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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的“大地母亲”

———从原型批评视域看赫蒂的女性悲剧

方娇艳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对于《亚当·比德》中的赫蒂·索雷尔，主流观点将其视为虚荣自恋、放纵堕落的悲剧女性，并将其视为维多利亚

女性标准的反面。然而，从原型批评理论切入，发现赫蒂的悲剧是社群的偏狭与孤立，是双重母亲抛弃下的产物：正是由于

社会母亲的缺失，赫蒂转向了过度自恋和在林中阴影的释放；又由于向自然母亲寻求庇护无果，导致赫蒂最终在绝望之下，

无知地在田野里犯下了弑婴的罪行，辛辣地反讽了“大地母亲”原型。赫蒂的悲剧透露出艾略特的身份焦虑和含有男权思想

阴影的女性观，以及其对维多利亚时代堕落女性所面临的自我的创伤以及社会群体对其偏见和拒斥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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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１６日的日记中，乔治·艾略
特曾追忆《亚当·比德》的灵感源于她的卫理公会

教徒的姨姨的一件秩事。在日记中，艾略特转述了

她的姨姨的故事：“她曾造访过一个判了刑的罪犯，

一个非常无知的女孩，这个女孩谋杀了自己的孩子

却拒绝认罪；她……陪着这个女孩祈祷了一整夜，

最后这个可怜的孩子痛哭流涕，终于认罪。”［１］这个

女孩便是《亚当·比德》中的赫蒂·索雷尔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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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娇艳：迷失的“大地母亲”———原型批评视域下看赫蒂的女性悲剧

小说一经发表便取得了巨大成功，而赫蒂从此被视

为维多利亚时代杀婴母亲的堕落女性典型，其虚荣

自恋、冷漠自私的负面形象也被定格。然而，值得

注意的是，艾略特将赫蒂杀婴的地点设定在田野

中，而此处涉及的“母亲”“大地”（田野可视为大地

的象征）的意象，令人不禁联想起原型理论中经典

的原型形象—大地母亲（ＭｏｔｈｅｒＥａｒｔｈ），并与之形
成强烈的反差。事实上，除了“大地母亲”这一显见

的自然原型之外，在描写赫蒂堕落的过程中，艾略

特贯穿了赫蒂与野外自然的关系：引诱偷情发生在

树林里，而逃亡杀婴则在田野中，这两处象征野外

自然力量的场所与赫蒂最终成为迷失“大地母亲”

