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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天使的“堕落 ”
————盖斯凯尔夫人小说中 19世纪女性的生存境遇

宁媛媛①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 外语系 ,合肥 230601)

摘 要 :盖斯凯尔夫人笔下的女性有别于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作品中的传统女性形象 ,她们通常都是被当时社会所

故意忽视的大众女性。一方面 ,她们表现出自食其力的可贵品质 ,有别于家庭天使的童话 ;另一方面又局限于父权

制社会的种种框架 ,无法真正地保护自我 ,实现自我。盖氏借助这些形象个体为我们展现出 19世纪工业社会女性

的生存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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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 ·巴顿 》和《南方与北

方 》一直以来是被讨论得最多的作品。评论者们总

是最关注这两部小说所反映出的社会矛盾 ──工人

运动、阶级斗争。无疑 ,这的确是这两部小说所反映

的“主要情节 ”。细读起来 ,小说中人物还蔓延着一

些“次情节”:在《玛丽 ·巴顿 》中“嫁接 ”有关于玛

丽的一段爱情纠葛 ;《南方与北方 》中玛格丽特最后

与桑顿的终成眷属。但这两条爱情线在一定程度上

被小说中强大的社会话语排挤到了次要边缘。若将

盖斯凯尔夫人这两部小说和她的短篇小说中的人物

与同时代的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相比 ,可以看到

其笔下的众多女性形象尤其显得不同寻常。在这

里 ,笔者以盖氏的两部长篇小说《玛丽 ·巴顿 》(以

下简称《玛丽 》)和《南方与北方 》(以下简称《南

方 》)及其他几个短篇故事为例来窥视 19世纪工业

社会女性的生存境遇。

一

盖氏作品中的大部分女性都是那些社会底层的

劳动妇女。有工厂女工 ,有裁缝、洗衣工 ,还有家庭

主妇等等。盖斯凯尔夫人曾经和丈夫威廉 ·盖斯凯

尔来到当时的新型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定居。因此 ,

她对曼彻斯特广大工人的生活十分了解。狄更斯也

描写过北方工业城市。有学者认为 ,狄更斯“是从

远在伦敦的角度来看新型工业的北方。与狄更斯不

同的是 ,盖斯凯尔夫人就生活在这个城市之中 ,她不

仅很了解这里人们生活的艰辛 ,而且也看到了工业

发展所带来的胜利 ”。[ 1 ]《玛丽 ·巴顿 》无疑是一部

揭示阶级矛盾、控诉工人阶级血泪史的小说。但在

小说开头对一群工厂女工的描写却洋溢着积极和自

信。

一群喜洋洋、闹嚷嚷的姑娘 ,年龄都在十二到二

十之间 ,连蹦带跳地走过来。她们大多数是厂里的

女工 ,穿着她们这一类姑娘出门时经常穿的服装 ,那

就是 :一条大披肩 ,在中午或天气好的时候 ,只当披

肩用 ,到了黄昏 ,或是逢到天气阴凉 ,可就变成了一

种西班牙女人的头巾 ,或是一方苏格兰格子呢 ,罩在

头上 ,两边下垂 ,有时在下颌边用别针扣住 ,看来倒

也绰约动人。[ 2 ]3

作者对这群年轻女工的描写笔调轻松自然而充

满活力。这部小说里无论是女主角玛丽 ·巴顿 ,还

是其他女性人物玛格丽特 ,爱丽丝 ,都是自食其力的

女性。她们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只有靠出卖劳动

力生活。她们不仅要养活自己 ,还要承担养活家庭

的责任。玛丽在母亲去世后在一家裁缝店当学徒 ,

尽管收入微薄 ,但在父亲失业以后 ,成了家里的支

柱。玛丽的好友玛格丽特由于眼疾失去了工厂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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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靠卖唱养活自己和爷爷。爱丽丝靠洗衣为生 ,将

