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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在 何 方

— 对《紫色》与《玩偶之家》女主人公反抗道路的比较分析

                            黄 峰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21侧一)97)

    摘 要:《紫色》的女主人公西丽亚和《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均是女性自我解放的代表性人物，虽

然在生活经历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对反杭道路的选择却不尽相同。对她们自我选择道路异同进行分析比

较，发现两部作品呈现出对女性解放事业不同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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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于1982年出版

了她的代表作《紫色》，作品通过对主人公的塑造，

艺术地再现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美国黑人妇女的

真实生活，反映出当时社会中最突出的种族歧视和

性别歧视问题。主人公西丽亚逐渐认识自我、觉醒

并最终走上反抗道路的成长经历是这部小说的描

写重点，作品一面世，就被评为近年来美国黑人文

学和妇女文学的典范之作。而就在一个世纪之前

(1879年)的大西洋彼岸，挪威戏剧家易卜生也曾在

其代表剧作《玩偶之家》中表达了他对妇女家庭地

位及出路的思考。这两部作品在故事情节上有不少

相似之处，都描写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菲勒斯社会

中备受压迫的女性怎样挣脱锁链、走向新生，仔细

比较两部作品的异同不仅有利于更好的了解作品

内容，也有利于更好的认识妇女解放事业本身。

    《紫色》主人公西丽亚14岁时就被继父强暴，

生下两个孩子又被他从身边夺走并卖给别人，身心

遭受巨大摧残的西丽亚只有通过给上帝写信的方

式来倾诉自己的痛苦。几年后，继父不经商量就把

她嫁给一个黑人— 某某先生— 一个对她来说

完全陌生的男人。西丽亚做着繁重的家务，却经常

被丈夫随意打骂，生活充满了艰辛痛苦。西丽亚的

妹妹耐蒂在非洲当传教士期间，一直在给西丽亚写

信，但某某先生却把这些信都藏了起来，以期割断

姐妹之间的联系。当西丽亚了解实情后，十分气愤，

在朋友的帮助和启发下，勇敢地走出家庭，独立谋

生。这样的情节设计让当时的女性读者大开眼界，

深受启发，在美国各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同样有着不幸的

遭遇。她出身中产阶级家庭，是一位活泼可爱的主

妇。由于她真诚地爱她的丈夫，因而也真心地相信

丈夫海尔茂会像他所说的那样爱她，所以当海尔茂

得了重病，一时无钱治疗之时，娜拉不惜伪造自己

父亲的签字向外借款，真是为了爱情而不顾一切。

但娜拉从小就是父亲的玩偶，结婚后又是丈夫的玩

偶，这种状况注定了娜拉只是处在被人支配的家庭

地位，只是一个家里供来点缀的可爱的“小鸟”，所

以当海尔茂痊愈之后，因伪造签字一事有损自己名

声而大发雷霆，甚至要剥夺娜拉教育儿女的权利。

一直平静的家庭一下子就在娜拉面前摔得粉碎，爱

的诺言在自私势利面前被贬得一文不值。现实的发

展使娜拉逐渐觉醒，最终她勇敢地走出家门，和不

平等说再见。

    在面对性别歧视时，唯有反抗才能破除栓桔，

才能维护人格尊严，从这点来看两位女主人公的生

活经历有着相似之处。但是她们对反抗道路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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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却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反映了两位作者在

妇女解放问题及其反抗道路的认识程度上存在着

一定的差异。

    在《紫色》中，最初的西丽亚是完全麻木的，不

仅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自己所处在的被压迫被统

治地位。她对自我的认识与寻找是在姐妹们的启发

帮助下逐渐完成的，没有她们的帮助，西丽亚也许

永远不能成为一位真正独立的人。第一个让西丽亚

开始正视自我的是大儿媳索菲亚。索菲亚敢于与丈

夫哈波打架，光是这点就足以让西丽亚大开眼界，

以至于要吃惊到“嫉妒”的地步，因为她不知道作为

妻子，还可以以这种方式对待丈夫。西丽亚更彻底

的思想转化是歌手莎格带来的。大方果敢的莎格告

诉她要尊重自己，充分认识自已，并且想方设法争

取应有的权利，和大男子主义思想进行斗争。莎格

的思想和行为大大开阔了西丽亚的眼界，她开始用

新的眼光观察世界、思考问题，最终勇敢地挺起胸

膛与一直压迫、自己支配自己的丈夫争论，维护自

己作为女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最后她大胆地离

开家庭，来到孟菲斯开办裁缝店，过起自食其力的

生活，成为一个充满自信、有尊严有个性的新女性。

    娜拉和西丽亚不同，她是在日常生活中自己逐

渐认清现实、觉醒起来的。在反抗道路上，娜拉完全

依靠自己的力量。娜拉本来不仅热爱自己的父亲、

丈夫和孩子，而且愿意帮助同学和朋友。但事实却

证明海尔茂只不过是一个极端自私和虚伪的人，正

是从这些切身体会到的残酷事实中，娜拉逐渐看到

了资产阶级家庭里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此外，娜拉
还对资产阶级的整套制度提出了控诉。她愤慨地

