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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乔伊斯)死者*与曼斯菲尔德

)陌生人*的幻灭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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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詹姆斯+乔伊斯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他们的作品在主题内涵和创作

风格方面有着诸多相似性$"死者#与"陌生人#便是其中的典型之作% 这两个短篇书写了主人公对爱情*婚姻*人生以及

自我话语权威的多重幻灭$通过描绘其从幻想到幻灭的心路历程$揭示出其精神上的死亡和孤独感$暗示了现代人普遍

存在的精神危机和异化状态$折射出 !#世纪初西方的社会历史语境% 在其小说创作中$两位作家均借助多元的现代主

义艺术手法$如顿悟或启示*自由式话语以及象征手法等$巧妙地呈现人物的内心隐秘世界$表现出作品普遍的幻灭主

题$从而使小说的形式与内容达到完美统一$也使我们从中领会到了这两位现代文学核心人物深厚的创作功力%

关键词#幻灭)"死者#)"陌生人#

中图分类号#<$#")4555文献标志码#7555文章编号#$"2!

3

2,*+!!#$%"#"

3

##4+

3

#2

55詹姆斯0乔伊斯"9FYHL9'T/H# $,,!,$%4$$

和凯瑟琳0曼斯菲尔德 "6FIQHJ(0HMF0LK(HU&#

$,,,,$%!*$因其对小说艺术形式的革新和探索

以及新颖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西方现代主义文

学的杰出代表& '死者( "!"#Q#)E$和'陌生人(

"!"#J.*)&'#*$便是最能代表两位作者艺术风格

的两篇作品& 从叙事结构%叙事话语和叙事修辞

层面#探究两位作家在叙事形式上的选择对小说

幻灭主题的揭示所起的作用#可使我们洞窥两位

作家精湛的现代小说叙事艺术以及创作思想和创

作手法的相似之处&

一5幻灭的主题内涵

现代主义文学是 !# 世纪西方社会时代精神

的艺术表征& $% 世纪末 !# 世纪初#西方经济得

到极大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发生极大改变#传统社

会机制开始解体#新的秩序尚未建立& 新旧交替

的社会格局修正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

异化度增大#精神困境加剧#而一战的爆发更使人

们身心俱创#加深了他们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幻灭

感以及对前途和命运的悲观感!

& 在这样的历史

语境下#现代主义文学顺势而生& 现代主义文学

反映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

与自我之间的异化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

伤%悲观情绪和虚无意识#表现现代人和现代社会

的失败过程#呈现人物的绝望感和孤独感#揭示其

复杂的情感生活和精神世界& 在这样一个荒诞不

经的世界中#对人的生存和精神境遇的审视%对人

生意义的思考#就成为现代主义文学无法回避的

命题"

&

这在乔伊斯和曼氏的作品中也得以体现& 乔

伊斯表现的是都柏林的)瘫痪*状态#以及都柏林

人的精神空白#曼氏描写的则是一种绝望感%一种

事物注定走向灭亡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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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罗指出#乔伊斯和曼氏的小说艺术存在很多方

面的相似性#而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作品中的

)孤独和疏离主题*

!

