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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狄更斯研究的道德批评传统及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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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１８０余年的狄更斯研究涌现了多种多样的批评方法，但道德批评一直绵延不断，形成了薪火相传的道德批评
传统。一是沿着柏拉图的道德理想主义传统，从善恶二元论来研究狄更斯世界的道德内涵。另一脉络是从保罗·埃尔默·

摩尔到利维斯再到威廉斯的与人生相联系的泛道德主义批评传统。回瞻１８０余年的狄更斯道德研究史，考辨其得失，无论
对于狄更斯研究还是对于我国当下社会的道德伦理建设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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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更斯（１８１２－１８７０）是英国最受欢迎的小说
家，也是具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之一。自从１８３６
年发表处女作《博兹扎记》以来，西方学界的狄更斯

研究已经历时１８０余年。期间批评家们运用种种
批评理论与方法研究狄更斯的作品和生平，如精神

分析批评、神话批评、符号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

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叙事学、接受理论、女性主

义批评、文化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可以说，狄

更斯成了检验新兴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的试金

石。但是，在如此众多的批评方法中，只有道德批

评和马克思主义批评纵贯１８０余年的狄更斯批评
史。可以说，在狄更斯批评史上，道德批评绵延成

薪火相传的研究传统。今天回瞻１８０余年的狄更
斯道德研究史，考辨其得失，无论对于狄更斯研究

还是对于我国当下社会的道德伦理建设都有重要

的启迪意义。

　　一　狄更斯研究的道德批评传统回瞻

对狄更斯的道德批评从１８３６年发表《博兹扎
记》和《匹克威克外传》就开始了。大体说来，有两

支脉络。一是沿着柏拉图的道德理想主义传统，从

善恶二元论来研究狄更斯世界的道德内涵，称狄更

斯是一个深受大众喜欢的伟大的道德说教者，称赞

他的强烈的基督教慈善精神，强调文学的道德教诲

作用，这是一条较为严格的道德线索。另一脉络是

受马修·阿诺德的“人生批评论”的影响，从保罗·

埃尔默·摩尔到利维斯再到威廉斯坚持一条较为

宽泛的道德立场，形成了一脉与人生相联系的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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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熙：西方狄更斯研究的道德批评传统及其反思

德主义批评传统。

（一）善恶二元论的道德批评

善恶二元论的道德批评成果十分丰硕，以二战

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３６－１９４５年。这一百年，狄更斯
研究有一种很独特的现象，即最初的研究成果大部

分是业余批评，这些文章为非专业人士所撰写，并

且大部分是匿名的。如１８３６年发表在《都市杂志》
的匿名评论十分中肯地指出了狄更斯作品中的道

德内涵。“狄更斯描绘了英国社会的道德、风俗和

习惯的完美图景”，“履行了道德说教者的崇高

职责。”［１］９３

托马斯·胡德指出狄更斯刻画了善良的人物，

Ｒ．Ｈ．霍讷（１８４４）称赞狄更斯强烈的基督教慈善精
神，乔治·司各特（１８６９）认为“狄更斯先生的全部
作品存在一个独特的、有意识的道德目的并支配着

他的叙事”［１］４９３，并最早提出狄更斯的作品有着内

在的“圣诞观念”。［１］５００Ｈ．赫顿认为狄更斯的道德
影响是健康有益的。悉尼·达克在《查尔斯·狄更

斯》中评论说，狄更斯坚信“生活是令人振奋的，灿

烂的，有趣的，自由是幸福所不可缺少的，所有的残

忍皆是愚蠢的，单纯和贫穷比博学和富庶更可爱，

仁慈是至高无上的美德，而欺骗则是最大的罪

恶。”［２］法国文学史家泰勒将狄更斯的小说归结为

两个字：善和爱。“怜悯那些卑贱的穷人。一个最

微不足道的、最受蔑视的人的价值可能和几千个有

权势的、傲慢的人的价值相等。千万不要伤害那些

在一切情况下，不管他们穿戴什么服饰，在一切时

代里都茁壮成长的脆弱的心灵。相信人性、怜悯和

宽恕是人身上最美好的东西。”［３］８英国作家奥尔德

斯·赫胥黎在《小耐尔的庸俗》一文中指出，狄更斯

只是让读者知道小耐尔的苦难、美德和天真无邪。

著名作家和激进批评家肖伯纳认为狄更斯早期作

品的主人公是恶棍与英雄。

杰斯特顿、乔治·奥威尔和爱德蒙·威尔逊是

二战前著名的狄更斯研究专家。杰斯特顿和奥威

尔认为道德品格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具有至高无上

的地位。杰斯特顿指出，狄更斯用对“希望与人道”

