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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与忌惮#格拉西安(漫评人生)

三类女性形象及其意义

陆仪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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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漫评人生)中的女性形象主要分为三类-贵贱两级的世俗女性!象征善恶的神化女性以及臆想中既完美又

有缺憾的理想女性" 整体来说!书中对于三类女性都抱有偏见和忌惮!其主要根源来自天主教父权制思想的熏陶以及家

庭和社会的影响" 巴塔萨尔.格拉西安特殊的经历注定了他的女性观有其主观性!但反过来透过他的作品我们又能客

观地看到 %2世纪西班牙社会真实的女性形象!她们用自己的成就改写着男性作家的女性观"

关键词#(漫评人生)$巴塔萨尔.格拉西安$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Q%$1444文献标志码#5444文章编号#%12!

3

2+#&!!$!%"$#

3

$$&!

3

$2

44+漫评人生,

!

"!*.30406V&$是西班牙黄金世

纪作家巴塔萨尔1格拉西安 "7C?@C>CAKAC.)j/#

%1$%

3

%1&+$发表的一部寓言式的小说#作者运用

了大量暗喻(象征(双关去吸引有思想的%读者去

猜测&当中的深意"

' 作品中构建出的深文隐蔚

的世界打动了包括叔本华(尼采在内的众多思想

家#也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了一部打破时空界限的

世界级经典' 在出版后的几百年间有无数学者对

+漫评人生,进行过多角度的研究#然而其中的女

性形象却少有人关注' 尽管该作品的主角都是男

性#但维系两位主角关系(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以及

始终围绕在主人公周围的都是女性' 在当代形象

学研究中#%他者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单纯对现实

的复制式描写#而被放在了形塑者与被塑者#/自

我0与/他者0的互动关系之间进行研究&

#

' +漫

评人生,中的女性形象就像符号一样#被作者赋

予了群体性的身份和意义' 这也就意味着对这些

女性形象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对那个时代女性本身

真实形象的追溯#同时也能看出%形塑者&自身与

所处社会对于女性的主观认知和刻意建构' 这种

塑形也就是女性主义研究者们认为的%对一种关

系(一种隶属于某个阶级(团体(类别的关系的再

现&

$

' 这种再现既是社会现实的再现#也是一种

意识形态的再现' 作为典型的深受天主教文化影

响的男性作家#格拉西安笔下的女性形象也没能

躲过%男性书写文学中无处不在的/天使0与/怪

物0形象&

%

' 但在这种二元对立的主流意识形态

之外#他还有着不一样的划分与认识' 本文依据

女性群体自身的存在性质和作者秉承的态度将

+漫评人生,中的女性形象分为!两极化的世俗女

性(象征化的神化女性(臆想化的理想女性三类'

透过对这三类女性形象可以剖析出作者所处时代

社会对女性的普遍认知和新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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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4两极化的世俗女性

世俗女性与另外两类女性的区别就在于是生

活在人世的普通女性#具备人的基本特性' 这个

对象包括作者在作品中提到的人类历史中真实存

在过的女性#也包括未指明具体对象但具有普遍

性意义的女性' 这类女性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两

极化的差别#所反映出的社会现象以及作者的心

理也各有区别' 然而这种世俗女性形象的两极化

与%天使&%怪物&的传统二分法并不完全对应#而

这种差异恰好能看出 %2 世纪男性对女性认知的

某些新转变'

!一"世俗女性的文学形象

西方文学向来有书写女性负面形象的传统#

这主要是%由古希腊罗马文学决定的#后来的女

性形象虽然有所变化#但是#根本模式并没有得到

根本性的改变&

!

