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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格林童话中的继母形象

———以《白雪公主》为例

石绍云

摘 要:“继母”属于童话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形

象之一，而童话中的继母往往以女巫为原型。 本文从女

巫及继母形象产生的时代背景、原型、意义生成三个方

面对其进行了阐述， 并对女巫继母存在的必要性进行

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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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背景

十六、 十七世纪的欧洲曾经发生过一场被后人称

为猎巫狂潮（witch-craze）的悲剧。 当时有十万以上的女

性被送上火刑台，被迫承认“女巫的罪行”，并以最悲惨

的方式被处死， 而这些被处死的人之中十有八九是无

辜的。 那些妄加的罪行无非是：是撒旦的情人或者与撒

旦交往，做出有害村民的事情，默念咒语使全村人患上

重病；骑着扫把、身 着 黑 衣 参 加 与 魔 鬼 的 聚 会；做 出 有

违基督教义的事情等等。 现代学者认为当时的人们之

所以会有这种愚昧的猎杀行为是与对黑死病的恐惧以

及百年战争所造成的动乱分不开的。 欧洲猎巫狂潮的

出现，源于“宗教冲突、经 济 变 迁、国 家 权 力 运 作、阶 级

偏 见 与 支 配 ， 以 及 男 权 社 会 的 性 别 歧 视 与 厌 女 主 义

等”， 猎巫狂潮在历史上留下了无法抹灭的印记。 童话

中 邪 恶 女 巫 形 象 的 大 量 增 加 于 此 有 着 不 可 分 割 的 联

系， 而且童话中对女巫的惩罚也效仿了真实的历史足

迹。

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医疗水平低下，加上人们缺

乏必要的医学常识， 女性在生产时死去便成了经常出

现的事情，因而男性再娶的几率很高。 这样，“继母”也

就成为格林童话中的一类典型人物形象。 继母往往偏

爱自己的孩子，对继子女表现得心狠手辣，这与女巫有

很好的切合点， 所以童话故事中的继母往往以女巫为

原型。

二、原型

1、阴影原型论

作家在拿起笔描绘某个典型事物时会下意识地受

某种原始形象的影响， 这种原始形象类似一种强有力

的“意识流”，总是会左右着作者的思维。 格林童话中的

女巫形象也遵循了这个规律。 女巫以及与女巫相关的

形象是“神经质的男人所恐惧的女人的负面象征”。 荣

格学派认为，女巫象征了“男性的女性意向的黑暗面”，

具体来讲就是荣格所强调的阴影原型。 “阴影原型是无

意识中的核心部分，也是人的心灵中最黑暗、最深入的

部分。 ”阴影原型属于人性中的阴暗面，属于没有被意

识到的一面，这包括了一切的激情和欲望。 阴影的外在

社会化表现一般为侵略性行为、 贪婪欲望所导致的行

为以及残酷无情的所作所为， 有时也表现为激情与创

造力。

2、女巫原型论

格 林 童 话 中 存 在 典 型 继 母 形 象 的 故 事 有 《灰 姑

娘》、《白雪公主》、《小姐姐和小弟弟》、《糖果屋》 等等。

其中《白雪公 主》中 的 继 母 本 身 就 是 女 巫，因 为 妒 忌 白

雪公主的美貌，处心积虑非要致其于死地。

女 巫 总 是 利 用 人 性 的 弱 点 对 其 施 以 致 命 的 诱 惑。

孩子们面对美味的食物或者漂亮的东西时总是无法抗

拒。

从这些形象的描绘中我们不难发现， 女巫的外貌

是被极度丑化的。 只有相貌丑陋的人才可能有蛇蝎般

莫里森认为，作为“文化的孤儿”，非裔美国人只有

认同、热爱脚下这 片 国 土 时，才 可 能 治 愈 内 心 的 孤 独。

在小说中，莫里 森 笔 下 的 黑 人 愈 是 对 土 地 赞 美、热 爱，

愈说明他们内心“叶落归根”于这片国土的渴望。

奶 娃 的 父 亲 麦 肯·戴 德 二 世 是 一 个 唯 利 是 图 的 黑

人暴发户。 就是这样一个不怎么光明的人物，当他偶尔

和奶娃谈起被白 人 夺 走 的 家 园“林 肯 天 堂”时，也 会 不

经意地流露出笑容，这 说 明，即 使 被 白 人 化，黑 人 也 不

会轻易忘记生身之地。 但直到奶娃来到南方丹维尔那

个小镇，才真正知道那块土地是多么迷人。 农庄拟人化

的叙述其实道出了南方黑人的心声：这里就是故乡，就

是根，黑人要热爱这块土地，高高兴兴地在这里繁衍生

息。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 莫里森一直把黑人的传

统文化及价值观念视为非裔美国人的立身之本， 黑人

要在美国取得和白人一样的地位， 就必须立足于传统

文化，如此才能真正获得精神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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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肠， 这样的外貌描写为读者认识其邪恶本质打下