的悲剧命运紧紧相关，并成为其堕落毁灭的见证。

尽管国内外学者曾就多方面探讨过赫蒂的女

性悲剧，尤其是集中分析了赫蒂的杀婴行为所代表

的维多利亚时代堕落女性的悲惨宿命，然而对于为

何艾略特将赫蒂的命运转折放置于野外的环境中，

即对赫蒂这一母亲角色与野外自然的隐喻性关系

还没有做出细致研究。事实上除了赫蒂之外，《弗

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玛吉、《织工马南》中的莫莉

无不如此。乔治·艾略特通过把这些维多利亚时

代的标准下的“堕落女性”放置在野外自然环境中

（在情节的高潮转折部分尤其如此），使其在野外自

然中走向堕落或者死亡的叙事现象，无疑存在着某

种规律性、隐喻性的关联。这种野外叙事现象所对

应的自然世界与人类文明社会的世界有着明显的

反差，而这种反差不仅体现在对艾略特小说中人物

的生存环境和活动范围的影响上，往往还影响甚至

塑造了小说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在维多利亚时代

对女性束缚压抑的背景下所呈现的潜意识世界和

命运抉择。

在这一点上，原型批评针对自然世界中诸如

水、大地、天空、日月等元素和母题，在结合人类文

明史和神话传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结构原理意

义上隐喻式的联想和剖析，这对揭示艾略特小说中

以赫蒂为代表的维多利亚时代“堕落女性”的悲剧

宿命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借助原型批评理论的视角，以树林和田

野为两个自然坐标系来分析《亚当·比德》中的原

型特征，尤其是赫蒂所象征的负面“大地母亲”原

型，以此来考察赫蒂在社会母亲和自然母亲的双重

抛弃下，从堕落到毁灭的女性悲剧历程，从而揭示

出艾略特在塑造赫蒂这一女性人物时的身份焦虑

和含有男权思想阴影的女性观，以及对维多利亚时

代堕落女性所面临的自我的创伤以及社会群体对

其偏见和拒斥的反思。

赫蒂从一个漂亮虚荣的农场姑娘最终沦落为

流放而亡的杀婴罪犯，与其母亲的缺失密切相关。

但此处的母亲是双重的：“一个母亲是真实的、人间

的母亲；第二个母亲是象征意义上的母亲”。［２］正是

由于社会母亲的缺失，赫蒂转向了自我的过度自

恋；又由于向自然母亲寻求庇护无果，导致赫蒂最

终在绝望之下，无知地犯下了弑婴的罪行，并辛辣

地反讽了“大地母亲”的原型。在这期间，赫蒂所遭

受的引诱、迷失直至堕落的悲剧历程，都在自然的

冷漠窥视之下。而小说中的自然，无论是树林还是

田野，显然超越了自然环境本身的存在意义，更多

地包含了与赫蒂这一人物的重大抉择和命运转折

息息相关的深层含义，即自然作为一种对立于社会

群体压力的力量，在帮助释放赫蒂在群体中受到的

压抑的同时，也对赫蒂的受诱和堕落实施了监视和

制裁。

　　一　 社会母亲的缺失与“阴影”的释放

　　在小说前半部分，赫蒂被描绘成一个令人怜爱
的漂亮姑娘：“这是一种诸如小猫的美，诸如一只用

她那柔嫩的小嘴发出轻柔嘎嘎声的毛茸茸的小鸭

的美，或是诸如刚刚蹒跚学步、刚会有意顽皮的小

娃娃的美———你永远无法对这种美生气，却总会为

之倾倒而无法自拔。赫蒂·索雷尔拥有的就是这

样一种美。”［３］７３这种与生俱来的美，不但使赫蒂成

为所有男人的焦点，也助长着她膨胀的虚荣心。这

种美逐渐地被她视为操控男人的秘密武器，使她不

放过任何一次卖弄风情、迷倒男人的机会，以彰显

她压倒群芳的优越感和虚荣心。在小说中，艾略特

不仅多次着墨于赫蒂的纳西索斯式的自恋场景，甚

至使她几乎定义了自恋本身［４］。然而，这只是赫蒂

的悲剧人格的表象。在更深层次的原因上，实际上

是周围环境的压抑、孤苦无依和冷淡的亲缘关系，

尤其是社会母亲的缺失，使她难以融入集体而转向

自我。在小说中，艾略特用“无根的植物”来形象地

