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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娄小说《雨王汉德森》的个体心理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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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借助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理论解读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的小说《雨王汉德森》，可以发现小说中的主人公汉

德森是一个有着自卑情结的人物，而他的非洲之行是其超越自卑和走向自我完善的精神成长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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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王汉德森》（Henderson The Rain King）是美国著名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Saul Bel⁃
low，1915－2005年）的重要作品之一。这部小说中，主人公汉德森的精神危机[1]，小说的浪漫主义特征[2]，以

及汉德森的精神指归[3]是国内论者们关注的主要方面。而专门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部作品的文章并不多

见。最近，有论者从弗洛伊德的病理学理论中的焦虑理论，对主人公的内心进行解读[4]。这增进了我们对

小说反映的社会心理危机的理解。但小说的心理学内涵并不仅限于此。本文拟从个体心理学的视角重新

解读这部小说以丰富读者们对该小说的理解。

1 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 1870－1937）是奥地利著名的心理学专家，他是个体心理学的创始

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先驱。

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主要是研究人的自卑感及其解决之道。阿德勒认为追求优越地位是人的本能，

然而，人类一出生便处于弱小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都体验过自卑。这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心理

现实。自卑心理容易使人走向孤立、抑制自尊心和荣誉感。当人由于某方面的能力欠缺而受到外界轻视、

嘲笑和侮辱时，会大大增强人的自卑心理。阿德勒指出：“没有人能长期地忍受自卑之感，它一定会使他采

取某种行动，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5]75。

每个人克服自卑，寻求优越感的方式各不相同。对自卑感不同的态度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如果一个

人不能正确面对自卑感，对外界采取孤立和对抗的态度，就会带来严重的负面效果。当一个人采取孤立和

消极的态度时，人就不敢正视现实，放弃自我改善和改变周围环境的想法。而当一个人采取对抗态度和过

分强调个人优越性时，人就会变得专横、爱慕虚荣、文过饰非、自以为是。孤立和对抗都会使问题得不到正

确解决和使自卑感加剧，这样，人容易“在消沉中萎靡不振，在忧郁的情绪中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形成恶

性的‘自卑情结’”[5]13。

反之，如果人能正确面对自己的缺陷，对外界采取一种合作和包容的态度，积极地寻求适当的补偿和

为所在的群体作出积极的贡献，便可以超越自卑，培养出自信的人生观。正确面对自卑感的人会不断培养

自己的社会兴趣，不断寻找与人合作的机会以解决困难，他们便获得了更多的成功的机会。这样的人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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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希望的，因为“意义不是被环境所决定的，我们以我们赋予环境的意义决定了我们自己”[5]34。因而，克

服自卑感的关键是发展合作精神和培养人的社会感。

而阿德勒的这些观点在索尔·贝娄的小说《雨王汉德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 汉德森的“自卑情结”

在贝娄的小说《雨王汉德森》中，主人公汉德森是一个拥有强烈的自卑感的人物。首先，他的家庭背景

成了他自卑的根源。汉德森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族，其曾祖父当过国务卿，几个叔伯祖父是驻英和驻法大

使，父亲威拉德·汉德森是个著名的学者。而相比之下，汉德森显得一事无成。他凭借着家族的影响在常

春藤联合会的一个大学混了个大学硕士文凭之后参加了二战，得过紫心勋章，然后成了一个养猪业的老

板。这职业能挣钱，但与其家族背景比起来，既不体面也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正如汉德森所说的，“象我这

样一个丘八似的人物要这么些钱有什么用！”[6]26其次，他的长相也让他感到自卑。阿德勒认为，自卑大多是

由先天或遗传的生理缺陷而产生[5]13。而汉德森对自己的长相并不满意，他长得“身高六英尺四英寸。体重

二百三十磅。脑袋特大而且凹凸不平，头发象波斯羔毛。多疑的眼睛经常眯缝着。态度粗鲁，说话粗声粗

气，鼻子很大。”[6]2他认为别人不可能喜欢他。他自我评价道：“象我这样一个具有足球运动员体格、吉卜赛

人的肤色、老爱骂人乱叫、对人张牙舞爪、点头摆脑的家伙，难怪人们都老远就避开我了。”[6]4最后，更为重

要的是，在精神上，他丧失了对社会和人生的兴趣。他认为自己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唉，做人真是苦恼