& 的确#他们的小说重在揭

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表现人际的隔阂与疏离%孤

独与幻灭%悲观与虚无#展现他们的精神性死亡#

反映其对人生的感悟以及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思

考& 作为婚姻家庭题材的作品#'死者(和'陌生

人(均聚焦中产阶级的家庭#书写了主人公对爱

情和婚姻追求的失败及由此产生的孤独感%幻灭

感和精神上的死亡#从一个侧面暗示了西方社会

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 在其作品中#乔伊

斯和曼氏通过描写两性之间的隔阂与疏离#描绘

他们从对美好的爱情和婚姻的幻想到最终幻想破

灭的心路历程#凸显出其对婚姻和爱情的美化与

因现实生活的残酷产生的痛苦感之间的冲突#即

幻想和现实的冲撞#以表达一种对爱情%婚姻%人

生以及自我话语权威的幻灭#展现他们的孤独感

和失落感#对资本主义现代婚姻进行批判并对异

化的人际关系进行揭露#从而使幻灭主题得以凸

显和扩展#而作家的人生观也得以流露&

'死者(讲述了大学教授加布里埃尔和妻子

格丽塔去姨妈家参加圣诞晚会的事#主要采纳加

布里埃尔的限制视角进行叙事& 整个晚上#加布

里埃尔情绪跌宕起伏#但充斥他心头的是他对妻

子那种强烈的渴望和对自己和谐幸福的婚姻家庭

生活的满足感#)他为她属于他而幸福*& 晚会结

束时#有位客人唱了首叫'奥芙里姆的少女(的民

歌#这勾起了格丽塔对往事的回忆#原来她年轻时

有位恋人经常给她唱这首歌#但不幸的是他去世

了#而且是为了她& 回到旅馆#情绪低落的格丽塔

把自己这段早年的感情经历向丈夫和盘托出#这

使得加布里埃尔的幸福感和满腔热情顿时烟消云

散#取而代之的是他对爱情和婚姻的幻灭感%对人

生意义的虚无感以及自我的迷失& 作品中的加布

里埃尔展现出来的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形象& 身为

大学教授的他整个晚上担心着自己演讲的成败#

怕听众理解不了#因为)这些人的文化程度跟他

不一样*& 而对于自己的婚姻生活#他也是充满

着乐观态度& 他认为尽管这些年的生活有些沉

闷#但孩子%家务和他的写作并没有完全泯灭他们

内心深处的柔情& 只不过#圣诞之夜自己的妻子

竟然怀念着旧情人的事实却证明了他的臆想的天

真#导致了他的幻灭#使他意识到两人之间的隔阂

与疏离& 再者#在妻子心目中#他这个生者%大学

教授#竟抵不上一个死者%煤气厂的工人#这无疑

是对其自我人格的极大羞辱& 而妻子在感情上的

背叛#则是对其男性话语权威的极大挑战#促成了

其自我主体性的消解& 心灵的重创使加布里埃尔

经历了精神上的死亡#对人生产生了幻灭#他感到

自己消失在了这个灰色世界里#整个世界也逐渐

消亡& 由此#加布里埃尔的个人心理问题就获得

了一种普遍意义#成了所有都柏林人的悲剧#进一

步暗示了)现实世界所有男性的困境*

"

&

'陌生人(讲述了商人约翰0哈蒙德去码头

迎接他阔别十个月去欧洲探望大女儿即将归来的

妻子珍妮的事#主要采纳了哈蒙德的限制视角进

行叙事& 该小说描绘了男主人公精神上的孤独感

和幻灭感#展示了现代婚姻中人们的情感危机和

关系的淡漠& 尽管结婚多年#哈蒙德依然对妻子

充满激情& 在旅馆#当他深情地揽她入怀时#遭遇

的却是对方的冷漠& 随后他被告知一个男人刚刚

在船上死去#这使哈蒙德产生了很不好的感觉#好

像)遇到一个葬礼一样*& 得知那个人竟然是在

珍妮怀里去世时#他觉得这简直是他自己的葬礼&

他的精神霎时崩溃了#他对爱情和婚姻的幻想彻

底破灭了#从而经历了一种隐喻性的死亡& 从女

性主义视角来看#男主人公的幻灭则暗示了对其

男性话语权威的消解#从而)迎合了克里斯蒂娃

提出的挑战二元对立的父权规则的构想*

#

& 小

说中的哈蒙德是典型的父权制的拥护者#他对妻

子有着绝对的权威并以此确保其自我的重要性&

)一切都宽恕*这句话表明他对妻子离开他到欧

洲看望女儿之举的抱怨#同时也暗示着他的欣慰#

因为她的回归又可以使他行使上帝般的权利了&

船靠岸了#当妻子提出要向其他人告别时#)他的

脸沉下来了*#后来)让了步*& 这无疑暗示着哈

蒙德的男性权威以及妻子的他者地位& 当看到她

的行李上)约翰0哈蒙德太太*的标签,,,这一

她隶属于他的传统性别角色的标志时#他)满意

地长吁一口气*并感到)危险过去了*& 而他那种

)想把珍妮变成他身体的一部分以使其不能逃

脱*的想法#更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其对妻子的

控制欲及其男性话语权威& 故结尾处自己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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搂着别的男人这一真相的揭示#无疑极大地打击

了哈蒙德#放逐了其自我主体性& 借此#作家对二

元对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了解构#建构起一

种女性的话语权威& 另外#尽管结尾处仅涉及哈

蒙德对自己困境的顿悟#然而它却暗示了一种更

为宽泛的阐释!小说所揭示的孤独感和幻灭感具

有普遍性#它不是个人的#而是反映了整个人类境

遇#是笼罩在所有死者和生者之上的!