了坚实的心理基础。

三、意义生成

童 话 故 事 中 的 女 性 角 色 与 男 性 角 色 相 比 更 加 突

出，不仅有漂亮 神 奇 的 仙 女，还 有 心 狠 手 毒 的 女 巫，这

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儿童早期心理发展中对母子

关 系 的 处 理 。 孩 子 婴 儿 期 的 两 大 需 要———食 物 和 睡

眠———无一不与母亲直接相关， 孩子总觉得母亲理应

会把满足她们的要求放在首位，所以孩子心目中的“好

母亲”形象是有求必应、至善至美的。 然而现实生活中

的母亲会因为手头种种难以立刻放下的任务而不能够

如孩子所愿，让孩子产生挫折感，于是“坏母亲”的形象

逐渐显现。 仙女和女巫就是这两种形象在童话故事中

的表现， 所以仙女和女巫这两种角色就具有了更深层

的含义，她们虽然不作为真实的人而存在，却象征了一

种心理力量： 好母亲与良善相连， 坏母亲则与邪恶有

关。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这种象征会进一步内化到心灵

深处， 于是孩子潜意识里会慢慢形成两股水火不相容

的力量：一种是类似于“好母亲”的良善；另一种则是类

似于“坏母亲”的邪恶。

童话阅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孩子的心理成长有

所帮助。 童话中的邪恶有的会消失，如《白雪公主》中的

继母王后就摔下深渊而死。 童话中的良善与邪恶也可

以融合，比如在《灰姑娘》的有些版本中，狠毒的继母和

两个坏心肠的姐姐就得到了原谅。 童话中的良善与邪

恶也可以共存，只要邪恶不再为非作歹，没有必要将之

斩草除根。 只有认识提升到了这样的程度，才会有利于

形成良好的母子关系， 才会有利于形成孩子与外部世

界的融洽。

四、评价

在童话中，母亲的形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而其中

继母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为什么继母会成为经典童话

中一类历久弥新的角色呢？ 继母角色存在的价值在于

以下几个方面。

1、提供不断的考验

童话中巫婆最常见的作用便是制造灾难,并以此检

验故事中的主人公是否能够经得住考验。 《白雪公主》

里的继 母 王 后 从 魔 镜 的 口 中 得 知 白 雪 公 主 还 活 着 后，

就三番两次地设下陷阱加害她，先后以漂亮的丝带、美

丽的梳子和香甜的苹果诱惑白雪公主,以达到斩尽杀绝

的目的。 这类不断制造难题的女巫继母角色很常见,故
事中的女巫天生被赋予了一定的魔法， 为的就是完成

提供考验的任务。

2、揭发内心阴暗面

童话是孩子真正与外部世界接触之前的演练。 继

母巫婆是由儿童内心的黑暗面产生的,孩子阅读时会不

自觉地将自己的潜意识中的黑暗面投射到角色上去,这
些黑暗面也会伴随着故事或者邪善相容、 或者正义取

胜的结局而削减。 《白雪公主》的继母王后是自恋的典

型 :她有一面魔镜 ,每天早上她 都 会 问 镜 子 :“魔 镜 魔 镜 ,
告诉我, 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镜子总是会回答:
“是你，王后,你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明明知道自

己很漂亮，还要让魔镜一遍一遍地告诉她，再也没有比

这位王后更自恋的了。 孩子在阅读中内心会倾向于对

白雪公主的认同,这就意味着孩子渴望并在积极克服自

恋与虚荣的阴暗面。

3、培养是非观念

童话中的继母所代表的大多是反面角色,她们的典

型行为对于我们是理所当然的“错误”。 例如女巫制造

灾难的方式之一就是利用人们的欲望。 在致命的诱惑

面前,如果主人公难以抵挡就会成为牺牲品。 但是,童话

中的主人公在承受这种诱惑带来的痛苦之后,都能运用

自己的智慧,或者在外力的帮助下克服困难并最终取得

胜利,这其实代表了孩子在现实生活中与邪恶欲望相抗

衡的过程，能够逐步引导孩子建立正确的是非价值观。

童话是塑造孩子心灵世界的主要力量之一， 人们

普遍赞美、欣赏、宣扬美好形象的同时也没有忽略反面

形象的陪衬作用， 没有忘记让孩子在童话中体验一下

真实世界的正邪之争。 所以童话不仅仅是孩子的“睡前

故事”，或 者 父 母 安 抚 孩 子 的 工 具，事 实 上 童 话 故 事 的

背后隐含着无数影响儿童成长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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