' 希腊神话中出现的第一个女

性就是潘多拉#是她打开了装满痛苦(祸患的盒

子#将不幸带给了男性#从此女性就成了邪恶的代

名词' +漫评人生,中第一次出现世俗女性时也

被冠以%魔鬼&的名称"

#在作者看来%有女人的地

方就一定有魔鬼&' 魔鬼在天主教当中的意象是

堕落混乱没有灵魂的#这正是作者眼中世俗女性

的形象' 她们具有强烈的诱惑性#如果不是上天

早就警示过女色会引人入歧途#%男性早就不会

存活于世了&' 此外格拉西安笔下的世俗女性还

是极有攻击性的#她们%群体合一&来对付男性#

最终%主宰世界#世上的一切都依附于她们&' 从

这些文字都能看出作者所代表的男性群体对此充

满了敌视和忌惮#因为这样的行为%颠覆和解构

男权秩序#她们破坏了男性社会中固有的秩序#令

人望而生畏&

#

' 而在普通世俗女性中作者还塑

造了修女的形象#她们%从事的并非是规矩的"修

行$#而是一心想要远离空门#追求俗世欲望&#生

活的修道院也%充满了邪恶气息#上帝保佑才能

免受其害&' 她们本是有着天主教信仰并自愿献

身上帝的女性#却也没能逃出作者的偏见'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 "7%)406"$中明确指出!

%让妇女表现男子般的勇敢与机智是不合适

的'&

$亚里士多德的表态也奠定了西方男性书写

中对女性智慧和勇气的贬低' 然而格拉西安笔下

却有一群让作者不吝赞美之词的世俗女性#她们

让作者承认%的确有胜于男人的特例般存在的女

人&' 这个群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作者所敬仰的

女王伊莎贝尔"%"&%

3

%&$"$#她以卓绝的才能为

西班牙在世界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格拉

西安还塑造了一系列美好的女性形象!他用%不

朽的凤凰的翎毛&来形容贤德的波旁伊莎贝尔王

后"%1$!

3

%1""$#用%最美好&来形容慈爱的阿斯

图里亚的玛格丽塔王后"%&+"

3

%1%%$' 夸赞像

%亚马逊的女战士%

&一样维护国家或者领地平安

的奥地利安娜王后"%1$%

3

%111$(波兰玛利亚王

后"%1%%

3

%112$以及加泰罗尼亚的卡多纳公爵夫

人"%&+6

3

%1"1$' 还有%为信仰而打败整个世界&

的玛格丽塔修女和她的侄女多罗特阿修女#她们

选择抛下珠宝首饰(美丽容颜#皈依教门清修的行

为在格拉西安看来是充满%伟大勇气&的壮举'

这些被作者不厌其烦地一一列举的世俗女性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出身于王公贵族这样的

豪门世家#也都做出了一些惊人的壮举#给国家或

者人民带来了好的影响' 与前面被极度丑化和贬

低的女性形象不同#这些源于真实女性的形象在

格拉西安笔下呈现出光辉灿烂的面貌'

!二"世俗女性的现实影射

伊丽莎白1凯蒂1斯坦顿 "J?)[C_B@S YC'X

9@C/@(/$在她的+妇女圣经,"8/)F%@#&0"P0A*)$

中指出+圣经,修订者为了将男性放在高于女性

的位置上#以此来证明女性生来的从属地位和男

性的主导权#对+圣经,第一章中原本上帝按照自

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和夏娃的内容进行了修

改&

#之后的男性阐释者们和教会有意识地将修

改后的故事发展和传承了下来' 菲利斯1特丽波

也在她的+圣经与性修辞,"W%( #&( 4/)9/)4%306%5

;)L<#*04$$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 作为天主教作

家#巴塔萨尔1格拉西安的思想无疑受到教会和

+圣经,的影响#他对于女性的基本认识和态度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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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天主教所树立的女性形象有着密切的关

