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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崛起到毁灭：莎剧《李尔王》

中女性地位的衰败历程 

姚本标，何慧敏

（广西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１）

［摘　要］《李尔王》是威廉·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不少学者、评论家赞誉其为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并纷纷对该剧做出
了不同角度的解读。该剧从女性地位的崛起、鼎盛和衰落三个阶段分别呈现了莎士比亚对女性地位变化的阐释，也是剧作

家对女性地位呐喊的大胆尝试。但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女性生理、心理条件的制约，尤其是女性敏感多疑和感情用事等性格

软肋成为她们最终走向毁灭的主导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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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莎士比亚是世界最伟大的文学巨匠之
一。［１］人们赞誉莎士比亚为“时代的灵魂”，马克思

称他为“人类最伟大的天才之一”。莎士比亚一生

硕果累累，共创作了剧本３７部、长诗２首、十四行
诗１５４首。４００多年来，莎士比亚的戏剧、诗歌成为
世界文化遗产中最贴近大众生活的宝贵资源

之一。［２］

莎士比亚以传说和前人的作品为基础并加以

改编，于１６０５年完成了《李尔王》这部悲剧。传统

文学批评对于《李尔王》的解读大多是从“悲剧性”

“人物性格”“女性形象”等方面展开论述，而从女

性主义视角探析《李尔王》中女性地位问题的文章

却是比较少的。《＜李尔王＞的男性意识———从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角度对＜李尔王＞的解读》一文从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解读了《李尔王》一书中

１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４－２３
作者简介：姚本标（１９６８－），男，广西百色人，广西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何慧敏（１９８９

－），女，广西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４期（总第１０５期）

莎士比亚的男权中心意识，分别从女性人物的排名

和介绍、李尔的父权制特征、女性角色的设置等方

面讨论了莎士比亚作为一名男性主义作家未能突

破男性自我中心的局限。［３］此外，《男权桎梏下女性

与自然的悲歌———生态女性视阈下的＜李尔王＞》
一文则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重新解读了该剧本。

作者从“英国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男权、女性、自

然”、“男权对女性和自然的沉重压迫”和“自然和

女性———男权统治下的繁殖工具与劣等物种”三个

方面论述了女性和自然只有通过构建人类精神生

态意识和实现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才能获得真

正的解放。［４］

女性主义理论是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产

生和发展的。从开端发展至今，女性主义思想既对

女权主义运动进行了经验总结，又不断提取和吸收

了其他各派理论思想的精华，融合了激进女性主

义、马克思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等诸多文

学理论思想，为研究社会问题、文学问题、政治问题

等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５］

　　一　女性地位的崛起：一个美丽而虚幻的梦

故事要从古代的不列颠国王李尔说起。由于

年事已高，李尔准备把国土平均分给三个女儿，李

尔手拿地图，公开宣告自己“已经上了年纪，决心摆

脱一切世务的牵累，把责任交给年轻力壮的人，好

让自己一身轻松去安心等死”。他为了预防他日的

争执，当众把几个女儿的嫁妆分配清楚，并要求几

个女儿描述谁更爱他并以此来决定每一块土地的

使用权。大女儿贡纳莉和二女儿里根通过花言巧

语轻易夺得了父亲的财产，而小女儿科迪莉娅由于

坦率真诚、不擅讲一些甜言蜜语的话而惨遭李尔王

的抛弃，并且没有得到一丁点李尔王本应分给她的

丰厚财产。

在《权力与政治权力概论》一文中，作者做出了

如下表述：“行使权力需要借助一定的方式”“权力

是一种力量”；纵观世界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国家政

治权力掌握在少数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

的手里，他们凭借暴力对社会进行统治。［６］李尔王

分财产，把所有手头的实权交给女人，于是女人有

了地产、名誉、地位，女人有了实际权力，所有的这

一切标志着女性地位的崛起。李尔王在把地产和

实权分给女儿们之前，世界最高的权力掌握在他的

手里，“你用不着看着她的脸，她皱不皱眉头都不与

你相干，那时候你还算得上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但是，李尔王把财产分给了女儿们以后，资产和实