啊！你会得种种怪病的。其原因就在于你是人，再没有其他原因了。还没等你有所觉察，岁月匆匆流

逝，……到头来，你不过是又一个乖戾、虚荣、鲁莽等等的皮囊罢了。谁要它呢？谁需要它呢？这些劳什子

强占了理应由灵魂来占领的位置”[6]93。这种生活没有意义的想法更加剧了他的自卑感。

在去非洲前，汉德森的自卑感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形成了自卑情结。小说中的汉德森在此时总

是与外界处于孤立和对抗的状态。有论者指出“汉德森与陌路相逢的人、邻居、妻子有意地打架、吵闹、甚

至无理取闹，似乎在致力于让人们意识到他的存在”[1]87。而这恰恰是阿德勒在个体心理学中提到的有自卑

情结的人的主要特征之一。阿德勒认为，“灵魂在自卑感的压力下或在个体认为自己渺小、无助的痛苦的

想法的折磨之下，灵魂会竭尽全力去超越‘自卑情结’”[7]50。而这种情况如果处理不当，便容易成为过度补

偿，形成用过激行为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的行为。过激行为导致了他的孤立，而孤独感又常常令他想到死

亡。有一次他到水族馆看到章鱼冷漠的眼神，他感到绝望和无助，觉得生不如死：“在这无边的冷漠中，我

感到就要死了。章鱼的触角颤抖着、摆动着，仿佛要穿过玻璃似的，而水泡一串串地往上冒。我心想：‘我

的末日到了。死神正向我招手哩。’”[6]21

对于汉德森出发逃往非洲的行为，国外论者彼得·海兰（Peter Hyland）认为：“汉德森的焦虑把他赶到了

非洲”[8]52。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他的焦虑源自于他的自卑情结。而根据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想要出走

和逃离正是自卑情结拥有者的典型特征。阿德勒认为对于一个拥有自卑情结的人，“他如果觉得自己软

弱，他宁愿跑到能使他觉得强壮的环境里去寻求庇护”[9]37。而非洲恰恰是能让汉德森觉得有优越感的一个

地方。

3 非州之行：超越自卑和走向自我完善的精神成长之旅

当汉德森开始非州之行时，由于远离了原来产生自卑情结的环境，汉德森以一种全新的身份面对全新

的生活，他的自卑感得到了有效的减弱。而以一个文明人的身份进入非洲的蛮荒之地，在心理上他也有着

一定的优势。境由心生，他对非洲油然而生美好的感觉，他描述道：“一切都是如此的纯朴和美好，不禁使

我感到自己回到了古代——真正的古代”[6]52。更为重要的是，他那在文明世界无法体现的体能和力量上的

优势在非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也给了他更多的自尊。凭着过人的体能与力量，他在阿内维人的部落击

败了该部落的摔跤冠军伊特罗亲王，赢得了该部落人的尊重。这也就开始了他的超越自卑走向与人合作

的精神成长之旅。

108



第1期

不难看出汉德森与阿内维族人的交往远比他在美国现代都市里与人的交往更为融洽。因为他在非州

一下子便找到了自己渴求的“英雄”的身份，而这在物欲横流，价值标准混乱的美国现代都市是不可能的。

正如阿德勒所言，“追求优越感是每个人的共性”[9]51。由于受到对方的尊重，汉德森对阿内维族人表现出了

强烈的兴趣，认为他们比文明人有更多的智慧，而这也促成了他进一步与人合作的可能。

阿内维族的女王与汉德森的谈话触及了汉德森心理问题的根本，解开了汉德森的心结，这是恢复汉德

森自信心的重要一步。首先，女王对汉德森的心理状态进行了剖析，她首先肯定了汉德森性格中优秀的一

面，如“性格爽朗，坚强”[6]91，同时指出，汉德森在心理上有容易动感情和冲动的缺点，指出他的“心里在狂

叫”[6]91。这种一分为二的，先分析优点然后分析缺点的方法易于被汉德森接受，有效地保留了汉德森这个

有自卑感的人物的自尊心。然后，女王用小孩和成人世界观的对比来阐述汉德森心理问题的根源。她说：

“世界对于小孩来讲，也许是陌生而新奇的，但小孩不象成年人那样对它怀有恐惧心理。小孩只会感到惊

奇，而成人则主要是恐惧。为什么呢？因为有死亡”[6]93。她指出对死亡的恐惧是汉德森目前精神状态的症

结所在。这与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在《让生命超越平凡》一书中“对死亡信息的恐惧”[9]59的分析如出一辙。