&

二5幻灭的结构呈现

现代小说以感觉和环境真实为目标#以对现

在的观察而不是对过去的研究为依靠#它的终极

形式是生活的片段#其结尾常常是一个突然而任

意的中止& 开放式结尾是平平淡淡地滑过#似结

束又不像结束#表明意向#拒绝进行解释和判断#

给读者一种)生活正迈向不可测的未来的想象感

受*

"

& 这一点在乔伊斯与曼氏的小说中得到了

完美体现& 为了表现人物的情感和精神危机#揭

示人生的真谛#两位作家都注重了情节的淡化和

心理真实的呈现& 他们的小说没有严格的结尾#

或者说结尾是开放式的& 小说结尾处他们往往采

用)顿悟*的技巧来反映主人公的精神困境和对

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感悟#让主人公经历瞬间的

心领神会或者幻灭#从而对自我和人生获得全新

的认知和启示& 对此#西方学界均给出了相关评

论& 如西尔维娅0伯克曼认为#乔伊斯小说中的

)顿悟*这一概念和契诃夫%曼氏小说中的)瞬间

启示*有着重要的关联#

& 克莱尔0汉森和安德

鲁0格尔同样指出#在其无情节小说中#曼氏尤为

注重)重要瞬间*的显现%一种)洞见*#相当于乔

伊斯笔下的)顿悟*#这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瞬间领

悟$

& 格里0金伯也认为#)顿悟*对于曼氏和乔

伊斯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技巧%

& 的确#在'死

者(和'陌生人(中#两位作家通过对)顿悟*或

)瞬间启示*的运用#均巧妙地揭示出作品的幻灭

主题&

乔伊斯短篇中的)顿悟*并非出乎意料的感

悟#在获得它之前#主人公往往会经历一个心理上

的准备过程#并且它通常发生在主人公心理变化

的关键时刻#代表了小说的高潮和结尾&

#由此引

发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死者(中加布里埃尔的

顿悟即是对爱情%婚姻和幸福的幻灭感#对现代社

会人与人关系之冷漠和隔阂的感悟#而他的顿悟

的到来也是经历了几个准备阶段才渐以实现& 在

旅馆#当格丽塔告诉加布里埃尔她在想以前经常

唱'奥芙里姆的少女(那首歌的人时#他的笑容顿

时消失了#心中升起一股怒气#他对她在思想上没

有与他产生共鸣而不满%并对自己的一厢情愿深

感扫兴& 而接下来妻子对那个年轻人的赞美使他

更加气恼#然而自尊心使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

绪#只是冷冷地%颇带讥讽意味地和她对话#因为

他不想让她觉察出身为大学教授的他对一个男孩

感兴趣& 但当他被淡然地告知那个男孩已经死

了#并且在一家煤气厂工作时#他的自信遭受了猛

地一击#他感觉受到了羞辱#因为讥讽落了空#他

没想到妻子竟然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如此不看

重#而他竟然是在自作多情1 但他极力用冷漠的

声音与妻子继续谈着那个年轻人& 当格丽塔告诉

他#她和那个年轻人关系非常亲密时#加布里埃尔

心里绝望了#但他依然不肯相信妻子曾经有个旧

情人这个事实#继续徒劳地维护着仅存的一点自

尊#悲伤地问起那个人的死因#听到的却是妻子平

静而大方地承认!)我想他是为我而死的&*此时#

加布里埃尔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崩溃#他感

到一种朦胧的恐惧向他袭来#他获得了一种精神

上的顿悟#意识到#一直以来他这个丈夫在她的生

活里扮演了多么可怜的角色#他们之间的感情是

多么苍白无力#他在她心中的地位竟然不及一个

死者#他有一种虽生犹死的感觉#俨然成了一个

)活死人*& 熟睡中的妻子在他眼中显得如此陌

生%如此疏远#)好像他和她从未像夫妻一样一起

生活过似的*& 在此#加布里埃尔领会到的是一

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和幻灭感#并经历了精神上

的死亡#而他的这种困境和危机在小说结尾处被

加以扩展#成为爱尔兰所有人乃至西方现代人的

困境和危机&

曼氏短篇的结尾#往往把主人公置于幻想和现

实之间的两难境地#伴随着从幻想到现实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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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的美好幻想和憧憬遭遇残酷现实的冲击而

