱」的條件對寶藏施咒時，

便可更改咒語，說出「三個山楊木樁」，而當持有者離去時，流浪漢砍下了

三個山楊木樁便能獲得寶藏。如果持有者沒有對寶藏施咒語，而只有畫十

字，寶藏就可以直接取走。  

 

而試圖取走寶藏之人，如果不知道神奇的方法，便會使自己和親近的

人罹患重病甚或遭受死亡的威脅。因為看守寶藏的魔鬼會嚇唬、驅趕和殺

死不熟悉情況的人。如果寶藏以動物、鳥或物品的形式出現，就必須使勁

掄起胳臂打它，並說：「阿門、阿門、破碎吧！」，或是如同前述拿起身上

                                                 
2 9 6  或 благовещение，聖母領報節（報喜節）—俄曆 3 月 25 日，東正教節日稱此日天
使報知聖母，將生耶穌基督。  
2 9 7  尤里節—舊俄曆 11 月 26 日紀念聖徒 Георгий 或 Юрий 的教會節日，1497 年法典規

定此日前後各一週間，農奴有權由一個封建地主轉到另一個封建地主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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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件東西—靴子、腰帶或帽子丟向它。如果丟的是帽子，在還沒挖到寶

藏之前，必須一直挖到和人身高一般的深度，如果丟的是腰帶，就必須挖

到人身高的一半，如果丟的是靴子，則挖到膝蓋的深度，因此有經驗和機

靈的人總是丟靴子或是靴子的墊子 (подстилка  из  сапога)；也有時候，只須

丟帽子或自己一部分頭髮，寶藏就會出現在地表。如果寶藏以火焰的形式

出現在地表，必須對它畫三次十字並說：「以聖父、聖子之名，我的錢，你

的大箱子。」 (Во  имя  Отца  и  Сына ,  мои  гроши ,  твоя  судина  (сундук) .)  

 

七、取得寶藏之鑰  

 

蕨花 (цветок  папоротника)和千屈菜 (плакун-трава)在尋找埋藏的寶藏

時是不可或缺的。傳說中將蕨花這種虛幻的花朵視為魔法和魔力之源，特

別用來尋找寶藏。半夜蕨開出火紅色花朵的地方，就藏有寶藏，而只要誰

摘下了蕨花，那個人就形同獲得挖掘寶藏之鑰；至於千屈菜則會趕走看守

寶藏的不潔之力。  

 

八、寶藏尋獲者的下場  

 

但不管採用什麼方法，找到寶藏的人經常是不幸福的，病得很重而且

早死，因為這些錢是不潔的並被魔鬼施咒，經常詛咒會降臨尋寶者和其後

代子孫，而這樣的厄運似乎並沒有遏阻尋寶者的決心。為了持有尋獲的寶

藏，必須將一部份的錢捐給教堂或是和窮人分享，否則寶藏就會消失無蹤。 

 

陸、蕨 (папоротник) 
 

在上一節中有提及找尋寶藏不可或缺的蕨花 (цветок  папоротника)。正

是由於這層關係，使得蕨這種植物也沾染上神話的色彩。蕨是一種和民間

信仰相關的植物，根據民間的觀念，蕨一年會在一個夏夜裡開一次花，而

蕨花具有神奇的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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蕨最常在伊凡‧庫巴拉節之夜、在聖母升天節齋期 (Успенский  пост)2 9 8

間的一個夜晚、在伊里因節 (Ильин  день)2 9 9或聖彼得節 (Петров  день)3 0 0前

一天，或在下大雷雨時的所謂麻雀夜 (воробьиная  ночь，雷電交加的黑夜 )

裡開花。能成功取得只片刻綻放的鮮紅色蕨花的人，就會獲得魔法知識和

能力：他一輩子都將會很幸福，不但可以聽懂動物、鳥和植物的語言，並

可從植物間的對話得知哪些植物能治療哪些疾病，能夠看到埋藏在地底下

的寶藏，他也將具有隱身的能力，可以用魔法迷惑他喜愛的女孩，指揮冰

雹雲轉向，防止自己的田野受到天災，不潔之力也不能操控他；也有說他

因此而具有支配不潔之力的權力。而靠這魔花的幫忙，甚至還可獲得伊凡‧

庫巴拉節之夜的螞蟻所榨出具療效的蟻油等等。  

 

蕨類的花並不會輕易地落入人的手中。首先它很難被發現，再者更難

摘下並持有它，因為女巫和魔鬼等不潔之力會千方百計地阻撓人取得這樣

珍貴的花朵。  

 

在東斯拉夫的真事故事 (былички)中描述不少獲得魔花的方法。為了要

獲得魔花，必須在夜裡前往聽不見雞啼聲的密林，並在地上畫個圓圈，坐

在它的正中心，點燃在主進堂日 (Сретение)3 0 1或復活節 (Пасха)時經過聖化

的蠟燭，手上拿著艾草 (полынь)或其他不潔之力畏懼的植物，並唸著讚美

詩集 (Псалтырь)或福音書 (Евангелие)。當子夜蕨開花時，就會開始下起可

怕的雷雨，圓圈的周圍聚集了惡靈 (злые  духи)。他們變成各種可怕野獸撲

向神奇的圓圈，或試圖以蛇的樣子爬進去。圓圈旁會出現巨大的蟾蜍對著

人拋擲點燃的乾稻草，並以尖叫聲、大叫聲及大笑聲來嚇唬人。這人將會

覺得巨大的樹林正倒向他，同時出現怪獸的幻象等。  

 

決定要摘蕨花的年輕人會夢見一位絕色美女，而這女子則會迷惑他並

對他施咒使他忘了蕨花之事，並錯過摘採蕨花的那一刻；而至於想要摘蕨

                                                 
2 9 8  聖母升天節齋期 (Успенский  пост )在聖母升天節前 (Успение )來臨，持續二個星期，

從八月一日到八月十五日。  
2 9 9  伊里因節—舊俄曆 7 月 20 日，俄國正教派聖伊里亞的節日，古時民間把這個節日

視為「雷神節」。  
3 0 0  聖彼得節—東正教會節日，俄曆 6 月 29 日。  
3 0 1  主進堂日，東正教俄曆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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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的老人，不潔之力會以一塊燒焦的木頭、一塊腐爛的木材或乾草菇取代

蕨花偷偷地放到老人的手裡。  

 

在摘下蕨花之前，必須繞行蕨花三次，向後退，然後唸著 «Не  отче  наш ,  

не  иже ,  не  еси . . .»。一摘完花後，就要盡快跑回家。為了要好好保護蕨花，

會將花放在帽子裡，或懷裡、草鞋裡，甚至稍稍切開左手小指的皮膚，藏

在小傷口裡。在回去的途中，魔鬼和女巫會再度追著奔跑的人，不斷地叫

喚他，如果他回應了，或回過頭去看，即使只說出一個字，花便會消失地

無影無蹤。途中還會出現幽靈或死人擋住取得蕨花之人的去路，將瘦骨嶙

峋的手伸向他，並把牙齒弄得咯咯作響。而變成貴族或商人模樣的魔鬼，

會提議以無數的珍寶換取藏有蕨花的那件東西。一般認為，取得蕨花的人

在此時會喪失記憶，並很樂意賣出自己的東西，等回神後才發現手上拿的

不是金錢，而是骨頭或碎瓦片。  

 

不過，蕨花的取得也有可能是在毫不知情的情況下意外得到。譬如在

一個真事故事裡，敘述在伊凡‧庫巴拉節之夜有個人到森林中尋找丟失的

小公牛，在半夜時蕨花掉落在他的草鞋上。這個人立刻知道，他的小公牛

在哪，也開始懂得鳥和動物的語言，並看見在地面上漸漸消失的寶藏。但

是在回家的路上，蕨花開始燒灼他的腳，那個人順勢抖了抖草鞋，卻因此

失去蕨花，也一併失去自己所有的神奇能力。  

 

第二節  《夜話》中的原型意象與主題模式  
 

神話具有普世性，因此在許多不同的神話中可以找到相似的主題，儘

管有些民族在時空上相距甚遠，但在他們的神話裡反覆出現的意象卻往往

具有共同的含義，更確切地說，神話都趨於引起類似的心理反應和起相似

的文化作用，這樣的主題和形象稱為神話原型。 3 0 2在前一節中所討論的一

些《狄康卡近鄉夜話》中主要的神話成分 (мифологемы)，正好也代表常見

的神話原型。在這節裡將探討《狄康卡近鄉夜話》裡的原型意象與主題模

式。  

                                                 
3 0 2  威爾弗雷德․ L․古爾靈 (Wil f red  L.  Guer in)等著，姚錦清等譯，《文學批評方法手
冊》 («A Handbook of  Cr i t ica l  Approaches  to  Li tera ture»)，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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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無意識的內容被稱為原型 (archetypes,  архетипы)。這個詞的意思

是最初的模式，所有與之類似的事物都模仿這一模式。 3 0 3瑞士心理學家榮

格 (Carl  Gustav Jung, Карл  Густав  Юнг,  1875-1961)幾乎把他整個後半生都

投入到有關原型的研究和著述之中。在他所識別和描述的眾多原型中，有

出生原型、再生原型、死亡原型、力量原型、巫術原型、英雄原型、兒童

原型、騙子原型、上帝原型、魔鬼原型、智叟原型、大地母親原型、巨人

原型，以及許多自然物如樹林原型、太陽原型、月亮原型、風、水、火原

型、動物原型，還有許多人造物如圓圈原型、武器原型等等。人生有多少

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這些經驗由於不斷重複而被深深地鏤刻在我們的

心理結構之中。 3 0 4  

 

根據榮格的考證，「原型」（希臘語 arch，喻初始、根源；typos 指形式、

模式）一詞在古希臘哲人的著述中已頻繁出現，只是其指涉會因人因事不

同而略有差別。近代原型概念出現在十九世紀下半葉，一般指作品中自古

以來反覆出現的比較典型的文學現象，如主題、意象、敘事方式等。 3 0 5  

 

坎貝爾 (Joseph Campbell)在《上帝的面具：原始神話》 («The Masks of 

God: Creative Mythology»)一書中描述了動物行為的一種奇異現象。當空中

有飛鷹時，雛雞就會趕緊躲藏起來，即使是木製飛鷹模型，雛雞也會嚇得

東奔西竄，但如果是其他鳥在飛，牠們則蠻不在乎。無論是活的海鷗和鴨

子，還是活的蒼鷺和鴿子都不能嚇著雛雞，可是一件藝術品卻打動了某種

非常深沈的情感。 3 0 6神話批評所要研究的正是文學藝術和人性中「某種非

常深沈的情感」的關係。神話批評家旨在挖掘文學作品中那些充滿活力並

以近乎神奇的力量，其可誘使人類對此做出戲劇性反應的神秘因素。神話

批評家即是要深入研究文學的「木製鷹模型」，即所謂的原型 (archetypes)

或原型模式 (archetypal patterns)。 3 0 7  

 
                                                 
3 0 3  霍爾  (C.  S .  Hal l  )、諾德貝 (V.  J .  Nordby)著，史德海、蔡春輝譯，《榮格心理學入門》

(«A Pr imer  of  Jungian  Psychology»)。台北：五洲出版社，頁 39。  
3 0 4  同上。  
3 0 5  朱剛，《 20 世紀西方文藝文化批評理論》，台北：揚智文化， 2002，頁 85。  
3 0 6  威爾弗雷德․ L․古爾靈 (Wil f red  L.  Guer in)等著，姚錦清等譯，《文學批評方法手
冊》 («A Handbook of  Cr i t ica l  Approaches  to  Li tera ture»)，頁 212。  
3 0 7  同上，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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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可以是種意象，可以是主題或模式，也可以是像文學體裁或類型

那樣更為複雜的組合體。 3 0 8本論文將僅針對《狄康卡近鄉夜話》所展現的

原型意象和主題模式兩種類型進行探討。  

 

壹、原型意象  
 

一、陰影原型 (shadow) 

 

陰影原型可以在個人的無意識中找到，我們自身的另一面，榮格把它

叫做陰影面。這是我們的低級存在，是要我們做不該做的事的“那個人＂。

3 0 9就涉及我們的弱點與壓抑程度而言，陰影面並不限於個人的潛意識，它

是個人的，但由於它為人類所共有，人們也可以說它是一種集體的現象。

在魔鬼、巫婆或者類似物的形式下被表達出來的便是陰影面的集體外貌。

3 1 0  

 

榮格在《心理學反思》一書中寫道：「從最深層的意義來看，陰影就

是仍拖在人類身後的那條看不見的蜥蜴尾巴。」這一原型在投射時最常見

的變體是魔鬼，這個魔鬼代表了人格中隱匿黑暗部分的危險方面。 3 1 1根據

這個定義，《五月之夜》裡邪惡可憎的村長，無疑是榮格稱做陰影的那種魔

鬼形象的典型化身。村長雖然不屬於具超自然力的不潔力量，但他身上所

具有的邪惡特質正是陰影原型的代表。魔鬼可作為一種原型單獨出現，也

是陰影原型投射時最常見的變體，本論文擬將魔鬼和巫師劃分在陰影原型

下，將兩種原型視為陰影原型的變體。  

 

（一）魔鬼  

 

魔鬼作為神的永恆否定者，時常縈繞果戈理的思緒。在第三章中已針

                                                 
3 0 8  威爾弗雷德․ L․古爾靈 (Wil f red  L.  Guer in)等著，姚錦清等譯，《文學批評方法手
冊》 («A Handbook of  Cr i t ica l  Approaches  to  Li tera ture»)，頁 225。  
3 0 9  佛德芬 (Fr ieda  Fordham)著，陳大中譯，《榮格心理學》。台北：結構群，民 79，頁
44-45。  
3 1 0  同上，頁 46。  
3 1 1  威爾弗雷德․ L․古爾靈 (Wil f red  L.  Guer in)等著，姚錦清等譯，《文學批評方法手
冊》 («A Handbook of  Cr i t ica l  Approaches  to  Li tera ture»)，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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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果戈理和魔鬼間的微妙情感做了一番檢視。在果戈理寫給友人的信中透

露出他戮力貶抑魔鬼的決心，例如 1847 年 4 月 27 日寫給舍維廖夫 (С .  П .  

Шевырёв) 3 1 2的信中說道：「早從很久以前起，我就只設法求得人們能在讀

完我的作品之後盡情地嘲笑魔鬼」；同樣地在 1844 年 5 月 16 日寫給阿克薩

科夫 (С .  Т.  Аксаков)的信中，果戈理表露了一貫貶抑魔鬼的態度：「您給這

畜生（魔鬼）一記巴掌也就是了。只要稍微膽怯、退卻，他就立刻更加放

肆起來。可是只要對他一反擊，他馬上就夾緊尾巴。」 3 1 3果戈理體悟到魔

鬼的狡猾、惡劣，因此對於他的打擊更是無法稍事停歇，這足以說明何以

魔鬼在果戈理的創作中佔有如此重大的地位，無論是在早期作品中魔鬼作

為惡的具象出現，或是在後期作品中魔鬼昇華為象徵惡的顯示，果戈理與

魔鬼的鬥爭一直持續不斷。  

 

在《狄康卡近鄉夜話》中，果戈理吸收了多神教及基督教特徵的著名

魔鬼，在眾多下層神話角色裡佔有中心地位，而一系列類型學上的特徵也

賦予將魔鬼和多神教原型聯繫的基礎。 3 1 4即使基督教教會不斷宣揚魔鬼的

恐怖駭人，但並沒有在民間扎下根來，民間自有一套看法：神話故事中所

描繪的鬼形狀，在他身上就找不到基督教魔鬼說中所描繪的邪惡或地獄的

魔鬼靈體的任何特徵。他喜歡同人開玩笑，但卻常常聽命於人並為人效勞，

神話故事所描繪的魔鬼模樣與其說是醜惡或可怕，不如說具喜劇性。 3 1 5果

戈理所描寫的正是這種深植民間觀念中的魔鬼，這種受到多神教原型影響

的魔鬼並不可怕，頂多是「滑稽的」、「狂歡化的」：在《索羅慶采市集》裡

契列維克 (Черевик)和其乾親家的一段對話讓人明白，原來張牙舞爪的魔鬼

也有如此窩囊的時刻：「這怎麼可能呢，鬼怎麼可能從地獄裡被趕出來呢？」

（頁 27）契列維克驚訝地說。而他的乾親家兄弟則回應道：  

 

「那有什麼法子，兄弟，趕出來就是趕出來了，就像一條狗被農

夫從屋子裡趕出來一樣。說不定它忽然發起慈悲來想做點好事。

                                                 
3 1 2  舍維廖夫 (С .  П .  Шевырёв ,  1806-1864 )，俄國評論家、文學史學家、詩人，彼得堡

科學院院士。  
3 1 3  果戈理著，李毓榛譯，《果戈理書信集》，頁 298。  
3 1 4  П .  Ф .  Маркин ,  “Языческий  космос  в  раннем  творчестве  Гоголя” ,  Культура  и  текст :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 ,  часть  1 ,  С .  П . -Барнаул ,  1998,  с .  106 .  
3 1 5  尼‧米‧尼科利斯基著，丁士超等譯，《俄國教會史》，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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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它出來了就是。」（頁 27）  

 

此外，果戈理的魔鬼還有平凡和實際的特色。這特點展現在他與人之

間的界線趨於消融，兩者之間似乎沒有隔閡：就像人一樣，果戈理的魔鬼

會吃東西、喝燒酒、睡覺、墜入情網等，一切舉止都被比作和人類一模一

樣，而且他還有一項優勢，那就是具有超自然能力。3 1 6馬爾金 (П .  Ф .  Маркин)

稱 這 種 寫 作 手 法 為 作 者 有 原 則 地 將 「 人 類 誘 惑 者 」 去 英 雄 化

(дегероизировать)的創作方針。  

 

馬爾金在《果戈理早期創作中的多神教宇宙》一文中將《狄康卡近鄉

夜話》裡的魔鬼按其功能特徵區分成五種類型。  

 

1. 引誘者魔鬼 (чёрт-искуситель)：這類型的魔鬼往往以金錢、權力以

及喚起回應的愛等作為誘因。因此，《伊凡‧庫巴拉節前夜》裡的巴薩夫柳

克 (Басаврюк)以應允致富，並獲得和碧多爾卡 (Пидорка)的愛情，使年輕小

夥子彼特羅 (Петро)臣服於自己。然而，從魔鬼手中獲得的金錢，幾乎總是

假的、虛幻的，是一種「轉移視線」 (отвод  глаз)的特殊方式，同時必須付

出慘痛的代價。「不潔之力」不是要求人類的靈魂，就是要求殺害主角作為

交換。在《失落的國書》裡，遊手好閒的查波羅什人 (гуляка-запорожец)

傷心地承認道：「你們知道嗎，我早已把靈魂賣給了魔鬼。」（頁 100）而《伊

凡‧庫巴拉節前夜》裡接受誘惑的彼特羅不但殺害了無辜的小孩伊瓦西

(Ивась)，更是付出自己的靈魂作為代價。 

 

2. 勾引者魔鬼 (чёрт-соблазнитель)：「不潔之力」的這項功能源自於多

神教的神話成分，這些神話成分是受基督教影響而沈積下來。魔鬼覬覦的

對象通常是女性，最常是女巫 (ведьма)。 3 1 7這類魔鬼在果戈理筆下也和人

類一樣談情說愛，甚至其對待女性的態度也被滑稽地模擬成“禮貌周

到＂、“彬彬有禮＂的方式。《聖誕節前夜》裡酷愛美麗穿著的魔鬼便遵循

周到的禮節和準則，呵護他心目中“美麗的仕女＂女巫莎蘿哈 (Солоха)：

                                                 
3 1 6  П .  Ф .  Маркин ,  “Языческий  космос  в  раннем  творчестве  Гоголя” ,  Культура  и  текст :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 ,  часть  1 ,  С .  П . -Барнаул ,  1998,  с .  106 .  
3 1 7  Там  же ,  с .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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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陪審官在神父的女兒那兒那樣，扭扭捏捏地吻她的手，兩手捧著心，

長吁短嘆⋯（頁 135）。魔鬼求愛的本領也是一流，他使用半威脅、半強迫

的語氣告訴莎蘿哈：她要是不答應他，不滿足他的慾望，不給予他應得的

報償，那麼，他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他要投河自盡，直接把靈魂送到

地獄裡。（頁 135）還有《失落的國書》裡：那些長著狗臉和德國式細腿的

魔鬼，是如何搖著尾巴，死死地纏住那些女巫⋯（頁 105）等。 

 

3. 淘氣的魔鬼 (чёрт-проказник)：源自於多神教對經常以惡作劇和小搗

亂來挑撥人的敵對生物的概念。果戈理的魔鬼經常施「惑」(морок)於人、

拿人尋開心。「不潔之力」便和《魔地》裡的主角開了個玩笑，嚐盡魔鬼惡

作劇的爺爺，終於得到寶貴的教訓。一般而言，魔鬼或不潔之力的嘲笑是

意圖提醒人們不要忽視他的強大力量，“魔鬼的笑聲＂ (дьявольский  хохот)

象徵獵物落入所設陷阱時的得意和滿足。在《伊凡‧庫巴拉節前夜》裡挖

出寶藏的彼特羅聽到“背後發出一陣獰笑，簡直像是一條蛇發出的嘶嘶

聲”（頁 54）；《失落的國書》裡不潔之力對爺爺示威般嘲笑；以及在《魔

地》裡不潔之力輪番對爺爺「啾啾地叫」、「咩咩地叫」、「吼叫」。  

 

但「不潔之力」的惡作劇並不總是能達到目的。在對人胡鬧的同時，

魔鬼自己也會碰壁。因此魔鬼希望能使鐵匠伐庫拉和“所有善良的基督

徒＂感到氣惱，他決定偷走月亮⋯  狡猾的魔鬼並沒有停止自己的惡作劇。 

 

他又跑到了月亮跟前，突然用雙手抓住了月亮，歪著臉，吹著氣，

把它從一隻手拋到另外一隻手裡，正像莊稼人兩手捧著一塊炭火

來回拋著點煙管似的。他終於急急忙忙地把月亮藏進了衣袋。（頁

118） 

 

然而，魔鬼這一自認高明的伎倆顯然失敗，他想要嘲笑人、駕馭人的

願望也落得被伐庫拉無情鞭打的下場。  

 

