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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凯特·肖邦“三位一体”的女性诗学 

□仪爱松  姜德成  [江苏大学  镇江  212013] 
 
[摘  要]  凯特·肖邦的小说以女性为叙述主体，采用狂欢化的叙事视角言说美国中产阶级女性自

主意识的觉醒，彰显她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照和主体意识的思考。文章以肖邦的代表作品《一个小时的

故事》、《一个正派女人》以及《觉醒》等为研究文本，对女主人公觉醒过程中呈现出的狂欢化文学品质

进行了解读，认为肖邦从内容和形式的烘托比照中双向度突出小说主题的深刻内涵，构建了独具特色的

“狂欢-颠覆-觉醒”三位一体的女性诗学。 
[关键词]  肖邦；狂欢化；狂欢-颠覆-觉醒；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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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凯特·肖邦（Kate Chopin，1851～1904）是美

国早期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她的作品论及了为社

会所遮蔽的文学主题——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特

别是性意识的觉醒，这在19世纪的美国南方可谓是

突破禁忌的壮举。为此，珀·西厄尔斯蒂德称肖邦

“为美国文学开辟了新的重要的领域，是第一个敢于

反判传统，藐视权威，在严肃文学中描写性爱和妇

女独立人格的女性作家”[1]。肖邦的小说大都有着

双重文本策略，表面上看是关于女性的出轨或婚外

恋情，从深层意义上讲则是女主人公自我意识觉醒

的故事。巴赫金(M.M.Bakhtin，1895～1975)的狂欢

化诗学倡导一种渗透着狂欢精神的文学观念和解读

策略，对肖邦作品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狂欢化思

维贯穿于肖邦小说的主题意蕴和艺术技巧之中，成

为沟通小说表层与深层策略的内在关联，体现着作

者构建“狂欢-颠覆-觉醒”三位一体女性生存与书

写策略的尝试。 

一、走向狂欢——肖邦的觉醒书写 

巴赫金的“狂欢化”（Carnivalization）诗学脱迹

于西方古老的民间狂欢节文化。在狂欢节上，人们

打破平常的等级界限，将一切社会禁忌抛之脑后，

在广场上随心所欲地尽情狂欢。狂欢节的突出特点

如颠覆性、狂欢性以及狂欢世界中凝聚的“交替与

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2]178构成了巴赫

金狂欢化诗学的主体内容。巴赫金认为狂欢化文化

“对文学艺术思维产生异常巨大的影响”[2]179，他的

诗学理论关注处于文化边缘的社会现象和文学本质

的潜在意义，让处于边缘的文学现象成为文学批评舞

台的中央，揭示出隐藏在文学背后的人类狂欢热情。 
肖邦是位创作意识很强的作家，短短十余年间

她创作了一百余篇短篇小说，以及《咎》和《觉醒》

两部长篇作品，成为名列圣路易名仕廊的女性作家。

肖邦的独到之处在于，她没有像福楼拜、劳伦斯一

样谴责女性，亦非福克纳那样去塑造“南方淑女”，

相反她的作品突破社会禁忌，以女性为主角，论及

了被遮蔽已久的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肖邦的第一

部短篇小说《智胜神明》即为她的觉醒书写定了基

调，女主人公波拉·冯斯托尔兹为了音乐事业而抛

弃了丈夫。小说的主题突出了女性对事业的献身和

对传统婚姻的反叛，表现了作者对女性自主意识的

关注。此后，在《一个正派女人》、《一个小时的故

事》、《暴风雨》以及《一双丝袜》等作品中女性觉

醒的主题不断出现并得以强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小说还突出了女性“性意识”的觉醒，高调描

写婚外情，歌颂女性的肉体或是精神出轨。比如在

《暴风雨》中，女主人公卡利科斯塔与旧情人的通奸

被描写成“天赋的权力”，小说毫不掩饰地描绘性爱

带来的喜悦，“暴风雨过去了，大家都很快活”[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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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有悖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在作者的笔下充满

