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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弗兰克� 诺里斯对 19~ 20世纪之交女性的生存状况、个体意识和社会角色进行了大量考证和深刻思索,

并通过小说创作, 将自己的女性观注入多部小说多个女主人公的塑造之中, 使其作品具有深刻的女性主义内涵和

广泛的社会意义。诺里斯所塑造的三类女性形象 � � � 家中天使、新女性和双性气质女性, 既体现了其女性观的嬗

变过程, 又从一个侧面凸现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美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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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 �诺里斯 ( 1870~ 1902)在短短 11年的

文学创作活动中不断探索, 从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

走向批判现实主义, 被誉为 #连接美国自然主义与

法国自然主义重要纽带∃、#美国艺术与思想转型的

试金石 ∃、
[ 1] 5

# 19世纪美国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鼓
吹手 ∃ [ 1] 1

和 # 20世纪初 %揭丑 & 文学运动的先

驱 ∃。[ 2] 222
迄今为止, 国内外已有 200多篇期刊论文

和 50多部专题著作从不同视角对诺里斯的作品进

行了历史性分析和现代化解读。诺里斯塑造的女性

形象及其女性观成为众多评论家争相讨论的主题。

诺里斯塑造的女性形象总体上分为三类: 消极

的传统女性为第一类。此类女性趋向于依附男性、

对男性及男权社会具有自我奉献、自我牺牲的精神。

美国批评家 Donald Pizer在其著作中将这类女性形

象概称为 #维多利亚女性 ∃,并指出: #在新女性觉醒
并寻求自我实现的 19世纪末的时代背景下,诺里斯

通过塑造一个个 %家中天使 &形象, 重申了 19世纪

%理想女性 &的标准,呼吁女性安于厅室。∃ [ 3]
新女性

为第二类。有评论家指出: 处于创作成熟期的诺里

斯对女性问题的处理比以往更为复杂, 更为深刻。

厄内斯特 �马查德认为: #他同情女性, 并了解女

性 ∃。[ 1] 109
评论家埃比则指出: #诺里斯早期作品中

不乏有主见,有能力, 有坚毅性格等特征的新女性形

象。∃ [ 1] 88
第三类为 #具双性气质∃的女性形象,即个

体同时拥有男女两种性别性格的特征。本文以诺里

斯的 !章鱼 ∀ ( The Octopus)、!深渊∀ ( The P it)和!布
利克斯 ∀ ( B lix )三部长篇为文本, 并参考诺里斯传

记、书信集和评论集,运用女性主义理论重新审视诺

里斯在此三部小说中塑造的三类女性形象, 同时揭

示诺里斯女性观的发展轨迹, 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女

性觉醒的社会意义。

一 ∋ 三部小说中的三类女性形象

!章鱼 ∀中的女主人公安妮�台力克是 #家中天
使∃女性形象的典型。安妮早年试图以自食其力而

养活自己。然而, 她并未意识到这种尝试对女性作

为独立个体而生存的重要性, 转而认为婚姻美满与

否是鉴定女性社会身份的标签, 深信通过婚嫁而成

为家庭主妇是女性的最佳归宿。在此意识下, 她放

弃了能使自己保持相对独立人格的职业,成为一个

依靠丈夫而生存的家庭主妇, 继而产生了离开丈夫

就无法独立生存的恐惧感。独处时, 经常带着一种

不安、疑惑、厌恶的神情凝视屋外的广袤农田, 夜中

常因噩梦而惊醒。现实生活中,她听任命运摆布,一

味地逃避社会现实,试图永远蜷缩在家庭这个躯壳

内。与丈夫谈话时, 她从不坚持什么, 丈夫对其怒

吼, 总是迎以诧异的眼光,无条件接受丈夫所强加于

自己的要求,处于沉默语的状态。

诺里斯在其评论集中谈及这部小说女性形象的

塑造,指出:在男权中心的社会背景下, #家中天使 ∃

所能学到的知识局限在 #家政 ∃范围, 所受家庭训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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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如何使自身具备魅力以吸引异性, 所要求具备