一个领养的孩子抚养成人。她终其一生致力于照顾

周围的病弱 ,为他们采药草治病。对于这些女性来

说 ,她们的工作是她们的生存手段 ,她们也在这些看

似卑微的劳动中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盖氏的其他作品里也常常可以看到类似的女

性形象。例如 ,《南方与北方 》中的贝蒂 ,《莉比 ·玛

什一生中的三段时间 》中的莉比和迪克森一家 ,《潘

莫法的井 》中的奈斯特等。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

作品中 ,对自食其力的女性的描写也不少。与盖斯

凯尔夫人同时代的夏洛特 ·勃朗特在《简 ·爱 》、

《维莱特 》中塑造的独立女性形象 ,是那个时代女权

运动的旗帜。然而 ,夏洛特笔下的女性都受过一定

教育 ,她们绝不会将自己混同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 ,

但她们似乎又与中产阶级有一定的距离。她们是劳

动的受害者 ,因为她们是不得已从事这些卑微的劳

动来养活自己 ,虽然她们所从事的劳动对于她们来

说也是凸显坚强性格的磨砺石。她们的经历在小说

中只是她们自己特殊的人生经历。盖氏笔下的这些

劳动女性在其作品中却是一个普遍群体。劳动对这

些女性来说不是不幸而是正常的生活状态 ,是她们

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她们是新型工业城市里

逐渐形成的新的强大力量。工业革命使工人阶级的

队伍不断壮大 ;也为这个区域的女性提供了谋生的

手段 ,让长期处于压制下的女性们开始重新审视自

身价值。

盖氏同时代的作家作品中有不少都是关于工业

题材的小说 ,如狄更斯的《艰难时世 》、金斯利的《阿

尔顿 ·洛克 》、迪斯雷利的《西比尔 》等。但是 ,在这

些男性作家的小说里 ,主人公往往都是男性 ,而那些

女性角色都是被理想化的传统女性形象。她们柔顺

无力 ,或是男性追逐的目标 ,或是生活的受害者 ,与

盖氏笔下的独立坚强的女性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那些工业题材小说家不同的是 ,盖斯凯尔夫人尤

为关注的是“女性如何适应这个新的社会结构以及

工作在女性生活中的位置 ”。[ 3 ]19在《玛丽 ·巴顿 》与

《南方与北方 》中 ,作者的主要目的是揭示阶级矛

盾 ,客观地再现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盖氏特别关

心的是劳动女性 ,这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拥有很

大的群体 ,但这个群体却没有完全被社会承认和接

纳。在 19世纪 50年代的英国 , 600万英国人中就

有 200万人是自食其力的 ;大量女性开始走出家庭

寻找工作。Sarah Ellis在《英格兰的女性 》里写道 :

女性最幸福、最有益的影响范围应该是在家庭

里。[ 3 ]4
19世纪理想的女性是所谓的“angels in the

house”(家庭天使 )。在这个时代里 ,男性的工作总

是受到社会首肯 ,女性参加到劳动大军中则常被视

为社会问题 ,尤其会被认为是家庭的堕落。但此时

的英国资本主义已经逐渐形成 ,“资本主义的出现

需要女性也加入到劳动大军中来。工业经济的发展

需要从事不同行业的工人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

与此同时 ,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不允许将女性与职

业联系在一起 ,因而忽视了大量而且是人数不断增

加的劳动力中的女性。”[ 3 ]5盖斯凯尔夫人不仅观察

到工业时代所面临的严重社会危机 ,与此同时 ,也体

察到社会结构在工业大潮的席卷下正发生巨大变

化 ,逐步将女性从社会传统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广大劳动女性逐渐融入新社会结构的同时 ,男

权统治在工业化的浪潮推动下也在发生嬗变。当广

大劳动女性摆脱传统的相夫教子角色 ,从家庭走向

社会的时候 ,家庭的性别角色的分工也开始变得模

糊。《玛丽 》里存在着两个对比鲜明的伦理体系 :一

个是建立在协作和分工基础上的工人阶级 ;一个是

建立在父权制和占有制基础上的中产阶级。因为工

人阶级赤贫状态的结果之一就是互相帮助 ;工人们

通过克己的方式实行人道主义帮助。[ 2 ]69因此 ,工人

阶级中的男性不可避免地要担负起抚养孩子 ,照顾

病弱 ,料理家务的责任。与工人阶级相反的是 ,中产

阶级家庭建立在父权制权威的基础上 ,是与母性传

统相隔离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 Chodorow

认为 :“男性参与到抚育孩子的事务上来会削弱男

性的侵略性 ,而正是这种侵略性保证了资本主义的

长久发展。”[ 4 ]

二

《玛丽 ·巴顿 》在对工人阶级生活中的“母性 ”

进行称颂的同时 ,对中产阶级的父权制提出了抨击

与质疑。根据维多利亚时期的法律 :“女人结婚后 ,

就属于她的丈夫所有。她是她丈夫的一部分财

产。”[ 5 ]6维多利亚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对女

性的要求和压制与盖氏所赞赏的独立自主的女性意

识是相悖的。有学者认为“盖斯凯尔夫人和大部分

的女权主义改革家 ⋯⋯批评丈夫们滥用他们的权力

和法律而不是谴责权力和法律本身。”[ 6 ]57在这点

上 ,笔者不敢苟同。实际上 ,《南方 》中多次涉及到

对父权制社会的挑战。小说里除了玛格丽特与桑顿

26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年第 1期 (总第 66期 )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主情节”外 ,还有几个“次情节 ”:黑尔先生辞去