权都一同交到了她们手里，女儿们的地位超过了他

这个手头一无所有的人的地位，女人们的地位开始

崛起了。

莎士比亚利用这样一个故事的开端为读者们

描述了一个美丽而虚幻的梦：女人们手握最高权

力，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在宗教政治背景神圣不可

侵犯的那个时代，女人们是没有任何实际权利的。

男人们是世界的统领者，女人们是男人的附属品，

男女之间是没有所谓平等的。女人们想要向世界

呼喊自己要求平等的心声是没有途径的，女人们只

有默默忍受当时社会给她们预设的一切。莎士比

亚深知那个社会的等级和尊卑，但是他仍然为女人

们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他通过李尔王的视角慷慨

地为女性们制造了一个翻身做主人的美丽梦

想———女人们有了实际权力、女人们开始崛起了！

威廉·哈兹立特曾经评论《李尔王》是莎士比

亚所有剧作中写得最好的，因为他认为莎士比亚在

创作这一部作品的时候付出了最真诚的态度。［７］诚

然，莎士比亚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一定是付出了

最真挚的情感，尤其是在对女性人物情节的刻画上

面。他真切地希望女性们有彻底翻身的那一天，但

是在那个男权当道的时代下，他又不得不站在男性

们的角度下审视这种愿望实现的可能性。

李尔王把国土和所有手头的权力全部交给大

女儿和二女儿的行为实际上是莎士比亚为了争取

女性地位的崛起而做的一次大胆的尝试。这样的

剧情安排体现出了莎士比亚对于女性地位问题的

重视，他敢于挑战权威社会女性地位低下、受男人

支配的社会现状，大胆的给女性创造了一个女人统

治世界的梦想。当时的社会里，女人只能是男人的

附属品，没有地位、没有自由、没有灵魂。莎士比亚

大胆的迈出了为女性争取自由的第一步，虽然这是

最终导致了失败的一步，但是也是史无前例的、跨

时代的一步。

　　二　女性地位的鼎盛：前所未有的颠覆

全剧的第二个阶段是女性地位的鼎盛阶段，女

人们利用手中权力掌控一切，女人们成了那个世界

的主宰者。从历史上看，掌握实权的领导者一向容

易招致“权力风险”，古今如此，中外皆然，有实权者

处于主导地位，有的甚至掌握生杀大权。于是，自

然而然引来众多围观者在觊觎其权力的同时，狠心

采用多种手段、使用多种途径，侵袭其手中的权

力。［８］贡纳莉和里根显然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她们得到了父亲所有的财产和手头权力之后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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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把昔日的领导人———自己的亲生父亲打压下去。

她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防范昔日李尔王有可

能的“暗算”：冷暴力、裁撤侍从、足枷之辱、言语示

威等。

贡纳莉和里根清楚地懂得自己好不容易煎熬

忍受大半辈子所继承的一切财产和地位都是不太

牢固的，只要李尔存在一天，她们身上就多出一分

可能的威胁。她们急切地想要巩固自己的政权，所

以对昔日的统治者李尔王做出了一系列打压行动。

贡纳莉因为无法忍受父亲责骂和欺辱自己的侍卫，

命令管家奥斯瓦尔德“等他打猎回来的时候就对他

说我病了，也不必像从前那样殷勤侍候他”。这是

贡纳莉用权力打压李尔的第一步，这意料之外的一

步让李尔猝不及防，也透过贡纳莉这个人物形象展

示了拥有权力前后的鲜明对比。

如果说冷爆力让李尔感受到了大女儿的冷酷

无情，那么紧随其后两姐妹联手让李尔裁撤侍从、

用足枷惩罚肯特等一系列行为则让李尔深深意识

到权力对于人性的改变。北京大学哲学系王海明

教授提出的“最高领导人追求独掌最高权力的人性

才是专制社会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９］贡纳莉

和里根有了权力之后翻脸转变为世界统治者的姿

态，暗示、命令、威胁李尔以及其他所有人服从她们

的规矩。此时的两个女人们已然摇身变成了权力

的掌控者，她们迫切地希望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措施

来稳固自己的政权。这一阶段的女性地位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鼎盛，女人们的形象颠覆了传统“他一

天到晚欺辱我；每一点钟都要借端寻事”“他在每一

件小事上都要责骂我们”的逆来顺受的形象。这是

一个短暂的女人当权、女性地位达到至高无上的昌

盛的阶段。

但大女儿贡纳莉和二女儿里根获得了父亲李

尔王的所有财产和兵权以后，开始变得敏感多疑。

她们害怕曾经统领一切的父亲有可能突然某一天

“做了一个梦，听了一句谣言，转了一个念头，或者

心中不悦，他就指使他人害我们的生命”。贡纳莉

还认为“过虑总比大意好，与其担心害怕人家的暗

算，宁可根除担心的隐患”。早在李尔王卸任之前，

所有人都要看着他的脸色说话；而在他将所有的财

产和权利都分割给两个女儿之后，他的地位再也不

是从前那个样子了。贡纳莉和里根辱骂李尔的侍

从、对他冷言冷语相向，甚至在暴风雨肆虐的寒夜

也不愿分给亲生父亲一丁点儿的关心。

莎士比亚笔下的贡纳莉和里根形象或许过于

夸张，但是这正显露出了他对于女人敏感多疑、心

狠手辣的本性的批判。虽然女儿们一直以来都是

生活在父王的统治和管辖之下，但是在好不容易翻

身做了主人之后却一改平日唯命是从、屈颜卑膝的

温厚模样。奥尔巴尼质疑了贡纳莉的做法，他认为

她“操之过急常会深受其害”；而贡纳莉却反驳奥尔

巴尼“不，不，我的夫君，你太仁善厚道了，虽然我不

怪你，可是恕我说一句话，只有人批评你糊涂，却没

有人称赞你一声好”。贡纳莉的这些行为将女人们

敏感多疑、心狠手辣的丑陋本质渲染到了极致，她

们连自己最亲的人也不敢相信，她们可以为了巩固

自己的政权、防止有可能发生的后患对最不该心狠

的人———自己的亲生父亲心狠。

　　三　女性地位的衰落：完美梦想的毁灭

中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曾经在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说过：“悲剧是将人生