的阅读能力是读懂各种道德训诫并按其中要旨规范

自己的言行,她们唯一的社交活动是参加各种宴会,

凭借年轻貌美博得异性的青睐,以使自己终能嫁给

一位富有的男人,婚后则龟缩在封闭的居室中。
[ 4] 127

诺里斯进而评论道: #家中天使∃的人生充满着悲剧

色彩, 而其人生悲剧则来自其自己对异性及男权社

会的屈从。

诺里斯对此类女性持有双重态度:一方面同情

这些遭受父权和夫权双重压迫的女性, 另一方面对

其依赖性和不抗争性表示愤慨。他指出: 这类女性

自愿被物化成客体, 丧失了决定自我命运的权力而

沦为男性欲望和审美的对象。
[ 4] 150

!章鱼 ∀中另一女
性安吉尔也是此类女性的代表。在小说中的男人眼

中, #安吉尔金发碧眼, 两条辫子垂在脸旁, 浑身散

发着玫瑰的芬芳,迷人的杏眼闪烁着紫罗兰光彩,两

片丰润的嘴唇象康乃馨一般殷红, 脖子如同百合花

一般白洁秀美,发间散发出白荷花的芳香,丰满的臀

部和浑圆的肩膀充满活力。∃ [ 4] 623- 624, 709
这种女性美

自然符合男权意识的审美标准,且恰与男性的阳刚

之美对立统一。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是审视的主体,

女性则为男性 #欲望的客体 ∃和 #审视的对象 ∃, 被摆

放在 #被凝视 ∃、#被阅读 ∃、#被欣赏 ∃的平台。[ 5 ]
在

!章鱼∀中,安吉尔的妖娆纤巧、曲线丰满、白净纯然

((囊括了来自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全方位的

综合美,以此被牢牢锁在充满男性霸权的美学牢笼

中。安吉尔之美可被视为是男性将其综合美幻投射

在被设计的女性形象上的一种表现。

诺里斯在!深渊∀、!莱蒂号上的莫兰∀、!麦克提

格 ∀等小说中塑造了劳拉、莫兰和屈丽娜等新女性
形象。这三位女性个个目标明确,行事果敢,有着崇

高理想并具广博知识。她们不愿再做传统规范的

#客体∃,不再沉默无语,不再矜持失音, 不再为 #他

者 ∃,而努力使自己成为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决策
的主体。!深渊 ∀中的女主人公劳拉是这类新女性