的内在之善的信仰来征服社会的罪恶。乔治·奥

威尔的观点体现在四个方面（１）狄更斯是个道德
家，他总是在布道，他的道德观大体上是基督教道

德观，他的最终结论是“为人行事要正派。”［３］１０（２）
狄更斯一心一意迎合中产阶级读者是其创造力的

最终秘密。（３）狄更斯总是站在弱者的那一边。他
在小说中对社会的批判几乎全是道德的。（４）狄更

斯所指的进步常常指的是道德意义上的进步，而不

是技术的进步。爱德蒙·威尔逊的《狄更斯：两个

斯克露奇》被学界认为开创了狄更斯批评的新时

代。这篇以心理分析而著称的长篇论文也用了道

德批评方法，可以说是心理批评与道德批评有机结

合。其主要观点是：（１）明确提出“二元论世界”，
狄更斯的每一部小说都描写了两种对立的道德准

则，“二元论贯穿了他的全部作品。”［３］１１（２）早期小
说的结局总是恶人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少年主人公

赢得了女主人公的爱情。（３）“中产阶级家庭是狄
更斯衡量美德的标准。”［３］１３

第二阶段：１９４５年以后的七十年。这一阶段由
于理论大潮的兴起，批评方法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道德批评常常与心理分析、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

主义批评结合在一起。

阿诺德·凯特尔认为，狄更斯的圣诞精神表达

了“天下和平，人间友好”的人生理想。狄更斯的作

品在教诲读者的同时又使他们得到娱乐。他对经

济和社会基础的批判是从感情出发，而不是从哲学

出发。狄更斯遵循传统的习俗观点，认为婚姻必须

是幸福美满的，他的作品不描写的两性关系。最后

一点与马里奥？普拉兹在《维多利亚小说黯然失色

的英雄》（１９５６）中的观点是一致的。马里奥？普
拉兹认为狄更斯在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他对道德

问题的看法是保守的，通常回避性描写。

在雷克斯？华纳看来，“狄更斯不但是一个说

教者，也是一个传道者。”［３］１４狄更斯擅长于揭露那

个时代的伪善。他的乐观主义不是错误，而是承认

信仰人类本性的方式，而同时又看到了人类不可避

免地会犯错误。狄更斯一生始终相信人性是善的。

虽然狄更斯对人类社会却越来越不信任，但是对人

性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他坚信人性在本质上

是善良的，“只要它能摆脱愚蠢和残酷的枷锁，不再

受它们的明显的羁绊，它一定能够变得美好起

来。”［３］１５在他看来，在没有受到权势、金钱和名誉腐

蚀，在没有受到机械的压力所摧残的人物身上，还

保持着善良的天性，如儿童，退休的绅士、勉强糊口

的工人家庭。不能把狄更斯看作握有拯救世界仙

方妙单的改革家，因为他对进步不抱任何幻想。他

表达了“对虚伪的社会组织机构的憎恨，对没有受

到摧残的善良人性的信念以及英国式的无政府主

义。”［３］１６他的小说结局总是“好人得到好报，坏人

不是受到了惩罚，就是得到了改造”。［３］１７

詹姆斯·金凯德在《狄更斯与笑声修辞》

（１９７１）中认为狄更斯是一个有意识的道德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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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揭露社会罪恶的同时，温和地影响着读者。约