4.  遊手好閒、嗜酒的魔鬼 (бес-гуляка ,  любитель  хмельного)：對“燒

酒＂ (горилка)的迷戀是果戈理魔鬼典型的特徵。「不潔之力」的這項特質

使他和多神教原型 (языческий  архетип)相近，根據這項原型，魔鬼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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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和 酒 相 關 的 。 在 一 個 反 對 多 神 教 的 古 俄 訓 誡 中 ， 報 導 為 了 紀 念

Переплут3 1 8神，人們“用角喝酒＂ (пьют  вертячеся  в  рогах)，即把其比作

魔鬼。 3 1 9因此，《索羅慶采市集》裡的魔鬼為了借酒澆愁而散盡錢財，落

得必須典當紅袍子的下場；在《伊凡‧庫巴拉節前夜》裡的巴薩夫柳克也

是酒精的愛好者：他遊蕩來遊蕩去，喝得酩酊大醉。（頁 46）他豪氣干雲地

將酒當白開水喝：揮金如土，喝酒像喝白開水。（頁 46）往往遊手好閒這一

特點與酒精脫離不了關係：那鬼就變成了那樣的一個浪蕩子⋯ 一天到晚往

往都坐在酒店裡！（頁 27）魔鬼和酒精的密切關係還可在場景安排的特點

中看出：和魔鬼的相遇經常發生在小酒館裡，伴隨著飲酒或是餐宴。無論

是在小酒館裡喝酒並花光所有錢財而必須典當紅袍子的魔鬼、巴薩夫柳克

和彼特羅的相遇、或是《失落的國書》裡出賣靈魂的查波羅什人和爺爺的

相遇都和酒館有聯繫。此外，計畫開辦釀酒廠的地點往往也安排在傳出不

潔之力傳說之處，如在《五月之夜》裡提到：  

 

現在的一位老爺想在這地方建造一個釀酒作坊，並且專門派來了

一個釀酒師傅。（頁 68）  

 

5.  賭徒魔鬼 (чёрт-  игрок  в  карты)：是果戈理魔鬼角色的另一個功能，

這樣的「功能」聽來或許荒謬，但「不潔之力」對紙牌遊戲的愛好完全是

可以解釋的。紙牌遊戲的偶然和不可預測的特點，象徵性地和魔鬼的本體

世界的非理性相互關聯。 3 2 0紙牌或任何輸贏未明的遊戲之所以深為魔鬼喜

愛，因為魔鬼自信在遊戲中他絕對是贏方，當然多半是仗勢其魔法的能力。

人和魔鬼或其黨羽玩紙牌遊戲，這是一種特別的決鬥形式，在此往往以人

的性命做為賭注。《失落的國書》裡主角爺爺和女巫們玩「傻瓜」的紙牌遊

戲就很具代表性。此外，遊戲的名稱以及它的結果也很具象徵性，它們應

該確立光明和黑暗世界的優先權、人和不潔之力的價值比。爺爺所贏得的

彩金不僅是拯救了自己的生命，也貶低了「不潔之力」，人的世界戰勝了魔

鬼世界。  

                                                 
3 1 8  Переплут，海神、航海神，水精 (водяные )臣服於他，能更明確定義他功能的相關

資料不足。  
3 1 9  П .  Ф .  Маркин ,  “Языческий  космос  в  раннем  творчестве  Гоголя” ,  Культура  и  текст :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 ,  часть  1 ,  С .  П . -Барнаул ,  1998,  с .  109 .    
3 2 0  Там  же ,  с .  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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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分析魔鬼所展現的特色，其實「酒」、「色」、「財」、「氣」四種惡

習便可以簡潔囊括《狄康卡近鄉夜話》裡魔鬼的主要特性。嗜酒、好色、

貪財、逞氣（任性）這些特質其實可以套用馬爾金按功能特徵對魔鬼所進

行的區分。嗜酒這項惡習相當明顯對應上述第四類遊手好閒、嗜酒的魔鬼；

好色指的便是第二類勾引者魔鬼，因為這樣的魔鬼貪戀情色慾望；貪財的

魔鬼可以將其視為第一類引誘者魔鬼，將這類魔鬼聯想成多金一族，因為

金銀財寶是他們誘人墮落的籌碼，對於這種具使人墮落魔力的東西，魔鬼

是相當熱愛的，而且想方設法積攢，所以可以將這一類型的魔鬼聯想成貪

財的魔鬼。最後一項逞氣的惡習可以解釋為上述第三類淘氣的魔鬼，試想

《聖誕節前夜》的小魔鬼，正是自覺遭受鐵匠所繪那幅「末世審判」圖畫

的羞辱，所以下定決心報復鐵匠出口氣，因而不顧後果任意行事，如把月

亮偷走等，這種淘氣的行為是其任性的展現。而馬爾金特別將《失落的國

書》裡愛玩紙牌遊戲的魔鬼劃分為賭徒魔鬼，因此在酒色財氣外，另加上

「賭」這項特徵，概括《狄康卡近鄉夜話》裡的魔鬼類型就更形完備。  

 

上述分類的目的在於使魔鬼的特質更加清晰，而分類的依據也是按魔

鬼在故事中所展現出的鮮明功能特性，然而並非意味每個魔鬼就只歸屬單

一特性，往往魔鬼身上結合了多種特性。譬如巴薩夫柳克除了其最明顯的

引誘者和嗜酒的特徵外，他也具好色的特性：他常常向美麗的姑娘們獻殷

勤：送她們緞帶、耳環、頸飾，多得不得了！（頁 46）《失落的國書》裡當

爺爺決定深入魔鬼的巢穴時，酒店老板特別提點爺爺別忘了魔鬼是貪財

的：可是別忘了你的衣服口袋裡要裝滿一樣東西，那口袋就是為裝這種東

西而縫的⋯  你要知道，不管是魔鬼還是人，都喜歡這樣東西。（頁 103）因

此整部故事集中的魔鬼按酒色財氣的特性可區分為下表（表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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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狄康卡近鄉夜話》裡魔鬼的酒色財氣屬性  
 

故        事       酒  

（嗜酒）

色  

（好色）

財  

（貪財）  

氣  

（逞氣、

任性、  

淘氣）  

《索羅慶采市集》  

紅袍子魔鬼  

○     

《伊凡‧庫巴拉節前夜》

巴薩夫柳克  

○  ○  ○   

《失落的國書》  

魔鬼  

 ○  ○  ○  

《聖誕節前夜》  

小魔鬼  

 ○   ○  

《魔地》  

看守寶藏的魔鬼  

  ○  ○  

 

（二）巫師  

 

巫師這個角色出現在《夜話》集中最具哥德式小說氛圍的一篇故事

裡，這似乎也間接透露他將是最令人戰慄的一個不潔角色，《可怕的復仇》

為他提供了盡情肆虐的舞台。在整部故事集所出現的不潔之力中，巫師是

最為鮮明、駭人的一個形象，因為在其他地方，不潔之力不是有許多沆瀣

一氣的同伴，就是弱勢、微不足道的個體，否則至少也有另一個可與之抗

衡的不潔角色一同出現。巫師雖是單獨出現，卻擁有比其他不潔之力更強

大的傷害力。整部故事集有兩篇故事發生了流血事件，一是《伊凡‧庫巴

拉節前夜》中，年幼的伊瓦西成了無辜的犧牲者；二是《可怕的復仇》裡，

主角一家三口和苦行僧都成了邪惡巫師的犧牲者，當然這還不包括在招魂

場景中所透露出的卡捷琳娜的母親，她原來也是巫師的犧牲者之一，犧牲

的人數在此遽增，幾乎出場人物無一倖免。  

 

針對呈現巫師所運用的手法，別雷 (А .  Белый)下了一個結論，即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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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不、沒有」 (не)的運用： 3 2 1  

 

在巫師出現在婚宴上之前，先敘述了關於住在德聶伯河對岸的達尼

洛‧布魯利巴什 (Данило  Бурульбаш)其妻子的父親沒有出席婚宴的事：客

人們莫不驚訝卡捷琳娜 (Катерина)夫人長著這麼一張潔白的臉；但更令他

們感到驚訝的是她年老的父親這回竟沒有陪同她一塊兒來。  

 

對於父親的描寫藉助否定的「沒有」 (не)來呈現。  

 

大尉戈羅別茨 (Есаул  Горобець)捧著兩尊聖像出來要為年輕夫婦祝

福：「⋯ 上面的鑲嵌並不貴重，沒有閃光的銀子和金子。可是誰家供奉了

這兩尊聖像，任何惡靈就再也不敢到他家裡來。⋯（頁 171）」  

 

巫師的描寫也是藉助「不、沒有」 (не)來呈現。  

 

當然一開始，大家並不知道卡捷琳娜的父親就是巫師，但這樣的關聯

已隱約藉由連續的否定描述聯繫起來。其實，類似「否定」 (отрицание)

的手法，還有其他學者將其演繹為「缺席」 (absence)3 2 2，其實也就是「缺

乏」、「沒有」之意，儘管措辭不同，然實則大同小異。  

 

針對描繪巫師的主要手法—「否定」 (отрицание)體系，曼恩 (Ю .  В .  

Манн)提出一個更為精確的說法是「獨特」 (исключение)的體系：巫師的

特點就僅僅屬於他一個人，在自己類型上是唯一的。同時特徵不一定要是

否定或是不確定性。有時特徵可能非常明確且具體。 3 2 3換句話說，不單是

否定的運用，只要能突出巫師與眾不同的特徵所在，都能將巫師營造成「非

我族類」的印象。  

 

據此，曼恩列舉了許多例子：他的一張臉可就突然全變了樣子：鼻子

拉長了，歪到了一邊，兩個褐色的眼珠子閃著綠瑩瑩的光⋯（頁 41）呈現

                                                 
3 2 1  Ю .  В .  Манн ,  Поэтика  Гоголя .  Вариации  к  теме ,  с .  40 .   
3 2 2  h t tp : / /www.samizdat .com/gogol3 .h tml  
3 2 3  Ю .  В .  Манн ,  Поэтика  Гоголя .  Вариации  к  теме ,  с .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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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眼前的巫師異於一般的哥薩克，因為褐色的（有時是黑色的）眼睛

是哥薩克氏族共同的特徵，譬如《五月之夜》裡甘娜對列夫科說：「我愛你，

黑眉毛的哥薩克！我所以愛你，因為你有一雙褐色的眼睛」。（頁 64）有褐

色眼睛的人才是自己人 (свой)；而綠色況且還閃動的眼睛，是脫離這共同

性的。  

 

此外，也運用了「舶來品」特徵來強調巫師的異己性：「忽然，卡捷

琳娜的父親走了進來⋯，嘴裡叼著一根外國煙管」（頁 178），「他腰帶上掛

著一把鑲嵌著奇異的寶石的馬刀」（頁 183）。「外國煙管」(заморская  люлька)

和「奇異的寶石」(чудные  каменья )都產生代表異己的作用。 

 

甚至是描寫巫師家族的墳場也運用了「獨特」的方法，那裡「他那邪

惡的祖先就埋葬在這兒。」（頁 174）它一點也不像其他的墳場，幾乎是寸

草不生：「十字架之間既沒有長著白色的草莓花兒，也沒有長著蔥翠的青

草，只有天上的一輪月亮從高處照耀著它們。」（頁 175）  

 

同樣的手法進而擴展到巫師的飲食面，他所不願意吃的東西和所吃的

東西都讓人出乎意料：「他不願意喝蜜酒。」（頁 183）以及「他連燒酒也不

喝一口！」（頁 183）蜜酒、燒酒這些「善良之人」必不可少的東西，巫師

一概都不喜歡。達尼洛也立刻回想起：「連可惡的天主教徒都喜歡喝伏特加

酒，就只有土耳其人不喝。」（頁 183）巫師也不喜歡吃麵疙瘩(галушки)：「我

知道，你就喜歡吃猶太掛麵！(жидовская лапша)」（頁 184），達尼洛心裡

暗想。但是巫師甚至連掛麵都不吃，只吃了一點摻牛奶的麥粉粥 (лемишка  

с  молоком)。然後從懷裡掏出一瓶黑色的水來喝。這種完全與眾不同的飲

食習慣自然引人側目。 

 

同樣的情形用來描寫巫師城堡裡武器的擺置：「掛著武器，但全是千

奇百怪的。土耳其人也好，克里米亞人也好，波蘭人也好，基督徒也好，

可敬的瑞典人也好，全都不佩掛這種武器。」（頁 187）即幾乎沒有一個「民

族」會佩帶這種武器。這是某種非人的、超越現實力量的標記。在上列細

數的民族中，有那些哥薩克與之戰鬥的民族，也有巫師支持（波蘭）與打

算支持（克里米亞人）的民族。可以發現巫師就算和其所支持的對象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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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同性。 3 2 4  

 

曼恩還提到在小說中屬於「獨特」手法的特別形式，即其他人對巫師

的「嘲笑」 (осмеяние)。 3 2 5嘲笑的功能之一在於被嘲笑者被排除在人們的

共同性之外，在他和共同性間產生無法橫越的障礙。這種嘲笑近乎是一種

折磨。 

 

卡捷琳娜轉述關於巫師的傳說： 

 

據說，他生下來就長著那樣一張可怕的臉⋯ 沒有一個孩子願意

跟他一塊兒玩。⋯ 人們說得有多可怕，他似乎老是覺得，大伙

兒都在嘲笑他。要是在黑夜裡碰上一個什麼人，他就會立刻覺

得，人家是在齜牙咧嘴地笑話他。到了第二天，大伙兒就發現那

個人無疾而終了。（頁 173）  

 

巫師對於加諸在他身上的污辱是會斷然採取報復行動的。故事中馬的

嘲笑、苦行僧的嘲笑（假想的嘲笑）和最後騎士的笑，分別三次回應了這

一場景。 3 2 6  

 

曼恩的這種剖析的確比起別雷所提出的「否定」手法，更加深入完備，

因為光是「否定」無法囊括眾多洩露巫師身分的細節，「獨特」的手法較能

鉅細靡遺顯示巫師屬於不潔之力的特性，縱然他是半人半魔的角色，但眾

多「異於常人」之處便無法隱藏他身上的魔性。「獨特」手法的重點就在於

必須呈現出巫師的「與眾不同」、「格格不入」之處，甚至是在「同中求異」，

刻意將巫師與眾人區分開來，其最核心的概念依舊是圍繞在「我」(я)與「非

我」(не  я)這兩者之間打轉。 

 

超自然力的場景，似乎不是果戈理在形塑巫師時唯一考量的重點，因

為全篇故事固然有恐怖陰影籠罩，但並非全然是由超自然力的神秘與未知

                                                 
3 2 4  Ю .  В .  Манн ,  Поэтика  Гоголя .  Вариации  к  теме ,  с .  42 .  
3 2 5  此處包含不論是真正的嘲笑或是巫師所感覺到的嘲笑。  
3 2 6  Ю .  В .  Манн ,  Поэтика  Гоголя .  Вариации  к  теме ,  с .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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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巫師具有半魔半人的特性，若是超自然力使得他在行惡時肆無忌

憚，那麼暫時抽離他這特殊能力，回歸到人的層面來檢視巫師：他通敵叛

國、引敵來犯的「背叛者」行徑依舊令人撻伐。故事一開始，我們得知巫

師具有變形的能力，他化身為一個普通的哥薩克參加大尉兒子的婚禮，正

當眾人對卡捷琳娜那位神秘的父親竟沒有陪同出席而感到訝異時，殊不知

其實變身後的卡捷琳娜父親，早就在賓客中跳起舞來，逗樂大家。面對聖

像無所遁形的巫師，更在眾人面前現出了他醜惡的原形，畸形的長相：獠

牙、綠眼珠、尖下巴，十足魔性生物的特徵，令在場人士退避三舍，議論

紛紛。其實眾人驚慌的原因還有巫師是婚禮上的不速之客之故，我們已知

巫師和婚禮的關係密切，果戈理一開始便安排婚禮的場景，讓邪惡的巫師

在此登場。依照傳統，巫師會被邀請去參加婚禮，但目的莫過於保護新人

免受其他巫師危害，而這種不請自來的巫師，通常因為沒有受到邀請而心

存憤懣，於是會百般阻撓婚禮順利進行，甚至危害在場的賓客，先前也提

過曾有巫師將所有參與婚禮的賓客們都變成狼的傳說，難怪他的現形會使

大家人心惶惶。  

 

而另一個超自然力展現的經典場景，當屬巫師作法招來卡捷琳娜靈魂

的場面。達尼洛也暗中目睹全程，並識破卡捷琳娜的父親原來是個反基督

的巫師，因為唯有「反基督的人可以把每一個人的靈魂叫到跟前來。」（頁

191）在這個招魂的畫面中，巫師同時也透露了他亂倫的猥瑣意圖，原來他

對卡捷琳娜一直存有不倫的願望，這也是達尼洛一家一直無法擺脫巫師糾

纏陰影的導因之一。當然作法的場景免不了有些相關細節的描述，如「接

著，他把一只瓦罐放在桌子上，把一些草投到裡面去。」（頁 187）這是巫

師施法前的準備工作，一般女巫或巫師都有熬煉各式草藥的習慣，這也是

神奇魔力的來源。  

 

巫師神通廣大的超自然力還展現在他被囚禁在達尼洛家的地窖時所

說的一段話。然而，地窖的牆壁並非一般的牆壁，縱使他無畏鎖鍊，並具

有轉移視線的能力，也無法從地窖自行脫身：  

 

“我不怕鎖鍊，”巫師說，“你以為，他們銬上了我的手和腳嗎？

不，我在他們面前撒了迷霧，用枯樹枝來當成了我的手腳。你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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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身上沒有一根鎖鍊了！”（頁 194）  

 

原本巫師連牆壁都不怕，他甚至有穿牆的本領，就因為禁錮他的地窖

是由得道的苦行僧所修建，因此巫師才會坐困其內，必須央求心地善良的

女兒放他出去。 

 

儘管巫師再強大兇殘，故事中還存在一個能遏阻、牽制他的力量，這

是他在作法時頻頻出現的陌生臉孔，徘徊於喀爾巴阡山的陌生騎士，藉由

結尾彈唱班杜拉琴的盲藝人所唱出的故事，娓娓道出整件事的前因後果。

原來巫師背負著先人的罪孽，巫師不單為其邪惡的祖先，最主要是為其邪

惡的靈魂付出應付的代價。  

 

二、婦女原型：惡母  

 

（一）女巫  

 

較為常見的原型婦女形象有三個類別： (1)「慈母」（大地母親的肯定

概念）：與生命本源、誕生、溫暖、滋養、保護、繁衍、成長、充裕相聯

繫； (2)「惡母」（包括大地母親的否定方面）：惡婦、女巫、海妖、妓女、

妖姬，與之相聯繫的是淫蕩、縱欲、恐懼、危險、黑暗、肢解、閹割、死

亡等令人恐怖的方面。 (3)心靈的伴侶或情侶：索菲亞式的形象，聖母，公

主或“美貌淑女＂，靈感和精神完善的象徵。 3 2 7在《狄康卡近鄉夜話》裡

可以清楚地找出「惡母」這一原型，有女巫化的悍婦、蕩婦混合形象，以

《索羅慶采市集》裡的赫芙拉 (Хивря)為代表；也有屬於真正具超自然力的

女巫，分別是《伊凡‧庫巴拉節前夜》住在熊谷裡的女巫、《五月之夜》的

女巫後母、《失落的國書》向爺爺提議玩牌的女巫們、《聖誕節前夜》伐庫

拉的女巫母親。  

 

《索羅慶采市集》裡的後母赫芙拉，也就是哈芙隆尼雅 (Хавронья)，

                                                 
3 2 7  威爾弗雷德․ L․古爾靈 (Wil f red  L.  Guer in)等著，姚錦清等譯，《文學批評方法手
冊》 («A Handbook of  Cr i t ica l  Approaches  to  Li tera ture»)，頁 220-221。  



 148

意思是豬 3 2 8，果戈理採將婦人女巫化的寫法，建立起赫芙拉和女巫的直接

聯想。從赫芙拉陰沈殘暴的神色、潑婦罵街的姿態、駕馭丈夫的那股潑辣

勁，到與神父兒子偷情時所展現出的千嬌百媚、風情萬種，一個個特質都

使赫芙拉更加貼近女巫的形象。  

 

巴薩夫柳克稱《伊凡‧庫巴拉節前夜》裡的女巫為老妖婆 (яга)。所有

出現在《狄康卡近鄉夜話》中的女巫，的確就以這篇故事裡的老妖婆最類

似俄國童話中的女巫亞加婆婆 (баба  яга)的形象，因為她擁有一座立在雞腳

上的小木屋，這正是亞加婆婆的象徵符號：在他們倆面前便出現了一座茅

舍，像童話裡所說的撐在幾隻雞爪上的。（頁 53）；而她的外貌也是個不折

不扣的老太婆，雖然巴薩夫柳克以「美人兒」來稱呼她，但接下來對她外

貌的描述，我們便可以明白她是個什麼樣的美人兒：一眨眼的工夫，你瞧，

貓不見了，面前是一個老太婆了，一臉褶皺活像一只乾蘋果，那身子彎得

像一張弓。鼻子和下巴緊緊地挨在一起，活像一把夾胡桃的鉗子。（頁 53）

童話中亞加婆婆會吃人，尤其喜歡吃小孩子，她會在火爐上烹烤著她的犧

牲品，而這裡的女巫，顯然也有同樣的嗜好，伊瓦西 (Ивась)這個不過六歲

左右的孩子無辜地成為她的犧牲品：女巫雙手抱住那無頭屍體，像惡狼似

的吸吮裡面的鮮血。（頁 54）  

 

《五月之夜》裡的女巫則不同於一般概念中又老又醜的模樣，她是真

正的美人兒：這位年輕的妻子長得可俊俏啦，她的皮膚白裡透紅。（頁 67）

在這兒不潔之力幻化為百人長的新妻子，果戈理在此運用了慣常的假太太

母題，並運用常見的惡後母與可憐繼女的情節。女巫變成的後母千方百計

要害死繼女，夜裡女巫變為一隻黑貓來攻擊、嚇唬可憐的繼女，甚至連原

本最疼愛她的父親，也因受到女巫繼母的蠱惑，而要將自己的小女兒給趕

出去。俄國童話中女巫《亞加婆婆》(«Баба-яга»)的故事，也是敘述壞繼母

欲致繼女於死地，便假裝要為她縫製新衣，但必需請她向住在森林裡的阿

姨（假阿姨）—亞加婆婆借針線，這趟危險任務於是展開，然而聰明的小

女孩已事先去找自己的親阿姨，有了親阿姨的指點，到了亞加婆婆那裡自

然化險為夷。 3 2 9在果戈理的故事中隱約可以嗅到和童話類似的成分，不同

                                                 
3 2 8  伊‧佐洛圖斯基著，劉倫振等譯，《果戈理傳》，頁 181。  
3 2 9  А .  Б .  Сапрыгина ,  Большая  книга  русских  сказок  и  былин .  М . :  ООО«Росмэн -Изда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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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果戈理故事裡的後母不必假手他人（亞加婆婆）來害死女孩，因為她