的典型。

由于所受的教育与其他女性不同,劳拉的言行

表现出独立自主的特性。她有着明确的人生目标,

并一直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她不满新英格兰道德

规范对女性言行的束缚,勇于打破桎梏,敢于与男权

社会抗争,坚持个人的独立人格。当她意识到封闭

落后的乡村已成为她实现人生目标的障碍时, 毅然

迁往适合她个性发展的都市居住。劳拉一度深深陶

醉在追求者们 #众星捧月∃的感觉之中, 然而, 当她

意识到追求者不过是将她看成 #欲望客体 ∃这一现

实时,她愤然提笔写下绝交信,并不再与其往来。虽

被众多追求者爱慕, 劳拉却对婚姻强烈反感。劳拉

的婚姻偶成于她的一次错误决定。当劳拉意识到婚

姻生活的原有想象被其丈夫的传统观念所肢解, 她

公然呼吁自己有如被禁锢在装饰精美的豪宅中, 从

未感到一丝的快慰。艺术家科特尔先生的出现给劳

拉灰色的生活增添了异彩, 她沉醉在科特尔激情澎

湃的钢琴演奏中, 在他美仑美奂的艺术品评论中畅

想。劳拉显然是一位具有情爱自由意识、婚姻自主

意识、夫妻平等意识、命运抗争意识和经济独立意识

的女性。诺里斯通过对劳拉形象的塑造,揭示了新

英格兰旧俗和封闭的室内生活对女性天赋和独立精

神追求的束缚,强调新女性在经济和精神上都应具

有独立意识。

为缓解当时社会日益激烈的两性矛盾,诺里斯

在 !布利克斯 ∀中创造了他最为欣赏的女性形

象 � � � 双性气质女性。在 !布利克斯 ∀创作中,诺里

斯塑造了一位不甘命运的摆布, 拒绝将自己作为婚

姻商品的女性 � � � 特拉维斯。这位女主人公试图与
旧的观念决裂,自主安排自己的生活,凭借坚定执着

的信念和锲而不舍的精神, 身体力行地去争取实现

自己的人生目标。特拉维斯拥有自主、自立、自强、

坚毅和执着等传统定义下男性才具有的气质, 也具

备温柔体贴、耐心细致和无私奉献等女性独有的气

质。这种同时具有两性气质的个体被文学家、文艺

批评家定义为 #双性同体 ∃或 #双性气质 ∃。英文
androgyny中译为 #双性同体 ∃, 又译 #雌雄同体 ∃或

#雌雄同体性 ∃。在生物学上 #雌雄同体 ∃指同一生

物体上既有成熟的雄性性器官又有成熟的雌性性器

官; 在动物体形构造及生理特征方面, #雌雄同体 ∃

表现为雄性和雌性的混合特征。在心理学上, #双

性同体∃指同一个体的人既有明显的男性人格特征

又具有明显的女性人格特征,如兼有强悍与温柔、果

敢与细腻等双性别特征。而在社会关系处理中, 这

一概念指个体按外部环境需要而作出不同性别特征

的反应。在小说创作中, #双性气质∃则指称一种文

艺创作心态和美学风格。经著名女权主义者埃莱娜

�西苏和朱莉亚 �克里斯蒂娃概念化后, #双性气

质∃的理解侧重于心理学层面。埃莱娜�西苏曾在

其代表作 !美杜莎的笑声∀中指出: # %双性 &即一个
个体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 这种存在依据男或

女个人,其两性特征明显与坚持的程度是多种多样

的, 既不排除差别, 也不排除其中一性。∃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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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女性意识觉醒的社会意义

19~ 20世纪之交,美国社会的精神失落感和怀

疑主义日益蔓延,达尔文主义被引入美国思想领域。

#适者生存∃和 #优胜劣汰 ∃的自然法则扩大了自然

主义在美国小说创作中的影响。斯宾塞的社会达尔

文主义的生物 #生存竞争 ∃诠释了社会矛盾冲突,自

然主义小说家以自然主义理论作为理解和表现人与

人、人与社会的依据, 注重表现本能欲望对人的行为

的驱使并支配人的命运; 遗传基因和自然环境决定

人的个体特性和行为方式,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

冲突往往归于进化程度的高低,适应自然环境能力

的大小。作为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小说家, 诺里斯有

着自己明确的创作主张,他强调:小说家不能只想自

己或只为自己着想,应该研究人性。他还认为:最优

秀的小说应包容各种自然力量、社会倾向和人的欲

望。诺里斯在小说女性形象塑造中既保持着自然主

义倾向,又力图体现人的自然属性及其在社会生活

中的表现,还借助各种女性形象的塑造对因性别差

异而形成的社会矛盾冲突进行批判。

诺里斯通过 !章鱼 ∀#家中天使∃的塑造,对父权

社会的两性性别角色规范进行了无情批判, 对父权

社会刻意强调的两性差异 � � � 范畴化的 #男性气

质 ∃ (坚定的信念、勇气、力量、理性、独立性、竞争性
和智慧等 )和 #女性气质∃ (软弱、温顺、依赖和被动

等 )给社会及社会进步带来的恶果进行了深刻揭

露。诺里斯认为:处于父权意识下的女性若要被社

会容纳和认可,她们就必须按照男性的意识规范,压

抑、扭曲和重塑自我, 自觉或不自觉地去融入男性权

力话语系统而符合父权意识。
[ 4] 53
这正如西蒙 �波

伏娃所说: #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 %天生 &的, 不如

说是%形成 &的。在父权社会中, 女性是 %第二性 & ,

是男性的%他者 & ,是可以被任意命名的物体。∃ [ 7]
通

过 !章鱼 ∀#家中天使∃的塑造,诺里斯反映了在男权

中心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 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受

压抑、受迫害的种种场景, 并利用所造场景表达了他

对女性的同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男女平等

思想。

从 !深渊 ∀女主人公劳拉身上, 读者可以看到

#新女性 ∃所具有的个性特质 (坚定、智慧、理性、独

立 )。评论家劳伦斯 �霍斯曼对劳拉的塑造给予高

度评价: #劳拉是诺里斯所塑造的理想女性的又一
关键人物。∃ [ 8]