教堂的职务 ;弗莱德瑞克的暴乱。黑尔先生之所以

放弃教堂舒适的工作是因为他对教堂的权威产生了

质疑。同样 ,玛格丽特的哥哥弗莱德瑞克是一名船

员 ,他因无法忍受船长的专制 ,和水手一起发动暴

乱。结果 ,弗莱德瑞克成了叛徒 ,被驱逐出英国 ,但

玛格丽特和妈妈仍以他为骄傲 ,因为他是为同船水

员们的利益而反抗专制船长的。小说里这些看似并

不相干的情节旨在为后来的工人罢工争取到更多的

同情和理解。

在《南方 》中盖氏将视角集中在了一位中产阶

级女性玛格丽特的身上。盖氏欲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审视劳工问题 ,这次是从工厂主的角度 ,或者说是

从一位中产阶级女性的角度 ”。[ 4 ]47在这部小说里盖

氏将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引入了维多利亚时代不属于

女性的政治社会领域。与《玛丽 》中的劳动妇女不

同的是 ,《南方 》中玛格丽特所表现的社会责任感 ,

似乎是中产阶级女性走向社会政治领域施展才华的

前奏 ;而在《玛丽 》中 ,工人阶级女性则已经走向社

会自谋生路。但是 ,这些女性都缺乏社会责任意识 ,

她们对身边发生的宪章运动毫不关心 ,没有参与到

身边男人们的斗争中 ,玛丽对工人请愿的失败也无

动于衷 ,直至最后 ,才迫不得已为保护父亲和营救情

人行动起来。面对外面的世界 ,玛丽显得胆怯和慌

张 ,这也寓示广大劳动妇女在其社会角色和社会责

任中有一定的局限性。工人阶级都挣扎在死亡线边

缘 ,饥寒交加 ,劳动妇女的主要任务就是养活自己和

家人。因为物质的缺乏迫使她们只能局限于为生计

奔波 ,她们没有精力和能力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

《玛丽 》中的女性们都是这场政治风潮的旁观者。

在《南方 》中盖氏为中产阶级女性创造了走向政治

舞台的机会。事实上 ,中产阶级女性参与社会政治

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 ,生活有一

定的保障。此外 ,她们可以与权力有某种联系。在

小说末尾处玛格丽特意外获得的财富则是她获得权

力的象征。

在米尔顿这个自由的工业城市里 ,玛格丽特对

这里发生的一切产生极大兴趣。她敏锐地察觉到这

个城市潜伏的危机。在一次聚会中 ,玛格丽特与桑

顿关于“男人 ”与“绅士 ”的争论不仅表明二人对待

工人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也进一步表明女主人公对

“公共事务”的热情。有学者认为有关“男人 ”和“绅

士 ”的争辩实际上是对女性是否拥有公众话语权的

讨论。在聚会中玛格丽特与男人世界的关系是这章

的主题。而玛格丽特在工人罢工中救桑顿的举动被

认为是“维多利亚文学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

第一次代表了一位女性凭借自己的力量令人信服地

将自己确立在了公众“舞台 ”上。[ 6 ]53罢工中 ,被激怒

的工人包围了桑顿的住宅 ,朝他扔石头。玛格丽特

挺身而出 ,保护桑顿 ,被石头砸伤。盖氏违背了维多

利亚时代的传统性别观 ,让一个女人来保护男人。

玛格丽特对男人世界不仅仅是兴趣 ,她也由兴趣化

为了行动 ,直接参与到社会危机中。她在这场社会

危机中扮演了调和者的角色。在小说结尾处玛格丽

特更稳固地确立在了男性世界中。她意外获得一大

笔财富 ,而此时桑顿正急需资金。当桑顿不得不宣

布破产时 ,玛格丽特再次出手相助 ,把钱借给桑顿 ,

让他继续把厂经营下去。当然 ,玛格丽特的“参股 ”