本身就是女巫；後母與繼女這種歷久不衰的題材，在果戈理的處理下添加

更多的神話成分，然而與童話的美好結局不同，果戈理故事裡的繼女終究

被逼得跳水自盡，死後成為女水鬼們的首領，她也成了另一種具超自然力

的神話生物魯薩爾卡。狡猾的後母為躲避繼女—魯薩爾卡首領的報復，便

化身她們的一員隱匿在眾魯薩爾卡間，兇殘、狡猾是這女巫最大的特色，

其兇殘更可藉由玩烏鴉捉小雞的遊戲看出。當其他的女水鬼仍具有悲憫

心，不忍在遊戲中扮演殺人者烏鴉這個角色時，女巫變成的女水鬼卻自告

奮勇當烏鴉，敏捷又大膽地追逐其他人，兇殘的本性是再怎麼偽裝也掩飾

不了的。  

 

在《失落的國書》裡女巫是成群出現的，就像爺爺所形容：這裡的女

巫多得像聖誕節下的雪花。（頁 105）同樣的也是風華絕代的女巫們：一個

個打扮得花枝招展，活像逛市集的姑娘。她們全都像喝醉了酒似的，跳著

一種魔鬼的特羅巴克舞。（頁 105）這裡的訊息透露出這是一場屬於女巫與

魔鬼們的狂歡聚會—巫魔會 (шабаш)，因為在聚會上跳舞是他們所熱衷的

一種助興娛樂活動，自然也少不了與魔鬼間的親密互動：那些長著狗臉和

德國式細腿的魔鬼，是如何搖著尾巴，死死地纏住那些女巫，就像年輕人

纏住美麗的姑娘們似的。（頁 105）身負交遞國書重任的爺爺，為了取回被

魔鬼們偷走的國書，不得不來到這宛如地獄般的地方和女巫們玩起「傻瓜」

的紙牌遊戲，在牌局裡屢屢運用妖術的女巫們，就像出詐術的老千一般，

她們所表現的是極其狡猾的特質，然而卻不可怕。  

 

《聖誕節前夜》裡的莎蘿哈 (Солоха)是唯一一個果戈理賦予其名字的

女巫，若是暫時撇開她那超自然力的一面，儼然就是一個普通的村婦。她

結束了天空飛行從爐子裡爬出來後所做的事：像個善良的主婦般，開始收

拾房子，把所有的東西放到原處去。（頁 129）在她身上可以看到一些女巫

典型行徑的展現，像是騎著掃帚在夜空飛行：一家村舍的煙囪裡輕煙正裊

裊上升，像烏雲似的飄過天空，一個女巫同這縷青煙一起，騎著掃帚升了

起來（頁 116）；或是摘下天空的星星：  

 
                                                                                                                                                         
2001 ,  с .  13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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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巫這時候升到了那麼高的地方，成了一個小小的黑點在高空裡

隱約閃動著。可是只要是小黑點出現的地方，那兒的星星立刻就

一顆一顆地消失了。不多時候，那女巫就搜集了滿滿一袖子的星

星。（頁 117）  

 

而弔詭的是，女巫莎蘿哈竟是村裡最虔誠的鐵匠伐庫拉的母親，關於

她外貌的描寫，只能說一切謹守中庸之道：不到四十歲的年紀，稱不上老，

但也不年輕；雖說不上漂亮，但也不能說長得醜，畢竟到了這樣的年紀，

要很漂亮可就不容易了。可她很會迷惑人，一些老成持重的哥薩克也抵擋

不了她的魅力，一個個都成了她的座上賓，然而令人莞爾的是，最後也一

個個成了她的「袋中物」。縱然她具有讓眾多情人們相互不知道對方存在的

本事：她善於用巧妙的手腕跟他們周旋，他們中間的任何一個人連作夢都

想不到，自己居然會有情敵（頁 128），但再靈巧的手腕，終也有破局的一

天。  

 

莎蘿哈的貪婪展現在她竭力破壞自己兒子和楚布女兒的婚姻上，因為

她算計著楚布的家產，不想讓他兒子和楚布的女兒染指，不斷製造伐庫拉

與楚布間的齟齬，就因為她這樣狡猾和機靈，莎蘿哈自然成為村中老太婆

們流言緋語的對象，大家指證歷歷地說她是個不折不扣的女巫：  

 

她背後拖著一條比農婦手裡的紡錘大不了多少的尾巴。她還曾變

成了一隻黑貓從路上走過去。有一回，她還變成一隻豬，跑到神

父老婆的家裡，像公雞似的叫了幾聲，把孔德拉特 (Кондрат)神父

的帽子戴在頭上，接著就跑了。（頁 129）  

 

尾巴往往是判別女巫的重要特徵，而黑貓又是女巫運用變形術的首

選。在《伊凡‧庫巴拉節前夜》裡老妖婆 (яга)（即亞加婆婆）出場時，先

是一條大黑狗奔了出來，接著就變成了一隻貓；《五月之夜》裡的女巫後母

也是變成了黑貓攻擊繼女。而傳說中女巫卑劣的行徑，擠光鄰人牛隻的牛

奶，也在《聖誕節前夜》裡加以描述，一個加入老太婆們的議論的牧羊人

說道：有一年夏天，在聖彼得節前夕，他躺在牛棚裡睡覺的時候，親眼看

見那個女巫，她只穿著一件襯衫，披散頭髮，在那兒擠牛奶。（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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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蘿哈這屬於半人半魔的女巫形象，屬於人的特質多了一些，在此她

並沒有具化魔性駭人的殺傷力，而僅展現出人性中貪婪、過度縱慾、行為

不檢這些令人詬病的行徑，是果戈理眾多女巫形象中最為溫馴的一個。  

 

（二）魯薩爾卡  

 

由於斯拉夫神話中魯薩爾卡的原初意象就有致人於死和活躍於跟死

亡關係密切的背光地點等特點，縱然這種駭人的特性在果戈理筆下被削弱

了，但這一神話原型往往令人聯想到危險、恐懼與死亡，故還是將其歸類

於原型婦女中的惡母這一類別。  

 

魯薩爾卡這神話形象出現在《五月之夜》和《可怕的復仇》這兩篇故

事中。在《五月之夜》裡小姐變成的魯薩爾卡是女巫繼母迫害下的受害者。

原本疼愛她的父親，正直的靈魂因遭受女巫新妻的污毀而將她趕出家門，

小女兒在萬念俱灰下，跳下池塘成了眾多女溺水鬼的首領，自此一心一意

要報復造成她不幸命運的繼母。有別於俄羅斯民間口頭創作裡有害的、邪

惡的、神秘的魯薩爾卡，果戈理《五月之夜》裡所描寫的烏克蘭魯薩爾卡

就溫柔、和善的多。  

 

此處魯薩爾卡首領的概念，可能源於民間。澤列寧 (Д .  К .  Зеленин)的

《俄國神話概論》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мифологии»)記載：「魯薩爾卡中最有

權者，具有女皇 (царица)之名，是由所有魯薩爾卡選出來的，也需經水精

(водяной)的同意。沒有女皇的許可，魯薩爾卡們不僅不能夠殺人，甚至不

能嚇人。」 3 3 0顯然果戈理描寫的魯薩爾卡不僅是群體出現的類型，甚至還

有首領統御的階級制度。  

 

果戈理對於魯薩爾卡的習性、外貌、衣著都有著典型詳實的描述，如

在皎潔的月光下，來到岸上休憩、從事她們最喜歡的環舞遊戲、身體肌膚

呈現半透明狀、穿著白色的襯衫等：  

 

                                                 
3 3 0  А .  А .  Горелов ,  Ф .  Я .  Прийма  ред .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фольклор :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ⅩⅨ  в . ,  с .  25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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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色皎潔的夜晚，所有的女溺水鬼都要上岸來，到這老爺的花

園裡曬月亮。（頁 68）  

 

她（變成魯薩爾卡樣貌的女巫）就在這兒！在池塘岸邊，在跟姑

娘們一起跳圓圈舞，沐浴著月光。（頁 91） 

 

一群少女一閃一閃地在跳舞，像影子一般輕盈縹緲，她們穿著像

滿是鈴蘭花的草原似的潔白的襯衫，脖子上的金項鍊、頸環和錢

串在閃閃發亮。但是她們臉色蒼白，她們的身體彷彿是用透明的

雲彩雕刻出來的，在月光下透亮透亮的。（頁 91） 

 

果戈理此一魯薩爾卡角色的呈現，有因循、也有創新。在魯薩爾卡原

有虛無縹緲的外貌特色上，果戈理有跳脫典型窠臼的描寫，他刻畫了魯薩

爾卡長而濃密的睫毛，她的面貌因而更加實際和寫實：“長長的睫毛半遮

著她的眼睛。她的臉色像布帛，像月光那樣蒼白”⋯“濃密的睫毛把眼睛

全給遮住了”。（頁 90）值得注意的是果戈理角色裡長長的睫毛往往是屬於

“鬼＂世界的符號，包括《維》(«Вый»)裡面的小姐也具有長睫毛的特色：
3 3 1在緊閉的眼睛上面，箭似的睫毛低垂在被隱密的慾望燃燒得紅彤彤的面

頰上。 3 3 2  

 

此 外 ， 魯 薩 爾 卡 的 頭 髮 不 是 綠 色 的 ， 而 是 “ 暗 褐 色 的 ＂

(тёмно-русые)：在那暗褐色的髮浪裡一雙明亮的眼睛靜靜地閃著光亮（頁

89）；在她身上也沒有那種駭人的致命吸引力。這裡的魯薩爾卡雖然也引誘

列夫科，但卻不是處於失愛狀態下要報復情人的引誘：她在輕輕地搖著頭，

在招著手，在微笑著⋯（頁 89），她的目的並非要殺死他，而是要請求他協

助解決她的困境。  

 

此外，我們可以發現魯薩爾卡生前被後母凌虐的傷痕，直到身後都留

了下來：  

                                                 
3 3 1  П .  Ф .  Маркин ,  “Языческий  космос  в  раннем  творчестве  Гоголя” ,  Культура  и  текст :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 ,  часть  1 ,  С .  П . -Барнаул ,  1998,  с .  111 .  
3 3 2  沈念駒主編，《果戈理全集》，第二卷：密爾格拉得，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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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瞧我的臉，她用妖法奪走了我臉上的紅暈。你瞧我潔白的脖

子，這都洗不掉啊！都洗不掉啊！她用她的鐵爪抓出來的這青一

塊紫一塊的瘢痕，無論怎麼樣洗都洗不掉啊。你瞧我這兩隻潔白

的腳，在她的強迫下走了多少路啊，不但在地毯上走，並且在灼

熱的沙石上走，潮濕的泥地上走，多刺的荊棘叢中走啊！還有我

的眼睛，你瞧我的眼睛！它們被淚水迷糊得已經看不清東西了⋯

（頁 90-91）  

 

即使在死後也無法懲治這女巫後母，強化了原本就處境堪憐的小姐其

命運多舛。這樣的安排，自然也削弱了魯薩爾卡的邪惡性質，在強勢女巫

對照下的魯薩爾卡顯得弱勢，令人憐憫。  

 

在民俗學中的魯薩爾卡是不會和人們產生合約關係的⋯  她們總是與

人為敵。 3 3 3但果戈理筆下的魯薩爾卡是可以協商的，這也是果戈理的創新

之處。如《五月之夜》裡經過文學加工後的魯薩爾卡反而扮演了人的庇護

者 (заступница  человека)，她先是毫不吝嗇地提供一般人趨之若鶩的金銀

首飾作為報酬，只要列夫科可以幫忙她找出女巫後母，事成後她甚至非常

「善體人意」地送出比金銀首飾更符合列夫科願望的謝禮—促成他與甘娜

的美事。不潔之力在此並非全然蠻橫無理，多了「人性」色彩的道德勇氣，

十足有冤必伸，有恩必報的性格。在這一點刻畫上，果戈理反倒是賦予魯

薩爾卡這不潔之力「正義使者」的特色，放大了原本生性邪惡的魯薩爾卡

「善良」的一面。一反傳統中魯薩爾卡對落入她手中之人，處心積慮加以

報復的印象，「渲染」她善良的特質使得果戈理的魯薩爾卡呈現出跳脫傳統

的一面。  

 

對於神話角色傳統的繼承，除了前述果戈理表現在魯薩爾卡的習性、

愛好、穿著上之外，他也沒有偏離魯薩爾卡的致命天性：要是碰上了活人，

她就立刻逼迫那人猜哪個是女巫。他要是不猜，就威脅要把他拖到水裡淹

死。（頁 68）在急切復仇心驅使下的魯薩爾卡身上，欲置人於死的本性，還

是自然地流露出。  

 
                                                 
3 3 3  Ю .  В .  Манн ,  Поэтика  Гоголя .  Вариации  к  теме ,  с .  74 ,  сноска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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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之夜》裡魯薩爾卡們的首領—小姐 (панночка)請求列夫科找出

藏身眾魯薩爾卡間的女巫。這種在一群和自己相似、外表並無區別的物體

或是生物中指認某人的母題，在烏克蘭、白俄羅斯以及在俄羅斯民間口頭

創作中是非常普遍的。 3 3 4類似的故事，如一則白俄羅斯故事的主角在一群

母馬中認出了公主，他一揮鞭子，母馬就變成了少女。一位將自己的兒子

交給森林王作學徒的老人，不得不在一堆黍稷、公綿羊和鴿子堆中找自己

兒子。 3 3 5普羅普 (В .  Я .  Пропп)對此下了一個結論：「這個任務的基礎在於，

在另一個國度裡，未知事物不會有自己個別的面貌。所有在那裡的事物都

有共同的面貌。」 3 3 6「所有的事物都是一樣的，看不出來的，是因為所有

事物都處在相對死亡停滯的狀態下 (в  состоянии  условной  смерти)。」3 3 7在

故事裡有一個善良的幫手協助主角解決問題，他直接指出如何依靠什麼特

徵來認出未知者。 3 3 8正因如此一群屬於「彼世」不冥死者的魯薩爾卡們缺

乏個別性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ь)，才給予女巫混入她們之間的機會。果戈理

在此沒有強化這種故事幫手的積極角色，雖然列夫科在某些程度上是故事

裡的 幫 手 ， 但 實 際 上 卻 是 藉 著 置 入 揭 發 插 曲 — 玩 烏 鴉 的 遊 戲 (игра  в  

ворона)3 3 9，才能夠在一群相似的魯薩爾卡當中指認出女巫，遊戲顯然是為

了揭發女巫而特意安排的，因為這種遊戲與女巫（女落水鬼後母）的個性

十分契合，正因對烏鴉兇手這角色的迷戀，而洩露了其女巫的身分。  

 

果戈理在《可怕的復仇》裡所描繪的魯薩爾卡的外貌，最接近俄羅斯

童話故事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的傳統 3 4 0，也是十分典型烏克蘭觀念中的魯薩爾

卡，有縱身躍下德聶伯河的少女與孩童樣貌的魯薩爾卡，其勾人的雙眼和

微笑、幾近透明的身體與對人一貫敵對的態度：  

 

沒有受洗的孩子們擦過樹枝，抓住荊棘，哭著，笑著，在大道和

長滿蕁麻的荒地上翻滾；失掉靈魂的姑娘們成群地從德聶伯河的

                                                 
3 3 4  А .  А .  Горелов ,  Ф .  Я .  Прийма  ред .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фольклор :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ⅩⅨ  в . ,  с .  258 .  
3 3 5  Там  же .  
3 3 6  Там  же .  
3 3 7  Там  же .  
3 3 8  Там  же .  
3 3 9  類似老鷹捉小雞的遊戲。  
3 4 0  А .  А .  Горелов ,  Ф .  Я .  Прийма  ред .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фольклор :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ⅩⅨ  в . ,  с .  257 ,  сноска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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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濤中跑出來，頭髮從綠色的頭上垂到肩上，水從長髮上刷刷地

流到地上；一個姑娘從水中出來全身發亮，彷彿披著一身玻璃紗

似的，唇邊浮起奇妙的微笑，雙頰發紅，一雙眼睛叫人的靈魂著

迷⋯  好像她正為愛情而發狂，要把人緊緊地吻死似的⋯  逃呀！

受過洗禮的人！她的嘴唇是冰，床是冰涼的水；她會搔得你癢癢

的，把你拖到河裡去。（頁 209-210）  

 

然而魯薩爾卡在《可怕的復仇》裡並非作為參與情節發展的不潔之力

出現，關於她們的描寫在此只是點綴作用，作為烘托瀕臨精神崩潰的卡捷

琳娜 (Катерина)所幻想的世界背景，是失去孩子、丈夫，從清早到深夜徘

徊在黑暗的橡樹林中的卡捷琳娜，她精神錯亂的大自然神話組成。 3 4 1對卡

捷琳娜而言，世界是以多神教背景開展的，褓母在這世界裡也成了可怕的

女巫：你的樣子真可怕啊，你眼睛裡伸出了兩只鐵鉗子⋯  你准是個女巫！

（頁 207）因此為了營造多神教的世界背景，描寫與多神教神話成分一致的

魯薩爾卡就顯得十分自然，而這也是最接近民間傳統概念的魯薩爾卡。  

 

三、智慧老人  

 

智慧老人（救星、救世主、宗教導師），是精神本原的擬人化，代表

知識、思考、洞察、智慧、聰穎和直覺；此外還代表道德品質，如與人為

善，樂於助人等，這些品質使他的「精神」特徵，清晰可見⋯  除了聰明、

智慧和頗有洞察力以外，智慧老人還以他的道德品質著稱；不僅如此，他

甚至還檢驗別人的道德品質，並根據這一檢驗來奉獻他的才智⋯  每當主人

翁陷入絕望的境地，唯有深思熟慮或偶然的好主意⋯  才能使他擺脫困境

時，智慧老人總會出現。既然主人翁由於內在和外在的原因自己不能實現

這種擺脫，彌補這一不足所需要的知識時，便以一種擬人化的思想形式，

即以這位卓有見識、樂於助人的老人形象出現了。 3 4 2  

 

在《失落的國書》裡坐在角落裡悶不吭聲的酒店老板，在某種程度上

                                                 
3 4 1  П .  Ф .  Маркин ,  “Языческий  космос  в  раннем  творчестве  Гоголя” ,  Культура  и  текст :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 ,  часть  1 ,  С .  П . -Барнаул ,  1998,  с .  110 .  
3 4 2  威爾弗雷德․ L․古爾靈 (Wil f red  L.  Guer in)等著，姚錦清等譯，《文學批評方法手
冊》 («A Handbook of  Cr i t ica l  Approaches  to  Li tera ture»)，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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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了智慧老人這一神話原型。當爺爺正為國書被魔鬼偷走而不知所措

時，他向旁人請教，而眾人苦苦思索不得其解之際，只有酒店老板一人坐

在角落裡一聲不吭：當某個人一句話也不說時，那麼他一定是最有見地的

了。（頁 102）但若是沒有那不管是魔鬼還是人都喜歡的東西作為代價，是

無法讓惜話如金的酒店老板開口：可惜，酒店老板說話不那麼慷慨，要不

是爺爺伸手到口袋裡摸出一塊五盧布的金幣來，那他就是在他面前站一輩

子，他也不會說一句話的。（頁 102-103）這一點似乎也透露出酒店老板和魔

鬼之間的牽連。 

 

智慧老人有檢驗別人的道德品質，並據此來奉獻他的才智，這一特徵

可由酒館老板的一席話得知：我看你這雙眼睛就知道，你是一個哥薩克，

不是一個娘兒們。（頁 103）於是酒店老板才教爺爺如何把國書找回來，話

一說畢，立刻又回到角落裡，再也不願意開口說話。 

 

另一個類似智慧老人的原型則是《聖誕節前夜》裡的巫醫巴秋克。十

分虔誠的鐵匠在萬念俱灰下，決心尋求巴秋克的協助：  

 

我還可以想想辦法呀，去求教求教那個查波羅什人—大肚子巴秋

克(Пузатый Пацюк)。據說，什麼鬼他都認得，想做什麼都能做

到。我去找找他，反正我的靈魂要墮落下去了。（頁 141）  

 

縱然鐵匠對於這個人和魔鬼有所牽扯心知肚明：您可別生氣，人家

說⋯ 鐵匠鼓起勇氣說道，我這可沒有侮辱您的意思，人家說您跟魔鬼沾親

帶故（頁 143），但他依然決心找巴秋克幫忙。鐵匠要求巴秋克指引他上哪

兒去找魔鬼，可是巴秋克對前來求教的鐵匠顯然十分冷漠，不是始終不答

話，便是自顧自地展現驚人的超能力吃東西，最後才冷冷地說：肩上背著

魔鬼的人，用不著到遠處去找了。（頁 144）這句話讓伐庫拉百思不解，然

而身為讀者的我們對這句話可就有不同的解讀，一來，鐵匠肩上的確背著

魔鬼，只是他不知情；二來，俄羅斯農人素有人的左肩站了一個魔鬼的觀

念，這似乎意味著一個執意讓靈魂墮落的人也不需到遠處去尋找魔鬼了。

巴秋克的冷淡與瀆神的行徑促使虔誠的鐵匠心生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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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魔鬼啊！今個兒是需挨餓的蜜飯齋期，

而他卻在吃餃子，而且是葷餡餃子！實在地說，我是個大傻瓜！

站在這兒，也不怕罪過！還是走吧！於是，這位虔誠的鐵匠慌忙

地從屋子裡跑了出去。（頁 144-145）  

 

從某個層面來說，巴秋克意外地幫助主角免於靈魂的墮落，他讓一顆

打算墮落的靈魂，幡然悔悟。  

 

這兩個事例都是主角遭遇困難而請求智慧老人協助，而非智慧老人主

動出現幫助主角解決困難。然而在這兩個事例中，智慧老人的角色與典型

智慧老人形象的不同之處在於他並非以道德品質著稱，反而是和魔鬼有某

種程度的牽扯，因此他們才具有指引主角找到魔鬼的能力，但他們的確都

在主角遭遇困難時，直接或間接地給予指引。 

 