系' 教会的+圣经,里说上帝怕亚当孤独#于是从

他身上抽出一根肋骨#从而创造了夏娃' 在蛇的

诱惑下#夏娃怂恿亚当一起偷吃了禁果' 这位女

性始祖不仅自己没经受住外界的诱惑#还导致男

性始祖也犯下了错#这就更是罪不可恕' %因为

受骗犯罪的不是亚当#而是夏娃'& "+提摩太前

书,"80@%4/$$' +创世纪, "W)&)"0"$中的这段描

述其实就构建了女性的基本形象#她的地位低于

男性#是原罪的起点#却并不服从#而是反叛#给男

性招来了祸患' 这与格拉西安笔下普通世俗女性

的形象不谋而合' 在格拉西安生活的时代#尽管

女性地位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但西班牙社会

女性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的现象也比之前要常见

得多#女性们想要逃离家庭束缚或者男性监管的

意愿比以往都要强烈#在言行举止上也显得更开

放外向' 这在当时旅西的外国人游记中有过明确

的记录!%她们享受着伟大的自由&#并且%像男性

一样不分昼夜地在街道上闲逛' 任何人轻易就能

与她们攀上话并很快就能得到回应&#此外她们

还会主动%向街上的任何一个人索要零食(午餐(

水果(甜品等等&

!

' 作为游客的描述#这未必是

普遍现象#但当时的女性相较之前#确实有了更多

的自由#她们被允许%前往教堂&#也可以%挽着丈

夫或者情人的手参加城里几乎所有人都会参加的

公共庆祝活动#甚至有时也能去剧院&

"

' 这样的

现象和改变在格拉西安看来是世风日下(女性堕

落的表现'

对于女性主义的理解%既要联系历史又要考

虑地缘政治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涵括它在各地所

呈现的各种形态以及这些形态之间的相互关

系&

#

' 格拉西安笔下的普通世俗女性形象也与

地缘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 此时的欧洲经历了

%1世纪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西班牙坚持推行的

反宗教改革政策不仅%未奏效#反而加剧了其与

属地之间的分歧#以至于这些区域纷纷采用了

/异端0潮流来与之抗争&

$

#使得新教带来的变革

在欧洲范围内迅速蔓延开' 受宗教改革影响#大

量修女离开修道院#返回俗世甚至通婚' 这与

+玛窦福音,"E#44/)?$中明确提到的上帝说教士

修女们要%为了天国而自己放弃结婚的权利&的

旨意相悖' 为了对抗汹涌而来的改革浪潮#罗马

教廷在意大利召开了特伦托会议#该会议坚定了

传统的中世纪教理#其中%对于神化人员独身的

坚持#以及禁止女性担任宗教领道人的传统训

谕&在西班牙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 该会议一方

面肯定修道院是%女性美德制度化&的体现#另一

方面却经由裁判所对其中一些具有影响力(号称

经历异象的修女和守贞女&进行审判和制裁#这

实际就是对傲慢的天主教男权传统的维护' 这一

时期修道院修女被魔鬼附身的故事也层出不穷#

这也可以看作是教会体系中男性对于女性的%控

制(赞助和压制&的矛盾心理'

' 宗教女性们为上

帝献出一切的行为本身是符合教规的#但对女性

修行者信仰坚定性的怀疑以及对宗教女性影响力

超过男性#从而凌驾于男性权利之上的恐惧使得

教会男性表现出长久的猜忌和敌意' 对女性修行

者如此#对普通世俗女性则更甚#这也印证了格拉

西安对于女性群体力量的忌惮'

而书中以正面形象出现的世俗女性无疑与史

实是有联系的#因为%女性的社会地位不仅与她

的性别角色#而且与她的经济地位和种族身份相

统一&

(

' 在经历了 %&世纪末的%光复运动&和哥

伦布的%发现新大陆之旅&后#西班牙在伊莎贝尔

女王和她丈夫的统治下#实现了王国的统一' 在

此期间#早已在意大利兴盛的文艺复兴思潮也自

上而下从西班牙王室向人民大众中传播开#为西

班牙历史上的%黄金世纪&

)奠定了基础' 格拉西

安生活在腓力三世和腓力四世父子统治之下的西

班牙#此时正是国家由盛转衰的 %2 世纪#他只叹

%美好的时代已经逝去#一切美好的事物也随之

而去&' 因而对像伊莎贝尔女王这样缔造了西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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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辉煌历史的世俗女性表现出极大的推崇和敬

重' 她们居高位能忧国忧民#为国出力#这是许多

男性所无法企及的' 另一方面#修女还俗的现象

让格拉西安无所适从#而那些能逆流而上放弃俗

世的荣华富贵#选择过清贫生活(将自己的一切奉

献给上帝的王公贵女们则显得光辉而伟大' 尽管

这些王公贵女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但她们靠

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世俗或宗教社会的繁荣发展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让作者刮目相看' 这多少改

变了男权社会里经济(政治(教育地位低下的%男

子的等级胜过了富裕的甚至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

的社会地位&的%奇观&

!