幻灭#从而对自我以及社会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启

示& '陌生人(的结尾同样以男主人公的顿悟和幻

灭而告终#从而使婚姻生活中人们的情感危机和关

系的疏离这一主题得以揭示& 如前所述#哈蒙德深

爱妻子#对他们的感情和婚姻充满美好的幻想& 然

而相反#珍妮对他却是异常冷漠#她的吻看起来也

像是)在合同上签了字*& 而实际上珍妮却是一个

善于交际的女人#这从旅程结束全头等舱的旅客都

要和她告别这件事体现出来& 她对孩子们充满爱

心#对陌生人满怀柔情#对丈夫却是冷漠以对#这说

明她对哈蒙德已不再有感情& 所以当珍妮告诉他

在船上一个陌生男子在她怀里去世的消息时#可怜

的哈蒙德遭受了致命打击#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

他的内心独白显示这些年珍妮从未把他抱在怀里#

然而她却抱了一个陌生的%垂死的男人#妻子的做

法让他无法忍受#他的心彻底凉了& 感觉到丈夫情

绪的变换#珍妮假装若无其事地问道!)这没让你感

到难过吧+ 这没破坏我们这个晚上%我们单独相聚

的晚上吧+*

!小说结尾处#读者能感受到哈蒙德

获得的顿悟%对他和妻子之间真实婚姻状况的顿

悟!)他们永远不会单独相聚在一起了&*长期以

来哈蒙德丝毫未觉察到他们之间隔阂的存在#而

是一厢情愿地以为妻子会像他爱她那样爱自己#

然而在残酷的事实面前#他才突然醒悟过来#意识

到自己其实是孤独的#她从来不曾真正爱过他#他

也从来不曾真正拥有她& 他们的婚姻是个悲剧#

是个失败之举& 此处的顿悟#使哈蒙德不仅对婚

姻产生了幻灭感#而且意识到了人生的悲观和虚

无及其自我话语权威的虚幻&

三5幻灭的话语呈现

韦勒克和沃伦曾说过#小说的长处在于它能

描写心理生活#重要的一点是要坚持小说自身一

贯的客观性"

& 作为杰出的现代小说家#乔伊斯

和曼氏均注重对人物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的客观

表现& 为此#在叙事话语上#他们往往采用自由间

接话语和自由直接话语或内心独白等现代性的人

物话语模式#真实%客观地呈现人物矛盾复杂的内

心世界#达到强化主题的目的& 自由间接话语是

现代小说最常用的一种人物话语表达方式#通常

以第三人称进行叙事#在人称和时态上与间接引

语一致#去除了引述句#人物的话语被叙事者加工

后转述#能体现人物的主体意识& 自由间接话语

处于人物主体和叙事者的共同控制之中#是这两

种声音的混合#成为)再现人物意识流动的所谓

间接内心独白的便利工具*

#

& 自由直接话语或

内心独白是一种无媒介的言语再现或言词化思想

记录#是对人物沉默的自我言说的直接模仿#其特

征包括用第一人称%现在时定位%去除引号%语言

由人物发出%其预设的受众是思想者本人$

& 内

心独白抹去了叙事者存在的痕迹#直接把读者引

到人物的内心生活中#给人物直接而真实袒露内

心隐秘的机会#有利于表现人物性格和潜意识心

理& 在'死者(和'陌生人(中#两位作家借助于自

由间接话语和自由直接话语#使主人公的情感体

验和内心隐秘世界得以客观呈现#从而揭示出小

说的幻灭主题&

'死者(中#加布里埃尔整晚内心对妻子都充

满着强烈的感情#他因她而骄傲和幸福& 然而回

到旅馆后#她的表情却极其严肃和疲惫#这使他不

免有些失望& 接下来的一段话生动地展现了他此

时的内心感受!)"$$这时他因气恼而发抖& "!$

她为什么看起来如此心不在焉+ "*$他不知道该

如何开始& "4$她也为什么事而气恼吗+ "+$要

是她能主动转向他或者走向他就好了1 22""$

不#他必须先在她眼里看到同样的激情& "2$他

渴望能驾驭她奇怪的情绪&*

%这段引文中#句"$$

和"*$有明显的叙述者的干预#叙述者对加布里

埃尔的感触作了概述属于言语行为叙述体& 其余

几句则为自由间接话语#叙述者对加布里埃尔内

心感受的转述#巧妙地展示了他既渴望和妻子亲

热#又顾及面子%极力压抑着内心激情的那种矛盾

心理和他颇具男权思想的性格#同时也流露出他

对妻子的古怪行为所产生的疑惑#暗示了他们夫

妻关系的隔阂和情感危机#为下文真相的揭示和

男主人公的失落感以及对爱情和婚姻的幻灭感埋

下了伏笔&

格丽塔讲完她和已故恋人的故事后#哭着睡

着了& 接下来叙事者通过系列的自由间接话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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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赵文兰!论乔伊斯'死者(与曼斯菲尔德'陌生人(的幻灭书写