四、寶藏原型  

  

作為物質誘惑原型的寶藏出現在《伊凡‧庫巴拉節前夜》和《魔地》

這兩篇故事裡：尋找寶藏的母題，是《魔地》通篇故事的主要情節，然而

在《伊凡‧庫巴拉節前夜》裡，蕨花的寶藏傳說，不僅引導主角後來命運

的發展，更是深具東斯拉夫寶藏神話的代表性。兩篇故事也相互呼應，都

強調人無法抗拒不法、不義之財的誘惑所帶來的惡果。  

 

根據民間概念，寶藏有不同的顯現方式，而在烏克蘭民間口頭創作

中，寶藏最常顯現的標誌就是燭光 (свеча)。 3 4 3果戈理在《魔地》裡同樣運

用燭光作為寶藏的指標：  

 

你瞧，小路旁邊的一個墳堆上有燭光在閃動。  

 

“真怪！”爺爺站住了，雙手叉腰，往前面望去。那燭光熄滅了，

再過去一點，再遠一點的地方，另外一枝蠟燭又亮了起來。“寶

                                                 
3 4 3  А .  А .  Горелов ,  Ф .  Я .  Прийма  ред .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фольклор :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ⅩⅨ  в . ,  с .  2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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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爺爺喊道，“隨便賭什麼都行，那准是個寶藏！”（頁 254） 

 

憑著直覺，爺爺認定在蠟燭的一明一滅間，透露著埋有寶藏的訊息，

也因此誘發他必定要獲得寶藏的決心。依照民間故事的闡釋，上方有蠟燭

燃燒著的寶藏，就像是死亡的預報者。 3 4 4也因此發現寶藏這樣的「幸運」

事，往往伴隨著「厄運」的開始。果戈理就是以此母題建構《魔地》裡主

角有趣的不幸。 3 4 5受不了爺爺鼻煙濃濃煙草味，而在爺爺頭頂上打了一個

大噴嚏的魔鬼，與後來模仿爺爺說話的鳥兒、羊、熊以及從山嶺背後鑽出

的一張怪臉等，都是看守寶藏的魔鬼，民間傳說中魔鬼向來與寶藏有著密

不可分的關係，盡忠職守的他們是不會輕易地讓人取走寶藏的，因為依據

先前所述的寶藏概念，若是寶藏的主人沒有在期限屆滿之時取回寶藏，那

麼這些寶藏自然就會落入魔鬼手中而成為不潔的寶藏。爺爺這段挖寶歷程

費盡了九牛二虎之力，其間更遭受看守寶藏的魔鬼的捉弄和驚嚇，回到家

時還莫名其妙地被潑了一身的髒水，最後發現興高采烈帶回家的鍋子裡裝

的不是金子，竟是垃圾、廢物，至此讀者與爺爺同時恍然大悟原來這是魔

鬼的伎倆，爺爺的不幸以滑稽的形式呈現，同時也傳達了濃厚的教育意味，

奉勸人千萬別輕信魔鬼說的話：你們可不要相信啊！⋯ 不管基督的敵人說

些什麼，全都是撒謊，這狗養的！他說的真話是一文不值的！（頁 259）  

 

那塊空地的奇特性質便是為了要呼應魔鬼具有欺騙人的能力這件

事。這篇故事的開頭就點出：因為魔鬼要是打定了主意愚弄人，他是說得

到做得到的。真的，說得到做得到⋯（頁 250）在那塊魔地上一開始爺爺就

莫名其妙地跳不成舞，接連著又不知道被魔鬼弄到什麼地方，讓爺爺意外

瞧見那邊的墳堆上閃爍著燭光，這不禁令人合理懷疑閃著燭光的寶藏，根

本是魔鬼所佈下的局，也許是和《伊凡‧庫巴拉節前夜》裡的魔鬼巴薩夫

柳克出於同樣的動機，要藉人類的手為他們取得寶藏，也或許從頭至尾都

是場鬼把戲，所以這種不潔錢財最後變成一堆垃圾也就不足為奇。              

 

而《伊凡‧庫巴拉節前夜》裡的彼特羅 (Петро)就沒有爺爺這般幸運了，

                                                 
3 4 4  А .  А .  Горелов ,  Ф .  Я .  Прийма  ред .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фольклор :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ⅩⅨ  в . ,  с .  251 .  
3 4 5  Там  ж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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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先前所述，尋獲寶藏的那一刻往往也意謂厄運的開始，找到寶藏的人不

是重病就是早死，更何況靠魔鬼之助而取得的財富更是不可能帶來幸福

的，這種財富總是虛假的、幻想的，果戈理在《伊凡‧庫巴拉節前夜》中

再現了這個母題。根據民間概念，和魔鬼產生任何契約關係的人將會永遠

喪失成功和幸福。 3 4 6  

 

彼特羅，你來得正是時候，明兒是伊凡‧庫巴拉節。風尾草（蕨）一

年裡頭只有這一夜開花。你可別錯過了機會！（頁 51）這是民間廣為流傳

關於神奇植物蕨的傳說。如同該篇故事名稱《伊凡‧庫巴拉節前夜》所揭

示的，這個傳說和庫巴拉節的儀式相關，當大地的創造力達到其最頂峰時，

斯拉夫人認為在伊凡‧庫巴拉節（從六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四日）夜開花的

花草具神奇的效力。特別是蕨這種植物，民間傳說它會在伊凡日前夕的子

夜開火紅色的花。因此在子夜時彼特羅看見：  

 

剎那間，那小小的花蕾發紅了，像活的東西一樣，動了起來。真

是奇妙得很！越動，就越大了起來，大了起來，紅得像一塊燒亮

的煤了。驀地亮起一顆小火星，只聽得劈啪響了一聲，他眼前一

朵花開放了，像火焰一樣，把它周圍的別的許多花都照亮了。（頁

52）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細節的描寫和民間傳說十分吻合。人形魔鬼巴薩夫

柳克特別叮囑彼特羅：等到風尾草(蕨)開了花，你把它摘下來就跑，不管

身後發生什麼事情，你都別回頭去看。（頁 52）這是因為關於蕨花的傳說有

提到，在摘下蕨花後，要盡速跑回家，若沿途聽到魔鬼或女巫的叫喚聲，

也千萬不可回應，或是回頭看，否則蕨花頓時就會消失無蹤。 

 

現在時候到了！彼特羅想道，把手伸了過去。他一看，背後有無數隻

毛茸茸的手也向前伸了出來，要去摘那朵花，還有個什麼東西在後面來回

穿梭地奔跑著。（頁 52）這個場景說明眾多不潔之力會竭盡所能地阻止人取

得這一年只開一次的珍奇花朵，更說明了該花的獲得極為不易。  

                                                 
3 4 6  А .  А .  Горелов ,  Ф .  Я .  Прийма  ред .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фольклор :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ⅩⅨ  в . ,  с .  2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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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女巫從彼特羅的手中將花奪了過去，對花念了咒語，灑了某種

水。然後才將花交回給彼特羅，要他扔掉它。說也奇怪，在彼特羅將蕨花

往空中扔去，  

 

花竟然不會徑直掉下來，卻長久地像一個火球似的閃耀在黑暗的

天空裏，像一隻船一樣漂浮著，後來才開始慢慢地往下沈，掉到

那麼遠的地方去了，像一顆比罌粟籽大不了多少的小星星，勉勉

強強可以辨認出來。“這兒！”老太婆用低沈而嘶啞的聲音說

道。⋯ 在這兒，你會挖出許多金子來。（頁 53-54）  

 

經過女巫作法的蕨花指出寶藏埋藏的地點，依民間傳統，蕨花是找到

寶藏的關鍵。 

 

然而鐵鍬挖到某個地方，卻挖不下去。這時候彼特羅清楚地看出那裡

有一只小的鐵皮箱。他正要伸手去拿，可是箱子開始往土裡陷下去，越陷

越深了，越陷越深了。（頁 54）可見，寶藏的咒語條件尚未獲得履行，因此

不會落到彼特羅手中，而是往更深的地下進去。不，不流一點人血，你是

找不到金子的！那女巫說道，把一個用白床單裹起來的六歲左右的孩子帶

到他眼前。（頁 54）通常寶藏都是隨著咒語被埋入的，只有該咒語的條件被

履行，寶藏才可以取走。這裡顯然是以無辜孩童的首級作為條件，可憐的

伊瓦西成了犧牲品。 

  

「無數隻毛茸茸的手」顯然是看守寶藏的魔鬼，但也有看法認為女巫

是寶藏的看守者 3 4 7，這或許是犧牲品的要求是由女巫提出之故。因為在古

老民間故事的版本中，寶藏的守衛者是死者，他會要求犧牲品。 3 4 8但女巫

更有可能只是巴薩夫柳克的同夥，同樣有使人的靈魂墮落的意圖，也許女

巫只想達成其噬血的目的：女巫雙手抱住那無頭屍體，像惡狼似的吸吮裡

面的鮮血⋯（頁 54）  

 

                                                 
3 4 7  А .  А .  Горелов ,  Ф .  Я .  Прийма  ред .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фольклор :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ⅩⅨ  в . ,  с .  253 .  
3 4 8  Там  ж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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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理在《伊凡‧庫巴拉節前夜》的結尾，還說明了人形魔鬼巴薩夫

柳克不得已要利用彼特羅是因為他自己不能取得寶藏。雖然彼特羅和碧多

爾卡的故事結束了，但一切並沒有就此落幕。巴薩夫柳克再次出現在村莊

裡，人們瞭解到：「除非是撒旦，否則別人是不會變成人形來發掘財寶的，

既然邪惡的手拿不到財寶，就只好去誘惑年輕人了。」（頁 60）至此，不免

浮現一個疑問，不潔的寶藏不都由不潔之力看守，甚至最後直接落入不潔

之力手中，何以巴薩夫柳克還得假手他人取得寶藏呢？或許錢財的取得對

於巴薩夫柳克而言並非難事，但他真正的目的不在於寶藏，而在誘使一個

正直純潔的靈魂墮落，他深知彼特羅的困境，便利用這一點來達到其摧毀

一個人的最終目的。  

 

五、色彩：綠色、紅色、黑色  

 

（一）綠色 

 

色彩也是原型意象的一種，綠色代表了生長、感覺、希望、豐饒；在

貶義的上下文中可能與死亡和衰敗相聯。 3 4 9最典型的代表莫過於由喪生的

姑娘變成的魯薩爾卡，她們擁有綠色的頭髮，容易令人和死亡聯想在一起：

如《可怕的復仇》裡失掉靈魂的姑娘們成群地從德聶伯河的波濤中跑出來，

頭髮從綠色的頭上垂到肩上，水從長髮上刷刷地流到地上。（頁 209）而《可

怕的復仇》裡隱匿在人群中的巫師，在聖像前原形畢露：鼻子拉長了，歪

到了一邊，兩個褐色的眼珠子閃著綠瑩瑩的光，嘴裡還露出獠牙⋯  這個哥

薩克完全成了一個老頭子。此處眼珠閃爍著綠瑩瑩的光正是一種色彩原型

的運用，為歡樂的婚禮注入一股不祥的氣氛。有見地、識廣的老人們則紛

紛搖頭說道：「大難臨頭了！」  

 

《索羅慶采市集》裡被刻意女巫化了的後母赫芙拉，不無巧合地也穿

著一件綠色的衣裳：這個吵鬧不休的娘兒們⋯ 她穿一件時髦的綠色羊皮外

衣（頁 11-12）。 

 

                                                 
3 4 9  威爾弗雷德․ L․古爾靈 (Wil f red  L.  Guer in)等著，姚錦清等譯，《文學批評方法手
冊》 («A Handbook of  Cr i t ica l  Approaches  to  Li tera ture»)，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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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紅色 

 

紅色是血、獻祭、狂暴的激情與騷亂的象徵。 3 5 0《索羅慶采市集》裡

的紅色袍子為市集掀起了一陣騷亂的大風波。《伊凡‧庫巴拉節前夜》裡蕨

所綻放的花朵正是紅色的：剎那間，那小小的花蕾發紅了，像活的東西一

樣，動了起來。真是奇妙得很！越動，就越大了起來，大了起來，紅得像

一塊燒亮的煤了（頁 52）。而這似乎也預示它的取得即將導致的一樁恐怖的

殺戮。同時紅色的意象還出現在接下來的流血場景中：他（彼特羅）的眼

睛紅了⋯ 頭腦糊塗了⋯ 他像發瘋了似的，抓起一把刀來，於是那無辜的

孩子的鮮血噴到了他的眼睛裡。（頁 54）在彼特羅犯下恐怖的殺人罪行後，

周遭的情景全都沐浴在紅色色彩中： 

 

他鼓起全部力量，拼命往前奔跑。眼前的一切全是血淋淋的。樹

木全都沐浴在鮮血裡，彷彿在燃燒，在呻吟。天空通紅通紅的，

一個勁地戰慄著⋯ 閃電似的紅紅的火花使他頭昏目眩。（頁 54-55） 

 

（三）黑色 

 

黑色（黑暗）的色彩原型，往往和混亂、神秘、未知、死亡、邪惡、

憂鬱脫離不了關係。 3 5 1在《伊凡‧庫巴拉節前夜》裡，當碧多爾卡和彼特

羅之間的情事被女方勢利的父親發現後，他逼迫碧多爾卡嫁給她不愛的波

蘭人，傷心的碧多爾卡要求弟弟替她轉告彼特羅的一段話：  

 

你去告訴他，他們正給我準備辦喜事，不過舉行婚禮的時候，不

會奏音樂⋯ 人家要把我抬走。我的繡房將是漆黑漆黑的，那是

用楓木造的，屋頂上沒有煙囪，而是豎著一個十字架！（頁 50）  

 

繡房在此意指黑漆漆的棺木。同樣地，彼特羅在聽到這段話之後的回

應：我們的命好苦啊！⋯ 代替牧師的，將是黑色的烏鴉在我頭上聒噪⋯ 

                                                 
3 5 0  威爾弗雷德․ L․古爾靈 (Wil f red  L.  Guer in)等著，姚錦清等譯，《文學批評方法手
冊》 («A Handbook of  Cr i t ica l  Approaches  to  Li tera ture»)，頁 218。  
3 5 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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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50）不祥的黑色烏鴉將取代牧師，透露出這對情侶殉情的想法，黑色

在此便象徵死亡。 

 

而黑色色彩原型在《五月之夜》裡則扮演了揭發藏匿在眾魯薩爾卡之

中的後母的關鍵意象：這時列夫科看出來了，她的身體不像別人那麼透亮，

裡面有什麼黑色的東西。（頁 92）這裡黑色的東西透露出神秘、邪惡的特徵，

因此洩露了後母的身分。 

 

貳、原型主題或模式  

 

除了意象外，還有以主題或模式形式出現的原型，《狄康卡近鄉夜話》

中英雄原型的模式最為鮮明，英雄原型包含探求、入門儀式及獻身的替罪

羊三種常見形式。 

 

一、探求  

  

英雄（救星、救助者）踏上漫長的征途，為了拯救王國，或許也為了

娶得公主，他必須在征途中完成不可能的任務，與妖魔鬼怪作戰，解答無

法解答的謎，克服難以克服的障礙。 3 5 2很多神話中都有英雄遠征的故事，

因此這樣的情節我們並不陌生，他們或是自願探險，或是受人囑託，或是

為了解救他人於危難而踏上征途。然而，英雄們往往要面對諸多險惡，承

受各方的壓力—包括履行職責或神的旨意、忠於信仰、報仇雪恨。 3 5 3如果

將《失落的國書》裡的爺爺勇闖魔窟之旅放大至英雄探求的格局上來看，

爺爺的任務是索回國書，但必須經過與妖魔鬼怪玩三回合「傻瓜」紙牌遊

戲的試煉，克服妖魔鬼怪設下的種種障礙後，才能順利要回國書，在這則

故事裡可以讀出英雄探求原型的意味。  

 

 

 
                                                 
3 5 2  威爾弗雷德․ L․古爾靈 (Wil f red  L.  Guer in)等著，姚錦清等譯，《文學批評方法手
冊》 («A Handbook of  Cr i t ica l  Approaches  to  Li tera ture»)，頁 223。  
3 5 3  維 羅 妮 卡 ‧ 艾 恩 斯 (Veronica  Ions)著 ， 杜 文 燕 譯 ，《 神 話 的 歷 史 》 (His tory  of  
Mythology)。太原：希望出版社， 2003，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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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入門儀式  

 

英雄在從無知幼稚到涉世成人（即幹練成熟、變為社會團體正式成員）

的過程中，歷經了一系列痛苦的艱難磨礪。入門儀式通常由三個不同的階

段組成：出走、轉變、歸來。它與探求一樣，也是「死亡—再生」原型的

一個變體。 3 5 4這種入門儀式似乎可以套用《魔地》裡爺爺認清魔鬼意圖的

過程。一開始全心全意要獲得寶藏的爺爺處於無知的階段，他歷經了一番

困難與痛苦的尋寶過程，三番兩次受到看守寶藏魔鬼的捉弄與驚嚇，最後

終於將一只鍋子帶回家，卻發現裡面裝的不是金子，卻是一些垃圾、廢物⋯  

爺爺才明瞭又遭到魔鬼的愚弄。他覺悟地告誡孫子們任何時候都不要相信

魔鬼的話：  

 

「你們可不要相信啊！⋯  不管基督的敵人說些什麼，全是撒

謊，這狗養的！他所說的真話是一文不值的！」（頁 259）  

 

這時的爺爺象徵從無知過渡到涉世成人的階段，爺爺在道德上獲得了

新生，他超脫貪念的束縛，只不過爺爺的入門儀式三個階段的順序演示為

出走、歸來、轉變。  

 

三、獻身的替罪羊 

 

替罪羊的意義往往是指與部落或民族幸福融為一體的英雄，必須為世

人贖罪和國土的富庶而犧牲。 3 5 5雖然《伊凡‧庫巴拉節前夜》裡的小男孩

伊瓦西 (Ивась)在此不具這層崇高的獻身意義，但對彼特羅和碧多爾卡而

言，伊瓦西的死，確實也為他們換來了曇花一現的幸福，他的犧牲象徵著

彼特羅貪念下的替罪羊。  

 

 

 

                                                 
3 5 4  威爾弗雷德․ L․古爾靈 (Wil f red  L.  Guer in)等著，姚錦清等譯，《文學批評方法手
冊》 («A Handbook of  Cr i t ica l  Approaches  to  Li tera ture»)，頁 223-224。  
3 5 5  同上，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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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幻想與現實 
 

幻想 (фантастика)和現實(реальность)兩種元素建構出《狄康卡近鄉夜

話》整個世界，因此幻想和實體，是果戈理這部創作的主人翁。在《狄康

卡近鄉夜話》裡，幻想似乎占了優勢，它引導著實體，它干預著實體平淡

無奇的過程，它用自己的色彩給實體染上了各種顏色。 3 5 6若是缺少了幻想

的渲染作用，整部作品便會黯然失色，這也是營造《狄康卡近鄉夜話》裡

神話世界的一個重要手段。  

 

幻想是描寫現實的一個特殊形式，在邏輯上，幻想和對周遭世界的現

實概念不合。幻想廣佈於神話、民間口頭創作、藝術和表現特殊的世界觀、

怪誕的「超自然」形象之中。 3 5 7果戈理童年時的住家附近就是狄康卡，當

時流傳著許多關於狄康卡的傳說。那裡一度是一片濃密的野生橡樹林，因

而得名狄康卡。橡樹林裡灌木叢生，透不過陽光，常有女妖出沒；到了尼

科沙 (Никоша)3 5 8的時候，灌木叢雖然被砍得稀疏多了，但它那種神秘的幽

暗和深邃仍然使人見而生畏。 3 5 9果戈理的思古幽情為日後創作的幻想事物

注入活力，使得平淡無奇的生活能夠與神話奇幻般的過去交織在一起。  

 

幻想在文學中是以浪漫主義為基礎發展起來的，浪漫主義的主要原則

是描寫活動於獨特情況中的獨特主角。這使得作家可以擺脫規則的限制，

賦予他在創作可能和創作能力實現的自由。 3 6 0果戈理積極地運用幻想的元

素，使其和現實巧妙融合，兩者衝擊下產生的火花便是《狄康卡近鄉夜話》

裡滑稽性的主要來源。  

 

果戈理描寫幻想事物的方法在很大的程度上有別於浪漫主義作家的

描寫方法。果戈理的幻想世界並未脫離真正的現實，甚至故事 (сказка)有機

地融入了生活，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果戈理的民間意識和對待神秘事物的

                                                 
3 5 6  伊‧佐洛圖斯基著，劉倫振等譯，《果戈理傳》，頁 177。  
3 5 7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ое  и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изображени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Н .  
В .  Гоголя . ”  h t tp : / /www.5bal lov. ru / refera ts /  
3 5 8  果戈理的名字尼古拉 (Николай )的暱稱。  
3 5 9  伊‧佐洛圖斯基著，劉倫振等譯，《果戈理傳》，頁 14。  
3 6 0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ое  и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изображени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Н .  В .  Гоголя . ”  h t tp : / /www.5bal lov. ru / refera 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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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也有那同樣真實的基礎。 3 6 1換言之，果戈理並沒有採用許多其他浪漫

主義作家將幻想和現實清楚區分，並使它們各自獨立存在的方法，他的幻

想和現實緊密地交織在一起，這種幻想並非天馬行空的想像，它試圖融入

現實之中，這也是何以果戈理所創造的幻想物在故事中毫不突兀，彷彿和

現實融為一體，他的外貌可以平凡得像普通的村民一般，讓人無法斷然區

分真假。  

 

大量「下層神話」的魔性生物是果戈理夜話故事集「幻想」的主要來

源，他在描寫魔性生物時的戲謔或幽默語氣，消除了恐懼和不真實感。「保

有完全嚴肅、冷靜的樣貌，敘述者經常導入完全現實的、日常生活的描寫，

沒有改變任何語調，沒有任何警告，沒有任何驚訝，彷彿沒有任何事物不

是完全普通的。在這種語調的不變性中，在幻想事物前隱匿詫異中，歸結

出果戈理對所有魔鬼事物諷刺的來源。」 3 6 2以平常的態度看待不平常的事

物，沒有預警，沒有驚奇，這便是果戈理消除其幻想事物不真實感的原則。 

 

曼恩在探討果戈理詩學時傾向將果戈理的創作，依現實與幻想間的相

互關係，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幻想事物在作品中想像為具體「幻想

載體」(носители  фантастики )的影響結果；第二階段：「幻想載體」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在所有作品中存在的某種非理性無個性的部分 (безличное  

начало)。關於這一點曼恩指出，果戈理的幻想主要是「惡的幻想」；第三

階段是指一些幻想作品的手法過渡到果戈理非幻想的作品中。阿札羅娃 (Н .  