瑟夫·戈尔德的《狄更斯：激进的道德家》（１９７２）
提出狄更斯作为道德哲学家的形象是激进的。马

克思主义批评家卢卡契和特里·伊格尔顿从意识

形态的角度指出了狄更斯道德观的局限性。在卢

卡契看来，狄更斯在以法国革命为题材的历史小说

《双城记》比他的社会小说更加鲜明地反映了他的

他的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弱点。通过

强调具有因果关系的道德因素，狄更斯削弱了人物

生活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的联系。特里·伊格尔顿

指出，狄更斯以感伤的道德准则为核心，他的浪漫

的人文主义的中心意象是童年的无辜，这反映了狄

更斯对资产阶级社会道德批评的理论局限性。

约翰·里德的《狄更斯和萨克雷：惩罚与宽恕》

（１９９５）指出，狄更斯对惩罚与宽恕的态度持的是基
督教立场。他处理善恶问题潜在的道德斗争不仅

在主题上而且在结构上都发挥了作用，从而将各部

小说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狄更斯不愿意让善

良的人直接惩罚恶棍，强调伤天害理的人必遭报

应。“重复的报应模式”强化了小说作为道德说教

的工具。贾尼斯·卡利斯莱欣赏狄更斯再现道德

观的能力，她认为狄更斯将小说看作让读者领悟严

峻的生活现实的手段，而同时让他们认识到社会进

步的潜力。约瑟芬·盖伊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

问题小说》（１９９６）强调狄更斯以“经济人”和“道德
人”之间的冲突为重点，但狄更斯明显倚重后者。

斯坦利·弗里德曼的《狄更斯的小说：良心挂毯》

（２００３）以狄更斯小说的道德维度为重点，认为狄更
斯表达了“良知”观念，一直将教诲当作自己的职业

使命。文森特·纽维的《查尔斯·狄更斯的圣经》

认为狄更斯的全部作品都致力于“在日益世俗化的

世界中保持或者重组道德价值观。”［４］

（二）泛道德主义的“人生论批评”

与狄更斯同时代的马修·阿诺德倡导的“人生

批评”论，不仅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而且也将

它作为判断文学作品优劣的标准，同时强调作家的

社会责任感。它摈弃了狭窄的道德准则，将高度的

真实性和严肃性作为判断文学作品的标准。马修

·阿诺德主要研究古典诗歌，但是在他的影响下，

经保罗·埃尔默·摩尔、Ｆ．Ｒ．利维斯的努力，形成
了一脉与人生相联系的泛道德主义批评传统，成为

英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作为马修·阿诺德有机知识分子的追随者，美

国学者保罗·埃尔默·摩尔（ＰａｕｌＥｌｍｅｒＭｏｒｅ）的
《谢尔本论文集》（１９０８），将“高度的严肃性”作为

检验伟大文学的试金石，认为狄更斯是个追求怪异

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缺乏高度的严肃性。将高度

的严肃性作为判断文学作品的标准在小说领域的

研究主要是由剑桥教授利维斯夫妇来完成的，他们

像阿诺德那样以文学为宗教，一辈子都在为论证这

一观念而努力。

利维斯夫妇合著的《小说家狄更斯》（１９７０）称
“狄更斯是最伟大的创造性艺术家之一，他以其创

造性天才全面发展了忠诚于艺术的意识，成了一位

既多产，又让大众喜欢，既深刻又严肃，既机敏又训

练有素的的小说家，他是一位艺术大师。”［５］受到阿

诺德和利维斯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雷蒙·威

廉斯在《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指出狄更斯

一贯深刻而卓越的社会道德批评超越了任何单个

地对货币、大法官法庭、家庭或其他社会秩序的抨

击。但是当他将狄更斯与同时代的马克思进行衡

量时，威廉斯发现，虽然他们都怀有人类条件普遍

需要改善的意识，但是狄更斯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批

判尚未达到马克思那样的高度。在描绘社会罪恶

时，他的人物超越了其所生活的社会，狄更斯既是

“尖锐的社会批评家，同时又是人类生活的歌颂

者。”［６］罗伯特·波默斯的《滑稽的信仰：从奥斯丁

到乔伊斯的伟大传统》（１９８０）在挑战驳利维斯的
偏狭观念时，指出１９世纪的滑稽小说履行了宗教
功能。他将１９世纪的滑稽小说与乔叟、莎士比亚
以及１８世纪的前辈作家联系起来，提出大众对幽
默和传统的大团圆结局的要求并不妨碍小说家狄

更斯写出具有严肃道德目的的小说的能力。

　　二　道德传统和维多利亚主义：狄更斯研究的
两个核心范畴

　　西方１８０余年的狄更斯研究，其重要成果表现
为释义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在这一嬗变过程中，诸

多概念和范畴得到了解说和厘定。但笔者认真为，

道德传统和维多利亚主义是两个无法绕过的范畴，

有必要在此加以界说。

（一）道德传统：这里所说的道德传统包括文学

传统和批评传统。传统说到底是一种“历史意识”，

按照英国批评家托·斯·艾略特在其名著《传统与

个人才能》中的说法，“历史意识”不仅要领悟过去

的“过去性”，还要把握过去的“现存性”，它不但使

作者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

从荷马以来整个欧洲文学及其本国文学都有一个

共时的存在，从而构建一个共时的平面。

先看文学传统。英国小说自产生以来一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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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文艺对读者的道德教诲作用。１７世纪，约翰·
班扬的《天路历程》通过描写主人公基督去天国寻

求救赎的旅程，向读者宣传正统的宗教思想。１８
世纪，丹尼尔·笛福声称他一贯的创作目的是要使

有罪者幡然悔悟，或者告诫天真无辜者免入歧途。

“萨谬尔·理查逊信奉小说的正当旨趣是传达真

理，小说家应该是人类风尚的公正的复制者。亨利

·菲尔丁要运用一切才智和幽默，力图以嬉笑怒骂

的方式将人们从他们习以为常的愚昧和邪恶中拯

救出来。”［７］１９世纪是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强调
道德伦理在维多利亚时代作家身上体现得尤为明