述了加布里埃尔得知真相后的意识流动!)原来

她的生活中曾有过这样一段浪漫的故事!一个男

人为了她而死去& 现在想想他这个做丈夫的在她

的生活里扮演了多么可怜的角色#他几乎感觉不

到痛苦了& 他看着熟睡的她#好像他和她从未像

夫妻一样一起生活过似的&*

!格丽塔的这段恋爱

经历#带给加布里埃尔的是一种酸痛的感觉#他嫉

妒的是有个男人竟然那般爱着自己的妻子#痛苦

的是妻子的这段经历自己竟然毫不知晓#多年来

她心里一直想着旧情人而与他同床共枕#他却怀

着美好的幻想为他们的婚姻生活感到幸福和自

豪& 残酷的现实使他绝望了#他对爱情和婚姻的

幻想破灭了#他为自己的处境感到可悲#她在他眼

里变得陌生而遥远#他们的婚姻关系遭到了彻底

的破坏#他们之间剩下的只是隔阂了& 这里自由

间接话语的运用#生动呈现了男主人公的孤独感

和幻灭感#解构了其男性话语权威&

'陌生人(中#曼氏通过运用大量的自由间接

话语以及其他话语表达方式#逼真再现了哈蒙德

的内心世界#暗示出小说的幻灭主题& 哈蒙德和

珍妮到了旅馆#自由间接话语和言语行为叙述体

的综合运用表现出哈蒙德此时的内心感受!)"$$

他似乎觉得她的嘴唇接触到他的之前稍微停顿了

一下#但是已长到足以折磨他了& 她就像平常那

样坚决地#轻轻地吻他的嘴唇& 仿佛这个吻,,,

他怎能描述它呢+ ,,,证实了他们正在谈论的事

情#在合同上签了字& "!$但是#这并不是他想要

的-这根本不是他所渴望的& "*$他突然觉得疲

惫不堪&*

"这段引文中#句"$$是言语行为叙述

体& 对哈蒙德来说#妻子的吻简直就是例行公事#

像)在合同上签了字*#有点不情愿& 这种感觉恰

好印证了他心中始终不愿承认的猜测!她对他的

感情不及他对她那样深#她的心不能完全属于他&

句"!$中叙述者再次以自由间接话语转述了哈蒙

德面对自己不愿接受的现实所产生的内心渴求&

他希望珍妮能对自己付出真情#而不是以一副冷

冰冰的模样面对他#她的表现使他非常失望#他担

心自己父权地位的动摇#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婚姻

有问题了& 句"*$又是叙述者的评论#总结了哈

蒙德对其貌合神离的婚姻生活不堪重负的反应&

故事结尾处#曼氏综合运用了自由间接话语

和自由直接话语#使男主人公的情感体验和幻灭

感得到充分展现& 珍妮把在船上一个陌生男人在

她怀里死去这件事告诉丈夫之后#叙述者这样转

述了哈蒙德的思想活动!)啊#上帝#她在说什么

呀1 她在对他做些什么呀1 这会杀了他1*

#一连

串的自由直接话语逼真展现了哈蒙德听到这个噩

耗之后的震惊%伤心和绝望& 自己的妻子竟然搂

着一个陌生男子1 满怀激动等待妻子归来的哈蒙

德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他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的

事实#他觉得她彻底背叛了自己#他无法承受#他

对美满婚姻的幻想破灭了#从而经历了精神上的

死亡& 随即#叙述者又通过系列自由间接话语转

述了哈蒙德面对残酷的现实绝望%痛苦的心情!