比喻赫蒂的身世：赫蒂父母早逝，从小寄养在舅舅

家中，舅妈对她更像是对待一个房客，一个使女，而

不像是外甥女，经常对其漠然视之或大声责骂和使

５７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２期（总第１０３期）

唤，对自己的小公主托蒂则极尽溺爱，而赫蒂只能

忍耐和接受。在舅舅、舅妈对待赫蒂与亚当的亲事

的态度上也是如此：“要是赫蒂是他们的女儿，那当

然另当别论。可让一个一文不名的外甥女嫁给亚

当，他们打心底觉得是件很般配的事”。［３］８６赫蒂不

仅缺乏亲生母亲的关爱，同时舅妈———她的“代理

母亲”———也疏于对她的关心，反而常常厉言相待、

指责斥骂。也正是在这样自幼缺乏家庭关爱的环

境下，赫蒂由于从社会母亲身上满足不了内心对爱

和保护的需求，内心便与舅舅一家愈加疏远，对身

边的人愈加冷漠，同时转向了全心全意地自怜自

恋，在外部环境中所受到的压抑，在她每次的顾影

自怜中得到了替代性的补偿和满足。赫蒂空洞的

灵魂，正是源于可依循的母亲模范的缺失，尤其是

从来没有被真正抚养关爱的经历，把她推向了镜子

中的自己。［５］１２１久而久之，赫蒂的天生丽质被她视

为珍贵的财富，每当一有机会照镜子或梳妆的时候

她都要孤芳自赏，专注于每一次“自己独特的膜拜

仪式”，［３］１３３也在每一次男性倾慕的目光中得到了

满足和补偿。

这种自恋性的满足和补偿不仅欺骗性地填补

了赫蒂内心对母亲的爱的渴望，更唤醒了赫蒂人格

中的“阴影”部分，使其在树林中充分释放。赫蒂和

被赫蒂美貌所诱的亚瑟日益陷入“使人欲罢不能的

爱情”之后，由于赫蒂农场工的角色与亚瑟的土地

继承人的身份之间的悬殊差异，二人只能选择在脱

离社会群体监视的小树林里密会与偷情。小说中

的树林看似只是掩盖二人奸情的场所，但倘若依照

弗莱的用以发现文学中的原型结构“向后站”方

法［６］１９８来看，可以发现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引诱堕落

的黑暗力量的象征：赫蒂在林中密会中丧失了道德

判断及宝贵贞洁，而亚瑟的难抵诱惑使其失去了他

人的信任并诱发自身良心的痛苦拷问。而树林的

这种负面象征含义，在小说中又与人性的“阴影”密

不可分。依据荣格的理论，“阴影”是每个人的人格

中的消极面，是个体所要隐藏的不愉快特征及人性

中卑劣、原始的方面，“但是如果它被压抑，并与意

识隔离开来，它就永远不会被修正，从而就倾向于

在潜意识的某一时刻，突然地爆发出来。从各方面

来看，它形成了一个潜意识的障碍，阻碍了我们最

没有恶意的意图。”［７］赫蒂由于备受压抑而导致的

阴影的爆发正是出于这种机制。虽然赫蒂道德感

薄弱，但她仅存的羞耻感让她明白，过分的自恋和

对亚瑟的奢想无异是不齿于人的，因此她每次照镜

打扮都背着别人（尤其是舅妈）偷偷进行，并在自我

陶醉的同时也不断被一种害怕被发现的恐惧和不

安所侵扰。她也分明知道偷尝禁果、最后被教区收

容的下场是不堪忍受的耻辱。然而，赫蒂内心中的

阴影最终被唤醒，并不是羞耻感的缺乏，而更在于

母亲模范的缺失［５］１２２—在赫蒂身陷迷茫和诱惑之

时，没有人给她指导和保护，无怪乎身世飘零的赫

蒂最终选择放纵自己人格中所有称之为阴影的部

分：自恋自私、贪图享乐、道德沦丧。而树林无疑是

释放赫蒂人性阴影的绝佳场所。事实上，树林的这

一负面改造的象征寓意并非首创，霍桑《小伙子布

朗》中的主人公布朗也正是在一片森林里失去了乐

观天真的人生观，而代之以人性恶的认识和对人生

的厌弃。而与在森林里被吞噬了人性善人生观的

布朗所不同的是，赫蒂在树林中得到的更多的是压

抑的释放和幻想的可能。确切地说，在小说中，赫

蒂与亚瑟躲进的是杉树林（ｆｉｒ－ｔｒｅｅＧｒｏｖｅ），因此有
的批评者敏锐地指出了 Ｇｒｏｖｅ的异教意义的指
涉———Ｇｒｏｖｅ在《圣经》中曾是异教崇拜的林中祭
坛。［８］也正是在这个充满异教意味的世界中，赫蒂

