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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凯特� 肖邦的 觉醒!在发表时,因大胆描写女性自我意识和性意识的觉醒而遭到舆论的抨击, 当时的读者

认为女性只能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因而很难接受小说主人公对传统的叛逆。随着 20世纪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

人们重新发现了 觉醒!的价值, 并把它列入美国经典文学的行列。回顾 觉醒!的批评接受史, 可以发现社会的变

迁、社会思潮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新发展, 都会影响人们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接受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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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肖邦 1899年发表的  觉醒 !描述了已婚
妇女艾德娜的自我意识和性意识的觉醒过程。在她

写成 觉醒!之前,她在家乡圣路易斯已经是一个以

描写当地的人情风貌为主的很成功的作家了。尽管

她作为作家的声誉与日俱增, 但  觉醒 !的问世仍然
遭到众人的大肆抨击。那一年出版的这一小说在当

时成了绝版。在被遗忘了将近半个世纪后,  觉醒 !

的价值再次被人发现。如今,它已被公认为美国文

学的经典之作。从禁书到经典,  觉醒 !走过了一段

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这一复杂的经历也说明了社会

的变迁以及社会思潮的冲击怎样影响了人们对一部

文学作品的接受以及判断。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  妇女的职业 ! ( 1931)

一文中指出妇女从事写作时的禁忌之一就是不能直

抒女性的身体感受和性意识。因为一旦她这样做

了, ∃男人会感到震惊%。[ 1]而肖邦在  觉醒 !中却打

破了这一禁忌, 因而遭到了众人的抨击。小说刚发

表的一年内,有 23篇文章对它的出版做出回应,其

中绝大部分持否定态度。有评论说这部小说 ∃最令
人厌恶 %, ∃应该被打上有毒的标签%, [ 2] 145还有的评

论把书中所描述的艾德娜的激情比喻为 ∃丑陋的,

残酷的,令人厌恶的魔鬼 %, ∃像一只老虎一样, 慢慢

地伸张四肢,最后苏醒了%。[ 2] 146大多数评论都认为

书中女主人公是一个自私和不负责任的人。在这些

评论中,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刻画是否符合当时

的道德行为规范成了评价小说的文学价值的唯一标

准。他们认为艾德娜作为母亲和妻子为了自身的自

由而不惜牺牲家庭是不道德的,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

认为肖邦没有给予艾德娜足够的谴责, 因此,在他们

眼里,  觉醒!是一部引诱人堕落的书。

 觉醒 !之所以招致这样不友好的评论是因为

当时人们认为文学有着教化世人的特殊功能, 更为

重要的是当时人们认为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只能限制

于家庭。这一时期的中产阶级女性被排斥在新兴的

工业经济之外,她们被认为只能充当家庭和社会道

德的守卫者及虔诚的基督教徒, 才能体现她们的社

会价值。为了扮演好这一角色, 为了成为一个好女

人, 妇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首先要无私奉献。

我们要求她们为世界的舒适和福祉而燃烧 %。[ 3 ] 47这
在当时形成了一种 ∃母爱邪教 %, [ 3 ] 48

它要求女性为

家庭和孩子而存在,为了孩子的幸福可以献出自己

的生命。而小说中艾德娜那一句 ∃我爱我的孩子,

但我不能为他们而奉献自己 %的肺腑之言大大违背
了当时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传统。

[ 2 ] 67
在女性只能是

∃家中的天使%这样的观念影响下,当时的人们很难

把艾德娜看成是一个勇敢且值得歌颂的女性。

在沉寂了几十年后,  觉醒 !又引起了人们阅读

和研究的兴趣。到了 20世纪 50年代, 先是法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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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瑞�阿拿翁在 1953年将其译成法文,并给予了极