说:“父亲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女儿给他省烦恼。

丈夫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老婆想法子救他的性

命!我不相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娜娜

拉在思想觉悟之后，性格开始变得刚强果断，并勇

于反抗，逐渐找回失去的尊严，成为一个有着坚强

性格和独立精神的新女性。看清现实的娜拉决心打

破这种现实中的不平等，坚决地离开家庭去寻找新

的自由生活。娜拉以彻底决裂的方式与过去告别，

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其行动赋予她全新的角

色— 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叛逆女性。娜拉不仅

反抗所受到的不公平的性别歧视，而且也把反抗的

矛头对向了资本主义社会其他的不公平现象，仅就

这种反抗的力度而言，娜拉应该比西丽亚反抗的更

彻底。

    但从结局来看，娜拉的未来却存在不稳定的可

能，她离开家庭之后，生活的基点在哪里?作者易卜

生并没有指出。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认为

娜拉的结局有两种:要么堕落，要么回来。堕落的结

局没有什么可讲的，仅就“回来”而言，现实中无外

乎有两种可能:一是脱离家庭的娜拉在外无法自

立，不得不回到家中;二是重新依靠另一个“海尔

茂”。但不论是哪种可能，性质都是一样的，即回归

到原有被支配被统治的状态。当然也可以有更好的

结局，那就是娜拉通过某些务实方法获得真正的自

由生活，进而巩固和加强独立自由的意识。但通过

什么样的务实手段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正是由于

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娜拉离家出走的选择很难

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很容易被认为是盛怒之下的

鲁莽行为。娜拉离家出走，从表面上说是找回了尊

严、实现了自由，但这种自由只是停留在精神层面，

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虽然作者

易卜生对资本主义社会不良现象的批判以及对妇

女生活现状的揭露是有力的，但他只停留在摆出问

题的单一层面，并没有明确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玩偶之家》，也出现在《人民

公敌》和《群鬼》等作品中，所以易卜生对妇女解放

事业的认识还不太深人。不过和众多还没有清醒过

来的妇女相比，作者笔下的娜拉毕竟还是迈出了自

我选择自我解放的第一步，仅此一点就很可贵了。

    和娜拉相比，西丽亚受到的压迫更为残酷，她

是性别歧视、种族歧视、阶级压迫的三重受害者。西

丽亚完全是麻木的，像一根“木头”一样毫无知觉了
但在一群好姐妹们的帮助下，她逐渐地苏醒过来，

种

先

的

道

重新认识自己女性的独特身份。娜拉式的反抗是

女在自我觉醒过程中所必然采取的过激反ha令
反应西丽亚也曾表现过，即试图用刀子杀死某纂
生，但后来在莎格的劝阻下放弃了这种鱼死网放
做法，转而选择了一种较为务实较为理智的屏抗

路。与易卜生单纯地提出问题而无法解决饵比，作
者艾丽斯·沃克更在乎如何描写西丽亚通过什么途

径走上新生道路，所以文中重点描述了妇女之间的

帮助、树立新的信仰以及对男性思想的转变这三种

方式。西丽亚的自我觉醒是靠姐妹们的帮助，而非

娜拉独自一人的觉悟;西丽亚不仅彻底槟除白人的

宗教和上帝，而且树立了属于自己的新信仰，这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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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拉对宗教的单一批判做的更深人些;娜拉的出走

对海尔茂带来的只是震惊，并没有改变后者的男权

主义思想，而西丽亚的成长却让某某先生和哈波重

新认识了女性，放弃了腐朽的性别观念，并与女性

和平共处。可以看出西丽亚解放自我寻找自由的途

径比娜拉做的更理智更稳妥。

    虽然以上三种方式是作者艾丽斯·沃克刻意描

写的，但在文中还有一个最不容忽视的因素— 经

济上的独立— 这在西丽亚的成长转变历程中无

疑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虽然西丽亚也离开了家

庭，但她利用自己善于编织衣裤的本领真正的独立

于社会，这种选择不同于娜拉不计后果的鲁莽行

为，因为经济上的自我独立彻底保证了个体精神上

的独立，所以在现实中西丽亚完全可以真正自立。

    法国学者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女性在经济

上对男性的依附使女性为了生存必须取悦男性，并

因此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价值取向内化

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安于自己的角色，不去争取自

由。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 《自己的一间

屋》中也表达了女性一定要有经济基础才能独立于

世的观点。因此，在父权社会中处于受压迫受支配

的妇女，要想改变生存现状，就必须争取应有的经

济地位，从经济上的依附状态中解脱出来，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成为和男性一样的自由主体而非仅仅

是对象性的存在。从这种意义上说，和易卜生相比，

作者艾丽斯·沃克无疑触及到妇女解放事业最本质

的内容，她不仅看到了妇女被压迫被支配的现状，

而且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务实方法，她比易卜生

看得更远，认识上更为深刻。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妇女要实

现自我解放首先应在精神层面上具有独立的思想;