#也让格拉西安笔下的世

俗女性形象有了截然不同的面貌'

二4象征化的神化女性

神化女性与另外两类女性的区别就在于并非

真实生活在人世的女性#而是具备神性的特征#格

拉西安在文中也多次用%女神& %女王&或者%女

妖&这样的词来进行描述' 这个对象指的就是具

有象征意义的无数神化女性#本文从她们所象征

事物的善恶属性来区别分析两类女性的形象' 这

些神化女性在象征意义之外也清晰地呈现出作者

对于女性形象的认知'

!一"神化女性的文学形象

苏珊1格里芬"9=>C/ KA)RR)/$认为男性害怕

受女性诱惑而失控#所以他们%抗拒女人的形象

22将她塑造为邪恶的化身和毁灭的根源加以防

范&

"

#这也是众多文学作品中女性总以妖或者魔

的形象出现的原因#但这并不限于外表形象'

+漫评人生,中出现的第一位具有神性特征的女

性有着%外貌慈眉善目(口吐甜言蜜语(双手温柔

爱抚&的形象#然而这位看似对孩子无微不至(百

依百顺的女性转身就将那些懵懂无知的孩子送入

了豺狼虎豹的嘴里#这样的表里不一和冷酷无情

正是作家眼里女性的本来面目#即使她表面是

%母亲&的形象' 两位主人公在人生之路上还曾

和许许多多其他人一起被一位有着%超凡脱俗之

美&的女强盗所俘虏#她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人

牢牢地束缚住#不少人被她折磨得头破血流' 这

里影射的正是女性与生俱来对男性所产生的致命

的诱惑力' 在众多女妖中有一位非常突出的女

子#她自称是男主人公安德雷尼奥的%表妹&又号

称认识另一位男主人公的妻子' 这位叫%法尔希

蕾娜&的女妖不仅热情貌美#还很慷慨#更是将两

位主人公的身世讲得相差无异#骗取了两人的信

任#然而最终等来的只是%钱财(珠宝(衣物(自由

和尊严全被卷走&' 格拉西安想借女妖形象提醒

所有的男性要擦亮眼睛#不能被女性美貌外表和

花言巧语蒙骗'

男性对于女性群体的%担忧和恐惧#在文本

中的再现有两种可能形式!或将女性妖魔化#宣扬

/厌女症0"U)>(NX/X$)或将女性理想化#鼓吹/女

人神话0&

#

#这点在+漫评人生,的神化女性形象

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在作者笔下两者是此消彼长

的关系' 上文介绍的貌似母亲的女妖将孩子带入

歧途#另一位%被光芒所环绕&%美得无与伦比&的

女神就立即从天而降#救这群孩子于水火#还送给

每人一颗%能让人避开祸端(冷静下来&的宝石#

帮助他们学会理性地判断事物的黑白是非' 被女

妖%法尔希蕾娜&耍得晕头转向之后#两位主人公

幸运地被指引去了%阿尔特米娅&女王的宫殿#她

能将%禽兽变成具有理智的人类&#是%上天的嫡

传&%超凡大脑的延续&' 在这位女王的教导之

下#主人公们对自身以及对世界都有了全新的认

识#不再轻易被蛊惑' 作者笔下这些象征美的女

神不仅外形上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美#而且行动

上始终都以自身美好的品德去影响和感化包括两

位主人公在内的芸芸众生#与女妖形象形成了鲜

明的反差'

!二"神化女性的象征意义

两位男主人公的旅途表面上是历经艰难险阻

的朝圣#实际象征的正是人的一生#而这些神化女

性则象征的是人的各种品性' 两位主人公最初遇

到的那位当面宠溺孩子(背面就将孩子丢弃于野

兽之口而不顾的正是人的%自然性&#她与生俱

来#看似让人顺心顺意#实则是捧杀' 安德雷尼奥

在母爱缺失的环境中长大#对此格外渴求#因而看

不透故意骄纵宠溺的人性本恶' 而将这些误入歧

途的孩子带回正途#并教授辨别是非曲直方法的

女神则是与%自然性&相对的%理智性&' 格拉西

安借这位理性女神想告诉读者的是世人要想平安

成人#就必须学会用理性的头脑去思考问题#而不

能肆无忌惮地释放天性' 两位主人公在路途中不

&&

!