也为她赢得了企业经营的“决策权 ”。玛格丽特对

当时形势进行了分析估测 ,提出了一套改革方案 ,目

的在于缓和阶级矛盾 ,改善劳资关系。她经历了由

“调和者 ”到“决策者 ”的角色转变。

没有史料可以证明盖斯凯尔是女权主义者 ,尽

管她在 1856年关于保护妇女的财产的请愿里签名 ,

但她对当时的女权运动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

盖氏明白 ,“丈夫照样可任意通过诱惑、哄骗、殴打

他们的妻子来占有她们的财产。法律对此毫无办

法。”[ 5 ]61盖氏对维多利亚时代法律是否能保护广大

妇女表示怀疑 ,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 ,父权制的权

威根深蒂固。除了法律制度外 ,妇女们还应增强她

们的自主意识 ,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思想并将之付诸

于行动。在《南方 》中 ,盖氏在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

身上寄予了自己对同时代女性的期冀。在盖氏看

来 ,女性单单寻求法律保护是不可靠的 ,她们应该积

极地行动起来 ,参与到男性的世界中施展自己的才

能 ,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保护自我。

三

盖斯凯尔夫人小说对女性婚姻有较多的思考。

这也是盖氏笔下的女性与维多利亚时代其他小说家

笔下女性形象的重要区别之一。盖氏笔下的女性不

再是供男人们欣赏和追求的“花瓶 ”;她们并不以婚

姻为自己的主要目的 ,有的甚至终身与婚姻无缘 ,如

《玛丽 》中的爱丽丝 ,《莉比 ·玛什一生中的三段时

间 》中的莉比 ,《潘莫法的井 》中的奈斯特 ,还有《克

兰福德镇 》中的那群老妇人等。通过对这些单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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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刻画 ,盖氏进一步探讨了女性的生存价值。有

资料表明 ,到 1840年 ,英国男女人数比例为 1000:

1050。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由于多种原因导致 :男婴

中很高的死亡率 ,战争和移民造成男性人数减少。

在这个时代 ,对于中产阶级女性来说 ,婚姻是唯一体

面的状态和职业 ,而她们 (中产阶级女性 )中有许多

人却不能结婚。到 1851年 ,英国年龄在 20和 40之

间的女性中 ,未婚的女性占了 42%。这一现象在当

时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例如 ,夏洛特的《维莱

特 》中的女主人公露丝 ·斯诺 ,是当时英国成千上

万单身女性的代言人。与夏洛特不同的是 ,盖斯凯

尔夫人笔下的单身女性无论是生活中还是精神上都

独立于男性 ,她们的世界常常是没有爱情的。这些

单身女性有的是中产阶级 ,也有的是劳动妇女。她

们在生活上不仅自食其力 ,在感情世界里也不对男

性寄予任何幻想 ,她们不依赖男人的情感世界生存。

盖氏笔下的这些女性们将独身视为自己既定的

命运 ,她们无怨无忧 ,在各自的生活中寻找着生存的

价值。《玛丽 》里的爱丽丝就是这样一个独身女性。

小说中对她的着墨不多 ,却将这位女性的生命历程

完整展现在读者面前。爱丽丝终身未婚 ,靠洗衣服

生活 ,她领养了一个孩子并将他抚养成人。

盖氏笔下的这些女性既无美貌也无财富 ,又与

男性世界绝缘 ,她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

生存。在大多数维多利亚作品中 ,这些女性通常是

被忽略的。在《莉比 ·玛什一生中的三段时间 》中

莉比既不是一个妻子、母亲 ,也不是谁的情人。《潘

莫法的井 》中的奈斯特被情人抛弃后 ,收留了疯女

玛丽 ,从此一生与她相伴。这些单身女性有个共同

之处 :无论们是主动还是被动地选择了单身 ,她们都

找到了人生中最圣洁的目标。

盖氏似乎在对夏洛特笔下的女性所面临的问题

做出回应。她在暗示夏洛特笔下的单身女性 :除了

追求婚姻或者企求男人的情爱以外 ,还有其他有意

义的生存方式。盖斯凯尔夫人在向她所处的社会表

明 :女人可以不是母亲 ,也可以不是妻子。也许是由

于盖斯凯尔夫人四个女儿中有两个终身未婚的缘

故 ,盖氏对独身女性的境遇特别敏感。“单身女性

的身份无法通过妻子或母亲的角色得到认可 ,于是

她们只有通过其他方式实现自我 ”。[ 3 ]10盖氏许多信

件表明盖氏并不是不赞成婚姻 ,只是盖氏不愿意共

谋她那个时代文学中的婚姻美满神话 ,所以她选择

打破时代规约 ,别具一格地展现她身边的这些女性。

盖氏作品中的主题常常备受争议 ,但是有一点

是肯定的。盖氏笔下的女性是对维多利亚时期传统

女性的挑战。她们无疑是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作品中

一道独特的风景。盖氏认为 ,除了婚姻之外 ,女性应

该有其他积极生活方式的可能。盖氏不是激进的女

权主义者 ,但是作为四个女儿的母亲 ,盖氏敏锐地将

视角投向了这群被维多利亚时代所忽略的女性身

上。她们为这个时代所不容 ,却构成这个时代里一

个不可忽视的群体。无论怎样 ,随着时代的发展 ,

“家庭天使 ”的童话终将只是男权社会的一厢情愿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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