在这部分，阿德勒认为他所接触的有自卑情结的病人“把死亡看作是生活最大的不安全，最大的危险”[9]59。

同时阿德勒指出，“不会每个人的主要兴趣都在于此。其他，还有许多事情能够吸引我们的注意力”[9]60。而

女王对汉德森这种症结的解决之道是引导他把注意力转移到生存这个人类的主题上，指出生存本身的重

要性。她向汉德森指出“人总是要活下去的”[6]94。对生存本身的关注与兴趣恰恰是克服自卑情结的关键

所在。阿德勒认为，有自卑情结的人是倾向于自我封闭的，“他为自己筑起一座窄小的城堡，关上门窗并远

隔清风、阳光和新鲜空气”[9]38。而走出自我封闭，发展对别人和生活的兴趣是关键所在。而女王恰恰是有

效地把汉德森从这种情况下引领出来。在女王的一番解释之后，汉德森的思想观念发生了积极地转变，他

认为：“我不仅要使自己活下去，也要每个人都活下去”[6]94。这已出现了主动与别人合作的意愿，而这一点

在他的城市生活中是没有的。

而汉德森搬动门玛女神像成为雨王的过程是他恢复个人自信和摆脱自卑感的重要一环。汉德森的巨

大力量在文明社会一无用处，而在瓦利利部落却成了决定该部落命运的关键因素。瓦利利部落由于缺水，

是否能求到雨成为该部落能否繁衍下去的重要因素，而求雨的关键又在于搬动该部落的云彩女神像，而这

需要一个力大无比的人才能做到，汉德森恰恰扮演了这么一个力挽狂澜的角色。在该部落的人的多次尝

试失败之后，汉德森挺身而出，再次找到了成为英雄的感觉。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英雄行为：“我毫不犹豫地

双臂抱住了门玛。我下定了必胜的决心。……对我来说，她是个活人，而不是偶像。我们是以挑战者和应

战者的身份来交锋的，不过同时也是亲密的朋友。而这种亲切的愉快感，就像是在梦中，或是像在那些温

暖舒适闲散的日子，各种欲望都得到了满足一样……这木雕像在我的压力下屈服了，大慈大悲的门玛带着

她那永恒的微笑向我投降了。……我把她举得离了地面，……把她放在诸神之中的新位置上”[6]213。这是

一次神圣的胜利，充满了自我实现的优越感，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对所在的群体做出的社会性的贡献，整个

部落的人为汉德森的行为欢欣鼓舞，“瓦利利人在白石看台上乱蹦乱跳，尖叫着，歌唱着，说着胡言乱语，互

相拥抱，对我大加赞赏”[6]213。外界的肯定和赞扬极大地消除了汉德森的自卑情绪，感觉到了自我生命的价

值。他这样描述自己内心的变化：“我对自己的成就感到快乐极了，我的整个身心充满了温柔的暖流，充满

了柔和而神圣的光明。……那些不愉快的情绪也都变成了热情和个人的最大享受”[6]213。

当然，真正使得汉德森在行动上与别人真心交流与合作的是瓦利利部落的达孚国王。达孚国王与汉

德森的情谊非常像兄弟之情。他们俩能达到心灵的相通也许是由于他们有着相似的性格和经历。达孚与

汉德森一样喜欢对人性进行思考。达孚的养狮子行为与汉德森的养猪行为也很相像，他们都对动物有一

种特殊的情感。达孚是小说中与汉德森最相似的人物，而他也扮演了汉德森心理治疗师的角色。首先，他

用肉体与精神的关系的理论来巩固汉德森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他向汉德森解释道：“肉体影响思想，思想

影响肉体，然后反过来又影响思想，再次转而及于肉体”[6]261。按照他的解释，汉德森的身体强壮和力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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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是精神富足的象征。这种解析给予汉德森以信心，这拉近了他与汉德森的关系。其次，他教会了汉德