了诗意，而《觉醒》这部“充分反映了作家的女权

主义思想，无疑是肖邦的代表作”[4]的长篇小说更

是由于对性和婚姻的描述不符合传统和保守社会的

期望而饱受指摘。 
纵观肖邦的作品，她的觉醒书写具有明显的颠

覆传统、狂欢叙事的风格。女主人公的觉醒都是突

然之间打破日常烦闷的约束与社会禁忌而实现的。

她们在顿悟中走向觉醒，在此过程中将绝对变为相

对，让边缘成为中心，这与狂欢节打破等级，追求

更替的精神极为相似。她的小说文本中，狂欢感受

的主体为南方女性群体，她们的觉醒都经历了酷似

“加冕脱冕”仪式的洗礼，其觉醒模式与狂欢节有类

似的戏仿体结构形式。《一个小时的故事》被称之为

“最令人震惊的女性自我宣言”，小说中马拉德夫人

得知丈夫在事故中丧生的消息后，突然意识到丈夫

原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论其动机是善良的还是

残酷的，……这种做法绝不亚于犯罪”[5]。她由此

感悟到独立生活的自由与欢乐。仅仅一个小时后，

马拉德先生平安归来，突如其来的变故击碎了她对

自由的憧憬，心脏病突发身亡。借助文学的狂欢化，

小说呈现出一道亮丽的狂欢化觉醒图景，恰如其分

地反映了19世纪南方女性跌宕起伏的命运。觉醒狂

欢同样在《一个正派女人》中上演，巴罗达夫人与

丈夫旧友古文内尔先生的一次夜间长谈不仅纠正了

她对后者的偏见，而且还激发了她压抑已久的生理

欲望，“她多么想紧紧偎依着他，贴着他的脸喁喁私

语——说什么，都无关紧要”，这种冲动让巴夫人意

识到“有些斗争是必需单枪匹马去进行的”[6]165。

与前面两部短篇作品相比，《觉醒》在思想意识和创

作形式上都是一部富有狂欢色彩的作品。狂欢精神

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狂欢节上建立的“第二种

生活”变异成了对庞特里耶夫人个人经历的狂欢描

写。庞夫人在格兰德岛避暑期间开始反省6年来在家

庭中的位置和人生的意义，她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

丈夫的“可以任意或留着或丢弃的财产之一”[6]138，

她勇敢地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当遭到拒绝后，她

投身大海以摆脱“灵魂的奴役”，演绎了一场悲壮的

觉醒狂欢。 
从狂欢化的视域来看，肖邦笔下的女性觉醒是

一种酷似狂欢节日里的颠覆体验，其核心是表现女

性生命本身不屈服于一切外在的限制，为她们自己

创造自由展示其活力的社会空间。作者的觉醒书写

中处处充满了巴赫金式的狂欢因子，期待与错位、

生与死、个人幻觉与内心感受、自由与玩偶等命题

处处并置，实现了悖论反讽的文学能指，强化了小

说的狂欢氛围。这种氛围对于作者颠覆南方传统的

阶级和性别关系起到重要作用，使那些原本“无法

用适宜于出版的语言来表述”的主题，如婚外情与

性等成为小说中的永恒主题，也使得作者的觉醒表

达成为前瞻性的文学试验。 

二、走向颠覆——女性的觉醒之路 

在巴赫金看来，狂欢节的主要特征之一是“颠

覆性”，蕴含着将现存文化秩序一举“翻转过来的愿

望”[7]165，其目的是在整个官方世界彼岸建立起“第

二世界”。这个世界“是作为对日常生活，即非狂欢

节生活的戏仿，是作为‘颠倒的世界’而建立的”
[7]13，它以一种反叛的姿态与官方生活形成对峙，

“国王”可以被打翻在地，“小丑”可以加冕成“王”，

等级会失去意义，生活的清规戒律得以消解。狂欢

节的颠覆性转化到文学作品中，无不渗透着强烈的

颠覆等级的文化特征，可以用来“表现人物命运的

急剧变化，使在一夜间、一瞬间回旋于高低之间、

升降间，造成一种狂欢的气氛，从而表现事物相对

性和两重性……”[8]93。肖邦笔下的女性觉醒恰好体

现了狂欢节的这种颠覆性特征，它具体表现在对南

方男权社会等级、秩序的颠覆和改变女性价值取向

两个方面。 
肖邦的主人公总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

其中一个是以男性为主宰的官方世界，另一个是女

性觉醒时体验的狂欢世界。在官方的世界里，她们

都是循规蹈矩的南方淑女，言行举止符合传统道德

规范。在《一个小时的故事》中，马夫人家中的客

厅是大家聚集活动的场所，这里发生的是类似官方

世界里的生活，马夫人在那里扮演着社会人的角色，

听到丈夫的死讯，她做出了被认为是得体的行为，

同赶来慰问的亲戚、朋友以及邻居一起表现得异常

悲痛。位于楼上的卧室是马夫人的私密空间，在那

里一切礼仪道德可以暂时地被搁置起来。一想到“不

再有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她了，不必再按照他的

意志做事了”[5]42，马夫人心情无比激动，连说了三

遍“自由了!身心都自由了!”[5]42。小说中各种景物

描写悉数展示了兴奋的迹象和希望的象征，与马夫

人刚刚得以释放的心情相得益彰。卧室与客厅虽然

只有几步之遥却让读者“时刻感觉到外在的现实和

内在的生活之间的强烈冲突”。这种冲突在本质上体

现着一个独立个体与强大社会传统之间不可调和的

矛盾，具有狂欢世界所特有的颠覆逻辑。 
《觉醒》对于狂欢节“颠覆性”的体现更具代表

性。小说主要讲述了庞夫人在格兰德岛自由放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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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氛围中实现觉醒的故事。格兰德岛与新奥尔良