释放了被压抑的阴影，构建出了想象中的异教乐

园，并将自己和亚瑟视为异教的神癨：树林使赫蒂

暂且忘记卑微的身份和惨淡的现实，在树林的掩盖

下，赫蒂可以逃开现实———她不再是一个卑微的农

场女，而是亚瑟眼里的林中女神、美丽少女“普赛

克”，亚瑟则是她眼里的“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癨”和

爱神。她可以放任幻想，寻求自然给它的“舞台”，

实现她长久以来摆脱贫困、跻身上流的梦想，即使

付出名声与贞洁也在所不惜。值得一提的是，赫蒂

和亚瑟在林中密会的时间通常接近夜晚，静谧的夜

晚和幽密的树林更加强化了赫蒂所面临的幻想自

我与压抑欲望的释放，因为“当夕阳西沉后，人内心

的‘力比多’却似巨人般醒来，而白昼时光天化日，

常常是人们欲望的黑暗”。［６］２２７在这里，树林与使赫

蒂所备受压抑的道德规范的人类社会相对立，代表

了群体监察力量的松懈，［９］４６从而使得赫蒂本已脆

弱的社会自我进一步削弱，而幻想自我日益膨胀，

以至赫蒂在社会母亲的抛弃下、在掩饰和错误的自

我认同迷雾中与毫不留恋的群体愈行愈远，而在欣

喜若狂的幻想中逐渐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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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蒂的阴影释放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人物起