森如何正确而充分地发泄自己的情感。他鼓励汉德森去模仿狮子的吼叫，从而让自己的情感得到充分的

宣泄，并通过这种方向培养自己对外界的和谐情感，除去内心的孤立情绪，发展与外界的兄弟情谊。他告

诉汉德森：“现在你是一头狮子啦。思想上要想象着自然环境。天空、太阳和丛林中的生灵万物。你和这

一切都密切相联。那些小蠓虫都是你的堂表兄弟。天空是你的思想”[6]294。这有效地增强了汉德森的社会

感和合作精神，正如汉德森所言：“我的思想正促进着另一个新人的成长”[6]302。最后，他发展了与汉德森的

友谊，使其走出封闭，形成了与别人共同克服困难的习惯。在汉德森面对狮子露出恐惧情绪时，他不断地

给予汉德森以鼓励，教会他要直面狮子，直面死亡，通过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来使其内心高贵的品质复活。

体现出了一个肝胆相照的朋友的素质。正如汉德森所言：“他没有疏远我，或者为了安全而躲避到旁边

去。他并没有使我失望”[6]303。汉德森从达孚身上真正体会到了友谊和与人真心相处的可贵。汉德森认

为“我永远不会因为对这个人（我是指达孚）有感情而后悔的。我会为了同他的友谊而做更多更多的事

情”[6]321。

随着与达孚的友谊的加深，汉德森的社会感也在不断地加强，他开始给自己的妻子写信，说明了要学

医和融入社会的愿望。他对妻子莉莉说：“从今往后，一切都会不同了。我回去以后，要去学习医学。我的

年龄对我不利，这未免太糟糕，可是我还是要去学的。你想象不出我多么热衷于进入实验室”[6]317。这体现

了与他来非洲之前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在给他妻子的信中，他充分肯定了非洲之行的价值和意义，他

说：“在非洲的这段经历真是丰富多彩。它确实很严峻，很危险，但很有意思！我在 20天之内成熟了 20
年”[6]313。通过非洲的经历，他的人生观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开始从自我封闭中走出来，意识到了别人

的存在与需要，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所在，如他自己所言：“我心中有个声音在说：我要！我要？我?它
应该对我说，她要，他要，他们要。再说，是爱才使现实成为现实的”[6]319。尽管由于达孚猎狮的失败和死

亡，汉德森不得不提前离开非洲。汉德森已在非洲之行中完成了自己心灵的成长，成功地摆脱了自卑感和

自怨自艾的习惯，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来面对未来的人生。

从以上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雨王汉德森》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上具有典型的个体心理学的特

征。小说中的主人公汉德森是一个有着自卑情结的人物，而他的非洲之行是其超越自卑和走向自我完善

的精神成长之旅。而贝娄在该小说中表达了这样一种对人生的看法：人无论一开始处于如何隔绝与自卑

的状态，总是有着自我完善的可能的，随着环境与境遇的改变，人的潜能的发挥，人最终能摆脱原有的不利

状态，走向成熟和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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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ification on Spatial Economics，Regional Economics
and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Liu Jiguang，Tao Hongjun

（School of Management，Fuzhou University，Fuzhou 350002，China）

Abstract：Both spatial Economics and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study spatial elements，but their main re-

search fields and methodologies differ. Regional Economics，however，is a branch of Spatial Economics. Spa-

tial Economics and Regional Economics have not added spatial variables into the Arrow-Debreu model of gener-

al competitive equilibrium model of Arrow-debreu，and they have not been regarded as the mainstream econom-

ics. New Economic Geography provides a solid methodological basis for mainstream economics by taking spa-

tial dimensions into consideration.

Key words：spatial economics；regional economics；new economic geography；cla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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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rpretation of Bellow’s Henderson the Rain 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Ning Do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Guangdong Medical College，Dong Guan 524023，China）

Abstract：Analyzing Henderson the Rain King by Saul Bellow who is a winner of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ler’s theory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will reveal the fact that the protagonist of the

novel，Henderson，is a character with inferior complex and his trip to Africa is a spiritual journey of overcoming

the feelings of inferiority and achieving perfection.

Key words：Saul Bellow；Henderson the Rain King；Adler；individua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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