其次在现实层面上采取务实的方法，才能过上不依

赖他人的独立生活。二者相互支持相互保障，没有

独立思想就根本无法想象自由的生活;没有务实方

法就不能在现实中获得真正的独立地位，也不利于

巩固精神层面的自由思想。很多学者评论《紫色》的

结局太过于完美，是作者一相情愿设计的结果。与

之相反，在现实中西丽亚的反抗道路是理智而又现

实的，在实际生活中完全有可行性。“使女人注定成

为附庸的祸根在于她没有可能做任何事这一事实，

所以她要通过自恋、爱情或宗教孜孜不倦地、徒劳

地追求她的真实存在。当她成为生产性的、主动的

人时，她会重新获得超越性。’，l21771这句话是对西丽

亚觉醒前后生活状况的最好论释。

    但是作品中的故事情节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

现状— 个别妇女的解放和妇女的整体解放—

存在着不同，这需要区别对待。伍尔夫认为“任何阶

级或任何性别，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予以责备都是

荒诞的。’，l3卿因此妇女解放事业不应先从整体上完

成，然后恩泽每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先有个人的自

我解放，然后才有整体的彻底胜利;个体解放先于

并促进整体解放，但不能等同于整体解放。具体落

实到作品上，娜拉选择走出家门，她的勇气她的果

断令这个人物形象具有了无穷的魅力。而西丽亚最

终成功的认识了自我、获得了自由，没有因为完美

的结局而失去真实性，反而能大大鼓舞人心，起到

了带头和示范作用。“积极推动历史转折的主动方

面是女性，即‘争取解放的妇女”’。I4w个别妇女的解

放有利于全体妇女早日获得彻底解放，走上自主道

路，这也体现了两位作者分别创造出西丽亚和娜拉

的良苦用心。西丽亚获得了自由和独立，并不代表

其它的妇女也能获得最终的解放。相反，现实中更

多的女性还没有觉醒，她们或是被埋没在菲勒斯社

会中，处在被压迫被支配地位，犹如最初的西丽亚;

或是没有找到务实的方法而可能无法真正自立，犹

如走出家门后的娜拉。所以要实现全体女性的彻底

解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个别妇女获得解放还不

足以视为妇女解放事业的彻底胜利。

一个极其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

  “妇女解放是

要实现妇女解

放，必须具备主观的、客观的、物质的、精神的多方

面条件”隅 现实中的妇女解放不能像写小说那样

设计情节，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社会是随着生

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当社会进步到父系氏族社会

时，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和生理上的差别，妇女逐

渐滑落到被统治的地位，性别歧视逐渐产生。同样

的道理，包括阶级压迫和种族压迫在内的其它所有

不平等现象也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这都不是

某个人或某个阶级能制造出来的，因此要想彻底解

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考虑社会发展的现状。必须承认

现在社会仍是一个受男权主义思想影响严重的社

会，所以要想在现阶段实现全体妇女的彻底解放，

“建立一种完全脱离男权传统的充满新意的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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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女性特质’、‘女性特色’等等都是难以实

现，也是难以想象的。”附，但性别歧视如同阶级压

迫一样只是存在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随着

社会的发展，最终生产力将提供出解决任何现存问

题的方法，人类社会也将从必然王国跨人自由王

国，所以“妇女的彻底解放只有伴随整个人类的解

放才能实现”。阳在未来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理想社

会，每个人都将获得真正的独立自由的地位，任何
形式的歧视和压迫都将不复存在。

    无论是已走出家门的娜拉，还是最终获得自由

的西丽亚，在追求自我解放的道路上都品尝了太多

的辛酸，付出了太多的努力，但她们的心血并没有

白费，在妇女解放事业方兴未艾的今天，她们的光

义权威的道路，为全体女性的彻底解放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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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布农上交天子”的徽商

    一位无任何官街的“布衣”百姓，竟与皇帝交上朋友。这位布衣就是救县大盐商江春。

    江鑫，字颖长，号鹤辛，又号广达，傲县江村人。家世业盐，窝居扬州，为清乾隆时期两淮八大总商之首。

江春害比王侯，熟悉盐法，精通商务运筹，练达多能。在江春担任两淮总商的50年中，两淮盐业达到鼎盛，深

得乾隆皇帝的器重。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均由江春承办一切供应，筹划张罗接待。乾隆曾于金山行宫与江春

奏对称旨，亲解却佩荷囊，面踢佩带，晋袄内卿。并两次亲临江春别墅康山草堂，踢金玉古玩，题写“怡性堂”

医颇。乾隆五十年(1785年)，江春等盐商献银100万两，庆贺乾隆登基50年大典。江春受邀赴千史会，并与皇帝

共同赴宴，受踢杖。江春任两淮总商期间，朝廷任命两淮盐运使，在出都赴任之前，例有向皇帝请训之举，乾

隆面谕:“江广达老成，可与咨商。”江春还曾先后奉旨借币50万金。

    江春一生，先后由布政使、奉哀苑卿等街升至一品，赏戴孔雀翎。时谓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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