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亚瑟，并且在艾略特的笔

下，该人物在面临着树林的引诱和改造的过程中，

不仅自身在自私自利和道德鞭挞的矛盾中铸下大

错，更将赫蒂推向了悲剧命运的深渊。相较于道德

麻木的赫蒂，引诱者亚瑟显然更容易受道德感鞭

挞，并且有过更多的顾虑和不安。亚瑟的既自私自

利又喜欢以恩人自居的性格特点和土地继承人的

身份地位，使其格外注重别人，尤其是佃户农民等

阶级下层人对他的评价。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按

照荣格的理论，亚瑟戴上的正是财富与阶级上层所

赋予他的角色所应有的“人格面具”（ｐｅｒｓｏｎａ），他
需要通过来自他人的评价来确立他的地位优势和

身份认同，这与赫蒂被阴影所主导的心理视域截然

相反。但即便如此，他的“人格面具”却依然不足以

压抑他的欲望———他一面十分明白自己的地位不

适于与赫蒂产生私情，另一方面却无法抵抗对赫蒂

的情爱之欲，这反映了他社会自我和欲望自我的挣

扎和矛盾，也即人格面具与阴影的争斗。这种双面

自我的矛盾也恰恰映照在他对树林的矛盾感受上：

他既把树林看做是山中仙女经常出没的神圣之地，

是他沉浸在与赫蒂之间如同爱神与普赛克般甜蜜

爱欲的世外桃源，又隐隐感受到树林的不祥魔

力———在这个令他“虚弱无力”甚至“魔鬼附

身”［３］１２２的树林中，他一再在行动上推翻他在树林

外下定的拒绝赫蒂的决心，直至每次走到树林尽

头，他的社会自我才会清醒，他才会重新戴上“人格

面具”，让他重新以得体绅士的身份用礼貌的说辞

劝慰送走赫蒂。然而亚瑟显然更深层地没有认识

到其意识和行为的矛盾性，更妄论伦理道德觉醒之

后在行动上的悬崖勒马。每次密会后，除了自责

外，亚瑟似乎将罪责更多归咎于树林的魔力和赫蒂

的诱惑，而忽略自身固有的性格弱点，更深层的动

因则在于他隐性的权利阶级优势。在处于阶级和

财富上层的亚瑟看来，他犯下的任何错误都可以用

物质来弥补，“要是他偶然毁了一个女人的一生，他

会买些昂贵的糖果，亲自包装好送过去作为补

偿”，［３］１１０对于处于另一个极端———经济贫困并缺

乏父母关爱和保护的赫蒂，他也抱有这种轻慢的态

度，他送给赫蒂的耳环便是明证。这样的心理动机

无一不助长他风流轻佻、自私自利的行为，使其一

次次放纵与赫蒂偷情，并使赫蒂在幻想中无法自

拔，为她的悲剧下场埋下祸根。

然而，赫蒂的人性阴影的释放，尽管受到了极

大的鼓舞，但还是遭遇到了来自另一股代表人类理

性力量———亚当———的及时的干涉和阻碍。如果

说赫蒂和亚瑟均陷入了树林的“魔咒”当中，那么，

同样与树林密切相关的人物———亚当———则显然

呈现出树林的掌控者的姿态。亚当不仅充当了二

人偷情丑闻的揭露者，更因其失去赫蒂的爱情而成

为受害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亚当是作为自力更

生的木匠和树林的监工的身份来揭露的。在他的

眼里，树林中的树木是他建房取材的上好资源，完

全可以为人所用，即可受人类的理性操控，这充分

体现了他把握和改造自然的自信感；同时他对赫蒂

的感情也是冷静而理智的，二者形成了对人性冲动

欲望和诱惑的一种可控性的隐喻，这和犹疑不定、

难抵诱惑的亚瑟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亚瑟代表

自然中帮助释放赫蒂在群体中所受的压抑和自由

幻想的一面（阴影的“同谋”），那么亚当则象征着

对赫蒂受诱和堕落的警示和监察的自然法则的力

量和控制欲望的典范。这两种力量彼此抗衡，左右

着赫蒂的抉择和行为。

然而赫蒂的悲剧命运却并没有停止，艾略特反

而将赫蒂的悲剧推进了戏剧性的一步。即使当亚

当偶然发现二人的密会后迫使亚瑟与赫蒂断绝私

情，即使当赫蒂万念俱灰之下违心接受了诚心追求

的亚当的求婚，错已酿成，为时已晚。赫蒂“面对快

速逼近的耻辱，就像一只傻乎乎的迷途羔羊，不谙

世事，独自在荒野中越走越远，正品尝着生命中最

大的苦楚，却不知去哪儿找寻庇护之所。”［３］３２５她不

得不再次逃离。社会母亲的缺失将她推向树林里

迷幻的阴影世界，而这一次，自然母亲的再次抛弃

将她引向了田野上的迷途和彻底的堕落和毁灭。

　　二　自然母亲的冷漠与弑婴的“大地母亲”

　　从第５卷开始情节急转直下，艾略特开始彻底
解构“田园神话”和“阿卡狄亚叙事”［８］，通过受诱

怀孕及无知弑婴的悲剧选择，将赫蒂推向了在自然

的冷酷窥视下的“一个梦魇与替罪羊的世界，一个

备受束缚、痛苦不堪、混乱无序的世界”。［１０］赫蒂在

被社会母亲遗弃之下，逃向田野———自然母亲寻求

庇护和慰藉，然而，她再次面临抛弃。如果说在小

说前半部分中，被社会母亲遗弃的赫蒂所面对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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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已经显露出自然母亲黑暗邪恶的一面，那么从赫