М .  Азарова)撰文時依然沿用此分法。這樣的劃分法和果戈理創作方法的演

進其實是有密切關係的，從早期浪漫主義過渡到後期批判寫實主義，果戈

理念茲在茲撻伐的「惡」，也由具象昇華到抽象的層次，因此這樣的劃分原

則自然是合理，惟本論文所探討的是果戈理第一個幻想階段，故將採用阿

札羅娃的架構進行演繹。  

 

《狄康卡近鄉夜話》的幻想事物毫無疑問屬於第一階段，魔鬼、女巫、

魯薩爾卡等神話生物在此便扮演「幻想載體」的角色。幻想事物以神話的

                                                 
3 6 1  А .  А .  Горелов ,  Ф .  Я .  Прийма  ред .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фольклор :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ⅩⅨ  в . ,  с .  259 .  
3 6 2  Там  же .  



 167

「幻想載體」形式出現在《狄康卡近鄉夜話》中 3 6 3的七篇小說中。然而「幻

想載體」參與情節的程度取決於場景的時間，也可以再細分為直接與間接

參與兩種：  

 

1.  「幻想載體」直接參與情節的發展，只有在場景歸於過去的時間，

如在《伊凡‧庫巴拉節前夜》、《失落的國書》、《聖誕節前夜》、《可怕的復

仇》、《魔地》五篇小說中，強調在現代和場景時間之間的時間距離。  

 

多少年以前啊！在一百多年以前，我的已經故去的爺爺曾經對我

們說，誰都不知道我們這個村子。（頁 45）⋯ 在這個村子裡，時

常出現一個人，或者說，一個有一副人的形狀的魔鬼。（頁 46）  

 

就在我們村子所在的這塊土地上，現在看起來一切都平平安安，

可在不久以前卻不是這樣的，我那去世的父親和我都還記得，那

時正派人是不敢從荒廢倒塌的酒店門前走過去的，那件事發生之

後過了很長時間，魔鬼的後裔曾自己花錢修繕過那個酒店。（頁 61） 

 

由這兩段敘述我們可以看出《伊凡‧庫巴拉節前夜》的主要「幻想載

體」直接參與的場景，距離現在已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物換星移之後，村

子已經不是當時的面貌，作為「幻想載體」的見證者爺爺也早已去世。  

 

2.  在「場景歸於現在」的作品中，幻想的參與是間接性的，幻想主要

集中在前言、結尾或是插入的成分中，在這些地方也敘述著傳說。它有下

列的特點：  

 

(1) 在作品主要部分中所敘述的現在，「幻想載體」本身已經不再出

現，僅留下它似乎是曾經活動過的痕跡。《索羅慶采市集》或《五月之夜》

可以作為例子，在其中包含了關於紅袍子主人魔鬼及魯薩爾卡小姐的傳說。 

 

(2) 在這些作品中「不明顯的幻想」 (неявная  фантастика)取代了「明

                                                 
3 6 3  除了《伊凡‧費多羅維奇‧希邦卡和他的姨媽》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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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的幻想」 (явная  фантастика)，幻想的直接參與在情節中受到了限制。  

 

(3) 現實和幻想兩條情節線的平行並列：《五月之夜》是最好的例證。

這篇故事可以明顯地感覺到有現實和幻想兩條情節線平行進展，列夫科彷

彿在夢中接到魯薩爾卡小姐給他的一張專員的字條，而清醒時的列夫科手

中也的確握有一張紙條。幻想面與現實面相互襯托、映照，之間的重疊迫

使讀者擺盪於兩種界面的選擇。  

 

至於「天真幻想」(наивная  фантастика)的創造手段，這裡採用阿札羅

娃文章裡的四種幻想製造方法加以說明：  

 

1.  幻想的前史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ая  предыстория)：  

即將某事件以前的經過史加以幻想化，有事先說明緣由的意味。幻想

本身集中在作品的一個地方，並先於主要事件發生。此外，幻想的前史不

僅是先於主要事件發生，且屬於較早的時間、遠古的過去。同樣《索羅慶

采市集》的紅袍子傳說和《五月之夜》裡魯薩爾卡小姐的故事，都可視為

是幻想前史的例子。  

 

2.  幻想的流言：  

關於幻想的敘述經常以流言的形式來描繪。如流傳於《索羅慶采市集》

裡的紅袍子流言：  

 

你聽見大伙兒說什麼沒有？⋯  

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  就在那個穀倉裡，三天兩頭鬧鬼⋯  又要出現紅

袍子了。（頁 17）  

 

兩個打算上市集出售小麥的販子，如此你一言我一語地展開有關紅袍子傳

說的對話，市集往往是流言蜚語散播的最佳場所。  

 

3. 夢：  

夢和流言的作用類似，其事件的準確性不被作家 (автор)證實，如《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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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夜》裡列夫科和魯薩爾卡小姐相遇的夢，我們始終無法釐清其真假。《可

怕的復仇》裡卡捷琳娜也是在夢中見到巫師父親的惡行。其實即使是缺乏

具體「幻想載體」的《伊凡‧費多羅維奇‧希邦卡和他的姨媽》一篇，也

由於夢境的積極作用，使得故事的結尾充斥荒誕不經的幻想。伊凡潛意識

中對於媳婦的畏懼，幻化為夢境中長著一張鵝臉的媳婦，而且細胞分裂似

地繁殖出第二、第三個⋯  媳婦，姨媽在夢中則成了鐘樓，伊凡自己也變成

個鐘。如此自由不羈的幻想在缺乏神話「幻想載體」體現時，夢便是宣洩

幻想的最佳途徑。  

 

4.  作為創造幻想色彩的浪漫肖像、風景及文字形象：  

《索羅慶采市集》裡作者沒有在任何一個地方稱赫芙拉 (Хивря)為女

巫，但卻對她的描寫藉助了在《五月之夜》裡描寫女巫的方法來呈現赫芙

拉的肖像：  

 

她臉上透露出一種陰沈殘暴的神色，讓人一看見就感到驚愕，並

且立刻要把眼光轉移到女兒高高興興的臉蛋上去。（頁 12）  

 

令人無法直視是描寫不潔之力時一貫的母題。  

 

此外，《聖誕節前夜》裡伐庫拉騎乘魔鬼升空飛行的那一段描寫，讓

人彷彿進入了另一個世界。巫師乘坐在瓦缸裡一陣旋風似的飛過他們身

邊、星星玩起捉迷藏的遊戲、精靈們在轉圈兒、魔鬼在月光下跳舞⋯  

 

在果戈理筆下，夢中的幻想與現實中的理想是不可分的，它們不是漂

泊就是蒼白無力，其中沒有牽強附會和無病呻吟，沒有因為對付不了現實

環境而脫離它的貧弱臆造。在《狄康卡近鄉夜話》中，幻想與理想，一如

隨著它們而進入了神話王國的生活，是生機勃勃的、所向無敵的。 3 6 4  

 

 

 

                                                 
3 6 4  伊‧佐洛圖斯基著，劉倫振等譯，《果戈理傳》，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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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德國浪漫主義與烏克蘭巴洛克文化遺產 
 

壹、  德國浪漫主義作家之影響  
 

研究俄國思想史或文學史的學者，無論觀點意見如何分歧，有一件事

則似為諸家一致（或者幾乎一致）之見：十九世紀第二個二十五年間，對

俄國作家產生重大影響的是德國浪漫主義思潮。 3 6 5當時大環境的社會思潮

如此，文學界無可避免的也受到德國浪漫主義的影響。果戈理《狄康卡近

鄉夜話》寫作時間在十九世紀的三十年代初，再加上作品中鮮明的魔鬼學

色彩，德國浪漫主義的影響顯然無庸置疑。多數研究者也一再提及果戈理

受到德國浪漫主義的影響，在眾多作家中又以作家蒂克 (Тик  Людвиг,  

1773-1853)和霍夫曼 (Э .  Т.  А .  Гофман ,  1776-1822)的影響為最。例如莫丘利

斯基 (К .  В .  Мочульский)認為《狄康卡近鄉夜話》仿效了兩種不同的傳統，

其中一個傳統就是德國浪漫主義魔鬼學，透過蒂克和霍夫曼的中篇小說，

果戈理認識了女巫、魔鬼、咒語和巫術。 3 6 6此外，皮斯 (Richard Peace)在

《果戈理之謎》 («The Enigma of Gogol»)中提到《狄康卡近鄉夜話》的確

是為了回應當時流行的異國色彩浪漫時尚和哥德式恐怖小說的風潮而創作

的。  

 

斯滕德 -佩特森 (Stender-Petersen)也追溯了果戈理早期作品和德國浪

漫主義文學之間的密切關係。例如《狄康卡近鄉夜話》中的短篇小說《仲

夏夜》 3 6 7是蒂克的《愛的魅力》 3 6 8在俄國的翻版。 3 6 9另外我們在短篇小說

《恐怖的復仇》 3 7 0裡遇到一個面善的怪誕人物：惡魔似的魔術師，他一出

面就意味著死亡和毀滅。他也有超凡的力量，即使穿著奇裝異服，也像是

霍夫曼的短篇小說《伊格納茲‧登納》中的特拉巴赫爾博士。從霍夫曼這

篇小說裡，果戈理還沿用了其他幾個人物的模式和情節發展。霍夫曼是十

九世紀三十年代俄國人最喜愛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在世

                                                 
3 6 5  以賽․柏林 ( I sa iah  Ber l in)著，彭淮棟譯，《俄國思想家》，頁 181。  
3 6 6  К .  В .  Мочульский ,  “Духовный  путь  Гоголя” ,  Гоголь .  Соловьёв .  Достоевский ,  с .12 .  
3 6 7  筆者按，即《伊凡․庫巴拉節前夜》。  
3 6 8  即《愛的魔力》。  
3 6 9  沃爾夫岡‧凱澤爾著，曾忠祿、鍾翔荔譯，《美人和野獸：文學藝術中的怪誕》，頁

147-148。  
3 7 0  筆者按，即《可怕的復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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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地流傳。果戈理根據他自己在聖彼得堡的經歷所寫成的幾篇小說，也

沒有擺脫霍夫曼的影響，這些小說顯示出他對霍夫曼把奇異的事件投入到

一個精心描繪的都市環境中的手法，有著深刻的印象。 3 7 1  

 

浪漫主義文學在創作上、藝術表現手法上具備這些特點：注重個人感

情的強烈抒發，注重描寫個人印象和理想、幻想，突出自我。他們的主人

翁往往喜歡發表議論並書寫對客觀事物的主觀感受，注重描寫大自然的美

麗，以及這種美麗的大自然給予主人翁的強烈印象。浪漫主義者通過對大

自然美的描述以反襯現實的醜，把大自然作為自己精神上的寄託。此外，

浪漫主義者都對民間文學和民間題材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3 7 2對於大自然美

景的書寫，《夜話》中景致的描寫透露出果戈理無限的浪漫情懷，無論是小

俄羅斯的夏日、皎潔月光下的夜景或是德聶伯河的描寫，都為黑暗勢力蠢

蠢欲動的狄康卡世界增添旖旎風情。浪漫主義作家對中古亦十分嚮往，連

他們的作品背景也喜歡取自中古。他們作品的主人翁往往是音樂家、畫家、

詩人，這些人愛好漫遊，愛好大自然，「超凡脫俗」是浪漫派作家心目中所

謂的「熱情人」。他們的貢獻還表現在整理民間文學、古代神話傳說等之上，

3 7 3果戈理《夜話》的創作，嚴格說來也是對於烏克蘭民間文學、傳說的一

種整理與再現。  

 

 

 

 

 

 

 

 

 

 

                                                 
3 7 1  沃爾夫岡‧凱澤爾著，曾忠祿、鍾翔荔譯，《美人和野獸：文學藝術中的怪誕》，頁

148。  
3 7 2  余匡復，《德國文學史》，上冊，頁 303。  
3 7 3  同上，頁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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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德國浪漫主義派別 

 

德國浪漫派派別 時間 地點 刊物 主要代表人物

耶拿浪漫派 

（早期浪漫派） 

1789 年 耶拿 《雅典娜神廟》 施萊格爾兄弟 

海德堡浪漫派 

（後期浪漫派） 

1805 年 海德堡 《隱士報》  

柏林浪漫派 

（北浪漫派） 

1809 年 柏林  克萊斯特、 

沙米索、 

艾辛多夫 

士瓦本浪漫派 

（南浪漫派） 

1809 年 士瓦本  烏蘭德、豪夫 

 

德國浪漫派在十八世紀末開始形成，盛行於一七八九至一八三○年

間，在時間上大體和歐洲其他國家的浪漫主義運動平行。 3 7 4一七八九年在

德國耶拿 (Йена)城出版一份名為《雅典娜神廟》的文藝刊物，由於雜誌在

耶拿城出版，因此文學史上將早期浪漫派亦稱為耶拿浪漫派。雜誌由施萊

格爾兄弟領導，發行時間約三年。 3 7 5一八○五年左右，又有一批德國作家

聚集在海德堡創辦《隱士報》，形成海德堡浪漫派，又稱後期浪漫派。3 7 6一

八○九年阿爾尼姆和布倫塔諾到了柏林，在柏林組織了一個「基督教德國

聚餐會」，克萊斯特、沙米索、艾辛多夫等都參加了這個聚餐會，所以在文

學史上又把他們稱為柏林浪漫派。柏林地處德國北部，故柏林浪漫派又稱

北浪漫派。與此同時，在士瓦本聚集了以烏蘭德、豪夫為代表的一些浪漫

主義作家，文學史家往往稱他們為士瓦本浪漫派，因士瓦本地處德國南

部，因此又稱南浪漫派（表八）。 3 7 7大致德國浪漫派後來衍生了這幾個派

別，後兩個派別在創作成就上都超過了耶拿和海得堡浪漫派。《狄康卡近鄉

夜話》的創作時期，正是在俄羅斯對西歐浪漫主義運動特別感興趣的時刻，

年輕浪漫的果戈理也無法不受到這個運動的影響。當時居主導地位的正是

                                                 
3 7 4  余匡復，《德國文學史》，上冊，頁 297。  
3 7 5  同上，頁 305。  
3 7 6  同上，頁 318。  
3 7 7  同上，頁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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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拿浪漫派，耶拿派在創作上有成就的應推蒂克，他也是耶拿派在俄國最

受歡迎的作家之一。  

 

納杰日金 (Н .  И  .  Надеждин)是第一個指出蒂克的《愛的魔力》 («Чары  

любви»)和《伊凡‧庫巴拉節前夜》之間關係的人。納杰日金在 1831 年第

20 期的《望遠鏡》(«Телескоп»)上寫道：「太完美了！《伊凡‧庫巴拉節前

夜》本身的內容和蒂克的一篇小說《愛的魅力》真是太像了。這下好奇的

對照可有理由了。」3 7 8日後季洪拉沃夫 (Н .  С .  Тихонравов)在評論果戈理全

集第一冊時也支持這個說法。蒂克的小說《愛的魅力》在 1830 年時譯成俄

文出版。而果戈理在 1831 年修改《巴薩夫柳克》時，很可能參考了蒂克的

這篇小說。 3 7 9《巴薩夫柳克》是《伊凡‧庫巴拉節前夜》的前身，果戈理

在修改過的作品中加入了一系列新的母題，他首先改變了主角心理狀態的

特徵，原先在《巴薩夫柳克》裡藉由犯罪所取得的錢財是彼特羅心靈煎熬

的原因：「整整數個小時他坐在自己的袋子前，一聽到有風吹草動就渾身哆

嗦，彷彿害怕有人會奪走或偷走它們」，但在《伊凡‧庫巴拉節前夜》裡，

錢已不構成主角受折磨的原因：望著袋子，他努力想憶起遺忘的事情。主

角受盡折磨回想遺忘的過去的過程在蒂克《愛的魔力》裡也存在。《愛的魔

力》的主角埃米利 (Эмилий)並沒有像彼特羅一樣犯罪，他只不過剛好是犯

罪事件的見證人，但他也忘了所見之事。 3 8 0  

 

此外，這兩篇小說的類似之處還有恍然大悟的時刻。埃米利在看到老

太婆令人厭惡的紅色洋裝時，立刻恢復了記憶，消逝已久的夜晚可怕事件

又在他的心中復活了；而彼特羅也是當女巫第二次出現在他面前時，立刻

記起所有的事情。 3 8 1  

 

而兩篇小說中基本的顏色背景也是一致的：果戈理的主角在犯罪後和

蒂克的主角在目擊犯罪後，均回神憶起犯罪場景，兩位主角也都看到周遭

世界沈浸在鮮紅、血紅色的光裡；果戈理是在小說第二版中才加入這種顏

                                                 
3 7 8  А .  А .  Горелов ,  Ф .  Я .  Прийма  ред .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фольклор :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ⅩⅨ  в . ,  с .  261 .  
3 7 9  Там  же ,  с .  261-262,  сноска  28 .  
3 8 0  Там  же ,  с .  262 .  
3 8 1  Там  ж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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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疊句。 3 8 2  

 

《俄國文學和民間口頭創作：十九世紀上半葉》一書中指出傳統觀點

認為《伊凡‧庫巴拉節前夜》裡一系列如謀殺小孩、渴血的女巫、和女巫

的鬥爭（在她第二次現身之時）等的母題，毫無保留地借用蒂克的小說這

一觀點，是不符合事實的看法。因為這些母題早已存在於烏克蘭的民間口

頭創作中，早在故事的前身《巴薩夫柳克》裡就已被果戈理所引用。他是

從民間傳說中擷取《巴薩夫柳克》的情節；蒂克同樣的在創造自己小說的

情節時，也是參照德國民間傳說。眾所周知，個別民間故事的母題、情節

常會因不同的原因，在不同民族的創作中吻合。該書所持的觀點，頗有端

正視聽的意味，認為在某些程度上，果戈理是受到了蒂克小說的影響，然

而其他多數相似的母題，只不過是兩人所運用的民間來源正巧一致，並不

是一般認為所謂文藝作品的借用。  

 

小說《可怕的復仇》在《狄康卡近鄉夜話》集裡具特殊地位：一來，

無法在烏克蘭民間傳說中找出和果戈理這篇小說類似的情節；二來，小說

的故事基礎也是另一種類型，而不是故事集中「快樂的」小說。在夢中靈

魂脫離身體、卡捷琳娜的父親施巫術的場景—所有這些母題和德國幻想浪

漫主義作家有更為緊密的關係。  

 

在 1828 年的《莫斯科通報》 («Моск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上刊登了蒂克的

「魔幻」小說《皮耶特羅‧阿波涅》 («Пьетро  Апоне»)。《可怕的復仇》的

情節和《皮耶特羅‧阿波涅》沒有任何關聯，但是個別的幻想細節或多或

少相同。果戈理在描繪《可怕的復仇》裡巫師以新形象再現的情節非常接

近《皮耶特羅‧阿波涅》裡的變身 (превращение)。卡捷琳娜的父親以哥薩

克的形象出現，他逗樂環繞他的人群、出色地跳著哥薩克舞蹈，當大尉剛

舉起聖像，哥薩克的一張臉可就完全變了樣子⋯  變成一個老頭子。在《伊

凡‧庫巴拉節前夜》裡謀殺孩子的母題不能認為是從蒂克的小說借用的，

同樣的理由《皮耶特羅‧阿波涅》裡卡斯提里歐 (Кастильо)變成皮耶特羅‧

                                                 
3 8 2  А .  А .  Горелов ,  Ф .  Я .  Прийма  ред .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фольклор :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ⅩⅨ  в . ,  с .  2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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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涅的插曲，也只不過能牽強地和《可怕的復仇》裡相應的插曲對比。3 8 3

此外《可怕的復仇》和《皮耶特羅‧阿波涅》中啃噬著自己的死人形象則

是非常近似：「讓彼特羅，那個猶大，從地底下再也爬不起來，讓他渴望咬

別人，可是只能咬他自己。」（頁 218）這是《可怕的復仇》最後一章，盲

藝人所講述的故事裡伊凡所想出來的極刑。同樣的形象也在《皮耶特羅‧

阿波涅》裡遇到，女巫師告訴安東尼奧 (Антонио)生命是多麼愚蠢和可怕的

故事：地獄的力量為人捎來誘惑和懲罰，他的家逐漸充斥著各種駭人事物，

而「人在絕望當中啃噬自己的骨頭。」啃噬自己的死者形象，在果戈理作

品中實現了。在蒂克的作品中死者具有雙重意義，是象徵，而不是具體的

形象。 3 8 4除此之外，靈魂在夢中從卡捷琳娜的身體脫離出來和巫師阿波涅

在主顯節時以黑魔法維持半現實 (полужизнь)、夢中現實 (жизнь-сон)的時

刻，在兩篇小說中也非常相近。 3 8 5  

 

除了蒂克之外，霍夫曼是另一位研究學者經常會將其與果戈理聯繫起

來的德國浪漫派作家。霍夫曼是德國最有影響力的浪漫派作家，他屬於柏

林浪漫派。舍維廖夫 (С .  П .  Шевырёв)3 8 6最先提出霍夫曼影響了果戈理小說

的想法，後來這個觀點產生分歧，波斯佩洛夫 (Г.  Н .  Поспелов)在自己的作

品《果戈理之笑：與幽默理論的關係》 («Смех  Гоголя  :  в  связи  с  теорией  

комического»)中肯定說，必須「推翻和除去聯繫果戈理創作和霍夫曼對其

影響的各種嘗試」。波斯佩洛夫的結論是以果戈理完全沒有接受施萊格爾

(Ф .  Шлегель)「浪漫主義諷刺」 3 8 7(романтическая  ирония)為基礎，「浪漫

主義諷刺」在十九世紀初極為活躍並為德國浪漫主義者所接受。然而這個

結論並不足以否認霍夫曼影響果戈理創作的想法，果戈理從霍夫曼的小說

《詩人和作曲家》 («Поэт  и  композитор»)中理悟出一些哲學和美學體系的

                                                 
3 8 3  А .  А .  Горелов ,  Ф .  Я .  Прийма  ред .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фольклор :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ⅩⅨ  в . ,  с .  263 .  
3 8 4  Там  же .  
3 8 5  Там  же .  
3 8 6  1806-1864，俄國評論家、文學史學家、詩人、彼得堡科學院院士。  
3 8 7  所謂「浪漫主義諷刺」的意思是：詩人可以自由地幻想，自由地描寫對一個目的的