劳拉现象表达了新女性对男性的不

屈从态度,反映了 #婚姻之于女性不再是最佳归宿,

而是一种社会倒退的女性行为。∃ [ 9]
诺里斯在塑造

追求个性独立而为理想拼搏的女性时,表现出极为

欣赏的态度, 并 #包容了这类女性在婚姻中寻求灵

魂伴侣未果而产生婚外恋情的行为∃。[ 10 ]

作为男性, 诺里斯无法摆脱父权制对其道德观

的影响和束缚,对新女性的性意识觉醒以及性欲望

膨胀等忧心忡忡。通过 !深渊 ∀中另一女主人
公 � � � 佩琦的嘴,诺里斯表达了他对有着婚外情的

劳拉抱有的一种焦虑。诺里斯认为: 由于新女性试

图摆脱传统女性观对自己的束缚, 而其所处社会的

意识形态并未随之变革, 一般男性一时难以跟随时

代进步而转变观念。在这种社会现实中,具有男性

气质的女性不愿仅作为男性的伴侣, 她们追求独立

自主的思想意识自然会加剧两性矛盾。诺里斯就此

指出:女性走向男性化并不是解决女性问题的最终

出路。
[ 4] 137

具有 #双性气质 ∃的女性是诺里斯后期创作中

所着力描写的理想女性形象。他所塑造的特拉维斯

对于男主人公康迪 �莱维斯来说, 不仅是一位帮助

他克服恶习的训导师, 更是他的心灵伴侣。诺里斯

描写的两性婚姻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两性心

灵的碰撞和灵肉的结合。诺里斯对 #双性气质 ∃女

性的塑造体现了男女两性共同的人性层面, 从而模

糊传统的性别界限,从观念上使女性成为与男性一

样的平等的 #人 ∃, 缓解了现实社会中的两性冲突。
这类女性形象既颠覆了父权社会对女性作为 #客

体∃、#他者 ∃和 #第二性∃的规范,也摆脱了男权中心

文学塑造出的逆来顺受的 #家中天使 ∃形象以及一
些女性主义者倡导的独立自主的 #新女性 ∃形象的

束缚。纵观女性主义研究, 诺里斯所塑造的 #双性
气质 ∃女性与弗吉尼亚�沃尔夫的 #雌雄同体 ∃女性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两性平等互补的主张也与后

现代女权主义者的社会性别观不谋而合。

作为男性作家, 诺里斯能够站在女性立场关注

女性命运,体会女性的生存经历, 同情女性的不幸遭

遇, 尖锐批判男性意识对女性意识的禁锢和摧残,将

女性应担任的社会角色作为其创作的重大主题, 并

贯穿其终身创作。从缓解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两性

紧张关系和性别混乱的社会现实出发而塑造的双性

气质女性及进而提出的两性平等互补模式来看, 诺

里斯在其小说创作中体现出的女性观无疑具有超越

性别、超越时代的社会意义。阅读诺里斯的作品,我

们可解读出女性意识觉醒对社会进步的重大意义。

(下转第 8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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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不完美体现。象征的方式是比喻的方式,其

此物与他物的联系是概念的联系, 其联系则有先验

性, 神秘性, 也就是用理性的方式达到超验的目

的。∃ [ 8] 156
也就是说象征物象往往是作为生命和人生

的隐喻而存在的,一方面象征物象具有预设性,先期

暗示出最终结果;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宿命论的特点,

冥冥中规约着人们的行为。作者正是运用这些空间

场景的象征意蕴以及其原型意象的再现, 生成了作

品的艺术张力,拓展了作品的意义空间,从而把主人

公无法言传的,复杂而微妙的心理体验表达得淋漓

尽致, 使读者看到美国男权社会中妇女心底的彷徨、

困惑和挣扎,及对自由与独立的渴望与追求。同时

我们又看到,在肖邦所处的时代,任何自我意识和个

人自由的表露都会遭到压抑和扼杀。所以当马拉德

夫人的自我意识刚一萌发, 试图摆脱男权社会的束

缚时, 只能以生命为代价来实现对自由的追求和渴

望。她的自由幻想在男权社会的重重禁锢之下终归

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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