显，简·奥斯汀、司各特、狄更斯、乔治？艾略特、勃

朗特姐妹、盖斯凯尔、萨克雷、柯林斯、特罗洛普、布

尔沃·利顿、乔治·莫瓦、刘易斯等人的作品无不

打上深深的道德烙印。狄更斯作为那个时代极具

社会责任感的伟大作家，在其小说中更是不懈地追

求着一种社会批判与道德教化的契合。以《艰难时

世》为例，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一部反映劳资矛盾的

作品。事实上，小说真正的社会关系是家庭伦理关

系，展示了父母 －儿童关系及其所蕴含的道德意
蕴。假装自生的庞德贝不承担孝敬父母的义务，是

无情的丈夫和主人。葛擂硬是失败的父亲，虽然不

是冷酷无情但却愚蠢至极，他的失败妨碍了女儿的

生活。朱浦也是个失败者，但宽恕的儿童再度成了

代理父母，而朱浦支持露易莎，因为她仍然忠于自

己的血统。每个人物皆可以从他们的家庭关系来

判断。朱浦作为小说的道德试金石，正如她的诨名

所暗示的那样，既是姐妹，因为她是女儿；又像母

亲，因为她可能是个孩子。再如史里锐马戏团，露

易莎与庞德贝的婚姻缘自童年时代的感情受到扭

曲。斯蒂芬灾难性的婚姻妨碍了他对雷切尔的爱。

再看批评传统。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道德

批评都是兴起最早而又影响深远的一种批评。柏

拉图的“理念”是最高的“善”，在价值意义上，理念

世界就是真善美的世界。柏拉图从“善”的理念出

发来界定美的本质和功能，强调文艺对人的心灵进

行教化和改造，开创了西方的道德理想主义批评传

统。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优于历史在于它具有较高

的“真实和严肃性”，并以道德标准区分严肃的诗人

和平庸的诗人。贺拉斯的“寓教于乐”更强调诗的

教化作用。菲利普？锡德尼爵士认为文学原则上

应该有很高的道德目的。特罗洛普说，作家必须娱

悦读者，否则他就一钱不值；同时他还得教育读者，

而教育的方法是使美德富有魅力，使恶德令人望而

生厌。

维多利亚时代三位批评大家卡莱尔、罗斯金和

阿诺德都十分关注文学的道德教化。罗斯金继承

了先师卡莱尔的不少思想，他的审美原则以道德为

基础，主张艺术为生活服务，又回到了柏拉图的道

德理想主义。从善恶对立的二元论到“人生的批

评”是阿诺德开创的，他的道德批评———“诗歌是人

生的批评”的观念实质上是希腊精神在文学领域的

逻辑延伸。英国文学的奠基者乔叟，其诗作内容虽

然反映了真实的生活，但是缺乏“高度的严肃性”，

阿诺德由此认定乔叟不算是伟大的经典作家。亨

利·詹姆斯和Ｄ．Ｈ．劳伦斯抨击了英国小说在道德
上的装腔作势，而着意于表现对人生的直接印象，

他们的审美观点重在表达感受人生本质的充实性。

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不仅是文学传统，更是道德

意义上的传统。利维斯以道德为出发点来判定作

品的高下，艺术形式唯有统辖于道德目的才有意

义。阿诺德和利维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分析出发，

把文学批评拓展为广义的道德和文化批评。怪不

得拉曼·塞尔登在《文学批评理论》很精辟地指出：

“道德传统理论总是欧洲文学批评传统中最为反理

论的一种，在英国特别盛行。”［８］

（二）维多利亚主义（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ｉｓｍ）或维多利亚
时代风尚：维多利亚主义是指１９世纪中期，即维多
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总称，其中包括