渴望，在盡情地描寫之後，詩人再痛苦地粉碎、破壞自己創造的幻想世界。這一主觀

幻想世界的幻滅是詩人對自己的一個嘲諷，但是詩人已經浪漫主義地描繪過自己的渴

望了，所以叫「浪漫主義諷刺」，它的目的同樣在於表示對現實的不滿，諷刺自己在現

實中幻想出來的浪漫主義渴望。余匡復，《德國文學史》，上冊，頁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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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 3 8 8  

 

然而在《狄康卡近鄉夜話》裡顯現出霍夫曼的影響只有在一些共同的

特徵上。這也符合霍夫曼的美學綱領，果戈理的幻想事物以藝術真實的語

言來述說，佔果戈理作品重要組成的幽默成分有機地和悲劇成分相結合。

但是以《夜話》為材料，就不能不提及「浪漫主義諷刺」（產生於和現實理

想不符的基礎上），不能不提及應該滲透幻想作品中的「命運線索」 (нити  

предопределения)。果戈理的神話事物 (сказочное)，就如同霍夫曼所要求

的是結合現實的細節一同描寫。果戈理的魔鬼是楚布和教堂執事的情敵，

且魔鬼本身從正面看「完全是個德國人」。果戈理幻想事物的描寫特色在這

些和類似的情形中他和民間觀念特別接近，民間觀念中的幻想並未超出現

實的框架外。對果戈理而言魔鬼不是詩意的象徵，如同他在霍夫曼或奧多

耶夫斯基 (В .  Ф .  Одоевский)筆下成為詩意的象徵那樣，直接在這關係上遵

循霍夫曼的腳步。果戈理的不潔之力、魔鬼「並沒有作為精靈而遠離人們，

相反地，以自己最完全的物質性和人們重合和同等。」 3 8 9  

 

對於德國浪漫主義影響的主張，除了展現在情節之外，浪漫主義的傳

統明顯表現在果戈理描繪大自然上，過去和現在對果戈理的風景都有不同

的解讀。扎莫京 (И .  И .  Замотин)看待《狄康卡近鄉夜話》的世界就像觀賞

烏克蘭詩意、風景畫般的世界。根據他的看法，大自然的景象，果戈理以

「強烈的筆觸、最鮮豔的顏色大塊塗抹，從這兒產生了最符合作者興奮之

情的理想宏偉形象。」3 9 0讀了這些自然景色的描寫，你「既看到景象本身，

又經驗了某種奇妙的心情。」 3 9 1庫利什 (П .  А .  Кулиш)不只一次在《關於果

戈理生活的札記》 («Записки  о  жизни  Гоголя»)中說到有關「方法試作」

(эскизности  манер)、有關描繪現象但未看清其本質，所有浪漫主義特有看

待世界的方式。「方法試作」這個術語，就像扎莫京所確認的，它迫使我們

回想起浪漫主義者在描寫自然時的態度，對他們而言詩意般的風景集中到

畫好的宏偉、鮮豔、寬廣巨幅的圖畫上，相反的各種特定的外形、各種鮮

                                                 
3 8 8  А .  А .  Горелов ,  Ф .  Я .  Прийма  ред .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фольклор :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ⅩⅨ  в . ,  с .  264 .  
3 8 9  Там  же ,  с .  265 .  
3 9 0  Там  же .  
3 9 1  Там  ж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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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輪廓，則顯得枯燥乏味和平淡無奇。  

 

儘管主張果戈理作品受到德國浪漫主義影響的研究者指證歷歷，然而

對這說法仍存有疑慮的學者認為，許多出自民間口頭創作的母題，在各個

國家皆存在，何以見得就是毫無保留的借用，許多的相似之處頂多是在取

材民間口頭創作時英雄所見略同所造成的「巧合」罷了，不乏有種挺身捍

衛民族偉大作家的「愛國思想」，其實可以確定的是縱使果戈理對於德國浪

漫主義並非全盤接收，但德國浪漫主義多少也必定啟發了他的創作靈感。  

 

貳、烏克蘭巴洛克文化遺產的影響  

 

巴洛克時期 (Baroque period)是西方藝術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大致為

十七世紀。十六世紀後期發源於義大利，而德國和南美殖民地，則直到十

八世紀才達到極盛。關於 baroque 一詞的起源，一般認為是源自葡萄牙語

barroco（西班牙語 barrueco）一詞，意為「不合常規」，特指各種外形有瑕

疵的珍珠。十七世紀末葉之前最初用於藝術批評，泛指各種不合常規、稀

奇古怪、離經叛道的事物。到十八世紀用作貶義，指違反自然規律和古典

藝術標準的做法。從十九世紀後期以來，巴洛克作為一種藝術風格才得到

積極的評價，這得歸功於德國美術史家沃爾夫林 (Heinrich Wölffl in)發表

《文藝復興與巴洛克》(«Renaissance and Barock», 1888)一書，指出巴洛克

是繼文藝復興之後的主要流派，並對其形式特點作了分析和歷史考察，確

立其學術地位。巴洛克的藝術式樣，以其熱情奔放、運動強烈、裝飾華麗

而自成一體，與十六世紀盛期文藝復興美術的莊重典雅相區別。 3 9 2  

 

果戈理對巴洛克的興趣在烏克蘭時就已成形，其後在俄國和特別是在

西方（主要是在羅馬）長期停留的那段時間內獲得增長。因此夏皮洛 (Gavriel 

Shapiro)將果戈理受巴洛克文化遺產的影響分為烏克蘭階段 (1809-28)、聖

彼得堡的俄羅斯時期 (1829-36)與義大利的海外時期 (1836-48)三個階段。按

夏皮洛的理論，果戈理有接觸巴洛克文化遺產的良好環境，因此這種影響

或多或少也都流露在其作品之中。  

                                                 
3 9 2  《簡明大英百科全書》。台北：台灣中華書局，1988，頁 459。《中國大百科全書（美
術Ⅰ）》。台北：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3，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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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皮洛也進一步將果戈理與巴洛克 (the Baroque)相聯繫，其 1993 年專

著《尼古拉‧果戈理與巴洛克文化遺產》 («Nikolai  Gogol and the Baroque 

Cultural  Heritage»)更成為研究果戈理詩學的一部創新著作，他在果戈理創

作中找尋巴洛克文化的影子。而其所介紹的四種巴洛克藝術形式 (forms)：

機智幽默小品 (Facetia)、大箱木偶戲 (Vertep)、木版畫 (Lubok)與寓意圖

(Emblem)恰好在《狄康卡近鄉夜話》中都獲得體現，大多研究者都只強調

木偶戲的作用，其他三項藝術則較少提及，因此以下將一一檢視這些巴洛

克文化形式在《狄康卡近鄉夜話》中的呈現。 

 

一、機智幽默小品 (Facetia,  Фацеция) 

 

Facetia 是拉丁語，意為笑話 (шутка)，是趣聞類的簡短滑稽故事體裁，

十二、三世紀時在西歐城市文學中興起，在文藝復興時期極為盛行，主要

是反對貴族和宗教界的惡習，義大利人布拉喬利尼 (Поджо  Браччолини)為

其創立者。俄國則在十七到十八世紀盛行。 3 9 3簡單的說， facetia 是短篇、

幽默、機智的故事，它探索日常生活的各種矛盾並嘲弄社會各種團體的惡

習，而這樣的嘲弄往往轉變成諷刺，而諷刺手法的運用果戈理絕對是箇中

高手。在《狄康卡近鄉夜話》第一部的序言裡，果戈理運用了這個關於拉

丁化學生 (a student-“Latinizer”)的 facetia：  

 

客人中還有一位⋯  哦，那是一位青年紳士，打扮得活像一位

陪審官或者領地劃界的公證人。他常常把一個指頭伸到鼻子前

面，邊望著手指尖邊講故事，講得那麼斯文，那麼巧妙，就像書

本上寫的一樣！有時候，你聽著、聽著，就聽糊塗了。打死你，

你也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他打哪兒收集到這麼一大堆語匯！對

此，福馬‧格里戈里耶維奇給他編了一段有趣的故事，嘲笑他說：

有一個學生向一個教會執事學文化，這個學生回來見父親的時

候，竟成了那樣一位拉丁文學者，連我們正教語言都給忘了。他

使用隨便什麼詞兒都要加上個詞尾 (ус)。他管鏟子 (лопата)叫鏟子

子 (лопатус)，管婆娘 (баба)叫婆娘子 (бабус)。有一次，他跟父親

                                                 
3 9 3  h t tp : / /d ic .academic . ru /misc /enc3p .nsf /ByID/NT0004AA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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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田地裡去。這位拉丁文學者看見一把鐵耙 (грабли)，問父親：

“爸爸，你們管這東西叫什麼？”可是，他不留神一腳踩在了鐵

耙的齒上，痛得直叫喚。父親還沒有來得及答話，鐵耙的柄陡地

反翹起來，砸在他的前額上。“可惡的鐵耙！”這位學生用手捧

著前額蹦了起來，蹦得有一俄尺高，喊道：“這是怎麼回事？讓

鬼把它親爹推到橋底下去吧，砸得我好痛啊！”事情就是這樣！

（頁 5-6）  

 

這則關於拉丁化學生的 facetia 結合了機智幽默小品 (facetia)和寓言

(parable)的特性。就像 facetia，它有趣又具啟發性；像寓言，它充滿寓意

（因此無法脫離上下文來理解），且是設計來闡明一個觀點。這個故事在果

戈 理 的 文 章 中 起 二 度 空 間 的 作 用 ： 上 下 文 的 (contextual)和 超 文 本

(metatextual)的。在上下文的這一層面上，教堂執事福馬‧格里戈里耶維

奇為了舉例說明他的觀點，講了這個說話異想天開的年輕紳士的故事，他

期望藉由年輕紳士達到嘲弄與教導的效果。在超文本這層面，果戈理將這

個故事瞄準了當時許多偏好外國事物的同時代人。 3 9 4果戈理在序言裡插入

這則故事，顯然是一種巧妙的安排，他能夠與教堂執事一同宣洩不滿的情

緒，從故事的上下文看來是教堂執事在嘲弄另一位「講故事的對手」，即使

他是個文明的青年紳士，或許還受過外國教育，說起故事來儘管措辭優美，

卻不知所云；而言下之意也表露出果戈理對當時偏好外國事物的同時代人

的反撲。雖然之前在論《狄康卡近鄉夜話》的創作動機時，提及果戈理本

人也曾為了迎合讀者大眾的偏好，選擇創作具異地風情的文學，然而這點

只能再度說明果戈理原本就矛盾的性格。對果戈理或就史實的程度而言，

烏克蘭並不是「外國」。夏皮洛指出，這個故事集寫於當俄國文學對英國、

法國和德國作家的競相模仿，以及文壇對「民族性」 (народность)投以最

大關注的時刻，因此對於果戈理超文本的推論是合理的。   

 

另一則機智幽默小品《關於一個送兒子去學拉丁語的農人》 («О  

поселянине ,  вдавшем  сына  учиться  по  латине»)內容敘述：農人的兒子被

送到首都的學校去學拉丁語，但他卻像過節般過著荒逸的生活並把給他的

                                                 
3 9 4  Gavr ie l  Shapiro ,  Nikola i  Gogol  and  the  Baroque Cul tura l  Her i tage ,  pp .  3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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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全都胡亂花光，於是回到家裡想再要一筆錢。有一次父親用乾草杈將廄

肥從馬廄裡鏟出來，而兒子就站在一旁。父親問他道：「兒子，拉丁話的『乾

草杈』 (вилы)、『廄肥』 (навоз)和『大車』 (телега)該怎麼說呢？」兒子回

答道：「乾草杈就叫『乾草杈子』 (вилатус)、廄肥 (гной)就叫『廄肥子』

(гноятус)、大車就叫『大車子』 (возатус)。」父親雖然不會說拉丁語，但

能猜想出兒子是去了什麼樣的學校，便用乾草杈打他的額頭並說：「從今起

別去學校了，就待在牲畜棚好好學習。拿起乾草杈子放在手掌子裡並將廄

肥子鏟到大車子上」。 3 9 5我們可以發現果戈理在《夜話》序言中所插入那

段關於拉丁化學生的敘述，幾近是原封不動地借用了這種關於拉丁化學生

的機智幽默小品，只有若干地方稍作修改。  

 

在機智幽默小品集中，很大部分是收集關於「女性」的趣聞和短篇小

說，敘述她們的狡猾、詭計多端、不忠、言語刻薄和固執。 3 9 6在果戈理作

品中便可以找到這類機智小品的運用，無論是取笑不忠的妻子與她的笨老

公或是取笑虛偽好色的神職人員。這兩個主題同時出現在《索羅慶采市集》

裡：赫芙拉對她愚笨的丈夫索洛比‧契列維克不忠，和神父的兒子阿法納

西偷情。雖然可以在機智幽默小品找到太太給先生戴綠帽，並設法做得天

衣無縫，以及嘲弄假裝虔誠的好色之徒的情節 3 9 7，但直接影響果戈理的，

則是他父親所寫的喜劇「一個愚人」 (A simpleton)，而他父親又可能是透

過木偶戲得知了這樣的情節。  

 

在《索羅慶采市集》中的另一段插曲，索洛比‧契列維克的馬被茨岡

人偷走，然而茨岡人卻指控是可憐的愚人索洛比偷走牠的。這段插曲可以

追溯到名為《關於偷了一頭牛的荷蘭小偷》(“About a Dutch Thief Who Stole 

a Cow”)的機智幽默小品，這故事改編自波蘭版本，收錄在杰爾扎維娜 (О .  А .  

Державина)的作品集中。杰爾扎維娜斷言一位不知名的波蘭作家先前從保

利 (Johann Pauli)1535 年的文集《申普夫和恩斯特》 («Schimpf und Ernst»)

借用過來的。 3 9 8然而這依然無法肯定地說明果戈理就是受到這機智幽默小

品的影響，因為果戈理父親所寫的另一齣戲劇《牧羊犬》 (The Dog-Sheep)

                                                 
3 9 5  h t tp : / /ksana-k .narod .ru /Book/o ldruss / faceci i .h tm 
3 9 6  Ib id .  
3 9 7  Gavr ie l  Shapiro ,  Nikola i  Gogol  and  the  Baroque Cul tura l  Her i tage ,  p .  39 .  
3 9 8  Ib 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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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是果戈理這段插曲的直接來源。根據彼得羅夫 (Н .  И .  Петров)的說

法，果戈理父親所運用的詐騙和誤認身分的母題，是採用當時流行於烏克

蘭的一則軼事。  

 

果戈理運用機智幽默小品作為一種寓言或是增加娛樂效果貫穿他的

創作。無論在果戈理作品中有關機智幽默小品運用的例證能否證實就是直

接受其影響，或是來自於父親戲劇的影響，但可以確定的是，既然這些情

境與其父親劇作中的情境非常類似，因此果戈理的父親不是直接從機智幽

默小品，就是間接透過受機智幽默小品影響的木偶戲的情境挪用而來的，

追根究底的結果，機智幽默小品應是這些插曲最早的來源。  

 

二、大箱木偶戲 (Vertep,  Вертеп) 

 

大箱木偶戲 (вертеп)是學者研究最多，影響果戈理早期作品的一種藝

術形式。二十世紀初，佩列茨 (В .  Н .  Перетц)在《果戈理和小俄羅斯文學傳

統》3 9 9(«Гоголь  и  мало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традиция»)和卡德盧博夫斯基

(Арсений  Кадлубовский)在《果戈理和古老小俄羅斯文學的關係》(«Гоголь  

в  его  отношениях  к  старинной  мало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Нежин ,  1911)

裡，已經指出果戈理的作品和大箱木偶戲的關聯，之後羅佐夫 (Владимир  

Розов)  也詳細分析果戈理作品原型的各種大箱木偶戲角色。吉皮烏斯

(Василий  Гиппиус)在論果戈理的專題著作中，討論到作家和烏克蘭木偶戲

的本質相近。謝奇卡列夫 (В .  М .  Сечкарев)則在他對果戈理生平和作品的研

究中指出有大箱木偶戲過去的一些成分。 4 0 0多數研究者都指出果戈理和木

偶戲之間的關聯，《狄康卡近鄉夜話》這部早期的作品更可以明顯看出果戈

理從木偶戲中借用了角色、母題和橋段。  

 

影響果戈理作品的大箱木偶戲在烏克蘭巴洛克時期是一高度普遍的

形式。 4 0 1  從遠古起，許多歐洲國家，在聖誕節時就習慣在教堂的牲口槽

中間安置聖母、嬰兒、牧人、驢子和牛的塑像。逐漸的這種習俗就轉變為

                                                 
3 9 9  收錄在《尼‧瓦‧果戈理。紀念他的言語⋯》(«Н .  В .  Гоголь .  Речи ,  посвященные  его  
памяти . . .» .  СПб . ,  1902)當中。  
4 0 0  Gavr ie l  Shapiro ,  Nikola i  Gogol  and  the  Baroque Cul tura l  Her i tage ,  pp .  40-41 .  
4 0 1  Ib id . ,  p .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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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戲劇活動，藉助木偶述說耶穌誕生、星象家前來朝拜和殘酷的希律王

等著名的福音書傳說。聖誕節的演出在天主教國家廣泛地流傳，其中包括

在波蘭，從那裡又傳到了烏克蘭、白俄羅斯，樣式稍微改變後，傳到了俄

羅斯。當聖誕節的習俗超越了天主教教堂範圍之外時，它便獲得了 вертеп

的名稱（古斯拉夫語和古俄語意指洞穴 (пещера)），這是一種木偶劇院。它

是一個蓋成屋子形狀的大箱子，裡面分為兩層，每層地板上都有一個狹長

的切口以便木偶操作者可以操縱木偶線，來回在每個舞臺間移動。戲偶是

由木頭或是破布做成，並固定在杆子上，操作者握著杆子的下方移動甚至

翻轉木偶。而木偶操作者就躲在箱子後方。箱子上面覆蓋了屋頂，開放的

那一面則朝向觀眾，在屋頂上有一個鐘樓，鐘樓裡的玻璃後方放置了蠟燭，

在演出時燃燒著，賦予場景神奇、神秘的特性。在木偶戲箱的上層演出聖

經的題材等較為嚴肅的場景，下層則是和嚴肅場景無關的世俗題材：日常

生活的、喜劇的，有時是社會性的題材。下層的木偶總是一些普通人：莊

稼漢、農婦、魔鬼、茨岡人、憲兵等等。正是從這種大箱木偶戲而產生後

來在俄國民間非常普及的彼得魯什卡 (Петрушка)偶戲。4 0 2Вертеп 這種古老

的民間木偶戲，於十七世紀時出現在烏克蘭，在十八至十九世紀時在俄國

獲得普及，通常木偶戲的籌畫和表演者是中等宗教學校的學生。 4 0 3  

 

 
 

圖三 木偶戲箱的一般外觀（素描） 

圖片來源： ht tp : / /www.rad io t royka. ru /news/cul ture /873.h tml 

 

                                                 
4 0 2  h t tp : / / fp .nsk . f io . ru /c lass1 / theat re /h is tory4/ver tep .h tm 
4 0 3  h t tp : / /www.rubr icon .com/qe .asp?qtype=6&id=-1&aid= 
{67EE6195-11EC-4962-9AF9-269FBE999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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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木偶戲箱 

圖片來源： ht tp : / /www.museum.ru /C5357 

 

果戈理感興趣的是戲箱下層展現日常生活滑稽化的木偶戲角色。夏皮

洛將果戈理小說裡幽默的木偶戲角色分為三個類別：  

 

1.  軍事民族類 (mili tary-ethnic types)，例如哥薩克、輕騎兵 (гусар)和波蘭

人。  

2.  非軍事民族類 (nonmili tary ethnic types)，例如猶太人、茨岡人。  

3.  非民族類 (nonethnic types)，如神學院學生、潑婦和詭計多端的女人、

愚人和魔鬼。  

 

我們可以發現這三類角色不約而同地都出現在《狄康卡近鄉夜話》

裡，儘管他們之間存在差異，但所有這些木偶戲角色都有淺膚的、誇張做

作的特性。他們當中每個人都有一或二個主要的辨認特徵，譬如茨岡人主

要是以騙子出名 4 0 4，果戈理將這樣的特質展現在《索羅慶采市集》裡，茨

岡人略施小計欺騙契列維克，和《伊凡‧庫巴拉節前夜》裡，茨岡人把碧

多爾卡的弟弟拐走的插曲中。此外，一些木偶戲的角色也具彼此對照的特

質：如哥薩克和波蘭人在木偶戲中都被描繪成吹牛者，但哥薩克稍後會展

現勇氣，所以他吹牛是有根據、可信的，然而波蘭人卻表現出膽怯的一面，

因而遭受恥辱和譏笑。 4 0 5  

 

                                                 
4 0 4  Gavr ie l  Shapiro ,  Nikola i  Gogol  and  the  Baroque Cul tura l  Her i tage ,  p .  43 .  
4 0 5  Ib 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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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薩克是所有木偶戲中最普遍的角色，而整部《狄康卡近鄉夜話》裡

哥薩克也是最重要的主角，木偶戲中的哥薩克，體型最大並穿著寬鬆的紅

褲子和一件藍色的短上衣。當果戈理在描寫哥薩克角色時，也將這些木偶

戲中哥薩克的外在特徵列入考慮。 4 0 6《失落的國書》裡爺爺途中在市集上

遇到的哥薩克，就和木偶戲中的哥薩克非常類似：  

 

穿著火紅色的燈籠褲、藍短襖，繫著鮮豔的花腰帶，腰間掛著一

把馬刀和一口煙管，煙管上的一串銅鍊條一直拖到腳後跟，好一

位道地的查波羅什人。（頁 99）  

 

木偶戲中的哥薩克將生命奉獻在和反正教信仰的敵人、韃靼人、土耳

其人和波蘭人的戰鬥上，除了軍事追求外，哥薩克好狂飲、喜食的特性，

在《狄康卡近鄉夜話》中也都表露無遺，果戈理向來最欣賞哥薩克這種大

口吃肉、大口喝酒的豪邁性格，因此木偶戲裡哥薩克的英勇善戰和對塵世

歡樂的喜好都一一於作品中再現。  

 