"

#

凯特1米利特!+性政治,#宋文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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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被俘虏#用的是他们各自%所喜欢的枷锁&#那

位女强盗只需动动嘴皮就能让人乖乖地跟着她

走' 她所象征的正是人间的各种%享乐&#人们总

是心甘情愿地沉醉其中不可自拔#到头来一事无

成' 而那位卷走安德雷尼奥和克里蒂洛全部财

产(将他们耍得团团转的女妖#从名字中就可以看

出其真面目# %法尔希蕾娜&

!正是 %虚假的女

妖&#她能用各种甜言蜜语将男人诓骗' 在人生

中为了提防这样虚情假意的人#格拉西安为主人

公送上了与%审时度势&%经验&%需求&%理智&都

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的%阿尔特米娅&

"

#她的神

力能帮助人们认清事物的本质#这象征的正是人

生之旅中不可或缺的%智慧&'

象征化的神化女性都是格拉西安用心塑造的

形象#主人公与她们的相遇正是人生不同阶段不

同性格的养成时期#而她们的神力象征的则是人

类各种品性会对自身产生的不同影响' 作者是想

借这些象征恶的神性女子向世人传达他的态度!

女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诱惑力吸引着人世间来来

往往的过客#也使得无数的人们落入陷阱再不得

脱身#所有人都该远离这些恶癖' 那些女神们优

雅的言行举止则传达了作者对于美好品德的推

崇#这些美德也是包括男性(女性都在内的所有人

都需要去修炼的' 因为%个人通过女神而参与到

存在的伟大神秘之中!自我融合于宇宙(大地和社

会' 在那种状态下#人与自然的矛盾同人类内部

的性别矛盾一样都处于蛰伏状态&

#

' 而这些也

正是作者在作品中塑造神化女性的主要意图'

从前文的分析还可以判断出作者将人类这些

品德冠以女性形象的原因有三!第一#书中多处援

引%维纳斯&%贝娄娜&等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女

神形象来说理#可以看出他深深受到这一文化背

景的影响#也就不难理解会对神化女性这一传统

形象进行借鉴和改造' 第二#象征恶的女性形象

需要有轻浮(伪善的面貌#而这样的特点和形象在

作者眼里正是女性所具备的#因为%对人类邪恶

的体现者和投射对象应该就是女性&

$

' 第三#神

圣的女性形象%可以表达一种自然力的象征"生

育(生命和死亡$)或是意指某种女性力量的象

征&

%

#这是女性的自然特征所决定的' 我们也可

以看出作者对于世人的规劝其实也是在对女性的

规劝#女性们只有安分守己(修身养性方可成为像

具有美德的女神一样' 当然象征美的女神也能看

出作者对于女性美好一面的认可' 这样一群被象

征化的神化女性也是作者眼里女性美与恶的体

现' 女性在男性文学中扮演的这种双重角色%反

映了男性对于女性的矛盾态度&

&

' 神化女性在

作者笔下既是美梦又是恶梦#但总而言之#是一个

符号化了的他者'

三4臆想化的理想女性

理想女性与另外两类女性的区别就在于她是

介于世俗女性与神化女性之间的一种兼有人性和

神性特征的女性' 换句话说她是世俗女性和神化

女性中好的一面的集合体' 在+漫评人生,中这

个对象主要指的就是两位主人公自始至终都在苦

苦追寻的女性%菲莉辛妲&#在她身上能看到西方

圣经文化传统衍生出来的%/贤妇0形象&

'

'