隔海相望，分别承载着她的梦想世界与现实世界。

庞夫人出生于一个传统的长老会家族，母亲早逝，

她很早担负起做母亲的职责。结婚以后，父亲对女

婿的忠告是“权威和强制都是必要的，相信我的话，

驭妻之道无他，惟有凡事要强制、要坚决”[6]89。6
年来，她单调地做着每日份内该做的事情，只要是

丈夫的要求，她总是“一定会照做，会因为习惯而

顺从他的意愿”[6]38。 
小说中，格兰德岛上形成了有别于现实生活的

“第二种生活”。来岛上度假的人们心情都很轻松，

彼此之间率性地进行交流，比如拉提诺夫人向法里

瓦先生描述自己的生产经验时竟然钜细靡遗，尤其

是一本令庞夫人“简直震惊极了”的禁书居然在餐

桌上被公然讨论，这些行为起初让她觉得很不可思

议，甚至免不了脸红，然而不久她渐渐习惯了类似

的惊讶，见怪不怪了。在这种轻松的生活氛围中，

庞夫人可以放松身心想想自己。 
房东赖勃伦夫人每周六举行的晚会成为众人狂

欢的舞台，大家尽情享用丰富的物质提供，任意扩

大谈话的圈子，余兴节目有音乐、跳舞、朗诵等等。

聆听着美妙的音乐，庞夫人并没有以往所感觉到的

任何孤独，相反“一股强烈的情感，摇撼着、鞭打

着她的灵魂，如同那浪潮日日冲激着她曼妙的身躯

一般。她全身颤抖地哽咽着，双眼因泪水而迷濛。”
[6]31恰如经过“加冕”仪式的洗礼，她的灵魂放纵与

中世纪的狂欢节体验如出一辙，“生活中的一切都

挣脱了，人们显露出自由的心灵，生活中的一切在

更深刻的意义上揭露出来。”[8]3 

晚会结束后，庞夫人踉踉跄跄下了水，用双臂

划动几下，身体就浮上水面。她整个夏天都在练习

如何游泳，但直到此刻才真正学会。她高兴得叫起

来，“好容易啊！”，“根本没什么！”，“我要游到别

的女人从来不曾游过的地方。”[6]34独立能力的提高

与庞夫人自由意识的渐强递增密切呼应，就在当晚，

当庞先生要求她回房间睡觉时，她竟然下意识地回

应，“我要待在外面，我不想进去，也不准备进去。”
[6]39换做平时，这种回答对她而言是不可想象的。 

学会了游泳让庞夫人意识到自由和独立的重

要，获得新生，“人回归到自身，并且在人们之中感

觉到自己是人。人类关系的这种真正的人性，不只

是想象或抽象思考的对象，而是为现实所实现，并

在活生生的感性特质的接触中体验到的。” [7]163度假

归来，庞夫人搬出了象征着丈夫权威的别墅，靠卖

画的钱租了一处小房子，她还把两个儿子送到外婆

家抚养。这些举动显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只有

摆脱对丈夫的经济依附，摆脱婚姻家庭的羁绊，独

立才能变得可能。她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对男性特

权的僭越和对传统道德的颠覆。 
在肖邦的小说文本中，觉醒后的南方女性不再

为别人而活着，她们拒绝继续在家庭中扮演“玩偶”