普特尼 (Christopher Putney)認為中世紀的文學裡，人就像木偶一樣，

經常無法真正掌握個人命運，似乎人身上的「線」被神、魔鬼或較高的力

量所牽引。這或許可以解釋何以在果戈理《狄康卡近鄉夜話》作品中有很

多不由自主的行為發生，如在《失落的國書》裡，爺爺的老婆在每一年某

個特定的時候，兩條腿總是不由自主地伸出去，跳起矮步舞來；而在《魔

地》裡，爺爺正想在趕集的農民面前好好一展他的舞技之時，兩條腿卻不

知怎麼不聽使喚，完全跳不成舞，他們彷彿就像是受到隱形操作者操控著

他們行動的木偶。整部故事中許多的情節和展現方式幾乎都是以傳統烏克

蘭的木偶戲為基礎。除了借用角色外表和衣著外，木偶戲的標準劇目也都

呈現在果戈理狄康卡故事之中，諸如錯認身份、已婚婦人將其情夫藏匿在

頂樓上方、弄錯對象的互毆和親吻、潑婦用撥火棒毆打她們的丈夫等。 4 0 7  

瑪莉克 (Madhu Malik)指出有一些特別的情境尤其容易辨認：魔鬼在尋找其

所有物時，不幸會降臨在物品暫時的擁有者身上（《索羅慶采市集》）；要在

                                                 
4 0 6  Gavr ie l  Shapiro ,  Nikola i  Gogol  and  the  Baroque Cul tura l  Her i tage ,  p .  44 .  
4 0 7  Mal ik  Madhu,  “Ver tep  and  the  Sacred/  Profane Dichotomy in  Gogol’s  Dikan’ka 
Stor ies .”  S lavic  and  Eas t  European Journa l .  34 .  3  (1990) :  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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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魯薩爾卡當中指認出女巫（《五月之夜》）；為了要回某些物品和魔鬼與

女巫玩牌（《失落的國書》）；在《聖誕節前夜》裡鐵匠伐庫拉抓住了魔鬼的

尾巴並強迫他載他到聖彼得堡。騎在魔鬼背上戰勝魔鬼的場景在木偶戲中

相當普遍；還有前述《魔地》裡爺爺和《失落的國書》裡爺爺的老婆，他

們不由自主的行為，這種無法控制的驅策或箝制，也經常出現在木偶戲中。 

 

由於傳統上木偶戲都是由一個人操作，受到一個人只有兩隻手的侷

限，因此至多只有兩個角色會同時出現在舞台上，木偶戲的這個特徵也反

映在果戈理的早期故事中，多數場景都只牽涉兩個角色。 4 0 8仔細回想果戈

理作品裡出場人物的安排，的確可以發現角色成對出場的特徵，最明顯的

應屬情人間細語呢喃的場面。其實不僅是早期的作品，後期的《欽差大臣》

地方官員們一個個前去向假欽差行賄的場景，以及《死靈魂》齊齊科夫前

去拜訪一個個地主、收購他們死靈魂的場景，不也遵循這個木偶戲的特殊

機制？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慣例，宗教的場景多發生在上層舞台，而世俗場

景則在下層，但根據佩列茨 (В .  Н .  Перетц)的研究說法，唯一一個在上下兩

層舞台都會出現的角色是魔鬼。 4 0 9這個自由穿梭在聖與俗兩個世界裡的角

色，移植到果戈理的作品之後，也同樣發揮了極大的影響力。普特尼特別

指出果戈理極有可能就是受到木偶戲裡魔鬼的影響而創造出一種以上的魔

鬼。木偶戲提供舞台給一種以上的魔鬼，這可能是東正教和民間心理所持

的兩種魔鬼看法時有衝突的結果：一方面是可怕駭人的，另一方面，則是

滑稽可笑的。 4 1 0魔鬼以其非單一特質、綜合了東正教和民間對其認知、聖

俗觀點兼備的特點，在果戈理作品中並行不悖。  

 

三、木版畫 (Lubok, Лубок)  

 

木版畫則是另一種影響果戈理創作的藝術形式。木版畫(лубок)是一種

原始民間藝術形式：含有一粗糙印刷插圖的大幅紙張 (broadsheet)，經常伴

                                                 
4 0 8  Chr is topher  Putney,  Russ ian  Devi ls  and  Diabol ic  Condi t ional i ty  in  Nikola i  Gogol’s  
Evenings  on  a  Farm near  Dikanka,  p .  131 .  
4 0 9  Ib id . ,  p .  126 .  
4 1 0  Ib id . ,  p .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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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文字 (text)。Лубок 一字最可能是指用以製作印刷的菩提樹木板或是指

承載大幅紙張的韌皮籃子，因為它們都是由 луб—菩提樹的內皮所做成

的。Лубок 於十七世紀初在烏克蘭「生根」 4 1 1，初期就不脫宗教的本質，

到了十九世紀初當果戈理在烏克蘭成長的時候， лубок 就像其他的藝術形

式一樣，歷經了世俗化的過程，廣泛地用於娛樂和房屋裝飾，在烏克蘭就

經常以這種木版畫作為室內擺飾。而為了維持該藝術形式廣泛的感染力，

版畫畫家從烏克蘭日常生活取材，深刻地反映了烏克蘭的風俗民情。除此

之外，也因為當時強調仔細研究「民族性」 (народность)，因此在果戈理

以烏克蘭為背景的早期作品中，運用版畫作為民族風俗的反映是不足為奇

的。  

 

俄國版畫出現的時間則在十七世紀下半葉的莫斯科公國時期，它很快

就十分普及並持續存在到二十世紀初。在這兩百多年的歷史期間，版畫歷

經了重大的改變。早期在烏克蘭階段，主要是宗教性質，用來幫助保護東

正教並對抗天主教和其他異教。而在十八世紀初，彼得大帝將版畫視為宣

傳國家改革的工具。由於木版畫「平民化」和「世俗化」的特質使其具有

廣大的感染力：如果版畫一開始的作用是為妝點俄國貴族甚至是沙皇的宮

殿，那麼之後它則逐漸顯露這種藝術形式貼近文盲和半文盲人民的口味。

它的大眾化導向也影響其內容及品質，到了果戈理時代，版畫這個術語已

變得具有貶低的意義了。 4 1 2  

 

儘管如此，版畫的廣泛影響卻仍是不爭的事實。這樣的民間圖畫十

七、十八世紀時在烏克蘭廣泛用來啟蒙未受教育的人民和娛樂裝飾，果戈

理就將其運用入作品當中。果戈理對這種民間藝術形式和烏克蘭風俗的熟

稔，特別可以在以他出生地為背景的作品中獲得體現。夏皮洛指出一個在

版畫中非常普及的主題就是天梯 (heavenly ladder)。「天梯」起源於神學家

及精神顧問克利馬科斯 (John Climacus,  ca.  569-ca.  649)的論文《通往天堂

之梯》(The Ladder to Paradise)，這篇論修道生活精神性的論文早在十世紀

時，在斯拉夫境內就很有名，在十四世紀的手稿裡便出現繪有天梯的縮影。

                                                 
4 1 1  Gavr ie l  Shapiro ,  Nikola i  Gogol  and  the  Baroque Cul tura l  Her i tage ,  p .  58 .  
4 1 2  Ib id . ,  p .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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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描繪歷經整個十九世紀，仍在聖像畫和版畫中保有它們的普遍性。 4 1 3

據此推測《五月之夜》裡有關天梯的描述很可能就是受到這一版畫主題的

影響，極有可能不識字的列夫科也曾看過這些非常普遍的天梯繪圖，當他

的情人甘娜說道：  

 

可是據說，在某個很遙遠的地方有那麼一棵樹，樹梢在高空裡簌

簌地響，一到復活節的前夜，上帝就要順著這棵樹走到我們下界

來。（頁 65）  

 

列夫科則很肯定地回答她道：  

 

不是的呀，加榴！上帝有一把很長的梯子從天上架到我們下界

來。聖天使們在復活節的前夜把梯子架好，上帝只要順著梯子往

下走一步，所有的妖魔鬼怪就要一個個倒栽蔥跌下去，紛紛跌到

地獄裡去，因此到了復活節那一天，一個惡魔也不會留在人間

了。（頁 65）  

 

顯然版畫裡的天梯畫面在此被果戈理轉化成文字的敘述（圖五）。  

 

                                                 
4 1 3  Gavr ie l  Shapiro ,  Nikola i  Gogol  and  the  Baroque Cul tura l  Her i tage ,  p .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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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天梯  

圖片出處：Gavr ie l  Shapiro ,  Nikola i  Gogol  and the  Baroque Cul tura l  Her i tage ,  p .  62 .  

 

在《聖誕節前夜》裡有一段敘述和描繪聖人戰勝魔鬼的民間圖畫有些

相似，畫中的魔鬼顯得極為滑稽和可憐。有一個例子是聖尼基塔 (St.  Nikita)

的聖像畫，一隻手抓著一隻小魔鬼的頭髮，而另一隻手舉起來作勢要打他

（圖六）。 4 1 4果戈理的鐵匠伐庫拉也畫了些非常類似的東西，放在教堂右

邊側門的牆上：  

 

聖徒彼得在末日審判的那一天，手裡拿著鑰匙，把惡靈從地獄裡

趕出去，魔鬼預感到最後的滅亡，在驚慌失措地往四處奔逃，而

先前被囚禁的那些罪人紛紛拿起了鞭子、劈柴和凡是能抓到手的

東西，跑過來打他、追逐他。（頁 119）  

 

此外，鐵匠和魔鬼遭遇並將魔鬼制伏時的描述： 

 

出其不意地一把抓住了魔鬼的尾巴。（頁 145）⋯ 鐵匠喊道，你看

這麼辦怎樣？他邊說邊畫了個十字，於是魔鬼就變得像羔羊似的

                                                 
4 1 4  Gavr ie l  Shapiro ,  Nikola i  Gogol  and  the  Baroque Cul tura l  Her i tage ,  p .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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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了。（頁 146）  

 

果戈理的描繪，就像在尼基塔的聖像一樣，魔鬼具有滑稽幽默的元

素，儘管版畫裡的魔鬼是頭髮被抓住，果戈理描繪的魔鬼是尾巴被抓住，

但同樣是被人抓在手裡；也同樣被威脅，版畫裡聖尼基塔作勢要打他，伐

庫拉則是對他畫十字，這一畫面的類似程度再度說明了版畫和果戈理作品

間的關聯。就像木偶戲裡魔鬼的特性一樣，典型版畫裡的魔鬼也是有時駭

人、有時滑稽，暗示它受到來自基督教和民間信仰的雙重影響。  

 

 
圖六  聖尼基塔  

圖片出處：Gavr ie l  Shapiro ,  Nikola i  Gogol  and the  Baroque Cul tura l  Her i tage ,  p .  62 .  

 

這不得不令人聯想到《狄康卡近鄉夜話》中對於魔鬼外形、樣貌的描

繪，勢必受到當時相當普及的木版畫上魔鬼形象的影響。例如在對魔鬼外

貌著墨最深的《聖誕節前夜》裡，魔鬼有一張狹長的臉、兩條腿又細又長、

屁股上翹起一條又尖又長的尾巴、腦袋上聳起兩個小小的犄角，這幾近典

型的魔鬼外貌描寫應該和版畫多少有所關聯，雖然版畫上的魔鬼有時還有

一對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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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理也提到了其他兩個極為普遍的版畫角色—霍馬 (Хома)和葉列姆

(Ерема)。這個版畫（圖七）是以十七世紀就為俄國人所知的一則機智幽默

小品 (facetia)為基礎；也有一首歌是關於這對無用的、笨拙的兄弟。果戈

理熟知這首歌的烏克蘭版本，並將它放在《可怕的復仇》結尾那個彈唱班

杜拉琴的盲藝人口中： 4 1 5瞎藝人唱完了他的歌。他重新撥弄琴弦，開始唱

起講述霍馬和葉列姆⋯  的滑稽歌謠來。（頁 219）  

 

 

圖七 霍馬和葉列姆兩兄弟 

圖片出處：Gavr ie l  Shapiro ,  Nikola i  Gogol  and the  Baroque Cul tura l  Her i tage ,  p .  69 .  

 

就像滑稽文章 (facetia)和木偶戲 (vertep)，版畫有時也是諷刺的，用以

取笑人們的惡習。按夏皮洛的看法，果戈理諷刺人們的弱點和愚行可能部

分源於版畫傳統。諷刺通常的表現手法是一個狡猾的女人能輕易地愚弄頭

腦簡單、易受騙的男人、主要是她們自己的丈夫，例如一幅叫做「八幅畫

中關於商人之妻和商店助理的一則有趣故事」 (An Amusing Tale About the 

Merchant’s Wife and the Shop-Assistant in Eight Pictures)的版畫。在這則故

事中，商人之妻以一個「女人詭計」專家之姿出現：每當她的丈夫意外地

遇到她和她的情夫時，她總能全身而退。這樣的策略也在果戈理《夜話》

集中獲得迴響，例如《索羅慶采市集》裡赫芙拉將她的情夫藏在木椽上和

                                                 
4 1 5  Gavr ie l  Shapiro ,  Nikola i  Gogol  and  the  Baroque Cul tura l  Her i tage ,  pp .  67-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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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前夜》莎蘿哈將她的情夫們藏在煤袋中。 4 1 6  

 

而描繪一個頭腦簡單、容易受騙的男人的母題也可以在版畫《關於小

偷和棕色牛的故事》 (The Tale About the Thief and the Brown Cow)中發現，

這可以和同主題的滑稽文章以及類似的木偶戲場景連結起來。在這個故事

中，一個傻農人，不知道他在做些什麼，賣掉了他的牛並將利潤都給了小

偷。這則版畫故事呈現在《索羅慶采市集》裡為茨岡人搶了索洛比‧契列

維克的馬，並控告他偷走馬這段插曲。 4 1 7  

 

四、寓意圖 (emblem, емблема)  

 

εµβληµα 在希臘文中原本指「嵌入」 (insertion)或「嫁接」 (graft ing)。

後為拉丁文採用，該字代表「鑲嵌裝飾」 (inlay work)，特別是「馬賽克」

(mosaic)這種鑲嵌藝術。安德里阿‧阿爾西阿蒂 (Andrea Alciati)在 1531 年

編纂了一部名為《寓意圖》(Emblemata)的雋語錄，指的是書裡收集的雋語

就像馬賽克的細塊一般。 4 1 8  

 

按夏皮洛的解釋，照例寓意圖由三部分組成： inscriptio、 pictura、

subscriptio。 Inscriptio 是介紹寓意圖的簡短箴言，置於 pictura 上方，描繪

真實或想像的人、事、物。而 subscriptio 則是一段散文或一首詩置於 pictura

之下。這是一種中間為圖畫、上下分別寫有簡短箴言和詩歌的一種圖文並

茂的藝術形式。這種寓意圖往往傳達某種象徵意義。  

 

以蜜蜂為例，在象徵文學中，蜜蜂經常象徵作家或藝術家的勞動。蜜

蜂也是藝術技巧的同義詞。文學活動和蜜蜂的聯想可以追溯至古希臘人，

他們相信那些具有超自然洞察力的人，特別是吟遊詩人，在他們的幼兒時

期是以蜜蜂來餵養，希臘人相信這會賦予他們智慧和口才。此外，希臘人

視神曲 (Divine Song)的庇護者—繆斯女神 (Muses)和蜜蜂有血緣關係。一些

羅馬作家如盧克雷修斯 (Lucretius)、賀瑞斯 (Horace)、賽尼加 (Seneca)都將

                                                 
4 1 6  Gavr ie l  Shapiro ,  Nikola i  Gogol  and  the  Baroque Cul tura l  Her i tage ,  pp .  76-77 .  
4 1 7  Ib id . ,  p .  79 .  
4 1 8  Ib id . ,  p .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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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的行為比擬為蜜蜂的採釀行動，強調採集和變形的過程。 4 1 9   

 

蜜蜂的象徵在巴洛克時期以前的俄羅斯文學就已十分顯著。希臘人馬

克西姆 (Maksim)在描述其個人文學的嚴正性時說道：「我願變成蜜蜂飛翔在

群花之上，但並不願遍採群花之蜜」。改編自這個意象，巴洛克作家有時便

將 他 們 的 作 品 集 比 喻 成 蜂 巢 ， 阿 列 克 謝 ‧ 克 洛 波 夫 斯 基 (Алексей  

Коробовский)便將他 1695 年的雋語文選命名為《蜂巢》(«Honeycomb»)。4 2 0  

 

依照蜜蜂和文藝創作間的關聯，果戈理在《狄康卡近鄉夜話》中安排

養蜂人這個角色就不足為奇。養蜂人在前言所提及的蜂蜜和蜂巢即是果戈

理暗指其寫作技巧與整部作品的密碼。 4 2 1養蜂人魯迪‧潘科如此說道：  

 

至於蜂蜜，我敢對天發誓，在別的村子裡無論如何找不到比這更

好的了。你們可以想一想，把蜂巢拿進屋來的時候，香味是如何

撲滿了一屋子，香得簡直沒法想像。這蜂蜜純淨得像一滴滴眼

淚，或者像耳環上那貴重的水晶。（頁 7-8）  

 

由此便可以得知果戈理暗地褒獎自己的寫作技巧和作品的弦外之

音。然而，以養蜂人作為出版者或許有另一個更為單純的理由，純粹是因

為養蜂人符合《夜話》神秘詭異的基調，前面曾經提及一些特殊職業的人

（如牧人、鐵匠等）往往被認為和不潔之力有牽連，因為他們的工作需要

特殊技能，咸認是與不潔之力往來的結果。 

 

另一和《夜話》相關的蜂巢寓意圖（圖八），則有這樣的插圖說明：「痛

苦來自歡樂。樂極生悲。」 (Bitterness from sweetness.  Bitter  from sweet.)

這幅含有愛神丘彼特 (Cupid)的寓意圖是《夜話》中許多故事關於愛情和友

誼的幸福和歡樂轉變成痛苦和哀傷的主題之縮影。 4 2 2《索羅慶采市集》結

尾的那段使得歡樂氣氛嘎然而止的沈重告白，便是最鮮明的例證，頗有好

花不常開，好景不長在之慨：  

                                                 
4 1 9  Gavr ie l  Shapiro ,  Nikola i  Gogol  and  the  Baroque Cul tura l  Her i tage ,  p .  113 .  
4 2 0  Ib id .  
4 2 1  Ib id . ,  p .  115 .  
4 2 2  Ib id . ,  p .  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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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這位絕頂美麗而又變幻無常的客人，就這樣從我們身邊飛

走了，而只殘留下一點點聲音來表達快樂麼？這聲音在自己的回

音裡聽出了哀愁和荒涼，可它還用心地啼聽著這回聲⋯ 留下來

的人可真寂寞啊！心裡感到沈重而憂傷，可毫無辦法解脫啊。（頁

42）  

 

 
圖八  蜂巢  

圖片出處：Gavr ie l  Shapiro ,  Nikola i  Gogol  and the  Baroque Cul tura l  Her i tage ,  p .  115 .  

 

其實無論是何種藝術形式，儘管形式不同，但內容常有相互重疊之

處，在檢視這些藝術形式如何與《狄康卡近鄉夜話》對話的同時，我們可

以清楚看出彼此間互相啟發、互相影響，不少主題更是遊走各種形式中，

反映出民族最原始、最珍貴、樸質的元素，而聰明的果戈理在展現其作品

的民族性之時，當然也不會忘記將這些體現民族性的最佳素材，不斷融合

和創造，並予以妥善運用。  

 

第五節 善與惡 

 

從「量」的方面看宇宙終極的存在或終極的事物之時，可以看成是

「一」。但整個宇宙存在的規範、規則是一個，存在的本質也是一個？或者

是 二 個 ？ 或 者 是 多 個 ？ 爭 議 頗 多 ， 所 以 出 現 的 哲 學 理 論 有 一 元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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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sm)、二元論 (Dualism)和多元論 (Pluralism)。 4 2 3二元論所指的便是認

為有兩個存在的模式。斯拉夫神話的一個鮮明特色便是世界是由兩種對立

的體系（二元對立， бинарные  оппозиции）建構而成的，諸如幸與不幸、

生死、奇數與偶數、左右、上下、男女、天地、東西、南北、陸海、水火、

日夜、春冬、日月、黑白、明暗、遠近、彼我、老少、祖先與後代、聖與

俗等等。 4 2 4若以神話的眼光看待《狄康卡近鄉夜話》的世界，我們也可以

發掘諸多二元對立的存在，例如光明與黑暗、美與醜、正與邪、此界與彼

界、自由與禁錮等，然而善與惡幾乎可以概括這些二元概念，況且「善惡

思辨」恆常存在於人類意識裡，也是倫理學探索的重要議題，因此這一節

中將針對《狄康卡近鄉夜話》裡的善惡二元論來探討。  

 
果戈理向來對「惡」的感受特別深刻，探究其「惡」感受的形成軌跡

可從一些幼時的生活插曲中發現，這些插曲使「惡」烙印在果戈理的個體

意識網中，例如先前曾經提及其孩提時代溺死貓咪的事件，這件事可視為

果戈理與魔鬼間的第一次相遇、第一場戰鬥，是果戈理一生精神世界善惡

衝突的濫觴，更是果戈理日後眾多藝術創作的原型。 4 2 5此外，果戈理善惡

觀的養成，也受到母親、祖母及僕人等長輩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果戈理自幼生長的環境造就他既是篤信基督的教徒，

同時也懾服多彩的民間信仰元素，這雙重影響也展現在其創作中。《狄康卡

近鄉夜話》中善惡觀的呈現，便是最好的例證。果戈理既運用豐富的下層

神話（魔鬼學）元素作為惡的載體，同時也不斷宣揚基督教最後審判的教

義，藉由「惡」的揭示，達到其最終勸人為善的目的。  

 

壹、善  
 

果戈理認為愛是宗教中最偉大的東西，是信仰的核心，是一切善的源

泉，它能激發人身上一切的美好，使人棄惡從善 4 2 6，在故事集中果戈理以

                                                 
4 2 3  鄔昆如，《哲學概論》，台北：五南，民 79，頁 253。  
4 2 4  В .  В .  Иванов ,  В .  Н .  Топоров ,  “Славянская  мифология . ”  
h t tp : / /www.pagan . ru /mi th /_mithology0.php  
4 2 5  Chr is topher  Putney,  Russ ian  Devi ls  and  Diabol ic  Condi t ional i ty  in  Nikola i  Gogol’s  
Evenings  on  a  farm near  Dikanka,  p .  74  
4 2 6  于明清，〈果戈理的宗教世界〉，《俄語語言文學研究：文學卷》，第一卷，頁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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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形式的愛來詮釋「善」：  

