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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节哀吧。（看看手表）时间不早了，该

送老书记上路啦！

刘庆： 时间到，为老书记起灵……

二、背景音乐

【乡亲们戴口罩，间隔 2 米从院子排

到大街上。 

幕后乡亲们的呼喊——】

刘丰：妈，您看，乡亲们都来为我爹

送行了。

泰婶儿：（望着满院子、满街的乡亲，

泪流满面，感动得泪流满面）老头子，你

看见了吗？乡亲们来送你啦。你这辈子，

有这么多乡亲们拥戴，苦点累点，值了……

（唱）眼望着众乡亲村街站满，

内心中五味杂陈波浪翻。

挚情捧送三冬暖，

真心展露化雪寒。

奉献泰山撼，

德高海无边。

多年的不满烟消云散，

满腹的委屈化作无言。

广泰啊！老头子

你的一生无憾，

你的故事写在春天！

刘庆：（唱）乡亲们顾不得天寒地冻，

长街十里为老书记送行。

一声声呼唤感人肺腑，

一句句告白彰显深情。

四十年如一日牢记使命，

不忘初心负重前行。

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

铭记在人民群众的心中。

音容宛在永不磨灭，

高山仰止松柏长青。

三、背景歌声

飘飘白雪落无痕，

切切热泪洒春深。

鞠躬尽瘁乘鹤去，

留得丰碑记功臣。

【音乐声渐行渐远

剧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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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性与人性对抗的悲歌
——浅析《巴黎圣母院》中的神父克洛德

◎刘亦周
摘要：《巴黎圣母院》中的克洛德副主教一直以

来备受世人热议。在大多数读者眼中，阴狠、虚伪似

乎就是其代名词。但他身上人性复苏的闪光点和因其

宗教宿命导致的人生悲剧往往被忽视。因此，分析克

洛德自身的两种矛盾性格即神性和人性的激化与斗争

则显得尤为重要。深挖人物背后的故事，剖析人神两

性相互对抗引起的悲歌，诠释克洛德形象的双重性，

这为《巴黎圣母院》的解读开辟了全新的视角。

关键词：克洛德　巴黎圣母院　神性与人性　人

物形象

《巴黎圣母院》这一故事源于 15 世纪的法国，雨果在《原序》中讲述了

创作缘起，若干年前，他在圣母院两座钟楼的一个黑暗角落里发现了一个手

刻的希腊词语 ΑΝΑΓΚΗ（命运），这几个大写希腊字母，受时间的侵蚀

已经发黑，深深陷入石头里面。作者被这个词所包含的巨大悲剧深深触动：

究竟是谁，一定要把这罪恶的、不幸的烙印留在古老教堂的额头上才肯弃世

而去？这便是促使雨果创作《巴黎圣母院》的原始动力。

书中作者运用极其饱满的笔触塑造了神父克洛德这一形象，最有深度，

最值得反思，但也备受争议。在大部分读者眼中克洛德充斥着虚伪、丑恶，

我们习惯于把一切愤恨都集中到克洛德身上。但细细品读整部作品后，我开

始思考，是否这一切罪责都要归因于克洛德自身？若真如此，雨果便也不会

称他是“善良的灵魂”了。

可见，作为诠释“命运”一词的人，克洛德人性的畸变与“宿命”存在

着不可割裂的关联。当时，法国宗教走向分裂，极端主义盛行，宗教神学中

积极的一面趋于没落，逐渐沦为制约人性的思想武器。克洛德集众多矛盾于

一身，“善与恶”在其身上共存，最终饱受宗教迫害成为“杀人的魔鬼”。

而他的一生中，神性与人性的对抗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神性与人性相遇相融（三十六岁之前）

克洛德有着较好的社会出身。幼年就由父母决定了他终生从事神职的生

活，注定了以后将要在宗教生活中安放自己的生命。

小小年纪的克洛德便有超乎常人的求知欲，几乎每次都是第一个到校。

十六岁就在神秘神学方面有所建树，经院神学也达到了博士的水平；后又以

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医学，研究鲜少有人涉猎的拉丁语、希腊语。这样德性高

超的人自然配得上雨果所给的“善良的灵魂”这个称号。期间，克洛德学会

了低眉顺眼，家庭与学校的教养也使他养成了端庄顺从的性格。这种品质已

经逝去久远，却正是教育所向往的。

在这一人生阶段，他都走在奔向宗教神职的路上，不谙世故，封闭于书本。

即使是在这样严于律己的生活中，克洛德的人性也并未完全退场。十九岁时，

父母患瘟疫离世，抚育弟弟的责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他不得不从书本的冥

思中抽离，回到尘世，开始考虑自己的感情在生活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这

个小生命也成为他的精神寄托和进取动力，使克洛德对宗教事业产生了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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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忱。后来又领养了一个弃婴卡西莫多，