高的评价。他将此书归为写实主义的小说, 认为它

忠实地处理了婚姻和性的问题,足以与福楼拜的包

法利夫人比美。
[ 4 ]
而后又有一位挪威学者博 �塞耶

斯泰, 他于 1969年出版了  肖邦: 一部评论传记!,
并于同年出版了凯特 �肖邦全集, 以崭新的角度诠

释了书中女性对自我的肯定与追求。
[ 5]
与此同时,

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爱德蒙 �威尔逊, 在评论美

国内战文学时,称  觉醒 !的写作大胆直率, 文采优
美,在处理女人的外遇上甚至领先于英国的劳伦

斯。
[ 6]
可以看出这些学者主要用传统的批评方法来

阐释 觉醒!。除了他们,还有肯尼斯 �艾伯在 1956

年  一部被忘却的小说 !中认为 觉醒 !结构完美,语

言独特, ∃很多方面都能被称为一部现代小说 %。[ 7]

玛丽�弗兰彻在 1966年 凯特 �肖邦作品中的南方

女性!一文中将 觉醒 !归为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
渡的极好的例证。

[ 8]
此外罗伯特 �阿纳和詹姆斯 �

加斯特斯甚至认为这部小说最大的贡献在于其心理

现实主义方面的成就, 尤其是它出现在现实主义时

代的开端。
[ 9 - 10]

而卡塞尔在 1978年的  超越性!中
呼吁读者在赏析  觉醒 !时将视角放到它人物个性

处理的美国特色上。他认为尽管  觉醒 !在很多方

面是现代的,但同样能使人想起霍桑和麦尔维尔的

浪漫主义作品。
[ 11]

把  觉醒 !研究推向高潮的则是当时风起云涌

的女权主义运动。 1972年美国的流行杂志  红书 !

重印了  觉醒 !。同时,肖邦逐渐成为众多博士论文

的研究对象。1974年现代语言协会 (MLA )的年会

上也第一次举行了关于肖邦作品的座谈。到 70年

代末, 这部一度不被接受的小说已经在向经典的行

列迈进了。
[ 12]
这时的评论文章主要从女权主义角度

来阐释艾德娜的觉醒象征意义。与 1899年的评论

相比, 有关这方面的阐释大多数都充溢着赞美之词。

围绕觉醒的象征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一是把

它看成是女性追求独立和自我的大胆尝试。
[ 12]
比如

林格和斯加格斯认为艾德娜的觉醒是她在走向新生

活时的自我和灵魂的进化,
[ 13]
一个女性实现自我和

建立主体性的过程。
[ 14]
二是认为她的觉醒显示了女

性为摆脱男权社会的桎梏而追求充实的生活的心路

历程。
[ 12]
三是认为她的觉醒表达了女性对男权社会

强加于她们身上的种种枷锁的深刻认识, 四是认为

艾德娜的觉醒表明她是新女性的代表, 并号召所有

女性都要以她为榜样。
[ 15] 127

此外还有许多评论文章

把艾德娜的觉醒描绘成是对性意识的发现, 她的觉

醒不再是不道德的, 而是积极的, 是自然人性的流

露。
[ 15 ] 138

可见从 20世纪的 50年代到 70年代所掀起这

股研究凯特�肖邦的热潮是对  觉醒 !的重新评价。

这一切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美国民权运动

和女权主义运动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妇女有机会进

入大学学习,或进入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工作,开始

发出她们自己的声音。相应的她们要求能在课堂上

讨论反映她们自己生活的文学作品, 因此大学里纷

纷开设了有关女性作家的课程, 或者在传统的文学

课上增添了女性作家的作品。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

对女性作家作品的需求推动了市场的需求, 因而才

有出版社愿意重印一些被遗忘的女性作家的作品,

 觉醒!就是其中之一。假如说从传统批评方法来

研究  觉醒 !的评论与肯定它的艺术价值, 那么衍生

于女权主义运动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对  觉醒 !的
阐释,则确立了它值得再研究的价值。肖瓦特就曾