角色，转而成为热爱生活、享受自由的独立个体。

通过狂欢化的思维模式，肖邦让读者看到了女性在

觉醒过程中体现的叛逆精神，看到了在日常状态下

女性被掩盖了的本真存在。她们在男权社会中所受

到的束缚、压抑，在社会中所处的边缘失语状态，

以及她们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抗，对女性主体意识和

自由的不懈追求，这种觉醒书写恰好集中表现了狂

欢精神的颠覆性内核。 

三、走向觉醒——女性的主体确认 

在初读《暴风雨》时，一位学者写下了这样的

感言，“凯特·肖邦这位生活在19世纪美国南方农村

被称为‘乡巴佬’的作家是处在一个父权的时代、

思想保守的社会，无论思想多么开放、多么前卫，

也无法逾越社会道德的底线。仅就阅读的最初感受

而言，我无法不敬佩作者的大胆和才华，甚至想象

作者一定是一位才华横溢，魅力四射，充满激情的

女人。”[9]这段话对于美国南方的描述以及对肖邦的

评介无疑是准确而又恰当的。狂欢化的文学作品通

常产生于文化危机时期，由于长期受到清教主义思

想的影响，美国南方形成了相对封闭、落后的社会

体制。鲁宾说过：“南方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仍旧遵循

着复杂的群体生活模式，个体的活动发生在一套公

众明确认可的预期和假定的规范之中。在这种既定

的社会环境下，个体行为遵循预期的模式，以至于

人类行为具有某些公认的限制和标准。”[10]在南方，

女性在生活中是丧失了“自我”的女儿、妻子、母

亲或情妇，其身份因男人而定。在文学史上，南方

女性很少是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作品之中，她们是

“一个影子人物，总是在那里，总是必要，但很少以

一个重要角色出现。”[11]女性的情感与个性遭到漠视

与遮蔽，主体意识长期呈缺失状态。 
肖邦的超越性在于，在她的笔下，女性不仅走

到了前台，成为小说的主角，而且以狂欢的方式展

现了她们被遮蔽已久的自主意识，成为命运的主宰。

这些女性大都有着中产阶级婚姻家庭背景，过着从

传统意义上讲让人艳羡的“美满生活”。比如，《觉

醒》中的庞夫人置身于新奥尔良市的上流社会之中，

生活的目的只有相夫教子、宴款宾客，她的丈夫庞

先生还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然而，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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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并没有满足在婚姻家庭中已经“物化”的地位，

而是奋起反抗传统社会加之于身上的角色定位，她

们自我意识的确立表现为她们拒绝“玩偶”或“从

属”身份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小说中她

们无不尝试突破男权社会的樊篱，或在婚姻的框架

内，或直接打破婚姻枷锁，通过发展婚外情找到自

我，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 
巴夫人在觉醒后主动向丈夫提出再次邀请古文

内尔先生到家中做客表明她已经迈出了追求自由的

第一步，而庞夫人的觉醒则更具彻底性，她认为，

丈夫还有孩子“都是她生命中的一部分，可是却不

应该认为可以连她的躯体和灵魂都占有”[6]147，她

觉醒后的选择充分地体现了女性的主体意识。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庞夫人最后选择赴格兰德岛跳海自

杀。对于这一结局，巴赫金给出了答案，“在文学的

狂欢世界中，走向死亡不单纯是生命的终结，同时

也是新生命的开始，意味着精神上的解脱，甚至是

重生。”[12]米特苏尼塔也认为，在女人被认为是男人

的财产和性器官这两种选择面前，庞夫人的死是一

种理性的选择。她的自杀标志着女性已经从一个性

征化、物属化的客体转而成为自主掌控生命的主体，

实现了对身体和意志的完全拥有和控制。 
在肖邦的小说中，女性主体的寻找经历了从最

初的觉醒、意欲挣脱牢笼、获取独立或者导致自我

毁灭的挣扎。这种洋溢着狂欢节颠覆精神的命运抗

争本身也是女性作家生命与角色双重确认焦虑的文

本投射，反映了作者的内心诉求与作为创作主体的

焦虑。南方社会对女性的禁锢挤占了她们探索自我

的时间和空间，也迫使她们发现自我、认识自我，

对命运进行抗争。而以颠覆性为内核的狂欢化无疑

会成为女性作家抒发女性群体意识与存在诉求的绝

佳表达方式。 
对肖邦而言，她的创作主要缘发于自己的个体

经验。她早年丧父，哥哥死于疟疾，而结婚以后，

她的丈夫过早地死于黄热病。家庭生活中男女关系

的失衡成为她作品中的显性主题。她在小说中构建

了以女性言说为主体的女性话语，以性为突破禁忌

的主要能指，通过描写婚外情来表达女性肉体和情

欲方面的生命体验，从而抒发女性压抑已久的自我

意识。在小说的表现方式上，她选择了狂欢化来讲

出全部的真相，“突破、修正、解构、重构那些从男

性文学承袭下来的女性形象，特别是……那些天使

与魔鬼合一的典型的女性形象。”[13]如果说突破禁忌

的主题以及颠覆等级的狂欢化表现方式共同成就了 

肖邦的小说，使之成为美国女性文学的奇葩，那么

狂欢精神对文学的浸淫和渗透则使肖邦的小说成为

关于女性存在的诗性之思。 
艺术形式总是渗透着作家对生活本质的把握，

在颠覆传统的文学抗争中，狂欢以其对生命的感悟

和体验烛照着人类的精神空间。作为一位关注女性

生存状态的作家，肖邦在作品中以“狂欢”的眼神

眺望世界，以“狂欢”的直觉体验世界，将狂欢化

的艺术思维方式巧妙地融入到女性的自主意识觉醒

中去，通过文本的狂欢来颠覆男权社会的权威和秩

序，开拓女性自我意识体现的空间，从而让读者领

略到其“三位一体”女性诗学的独特魅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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