克洛德也非常爱他，为他洗礼，教他说话

识字，尽到一位神职人员应尽的责任。从

中都能看出来克洛德人性里善的一面。

这是他第一次宗教的神性和作为人的

人性的相遇，但是由于这两者之间能够相

融，所以并没有发生冲突。这一阶段，正

如克洛德自己描述的那样：生活愉快，灵

魂晶莹清澈，自尊自豪。

二、神性与人性发生冲突，神性压抑人性

（三十六岁之后，遇到艾丝美拉达之前）

克洛德神性与人性的正式对抗是在

三十六岁之后。因为长期处于一个封闭的

内心状态，他的情感和心理发生了变异。

这一时期，他已然蜕变成了一个道貌岸然、

威严阴郁的副主教，是当时多学科的顶尖

人物。“人类吸尽了合法的知识之后，就

勇敢地深入到非法的知识里去，尝遍了智

慧树上所有的果实，由于饥饿或是嘴里没

味，终于咬起禁果来了”。克洛德没有经

历过人世间的男女情爱，他的一生都走在

单向道上。一开始的时候，只要产生这种

思想，他便投入到书本中，邪念也就随之

化解。因此，克洛德的人性中缺乏爱的滋

养。学科研究、宗教生活、副教主的身份

地位、无可救药的弟弟。这一切都导致了

克洛德性格的扭曲。

宗教神性和人性的对抗中，最先神性

起决定性作用，被宗教思想所禁锢腐蚀的

克洛德为了压抑自己，时时恪守禁欲主义，

反而表现得更道貌岸然。他将全部身心投

入到学科研究中去，让灵魂接受着知识的

洗礼，却离情感生活愈发遥远。三十六岁

以后，岁月渐老，他越来越憎恨女人，听

见女人衣服摩擦的声音就立即戴上风帽，

推阻公主前来拜谒圣母院，禁止吉普赛女

郎在广场跳舞。

这一阶段，他恪守宗教神职，压抑正

常人性。将情欲潜藏在心中，同时这样的

潜藏也加重了他内心的变异。

三、人性冲溃了神性的坚固堤防（遇到艾

丝美拉达之后）

在河滩广场，美丽善良的吉卜赛女郎

艾丝美拉达出现了，只是打了个照面，克

洛德被压抑的人性开始不可意料地爆发出

来，他的世界就崩塌了。他眼中闪烁着青

春的火花与深沉的情欲，内心的冲突和对

抗更为激烈，表现出的笑容比叹息更为痛

苦。克洛德不可自制地爱上了艾丝美拉达，

被情欲冲昏头脑的他指使卡西莫多绑架了

女郎，甚至偷窥到她与弗比斯的约会，便

愤然刺伤弗比斯，而后嫁祸于艾丝美拉达。

他本是可以救出狱中的艾丝然后私奔，但

自己的爱情被拒绝了，所以一直到最后还

故意煽动宗教的狂热分子，让乞丐们组成

的势力向巴黎圣母院进攻。他一手导演了

巫术案与王权的勾结，将艾丝美拉达送上

了绞刑台。

克洛德对于爱情有正常的理性认识和

憧憬，说明人性战胜了强大的宗教神性。

他说，当自己一看到艾丝美拉达，就浑身

哆嗦，感到命运紧紧抓住了自己，并认为

是命运把她送到了自己建造的机器的齿轮

中。而这个命运就是克洛德无法逃逸的神

性与人性的抗争。

四、命运的悲歌

克洛德是一个畸形发展的残缺者，残

忍卑劣，阴险奸邪，宗教神性的失落与堕

落，是其人性复苏，甚至是反噬的结果。

他把一生都付与了宗教神学和科学，却从

未得到过爱。什么是爱与如何去爱，这对

于克洛德而言是未知的。他对艾丝美拉达

的追求——这其中的种种举动都是怪异

的，克洛德没有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追求

自己恋慕的女子，他的追求行为要么是派

人劫持，要么是充满冷酷的强迫。事实上

还是受宗教的影响，因为禁欲主义，加上

他的社会地位，所以他追求女子的情感难

以正常表达和抒发，所以才会如此怪异、

冰冷。

克洛德的结局注定是可悲的。无法得

到艾丝美拉达的爱，便选择一同殒灭，人

性中丑恶的一面就暴露了出来。克洛德毁

灭了艾丝美拉达的肉体，同时更是将自己

的灵魂贬入了地狱。亲眼目睹艾丝美拉达

受刑被绞死；养子卡西莫多怀着深深的鄙

夷与怨恨，把他从巴黎圣母院顶层扔了下

去。当被卡西莫多从高楼上推下来之前，

他看到艾丝梅拉达时露出了极其狰狞的

笑，这虽然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事实

上也是对他变异的心理的一种特写。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第七卷第四节

中写道：“人心中欲情波涛的海洋，要是

不给予出路，会以怎样澎湃之势汹涌翻滚，

会怎样沉积膨胀，会怎样满溢漫流，会怎

样凿穿心灵，会怎样爆发为内心的啜泣、

无言的痉挛，以致冲塌堤防，奔流千里。”

正是因为克洛德的宗教神性堵塞了他内心

人性的波涛，到最后，我们只能听到一曲

人性与命运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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