蒂的逃亡之旅开始，田野则将自然母亲完全负面的

狰狞面目毕现无遗。

按照弗莱对原型意象的划分，此时的赫蒂显然

处在一个充满绝望痛苦和毁灭的魔怪世界中：赫蒂

与亚瑟在林中的密会一次次接近夜晚，在荒野迷失

持续了一个个黑夜；如此看来，静谧的夜晚、幽密的

树林、无人的荒野和最后的牢狱、归途中的死亡，都

指向了赫蒂处于魔怪世界的险境当中。而这一切

无不与原本象征着生命与希望的田野紧密相

联———前半部分不祥的树林被后半部分无人的荒

野置换，诉说着从莎士比亚到哈代以来作品中的女

性悲剧宿命。赫蒂本想从田野（自然母亲）中得到

庇护，然而“她不仅没有找到避难所，反而走到了一

个新的荒原边缘，没有任何的指望”。［３］３３７自然母亲

不仅没有给予她庇护和慰藉，还在其冷漠的监察

下，剥夺了她最后的希望，将她逼上了杀婴的绝路。

在艾略特的笔下，田野不仅被反讽性地赋予魔

怪意象的指涉含义，更是在与“母亲”这一极富情感

色彩的角色的象征性结合下，将赫蒂堕落毁灭的悲

剧宿命推向了高潮。从远古至今，土地像女性的子

宫一样孕育了人类的千万年文明，因而被亲切地称

为“大地母亲”。不仅如此，“大地母亲”也常常作

为一个经典原型出现在人类文学艺术当中，并指向

神圣生命力、温暖、多产、保护的母性特质。荣格就

曾在《母亲原型的心理学面向》中把诸如大地、森

林、月亮等可以激发虔诚或者敬畏感的事物视为母

亲的象征，并称颂了母亲原型所具有的与大地紧紧

相联的品质：“母亲的关心与同情……超越理性的

智慧与精神升华；……亲切、抚育与支撑、帮助发展

与丰饶的一切”。［１１］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唤起人类深

层依恋的“大地母亲”原型，在《亚当·比德》中，成

为被彻底解构的反讽对象：一方面，在赫蒂的整个

逃亡过程中，极度绝望之下的赫蒂所面临的田

野———自然母亲，其所承载的原始的“大地母亲”的

保护与温暖的母性特质不仅荡然无存，反而漠视着

赫蒂的流浪与毁灭，呈现出狰狞、恐怖的一面；更重

要的是，由于社会母亲的缺失和抛弃，赫蒂不仅天

然地缺乏母性本能，更对母亲的职责麻木不仁，以

至于在象征着丰产与生命力的田野上无情弑婴—

赫蒂自己似乎已经化身为“大地母亲”，展现的却是

拒斥她的自然母亲所投射在她身上的“大地母亲”