宗教观、人生观、道德观和家庭观等，而核心是道德

观。“它一般被理解为自满自足、岛国自大、虚伪道

德、慈善主义、感伤主义、粉饰太平等的同义语、虚

假乐观主义的代名字。”［９］狄更斯的创作严格遵循

维多利亚主义的道德规范。一方面，虽然狄更斯的

代表性作品具体情节各异，但都是按照个人奋

斗———成功———幸福的模式来安排布局的，严格契

合中产阶级的审美理想。“奋斗———成功———幸

福”的模式讴歌了资产阶级奋发向上的人生理想，

反映了善总会战胜恶的乐观主义精神。如《大卫？

科波菲尔》的结尾，衣袖褴褛的人全给抹除了，密考

伯发了财，希普坐了牢，朵拉死掉为艾尼斯让路。

另一方面，他的小说力图反映中产阶级的高雅体

面，竭力回避性描写，没有让年轻姑娘看了脸红的

内容。如《董贝父子》第５４章中的董贝夫人与丈夫
的代理人卡克尔私奔的情节，他们明明是私奔到法

国，住进一家出租公寓，狄更斯却硬要证明他们没

有发生两性关系，不厌其烦地交待一男一女的一举

一动。正是因为狄更斯的作品反映了维多利亚主

义，迎合了中产阶级的审美理想，他才成为英国历

史上最受欢迎的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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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历史之反思：道德批评传统的启示

文学的道德批评作为人文主义批评与阶级、历

史、审美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从阶级角

度看，不少批评家挑剔狄更斯虽然怒斥了社会罪恶

但没有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说他不是真正的革命

者而只是一个改革者。如吉辛、雷蒙德？查普曼认

为狄更斯确实憎恨压迫和非正义，但他在本质上是

一个保守主义者。激进批评家乔治·奥威尔认为

狄更斯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建议，甚至于对于他

所攻击的社会的性质也没有明确的理解。马克思

主义批评家卢卡契和特里·伊格尔顿从意识形态

的角度批评了狄更斯道德观的局限性。这些批评

观点，因为没有精准地定位狄更斯的阶级属性，因

此不能很好地解决狄更斯创作中的矛盾。事实上，

狄更斯对自己的处境有一种焦虑意识，他比崇拜他

的人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中产阶级地位。狄更

斯１２岁在黑鞋油作坊做童工，被置于商店橱窗前
做封装鞋油瓶子的示范表演的经历在他心中挥之

不去。他从贫困的童工崛起成为一代富翁并成为

英国最受欢迎的文学家，文学是他攀登社会顶峰的

阶梯。这种中产阶级地位决定了狄更斯在社会大

市场中的矛盾处境，他既是社会的批判者又是参与

者，在拒绝和批判社会的同时仍然需要社会接纳

他。他虽然诅咒那个罪恶丛生的社会，但是他没有

勇气挣脱那个购买他的书籍、支持他的生活方式的

伪善的社会，更不愿意推翻给他带来了名利的社会

上层建筑。事实上，狄更斯不仅不是一个革命者，

他还将革命看作洪水猛兽，这在《双城记》中得到了

鲜明的体现。

其次，从审美的角度看。道德批评因为与阶

级、历史、人性等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联，常被一

些论者纳入外部研究而受到轻视。对文学批评道

德观的忽视，不仅不利于文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而

且因为道德批评还能够发现和诠释文学的内部研

究所无法洞悉的方面。例如，Ｅ．Ｍ．福斯特的《小说
面面观》（１９２７）被人们视为现代主义研究方法的
圣经，这部影响至巨的著作在评价狄更斯时主要是

从审美角度着眼的。在福斯特看来，美的世界对狄

更斯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视而不见的。他将人物

分为圆型人物和扁平人物。圆的人物有非常丰富

的生活，与作品的其他方面和谐一致，它能给读者

带来更大的乐趣，圆型人物优于扁平人物。他贬称

“狄更斯的人物几乎全是扁平人物”，“几乎每个人

物皆可以用一句话进行概括”，“狄更斯的人物几乎

全是扁的”［１０］２６０，但 Ｅ．Ｍ．福斯特不得不承认狄更
斯的人物有着奇妙的人情深度，“他的类型所取得

的巨大成功暗示扁平人物有着比严肃的批评家认

可的更多的内涵。”［１０］２６１令人遗憾的是，Ｅ．Ｍ．福斯
特没法解释这种“奇妙的人情深度”以及狄更斯的

扁平人物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如果从道德角度进

行观照，则一目了然。狄更斯是一个迎合维多利亚

主义的道德家，他喜欢从道德角度描写人物，道德

因而成了狄更斯的人物性格的核心，如《双城记》中

的代尔那、厄弗里蒙地侯爵和卡尔登，再如０《老古
玩店》中的小耐儿、奎尔普、斯威夫勒。另一方面，

狄更斯小说人物的道德内容是分层次的，其核心层

次是仁爱、诚实、高尚。狄更斯塑造的人物都是人

物所固有有品质，这样从道德角度看，人物一出场，

本质便被确定下来，终生不再改变。单层次和确定

化造成性格单纯、静止的人物比较多。但是这并不

影响狄更斯人物厚度和丰富多彩，他的人物同样有

着让读者为之着魔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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