!一"理想女性的文学形象

之所以说%菲莉辛妲&是兼有人性和神性特征

的女性#是因为她不仅出现在主人公世俗生活的轨

迹中#也与神性之人有交集#且具有如同女神们一

样的象征意义' %菲莉辛妲&是另一位男主人公克

里蒂洛年轻时的心上人#她%高贵且具有所有与生

俱来的美好品质#漂亮(聪明且年轻&' 在他为追求

真爱被陷害落狱之时#虽%伤心欲绝&却仍为他的

%勇气和柔情而感到高兴&' 女妖%法尔希蕾娜&说

她%秘密地嫁给了一位既有智慧又重情义的绅士

22独自一个人靠着勇气和尊严生下了孩子&#而

这个绅士自然指的就是克里蒂洛#孩子则是生来就

不知自己身世的安德雷尼奥#因此%菲莉辛妲&同

时拥有妻子和母亲的身份' 然而书中的%菲莉辛

妲&明显又不仅仅只是一个世俗女性#在获取%勇

气&的过程中#两位主人公就被告知%/彼尔特莉

娅0女神将会指引他们找到终其一生都在找寻的

/菲莉辛妲0&' 而最终在%解密菲莉辛妲&一节中#

两人又被告知世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的她已经%辞

1&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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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去了天堂&#只有在天堂才能找到她' 这些文字

描述都让人深觉这位女性并非凡人'

除了%菲莉辛妲&的人生轨迹外#格拉西安还

在书中安排了一场看似与她无关的学术沙龙#但

其实这场沙龙设置得别有深意' 首先这场沙龙是

两位主人公马上要见到%菲莉辛妲&时遇上的#其

次在场的都是人中俊杰#发言的也都是思想界的

大拿#他们的话举足轻重' 在这个题为%何谓幸

福&的讨论中大家各抒己见#每个人都发表了各

自对于幸福的认知#但无论谁提出的观点如何有

道理#总会被另外的人反驳' 最终一个疯子得出

的%人世处于天堂和地狱之间#因此悲喜交加

22尘世没有绝对的幸福&的结论反而获得了大

家一致的认可' 这个结论连同这场沙龙实际上进

一步明确了%菲莉辛妲&的形象#她存在于天堂'

而指引主人公们来此的人也证实了她就是%尘世

之人从生到死一直在寻找的幻想中的/幸福0&'

!二"理想女性的创作意图

男性作家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实际上就是男

性对女性世界的想象和男性对女性世界的价值判

断&

!

#%菲莉辛妲&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特点传达出

作者对于理想女性的一种美好设想' 她是%上帝

赐予的聪明(高贵(富有(美丽且具有德行的妻

子&#而她被迫与丈夫分开之后拒绝了无数爱慕

者的求婚#恪守妇道(忠于爱情的行为和佩内洛

普"一直为人所传颂的事迹如出一辙' 这与天主

教文化中对于女性的设定不谋而合' +圣经,中

夏娃是上帝为亚当而造#由此奠定了%男人与女

人之间的关系成了一个维系权威与服从管辖的权

力游戏&

#

' 在父权制社会里#丈夫%掌握了权柄#

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

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

$

' 这就要求她们%贞

洁和顺从的#在家忙不停(在外嘴不张&

%

' %菲莉

辛妲&这一理想女性的形象无疑就是经由圣经思

想造就的%贤妇&#是对女性地位和能力的偏见'

此外虽然在文中作者两次明确提及%菲莉辛

妲&作为安德雷尼奥母亲的这一身份"其中一次

还是从虚假女妖连篇的谎话之中$#但与两位男

主人公之间亲密的经历和情感比起来#这种母亲

的身份显得空虚而单薄' 可以说在这位理想女性

的身上我们又看到了母亲身份的缺失' 根据学者

阿道夫1科斯特"5'(?HSBY(>@BA$的研究#出于对

女性的抵触#格拉西安甚至从未在任何作品中提

及过他的母亲#这也和%十六和十七世纪西班牙

文学女性主义评论中母亲角色的缺失&传统有

关#这样的文学作品%在展现出破碎家庭的同时

也展现出对女性意愿和智慧的抗拒&

&

' 母亲这

一角色因其哺养和教育的天职而显得在家庭地位

和才能上要高于男性#这是男性作者们所不能接

受和认可的' 因为%女人由于其生育本能而与自

然界相联系#饰演了他者或对象角色#与上帝"以

及男性$的自我或主体性角色相对峙&

'