邪恶恐怖的一面。

自然母亲的冷漠是显而易见的，并贯穿了赫蒂

逃亡以致弑婴的始终，带给她无尽的绝望和痛苦。

在逃向亚瑟和流浪荒野的过程中，随着自然景观越

来越荒芜，田野—自然母亲—愈发凸显出其冷漠的

一面，而赫蒂—逃亡的“大地母亲”—也越来越绝

望。从逃离群体的那一刻起，她满怀希望地奔向田

野———她原本既希望田野—自然母亲能给予她庇

护，隐匿她的耻辱，又祈盼田野能像树林一样，让她

远离社会群体的监视和惩罚。然而，她一直追寻的

“梦想中的那片田野”，原来只是一个被人类废弃的

“野灌木丛罢了”。［３］３４３正如ＦｉｓｈｅｒＰｈｉｌｉｐ所指出的，
赫蒂寻找并抵达的无人的荒野，实际是人类放弃的

摆脱远离的自然环境，正如赫蒂释放阴影、选择堕

落的同时所摆脱和远离的社会自我［９］５０———赫蒂贞

洁的秘密丧失象征着她的社会性死亡。［５］１５０自然母

亲不仅未能提供避难所，甚至还将赫蒂暴露在人类

群体的冷漠拒斥和监视之中：即使是在这荒无人烟

的荒野中，赫蒂也无处可逃：发现她的可疑行踪的

村夫的“冷酷奇怪的眼神使得现在活着就像死了一

样可怕———甚至更加可怕。她被这种恐惧牢牢地

拴住了她不断地退缩，就像从黑暗的池塘边逃走一

样，但是她找不到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３］３４７村夫

的眼神代表着社会群体对堕落后的赫蒂的严厉拒

斥。于此，田野成了赫蒂眼中的罪恶与痛苦之地：

“我再也不愿走进绿色的田野了，我恨它们让我遭

受如此的痛苦”。［３］４０４在“对寒冷、黑暗、孤独—与世

隔绝的孤独—的恐惧”［３］３４４中，赫蒂从一个漂亮体

面的美人堕落成村夫眼中的“野女人”、［３］３４６“受伤

的野兽”［３］３４７甚至是可怕的 “蛇发女怪美杜

莎”。［３］３４３她也曾想在水塘—自然母亲的怀抱中结

束自己耻辱的生命（水也是母亲的典型的原型意

象），但求生的意志让她放弃了自杀。在原本象征

着生命与希望的田野上，在被社会母亲、自然母亲

的双重抛弃下，无依无靠的赫蒂虽然肉体尚存，但

状如行尸走肉，“就像被一个恶魔勾了魂……她体

内女性的灵魂都枯萎了，只剩下坚硬的固执和绝

望。”［３］３８６就像她的名字所埋下的像野草一样无依

无靠并且苦涩地迷失的命运伏笔所预示的那

样，［１２］赫蒂最终在荒野中无助地迷失，再也无法被

群体接纳。

这种在双重母亲的抛弃下在荒野中的绝望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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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最终将赫蒂引向了弑婴的不归路。不论是社会