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句话对于论证李尔

王的悲剧结局是再适合不过的。［１０］贡纳莉和里根

享受到了权力带给她们的操纵快感之后，命运也在

一步一步将她们毁灭。李尔因为无法忍受两个女

儿对自己的残暴行径，即便顶着狂风暴雨在野外发

疯也不愿再卑躬屈膝地回到女儿们身边。他在荒

野里与“暴怒的大自然搏斗”“这样的夜晚，被小熊

吸干了乳汁的母熊也躲着不敢出来，狮子和饿狼都

不愿淋湿它们的毛皮，他却光着头在风雨中狂奔，

把一切托付给不可知的力量”。这一段描述是莎士

比亚透过李尔的视角对两个女人的安忍无亲的一

系列行为的强烈抨击，他将李尔发疯的场景描述得

越发惨不忍睹，越能激起了读者内心对于两个女人

的强烈不满。

昔日李尔王权倾朝野的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

了，他由于过于相信两个口蜜腹剑女儿的爱的假意

表白换来了现在的悲惨境遇。早在几千年前，孔子

就提出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振聋发聩的女

性批判主义思想。李尔王的悲惨故事讲到这里本

来已经足够煽起读者们的同情心了，但是莎士比亚

还要继续将结局彻底毁灭。

考狄利娅的返场给了所有人一个美丽的幻想，

这是对于正义女人承担救世主身份的美好寄托，也

是对于李尔男性地位重新回归的一个优良契机。

就本质而言，考狄利娅与贡纳莉和里根的出身都是

一样的，但是莎士比亚为了突出美好事物毁灭的悲

剧效果，有意将考狄利娅安排成一个遭受抛弃但是

最后却以德报怨的伟大女性形象。这其实是莎士

比亚对于女性地位和传统女性形象的一次大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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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他想要通过自己的文字给传统女性一个涅?

重生的机会。但是让人们感到伤心的是，女性当权

的贡纳莉、里根、考狄利娅最后都死了，女性地位最

终还是走向了衰败，美好梦想终于到了破灭的那

一天。

自《李尔王》问世以来，中外众多学者对李尔王

的悲剧性及悲剧结局的原因做过论述，莎评家更是

从宗教、历史、政治、人性、伦理等各个视角对该剧

做出了精彩的解读。《李尔王》表面上看是一个家

庭悲剧，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社会性的悲剧，是一

场对于权力的追逐而引起的人性毁灭的悲剧。［１１］

从李尔王所处的历史背景来看，皇权专制和封建割

据势力是主要的社会政治力量，新兴资产阶级反对

封建割据和战乱，要求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以壮大

自己的势力。［１２］由于人们心中的王权意识和王权

伦理的观念比较严重，所以即使莎士比亚在理论上

给了女性当权一个机会，这也是不被整个社会所允

许的。这样的情形同贡纳莉和里根一样，虽然她们

有了可以统治世界的机会，但是在她们背后还有众

多不让她们如此春风得意的反抗者，比如李尔和考

狄利娅。考狄利娅的再次出场正是为了拯救被姐

妹们摧残得苟延残喘的老父亲，这就表露出了莎士

比亚企图让女性承担拯救社会重任的美好愿望。

但是故事的最后，考狄利娅并没有成功赢得自己和

父亲的再生，反而双双因此而葬送了宝贵的生命。

这样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莎士比亚对

于女性主宰世界、承担救世主角色的不可能性的一

种暗示。女人肩负了来例假、生孩子、忍受生理疼

痛等各种限制，在生理条件方面决定了女人无法任

何事情都亲力亲为，比如不能亲自上战场杀敌、不

能亲自与仇人决斗、不能用武力解决争斗。由于这

些先天条件的限制，即使大女儿贡纳莉和二女儿里

根手握兵权，也不得不把所有的这些重任托付在埃

德蒙和其他侍从的身上；小女儿考狄利娅更是如

此，她手里没有兵权是惨败的一方面，而她同样作

为女人的生理条件的限制也成为了她兵败的另一

个重要原因。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莎士比亚在

创作《李尔王》这部作品的时候，心中饱含了对于女

性地位问题的人文主义关怀。他透过李尔王的视

角用一种非常浪漫主义的方式向世界传达了女人

们对于女性地位提高的殷切期望；紧接其后，他又

用经过人文主义理想改造、源自基督教的善恶模式

对剧中女性人物的行为品德进行了描述和评

价；［１３］最后，莎士比亚笔锋一转，利用女人的两大

致命缺陷（生理和心理条件制约）将自己亲手创造

出来的那个关于女性地位颠覆的美梦毁灭。莎士

比亚的创作口吻折射出那个时代下的女性地位问

题，女人的权力来自于男人，女人的命运与男人息

息相关，女人终究是女人。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

出，尽管莎士比亚对于广大女性是饱含同情的，但

是他还是坚定地认同以男性为社会生活中心的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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