#所以她

们的对立性也是男权社会里的一种普遍认知' 由

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菲莉辛妲&身上母亲

这一身份显得如此不称职#它体现了男性对于女

性生理身份的一种忌惮'

%菲莉辛妲&具有神性特征除了她的命运和

神化女性有关联外#最重要的是作者创作意图上

的象征意味' 这个名字就包含了%幸福&

(的意

思#而那场%何谓幸福&的沙龙其实就是在探讨人

一生所追求的幸福到底意味着什么' 作者最终给

出的答案却是幸福在尘世寻不到#需要去天堂'

这也符合天主教对于人生在世是来赎罪#获得救

赎死后飞升天堂才能获得幸福的理念' 而%菲莉

辛妲&最终的命运是与两位男主人公彼此错过#

这样的一个隐喻也说明了在%母亲&%妻子&和%幸

福&的内涵之外#这位理想女性还是%天主教教士

格拉西安不允许夫妻(母子三人团聚的厌女症的

象征&

)

' 格拉西安对于世俗女性群体的偏见也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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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莉辛妲西班牙语原文为% B̀?)>)/'C&#词根%RB?)[&就是幸福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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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亲身经历' 他的父亲就曾表达过%最具智慧

的女子的才能也比不上任何一位年过十四的男

子&#作为让父亲%骄傲的儿子&#巴塔萨尔%不仅

厌恶女性的过人才智#还憎恶她的美貌&

!

' 此外

格拉西安也曾有一位交好的教会朋友#因为沉迷

男女的情爱#结果被解除教职#逐出了教会' 这件

事对他打击很大#也让他对女性产生了更深的偏

见#认为她们的罪恶才使得男性走上歧途' 这些

诸多原因的叠加奠定了格拉西安对于女性群体的

复杂情感#也使得他笔下精心塑造的%菲莉辛妲&

成了一位臆想化却永不存在的理想女性'

结语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格拉西安在+漫评人

生,中书写的众多女性形象可以分为世俗女性(

神化女性以及理想女性三类' 其中世俗女性有着

两极化的形象!普通的世俗女性在作者笔下是把

男人引入歧途并企图控制世界的魔鬼)高贵的世

俗女性因为对社会和国家有着杰出贡献而受男人

景仰' 神化女性的形象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女

妖象征着人生需要摆脱的恶癖欲望#女神象征人

生需要修炼的德行智慧' 理想女性是作者臆想出

的形象!是善良忠贞的妻子也是缺位的母亲#同时

还象征着男人们永远无法追寻到的%幸福&' 通

过对这三类女性形象的构建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女

性始终带有偏见和忌惮的心理' 对普通世俗女性

的贬低(对神化女性性别的设置(对理想女性贤妻

身份的限定都是偏见#对普通世俗女性凌驾男权之

上的不满(对女妖的恐惧(对理想女性母亲身份的

损害以及男性求而不得的命运都是忌惮' 但这种

偏见和忌惮的心理实际上正是对现实中女性能力

的一种肯定#而世俗女性中王公贵女们的成就也让

作者不得不承认世上确有能力超过男人的女人'

正如傅里叶"YSCA?B>̀ (=A)BA$的那个著名观

点一样#%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

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的&

"

' 尽管格拉西安书

写+漫评人生,中的女性形象时没有摆脱男权制

的傲慢#但也能看出现实中的女性群体在男性书

写中不断扩大的影响' 作者对三类女性形象的塑

造#体现了 %2 世纪西班牙男性对于女性的态度#

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社会对女性的认识也会随着

历史的变化而变化' 当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女性

对于社会的贡献越来越显著的时候#男性们不应

再怀有偏见和忌惮#而应当肯定和接受' 只有这

样#格拉西安们笔下的女性才能真正摆脱充满偏

见与忌惮的形象#成为真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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