母亲还是自然母亲，似乎都给赫蒂糟糕的母亲示

范———母亲对她而言只是冷漠、偏狭、自私、拒斥的

代名词，并且艾略特早在刻画赫蒂的美时就意味深

长地运用了大量“低级化”动物性的意象：在与小

猫、小鸭、金丝雀、小狗、蝴蝶、孔雀等等小动物的类

比化渲染下，一方面显示出赫蒂与自然的千丝万缕

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不断透露出的赫蒂心智的幼稚

与不成熟，更妄论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因而赫蒂

渐渐地被她人格中的“阴影”吞噬，由社会和自然的

弃儿蜕化为邪恶可怖的“大地母亲”，并最终将自己

的婴儿无情地掩埋。值得注意的是，赫蒂在被发现

坐在田野上婴儿的尸体旁边时，“她的腿上还放着

一大块儿面包”。［３］３９０这一幕充满了象征意义：饥饿

的赫蒂通过掩埋的方式进行的弑婴，恰如荣格的学

生埃利希·诺伊曼所分析的那样，象征着邪恶母神

像饥渴的土地一般吞噬了自己的孩子以增强自己

的肥沃。［１３］在冷漠绝望的赫蒂看来，婴儿是耻辱

的标志，也是她极力摆脱的社会纽带，为了摆脱

累赘、耻辱，她可以不惜无情地杀死自己的孩子

———她甚至只顾饥饿地啃食着面包，也不愿多看

死去的孩子一眼，正如她所遭受的来自社会母亲、

自然母亲的双重遗弃那样。这充分展露出 “邪恶

母亲”的消极面向和可怕破坏力。通过赫蒂的弑

婴悲剧，艾略特反讽和粉碎了 “大地母亲”所具

有的包含温暖、保护等情感指向，同时借助 “大

地母亲”的邪恶指向，揭露了赫蒂在 “双重母

亲”的抛弃下的人伦悲剧。

　　三　赫蒂作为男权社会中替罪的母亲

　　最终，弑婴的罪刑使逃离群体监视的赫蒂被迫
以屈辱的身份回归集体，并接受道德和法律的双重

审判。虽然在幡然醒悟的亚瑟的争取之下，弑婴后

的赫蒂免于绞刑而被判放逐，但赫蒂仍然未能免于

死于归途的悲剧下场。赫蒂的悲剧性堕落固然展

现出堕落女性的道德悲剧和邪恶母亲的破坏力，却

也是对男权社会的的强烈控诉。赫蒂无疑成为男

权社会的替罪羊：一方面她要为引诱者亚瑟所代表

的拥有阶级财富优势的男权背负罪名，使之能够重

归集体———亚瑟不仅没有受法律惩罚，反而在自我

放逐多年后被群体再次接纳，而赫蒂最终刑满死于

回归的途中，这令人不禁质疑赫蒂受到的过重的惩

罚；另一方面，为了更新净化以亚当和黛娜为代表

的新群体新秩序以及社会，她必须作出牺牲（因此

她最终未能活着回到集体当中）。而这两点，都被

掩盖在赫蒂所引发的母爱本能、母性缺失的道德声

讨和法律审判之下。然而，不能忽略的事实是，赫

蒂作为财富和阶级底层，终究无法反抗亚瑟所代表

的优势男权的引诱、剥削和奴役，［１４］因此只能沦落

为男权的玩物和牺牲品；而同时，她所表现出的对

情感和道德的贫乏，实际上也反映了社群对个人自

我的漠视所导致的道德悲剧，因此是整个社群保守

与偏狭的缩影。赫蒂僭越了干草坡所代表的英国

社会的道德传统，尤其是挑战了男权主导下对正统

女性的道德规范，因此必然被驱逐以致死亡。最

后，赫蒂的死，换来了亚瑟在群体中的重生；同时，

黛娜在赫蒂死后放弃了象征其独立女性身份的布

道，作为比反叛女性规范的赫蒂更合适的人选，［１５］

与亚当结合，并以养儿育女、为人妻母的贤良形象

构建了新的和谐完满的秩序。这种群体秩序的更

新和净化无疑是排斥性的—赫蒂不像《红字》当中

的海斯特那样通过自我改造而被重新接纳和包容，

而是以戴罪和死亡的方式消失。这种排斥性净化

说明了，赫蒂所代表的堕落女性终究只能沦为男权

社会的替罪羊和牺牲品。这种安排，似乎暗暗反映

了乔治·艾略特的身份焦虑和含有男权思想阴影

的女性观。

艾略特一生都被身份焦虑困扰着，这也不免影

响了其文学创作，尤其是对女性命运的书写。一方

面，她想要在文学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却受男权

权威所限，只能屈于规范，以男性笔名创作，而在公

布真名后更是受到了舆论的质疑与伤害；其次，艾

略特为了和精神伴侣乔治·路易斯在一起，不惜冒

着通奸的风险与之同居，但在路易斯逝世后，艾略

特最终下嫁给了小自己二十岁的约翰·克劳斯，艾

略特仍旧被迫用符合时代规范的正当婚姻换回了

其兄长的原谅及社会的再度接受。也许正是艾略

特受男权思想压抑、一生无所适从的人生经历使其

对笔下女性命运的设置采取了一种既释放又束缚

的方式，因此命若浮萍的赫蒂得以在林中释放受压

抑的人格阴影，但她和艾略特自身一样，无法逃脱

时代对女性逾矩的捆绑。而通过对“大地母亲”的

反讽演绎所折射的人伦悲剧，以及赫蒂最终不得不

以死亡的方式成为男权社会的替罪羊的事实，更是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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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露出艾略特对时代的深层的焦虑和反思。

综上所述，赫蒂·索雷尔在社会母亲和自然母

亲的双重抛弃下，走向了诡秘而冷酷的野外自然以

寻求安慰和解脱，却以失败告终———树林以断送社

会自我的代价释放了她压抑的人格阴影，田野则将

她推向了弑婴受刑的悲剧命运，从而颠覆和解构了

“大地母亲”这一原型意象。通过原型理论的视角

发现，这两处野外自然环境见证甚至推动着赫蒂从

堕落到毁灭的历程，突显了赫蒂作为男权社会的牺

牲品和替罪羊的悲剧宿命，也折射了迷失、堕落的

女性所面临的自我的创伤以及社会群体对她的偏

见和拒斥。荣格曾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

中说道，伟大艺术感人在于它能借激活古老原型而

发出一千人的声音，艺术家“把他正在寻求表达的

思想从偶然和短暂提到永恒的王国之中。他把个

人的命运纳入人类的命运。”［１６］的确，乔治·艾略

特自身在反抗身份焦虑与男权女性观的枷锁时，也

通过揭示赫蒂的悲剧，发出赫蒂、甚至艾略特自身

在内所代表的维多丽亚时代及世世代代背负着男

权镣铐最终堕落的悲剧女性的声音。赫蒂的悲剧

无疑是“时代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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