 

一、純情之愛：以愛情故事之鋪陳為經，妖魔鬼怪之涉入為緯的故事，

就佔了《狄康卡近鄉夜話》一半的篇幅，計有《索羅慶采市集》、《伊凡‧

庫巴拉節前夜》、《五月之夜》和《聖誕節前夜》四篇描繪哥薩克青年男女

的愛情，其中只有《伊凡‧庫巴拉節前夜》以悲劇收場，而這是由於主角

自由意志的抉擇錯誤所造成的。雖然在先前的討論中顯示出果戈理對於婚

姻持排斥態度，然而青春、甜美的愛情依舊獲其青睞，尤其排除萬難而獲

得的愛情是多麼的可貴，因此故事中青年人美好、純真的愛情就成了「善」

的象徵，藉以對照老一輩充斥淫亂情慾的愛情之邪惡，而任何試圖破壞這

種追尋純真愛情的力量都被視為是十惡不赦的。  

 

二、家國之愛：除了男女之愛，果戈理也強調家國之愛的「善」。一

個民族善惡的標準，通常攸關該民族的利益 4 2 7，有益於民族的便是「善」，

因此在《可怕的復仇》中達尼洛‧布魯利巴什 (Данило  Бурульбаш)為保衛

家國而奮戰，是「善」與正義的化身，藉以對照巫師通敵叛國之萬惡。  

 

三、敬神之愛：果戈理宗教觀的核心是愛，除了男女、家國之愛外，

尤其要敬愛上帝。在《狄康卡近鄉夜話》中有多處述及不信神者的悲慘下

場，《可怕的復仇》中的巫師便是一個鮮明代表。而《聖誕節前夜》中鐵匠

伐庫拉是一位敬神的畫師，不僅經常描繪聖徒畫像，更在一座教堂裡畫了

末日審判的情景，因此成為魔鬼伺機報復的對象，然而其虔誠之心不僅幫

助其化解自身的危機，竟還能唆使魔鬼幫助自己達成心上人的要求。  

 

貳、惡  
 

揚「善」之外，果戈理在整部作品中剖析各層次之「惡」，有述及民

族層面的，如在《可怕的復仇》中巫師勾結波蘭人進犯；有呈現宗教層面

的，如《可怕的復仇》裡不信神的巫師；亦有網羅倫理層面的，如《伊凡‧

庫巴拉節前夜》中彼特羅一時良知泯滅犯下的逆倫罪行、《可怕的復仇》中

                                                 
4 2 7  鄔昆如，《哲學概論》，台北：五南，民 79，頁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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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師的亂倫等諸多例子。  

 

「惡」勢力－作為一種起著離心離德、分崩瓦解作用的勢力在此粉墨

登場。 4 2 8在《失落的國書》和《魔地》中的魔鬼軼事自成一格，情節發展

是滑稽和「家庭式」的。在《五月之夜》和《聖誕節前夜》中「善」與「惡」

的拉扯加劇，為了要戰勝可怕的女巫，就要有聖潔的姑娘；為了要戰勝魔

鬼，就要有虔誠的聖像畫家。而在《伊凡‧庫巴拉節前夜》和《可怕的復

仇》中，果戈理擺脫傳統民間故事的束縛，創造出極其可怕的巴薩夫柳克

(Басаврюк)和巫師形象，在這兒「笑」已完全黯然無聲—恐怖驚慄取代了

滑稽可笑。此外，還有對月夜裡從墳墓爬出到德聶伯河畔的死者描述、對

騎士和巫師遭捕的記載、對招來卡捷琳娜靈魂的刻畫，都是《狄康卡近鄉

夜話》中相當精彩有力的篇章。 4 2 9  

 

果戈理對「貪婪之惡」亦有所著墨，《魔地》中教堂執事的爺爺，儘

管三番兩次受到魔鬼的捉弄，依然鍥而不捨地前往魔地尋寶，而當滿心歡

喜地帶著「寶物」回家時，才發現「寶物」原來只是一堆垃圾、廢物，莞

爾之餘，亦領悟其被貪婪之心矇蔽的道理。而較之教堂執事的爺爺，《伊凡‧

庫巴拉節前夜》中的彼特羅和魔鬼打交道的結果，則是付出了慘痛的代價，

先是失憶，進而喪命，金幣的誘惑，使得他罔顧倫理道德，手刃情人的弟

弟。基督教強調原罪，以之解釋人世間罪惡的淵源，認為人世間的罪惡，

不可能由全善的上帝所創造，而其來源則是由於人的自由意志，在人知「惡」

而選擇「惡」時，罪惡才產生。 4 3 0原罪的說法並不能為人所犯的罪行合理

化，在面對「惡」的誘惑時，若是「明知其不可為而為之」，最後還是得為

自己放縱的抉擇付出代價。  

 

「不潔之力」在《伊凡‧費多羅維奇‧希邦卡和他的姨媽》裡銷聲匿

跡，故事主要是描述一個地主乏味的生活情形。「惡」在此處的體現為一個

人的生活空乏和心靈腐化，一個無法將生活過得有意義的人，任憑精神意

志向下沉淪，任憑平庸一點一滴地腐蝕心靈而毫不在意，縱使無害他人，

                                                 
4 2 8  伊‧佐洛圖斯基著 (И .  Золотусский )，劉倫振等譯，《果戈理傳》 (Гоголь )，頁 179。 
4 2 9  К .  В .  Мочульский  ,  “Духовный  путь  Гоголя” ,  Гоголь .  Соловьёв .  Достоевский . ,  с .  
12 .  
4 3 0  鄔昆如，《人生哲學》。台北：五南，民 78，頁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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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種罪惡。此種「無為」顯然不是一直想對人類社會有所貢獻的果戈

理所欣賞的。  

 

吉皮烏斯 (В .  В .  Гиппиус ,  1890-1942)在 1924 年著的《果戈理》

(«Гоголь»)一書中分析《狄康卡近鄉夜話》的結構時，做出它們之中有六

篇是同一主題的變體的結論。他寫道：「這是惡的因素侵入人類的生活以及

同惡魔的鬥爭。作者對這場鬥爭的結局是不抱希望的：在《伊凡‧庫巴拉

節前夜》裡巴薩夫柳克戰勝了；在《可怕的復仇》裡所有和惡勢力有所接

觸的人都被判處了死刑（達尼洛、卡捷琳娜、她的小兒子）。而唯一的庇護

所是教堂和修道院，但即使是它們經常也是無力的。作者有意地背棄民間

童話中對善最終勝利的天真信仰。」 4 3 1   

 

按照吉皮烏斯的看法，果戈理對於「惡」有種無能為力之感，這點可

以在故事中找到認同的證據，如《魔地》一篇的開頭提到：  

 

你們常常說，人有力量制服魔鬼。當然，話也可以這麼說，說真

格的，在這個世界上，什麼樣的情況都可能發生⋯  可是，最好

還是別那麼說，因為魔鬼要是打定了主意愚弄人，他是說得到做

得到的。真的，說得到做得到⋯  （頁 250）  

 

接連兩次地強調「說得到做得到」，展現出果戈理認為人在面臨「惡」

的侵襲時總顯得無奈，而黑暗勢力得以猖獗和暫獲勝利也歸咎於人類的激

情和惡習。但不應據此斷定果戈理對善惡鬥爭的結局是悲觀的，因為多數

的故事表現出的正是「邪不勝正」的訴求，魔鬼的勝利是一時的，他無法

長久趾高氣昂，就如同《可怕的復仇》裡強大的巫師，終究無法逃過「最

後審判」。  

 

或許如同吉皮烏斯所言，幽默歡樂的氣氛，很容易掩蓋故事中黑暗的

一面，但在閱讀《狄康卡近鄉夜話》時，卻可輕而易舉地發現這些故事的

共同之處，即無所不在的「不潔之力」。「不潔之力」儼然是邪惡力量的化

                                                 
4 3 1  К .  В .  Мочульский  ,  “Духовный  путь  Гоголя” ,  Гоголь .  Соловьёв .  Достоевский . ,  с .  
1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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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它們或施惡於人，或蠱惑人們行惡，屢想陷人於罪惡的淵藪。關於不

潔之力所體現的惡，在前面介紹他們特質的章節中已有詳盡的介紹，果戈

理應用這些神話成分，無非是藉助這些廣為人知的邪惡代表來強化作品的

說服力，並增加作品的活潑度。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超自然的「不潔之力」，

絕非《狄康卡近鄉夜話》中僅有的「惡」之體現，更多的是人身上所呈現

出的「人性惡」，其邪惡程度有時更甚於那些超自然的「不潔之力」。  

 

在果戈理的筆下，人和魔鬼間的界線是很模糊的，魔鬼的行徑像人，

而人的行徑像魔鬼，人的惡劣行徑比起魔鬼來有時更是有過之而無不及，

下面將探討《夜話》中一男一女兩個極度鮮明的惡人形象。  

 
一、凶狠的後母赫芙拉 (Хивря)：她雖是個不具超能力的普通人，但不

少的特徵說明她和「不潔之力」間似乎有某種程度的聯繫，當然這是果戈

理特意營造的結果。《索羅慶采市集》中在描述索洛比 (Солопий)一家人前

往索羅慶采趕集的路上，果戈理首先將貨車上年輕貌美的女兒與凶惡的後

母兩相對照製造鮮明的對比。年輕的姑娘是多麼地惹人憐愛，她是市集上

眾人注目的焦點，運用諸如漂亮、天真、可愛這些正面的修飾語，強調女

孩是「善」的象徵。而在描繪女孩的後母赫芙拉時，則是強調雖然其衣著

之華麗可媲美俄國沙皇 (因俄國沙皇常穿銀鼠皮大衣 )，但仍無法掩飾她那

陰沉殘暴的神色所引起的厭惡感，讓人一看到她，就想立刻把頭轉開，這

是「相由心生」的最佳寫照，雖然讀者尚未知曉後母陸續將有何「作為」，

但由外貌特徵的描述已可略知一二。後母的惡毒兇狠可由她對緊接出場的

男主角格里茨科 (Грицько)連串不堪入耳的謾罵得知：  

 

吃東西噎死你這個不中用的縴夫！讓你爸爸的腦袋給瓦罐撞個

稀巴爛！叫他走在冰上狠狠滑一跤，該死的不信基督的人！叫他

死了到陰間去，鬼燒掉他的鬍子！（頁 13）  
 

小伙子則以「百年不死的老巫婆」一語回敬後母，此語暗示後母和「不

潔之力」間的聯繫。後母所呈現出的形象，就是一副盛氣凌人的姿態，罵

起人來口不擇言。果戈理對她御夫之術的描寫更是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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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他父親嘛，本來是巴不得帶她出來的，可是她那個凶狠的後

媽學會了那麼巧妙地把他抓在手心裡，就像他把這匹長年為他賣

命現在又被他牽到集市上去出售的老馬的韁繩抓在手心一樣。（頁

11）  
 
「凶狠的後媽」、「吵鬧不休的娘兒們」、「風騷的胖女人」，一連串出

現的負面修飾語，加強醜化了後母的形象，並逐漸在讀者腦海中塑形出一

個惡婦的形象。而當貨車駛離，後母對那位挑釁小伙子的滿腔怒火，更是

直接發洩在這對可憐的父女身上：  

 
風騷的胖女人勃然大怒，可是這時候車子已經走遠了，她只好把

一腔的怒火發洩到無辜的繼女和慢性子的丈夫身上，他丈夫早已

習慣了這種情況，一直沉默不語，冷靜地承受著盛怒的妻子的百

般辱罵。（頁 14）  

 
對婚姻的不忠又為後母再添一筆惡行，不守婦道的後母趁著家人不在

時和神父的兒子阿法納西‧伊凡諾維奇 (Афанасий  Иванович)偷情。在果戈

理的筆下，神父之子成了帶有幽靈般形象的人物，藉以教訓這個偽善、道

德操守不良的男子：  

 

神甫兒子爬上了籬笆，像一個頎長的可怕的幽靈，在上面站了好

久，遲疑著，用眼睛打量著該往什麼地方跳下去，終於撲通一聲

摔在了亂草堆裡。（頁 23）  
 
後母反對年輕人的婚事，自己卻發展出一段不倫的「婚外情」，年輕

人天真浪漫的愛情之「善」與後母荒淫無道的奸情之「惡」，產生出強烈的

對比。後母的形象代表著企圖破壞與禁止任何美好事物的邪惡勢力。故事

最後以婚禮收場，象徵著邪不勝正，純真的愛情終於戰勝了行為放蕩的後

母及其一切惡行。  

 

二、惡貫滿盈的村長 (голова)：《五月之夜》裡的「惡」形式是指人類

主要的惡習－貪婪、放蕩、酗酒、貪食、說謊、吹牛、不忠、欺騙、對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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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的欺凌，簡言之，就是烏克蘭版的七宗罪。 4 3 2果戈理將人的劣根性一一

形象化。村長是個十足的惡棍、地頭蛇形象。一個顯然是受過村長迫害的

醉漢卡列尼克 (Каленик)首先道出村長的惡行惡狀：  

 

我可一點也瞧不起村長，讓魔鬼剝光他祖宗十八代的皮，他以為

他是個村長，就有權在大冷天用冷水澆人家一身，簡直是目中無

人了。 (頁 70)  

 
看來村長羞辱人還真有一套。果戈理特意以一章的篇幅來描寫村長的

形象，羅列其罄竹難書的惡行：  

 

村長可是村裡的一位大人物。村裡的所有人見了他都要遠遠地脫

帽致敬。任何人的樺樹皮鼻煙盒都任憑村長打開。（頁 7 1）⋯  在村
子裡的集會或者村會上，雖然村長的權力也受到某些票數的限

制，但他總是佔上風的，幾乎可以為所欲為地想派誰就派誰去碾

平和修補道路，或者挖溝掘渠。（頁 72）  

 
此處道出村長有如惡霸般的蠻橫行為，村民對他也無可奈何。此外村

長老愛誇耀過往護送已故的凱薩琳女皇到克里米亞的事蹟；並且有著適時

裝聾作啞的本事：  

 

有時候村長喜歡裝聾，特別是當他聽到他不順耳的話的時候。（頁

72）  

 

他是個鰥夫卻又和他的小姨子同居，兩人之間存在著一種曖昧的關

係：  

 
村裡人說，她似乎根本就不是他的什麼小姨子。⋯  每當村長到
有許多割麥女人的田裡去，或者到一個有年輕閨女的哥薩克家裡

去的時候，小姨子總是不高興。（頁 72）  
 
小姨子這種妒忌心態的表現，更是說明了兩人之間不尋常的關係。此

                                                 
4 3 2  Laszlo  Tikos ,  “Gogol’s  Ar t :  a  Search  for  Ident i ty.”  
h t tp : / /www.samizda t .com/gogol3 .h 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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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村長還是一個獵豔高手：  

 

村長瞎了一只眼睛，可是他那只獨眼卻刁鑽得出奇，打老遠就能

看出頗有姿色的村姑。（頁 72）  
 
生理的缺陷絲毫不影響他那好色的習性，不放過村裡每一個漂亮的姑

娘。在第三章裡，村長更是追求女主角甘娜 (Ганна)，此時男主角列夫科

(Левко)才發現自己的父親竟然無恥到和自己爭奪同一個女孩子。  

 

另外，村長和其身旁的甲長、文書一同構成了地方官僚的惡勢力，故

事中對他們的描繪已隱約可見果戈理日後的作品《欽差大臣》 («Ревизор»)

的影子，除了為首的村長與環繞他身邊為虎作倀的那群人和《欽差大臣》

裡的市長及眾官員們所共有的作威作福相似之外，還有最後類似的讀信場

景，列夫科手裡握著所謂「專員的手喻」和郵政局長所攔截到假欽差的信

件，都達到了震驚這群權力腐化者的效果。  

 

探討了主要角色中的惡人形象後，在次要角色中也有不少負面形象，

如貪婪狡猾的茨岡人，耍花招、佔便宜、欺騙是其特長。道德淪喪的偷情

者如神父兒子與莎蘿哈的眾情人，替村長為虎作倀的鄉文書和甲長們，和

村長有曖昧關係的小姨子，碧多爾卡勢利眼的父親等，他們一齊詮釋了「惡」

的特質。《伊凡‧庫巴拉節前夜》的彼特羅和《魔地》裡教堂執事的爺爺他

們作為主要角色都犯了「貪婪」之惡，但若是直接將他們劃分為惡人形象

是具爭議性的，因為在故事中他們依然有本性善良的一面，但他們淪為魔

鬼誘惑下的犧牲，是因他們無法戰勝自己的激情和惡習，才讓魔鬼有機可

乘。  

 

果戈理對「惡」有其獨到的認知與展現，除了運用大量下層神話的元

素 (妖魔鬼怪 )作為「惡」的載體外，也將不少物理惡融入「惡」的形象之

中。「惡」可以分兩個層次，一是物理的惡 (physical  evil)4 3 3(或者可以稱為

缺陷 )：如人少了一隻手臂，老虎吃山羊等等，這些屬於自然界中的缺陷，

                                                 
4 3 3  按鄔昆如《哲學概論》：物理的惡只是自然界存在的法則，是無法得到完滿的解釋，

甚至是物的本質如此，如同人沒有翅膀，這也是一種物理的惡，是一種缺陷，人是無

可奈何的。又比如人無法預知未來，這是人的知識的缺陷，也是無可奈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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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們並不稱之為惡。二是倫理的惡，如殺人、放火這是屬於人文世界

的惡，是人類的過錯。 4 3 4根據這分類標準，物理惡帶有自然法則的特性，

非由人的自由意志所操控，可是物理惡卻亦為果戈理用來加強他筆下惡人

形象的力度，缺陷、醜陋就成為「惡」的同義詞，因此果戈理的惡人形象

往往和物理惡 (缺陷 )或是醜陋相結合：如《五月之夜》外表陰鬱而嚴厲的

村長就是個獨眼龍，獨眼彷彿是「惡」的標記，因為看事物多所侷限，他

只專營對己有利之事 4 3 5，而外在的陰森醜惡也呼應著內在的惡。但果戈理

並不執著於物理之惡：如《索羅慶采市集》裡的後母赫芙拉，儘管擁有美

艷外貌，錦鍛華服，可行為乖張，面露兇色，是「物理惡」化身的反證。

只是面惡心善的情形較少出現在果戈理作品的惡人行列。  

 

此外，善惡在果戈理筆下的主角身上的體現有一特點，即年輕一輩的

主角所呈現的都是美好的特質，而老一輩卻是腐化與惡的代表，這樣的原

則貫穿了整部《夜話》作品。這也流露出果戈理對青春的溢美之情。果戈

理筆下「善」的代表人物多是一些青春美麗的少男少女，或許是他認為這

個年紀的男女，尚未沾染到種種人類的劣根性之故。  

 

作品中對於烏克蘭景致的描寫也是果戈理心中「善」的體現形式之

一。除了旖旎風光之「善」外，果戈理還歌頌了不同類型之「善」，他巧妙

地以甜美天真的愛情之「善」對照紛雜淫亂的情慾之「惡」；以對上帝虔誠

信仰之「善」，對照異教信仰或不信神者之「惡」；以愛國愛家之「善」，對

照通敵叛國之「惡」；以對生命熱愛之「善」，對照精神墮落之「惡」。  

 

簡言之，在這部果戈理早期的作品中，存在著對邪惡力量堅定且鮮明

的東正教觀點。「邪不勝正」的是整部作品所要表達的中心思想，魔法的陰

影雖然濃重，但邪不勝正的樂觀精神卻像是灑到陰影上的一道陽光，使得

作品中處處洋溢著歡樂的氣息。 4 3 6果戈理的神總是戰勝了魔鬼，因為以十

字可以破除所有魔鬼的陰謀詭計（《失落的國書》、《聖誕節前夜》是最好的

佐證）。縱然有時人在面臨邪惡的侵襲與誘惑時顯得軟弱無力，但人類必須

                                                 
4 3 4  鄔昆如，《人生哲學》。台北：五南，民 78，頁 381-382。  
4 3 5  Lasz lo  Tikos ,  “Gogol’s  Ar t :  a  Search  for  Ident i ty .” 
h t tp : / /www.samizda t .com/gogol3 .h tml  
4 3 6  于明清，〈果戈理的宗教世界〉，《俄語語言文學研究：文學卷》，第一卷，頁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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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意志，面對良知行事，但求無愧天地，最後就交由神裁奪。善與惡、

神和黑暗勢力交戰的戰場就是人心。果戈理曾說「我們被號召到世上是來

參與戰鬥的，而非來過節慶祝的」，慶祝勝利只有在彼世。 4 3 7  

 

果戈理以死亡來懲罰「惡」、以「笑」來嘲諷「惡」：如《可怕的復仇》

中的巫師最後嚐到了多行不義必自斃的惡果，巫師喪命時，騎士的笑聲如

雷鳴傳遍山谷，也進入巫師心中，震了他魂飛破散。這笑聲是末日審判的

號令，它將惡魔推入深淵。4 3 8對巫師的懲罰也因此延續到死後的那個世界。 

  
從《夜話》這部作品所呈現的善惡觀可以發現：在俄國文化中「惡」

的概念也不是那麼絕對、極端的，「善」與「惡」是可以相互轉化的，兩者

也非涇渭分明。正如果戈理想傳達的是有時人魔鬼般的行徑要比真正的魔

鬼更為險惡、可怕。這令人聯想到布爾加科夫 (М .  А .  Булгаков ,  1891-1940)

的作品《大師與瑪格麗特》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中以正義之姿出現的

魔王沃蘭德 (Воланд)，他雖是魔頭，但其所作所為卻是不折不扣的義舉。《大

師與瑪格麗特》扉頁一段引自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浮士德》 («Faust»)中浮士德和魔鬼梅非斯特間的對話，或許能為俄國文

化中特殊的「善」「惡」觀做最好的註解：  

 

「你到底是何許人？」  

「我屬於力的一部分，它總想作惡，卻又總施善於人。」  

                                                 
4 3 7  “Правильность  пути . ”  www.pravos lav ie . ru /press /g lagol /07/06 .h tm 
4 3 8  于明清，〈果戈理的宗教世界〉，《俄語語言文學研究：文學卷》，第一卷，頁 413-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