)不#他不能想这些#想这些他会疯掉的& 不#他

不愿意面对& 他无法容忍& 这太过分了#他无法

忍受&*

$此处#前三句话出现了两个否定副词

E'#流露出哈蒙德不愿意正视他遭到了背叛%话

语权威受到挑战这一事实的心态#对于自己深爱

的妻子竟会把拒绝给予他的关怀给予了一个陌生

人这一点他无法理解& 而后两句中出现了语义的

重复!)他无法忍受*#凸显了哈蒙德内心的伤害#

暗示了今后他对她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充满深厚的

感情#他们两人注定要成为陌生人了#他们婚姻的

隔阂也将成为必然&

四5幻灭的象征呈现

象征是现代小说中常见的艺术表现手法#来

源于 $%世纪末 !#世纪初的象征主义思潮& 象征

主义坚持以象征暗示的方法表现内心最高真实#

凭借具体物象来表现丰富的思想内涵& 对此#西

方学界做出了众多阐释& 如叶芝认为#与世界沟

通需要的是直觉和体悟#一种神秘经验#而象征主

义就是表达这种观念%

& 韦勒克等指出#象征是

用甲事物暗示乙事物# )具有重复与持续的意

义*

&

& 米兰0昆德拉则断言#象征是一种暗藏

的%隐蔽的秩序'

& 作为 !# 世纪初的现代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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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乔伊斯和曼氏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在其小说

中#他们往往运用象征和暗示的手法来展现人物

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揭示作品的主题寓意#从而

使其小说具有了诗的意境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他

们小说的标题常常被赋予深层象征意义#而大量

的意象符号更是暗示着作家旨在表达的主题& 许

多评论家谈到了两位作家象征手法的相似& 如马

文0麦格拉纳指出#曼氏在'序曲("3*#29E#$中对

象征和意象的运用#可与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

对这两种手法的运用相媲美!