说过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把女性的视角和意识带入到

文学阅读中,并对传统的文学经典进行重新阐释来

颠覆传统的置于父权体系下的批评话语,从而构建

以女性为主体的批评话语权。
[ 16]
女性的独立自主,

怎样颠覆男权话语秩序和抵制父权的压制成了女权

主义批评的重要议题,而同时它们也是当时社会急

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在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的关照

下, 艾德娜的觉醒可以说是这些议题的文学表现形

式。就这样,对  觉醒 !的研究与美国 20世纪 60 -

70年代广阔的社会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发

表将近 60年后,  觉醒!成了一部具有重大现实意

义的小说,完全走出了最初把它定性为一部有害小

说的的评论阴影。

到了 20世纪 80年代,肖邦研究的热潮到了顶

峰, 有 23篇博士论文以肖邦为研究对象, 20世纪 90

年代又有 22篇博士论文以肖邦为研究话题。到了

1985年, 美国四大美国文学选集出版公司的 3家

(诺顿、麦克米伦和兰登 )都全文收录了  觉醒 !。

1988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出版了  <觉醒 >的教学

方法 !, 1989年在路易安娜的西北州立大学举办了

第一届肖邦国际研讨会。尤其是到了这一年, 大多

数美国的著名大学都把它列为美国文学导读这一核

心必修课的必读书。可见它俨然已登上了美国经典

文学的宝座。
[ 12]
这一时期的评论继续以书中所表现

的女性自我意识和性爱意识为话题, 绝大多数采用

的是女权主义批评方法,大家都认为  觉醒 !是一部

文学经典,不再像前一个阶段的评论,努力向世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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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它的文学价值。其中比较突出的评论有弗朗西斯

科 �庞德尔勒的  觉醒:致力于女性写作的努力 !一
文。在文中,作者提出了 觉醒 !是美国 ∃女性写作 %

的早期版本这样的观点。
[ 17]
女性写作是女权主义批

评中一个重要的概念, 是由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埃

莱娜�西苏在她 1975年发表的著名论文  美杜莎的

笑声!中首次提出的。庞德尔勒指出尽管西苏没有

提及任何美国作家的作品,但  觉醒 !中对女性身体

感受的细致描写,还有雌雄同体等主题可以说是对

西苏女性写作理论的文学实践,尽管这种实践早于

理论将近 80年。此外,她还认为  觉醒 !和 美杜莎

的笑声 !之间不仅存在主体方面的对应, 还有意象

的对应。西苏在她的文章中涉及到的女性写作有关

的意象 (海、鸟、飞翔等等 )同样反复出现在  觉醒 !

中。另外还有著名的女权主义评论家吉尔伯特在

 阿弗罗狄忒的第二次到来: 凯特肖邦的欲望幻想 !
一文中讨论了爱德娜死亡的象征意义。她将爱德娜

比作爱与美的女神阿弗罗狄忒,她最初从海湾出现,

在小说的结尾又以回归大海的方式获得新生。
[ 18]

总之,这一时期的评论家一致认为  觉醒 !是一
部经典之作,他们对小说的女性主体价值以及艺术

成就达成了一致的看法, 这与女性在众多大学和学

术机构获得顶尖级别的职位,像终身教授这样的位

置有关。她们已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政治力量,

在学术界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因而她们对一部作

品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界的批评走向,也

影响了大学课程的设置以及教学内容的确定。

回顾 觉醒 !的批评接受史, 可以看到, 从一部

备受谴责的有关性爱的小说到备受赞誉和关注的文

学经典,  觉醒!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从中我们
看到读者对一部作品接受与否,与他们所处的社会

环境密切相关。  觉醒 !无疑是一部高水准的艺术

作品, 只不过作者的思想意识比她同时代的人超前

了半个多世纪,因而遭到了抨击并被人遗忘的命运。

它的价值最终被后人发现,并被奉为经典,也是由于

社会的变化,尤其是人们在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思想

观念得以改变的结果。另一方面, 文学批评理论的

发展, 使多角度多层面解读文学作品的可能性与可

行性不断扩大,也使得  觉醒 !这样的文学作品在新

的时代被赋予了新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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