& 克莱尔0汉森谈

到#)曼氏的创作理念是#抽象的情感和主题应通

过具体的意象和象征符号间接暗示出来#而不是

直接加以描述22这和乔伊斯的作品有着密切关

系&*

"的确#在'死者(和'陌生人(中#为了衬托

主人公的情感变化和精神危机#强化作品的幻灭

主题#象征手法得到了完美演绎& 主要涉及标题

的象征以及)雪* "L0'W$%)火* "K(JH$ 和)寒意*

"/Q(UU# /'U&$ 等意象符号的象征等&

小说的标题可以借以表达主题%暗示匪夷所

思的神秘事物#或者勾勒某种特定的场景和氛围

等& 戴维0洛奇谈到#给作品选定书名是创作过

程中一个重要步骤#书名可以把小说的内容精炼

出来#现代小说家心仪带有隐喻%象征意味的书

名#

#乔伊斯和曼氏亦然#他们这两个作品的标题

均有着象征寓意#暗示着主人公的幻灭& '死者(

的标题突出表现了男主人公的精神困境并强化了

小说的幻灭主题#从而取得了反讽效果& )死者*

看似指的是格丽塔的已故恋人迈克尔0福瑞#实

际上指涉加布里埃尔& 看到妻子依然挂念那个已

故恋人#加布里埃尔明白#那个真正的死者已经并

将永远横亘在他和妻子之间#成为他们心中永远

无法抹去的阴影#彻底摧毁了他们之间长久以来

看似和谐%幸福的婚姻生活#他们之间的感情已消

失#他的心已死#他对爱情%婚姻%以及人生的美好

幻想彻底破灭了& 借此#乔伊斯通过描绘主人公

的感情危机#较具戏剧性地揭示了现代婚姻的悲

剧性实质!幸福和谐的婚姻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

人际的不可沟通&

'陌生人(的标题也反讽性地暗示了幻灭主

题& )陌生人*表面上指的是在船上死在珍妮怀

里的那个陌生人#实际上暗示着在哈蒙德了解了

事情的真相%意识到妻子对他的感情之淡漠后#她

对他来说就像陌生人那样疏远了& 由于不知名的

陌生人的介入#他们的关系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因

而成了陌路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死去的

陌生人是哈蒙德& 自恃有着绝对话语权的他得知

他在妻子心中的地位竟不及一个一面之交的陌生

人#哈蒙德彻底幻灭了#自我不复存在#留下的只

有孤独%痛苦和绝望& 在此#曼氏描绘了夫妻之间

的情感危机并展示了人物的精神性死亡#对二元

对立的父权制思想进行了批判&

另外#这两个小说中的)雪* )火*和)寒意*

等意象符号也具有象征含义#暗示着作品的幻灭

主题& '死者(中#乔伊斯运用了)雪*和)寒意*

等意象#烘托出男主人公知道真相后的痛苦心情#

表现了其对自己失败的婚姻及人生产生的幻灭

感& 注视着熟睡的妻子#加布里埃尔陷入了沉

思,,,对他婚姻生活的反思和未来生活的想象#

随即叙述者的一句)房间的空气使他的肩膀感到

寒冷*"PQHF(J'KIQHJ''Y/Q(UUH& Q(LLQ'>U&HJL$

$

把他拉回到了眼前冷冰冰的现实& )/Q(UU*一词#

显然暗示了加布里埃尔此时的心境#对爱情%婚姻

及其男性权威的幻灭#使他的心彻底凉了#他体会

到的只有绝望带来的寒冷& 小说结尾处则是对雪

景的生动描写!)22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22

雪花穿过宇宙轻轻飘落#就像他们的最终结局到

来一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2

L0'WWFLOH0HJFUFUU'SHJ<JHUF0& 2 IQHL0'WKFUU(0O

KF(0IUTIQJ'>OQ IQH>0(SHJLHF0& KF(0IUTKFUU(0O# U(1H

IQH&HL/H0I'KIQH(JUFLIH0&# >Z'0 FUUIQHU(S(0OF0&

IQH&HF&)$

%这里的)雪*意象有着深刻的象征意

义#雪给人以寒冷之感#暗示了男主人公悲凉和绝

望的心情#强化了他对爱情%婚姻及人生的幻灭

感#引导他走向精神死亡& 加布里埃尔觉得这场

雪仿佛将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都连在了一起#他

从自己婚姻的失败看到了世态的炎凉#在他看来#

人生是孤独的#人际关系犹如冰冷的雪花一样淡

漠%无情#由此#他的情感危机和精神困境投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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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赵文兰!论乔伊斯'死者(与曼斯菲尔德'陌生人(的幻灭书写

了爱尔兰所有人身上#成为西方现代异化社会的

真实写照&

'陌生人(里#曼氏通过对 )火* )寒意*和

)雪*等意象的巧妙处理#展示了主人公从幻想到

幻灭这一心路历程的变化& 哈蒙德和妻子回到旅

馆房间后# )炉子里的火熊熊燃烧着* "IQHK(JH

VUF_H&$

!

#这里的)火*意象显然暗示着哈蒙德此

时内心的激情和爱意& 当珍妮告诉他船上有个男

人在她怀里去世的消息#她凝视着)火苗摇曳着

跌落下去*& "2 IQHK(JHKU(/1HJF0& KFUU)$

"这里的

)火*意象具有双重象征意义#它既代表了珍妮为

那个死者感到悲痛%失落的心情#又暗示了哈蒙德

在自己深爱的妻子背叛了自己,,,这一残酷现实

的打击下的绝望感#他从幸福的天堂霎时坠落到

了冰冷的地狱#激情消失殆尽& )她的话这么冰

冷地%雪花般地撒入了他的胸膛& 火变红了#带着

一声刺耳的响声跌落下去#房间冷下来#寒意悄然

袭上他的双臂&*"QHJW'J&L2L'/Q(UU2I'JF(0 (0I'

Q(LVJHFLIU(1HL0'W)PQHK(JHQF& O'0HJH&)E'W(I

KHUU(0 W(IQ FLQFJZ L'>0& F0& IQHJ''YWFL/'U&HJ)

G'U& /JHZI>Z Q(LFJYL)$

#妻子对一个陌生男人的

关心使哈蒙德的心越来越凉#他的男性权威受到

了挑战#他的心似乎停止了跳动#他倍感孤独#意

识到两人之间的疏远和冷漠#受伤害的他变得虚

弱%不能思想#他对婚姻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其自

我主体性也遭到了消解&

一篇完美的文学作品#其标志之一就是内容

与形式的协和一致%不可分割#即形式融于内容#

内容渗透于形式之中#两者共同形成一个天衣无

缝的整体& 对此#马克思提出#)美学与历史*"某

种意义上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生成艺术作品的

)诗意*性$

& 别林斯基则明确指出!)没有内容的

形式或没有形式的内容都是不能存在的22形式

必定和内容紧密地联系着&*

%巴赫金也认为#艺

术形式不该是为现成的内容做包装#而应能帮助

人们发现和看到特定的内容&

& 现代主义文学的

一个重要特点是主题与形式的高度统一& 乔伊斯

的'死者(和曼斯菲尔德的'陌生人(就是对这一

美学标准的完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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