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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婚姻的困境是贯穿简·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的主线之一。展示了18世纪女性在婚姻

中的不平等遭遇。这些遭遇主要集中在社会地位、经济权利以及情感需求三方面。本文试从女性主义文

学批评理论入手,从女性婚姻的社会地位、经济权利和情感需求等三个方面对该小说中的女性婚姻困境进

行解读,并指出小说中的女性婚姻困境正是18世纪英国女性生活样态的真实呈现,揭示了当时社会中女

性追求幸福婚姻的艰难及不可能性,以及作者对不平等的女性婚姻生活现状的不满与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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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婚姻生活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困境
女性的社会地位,是指不同群体的女性在社会

生活和社会关系中与男性相比较的权利、资源、责任

和作用被社会认可的程度,女性和男性同是社会的

主体,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是社会进步的推动

者,也是社会发展的受益者。所以,女性在社会这个

大环境中,拥有平等地位,整个社会才和谐和发展。
但是,自母系社会结束后,女性的社会地位一直弱于

男性,而作者通过作品也展现了女性社会地位不平

等的困境,这一困境在作品描写的婚姻生活当中尤

为突出。
在18世纪以前的英国,教育被视为保持阶层差

距的有效工具。传统观念认为不同阶层的人应该实

行不同的教育,为的就是维系已经固定的社会阶层

差距和较少地避免社会阶层流动。18世纪的英国并

不反对妇女受教育,但官方认可的女子教育,目的只

是为了让妇女们更好地承担起“社会花瓶”式的角色

(朱虹,4)。所以作为不是贵族的女性,她们就不被

允许接受过于复杂、深奥的学习。尽管阅读、书写和

外语基本上是家庭教育的辅助内容,但是对她们的

要求也仅仅局限于会阅读圣经,能够进行普通的信

件来往,懂得基本的单词。至于既没有贵族的头衔

和又没有财产继承的女性,她们的主要责任便是相

夫教子,这便造成她们在结婚前必定要听从父亲安

排,结婚后也被迫听从丈夫安排。
 

《傲慢与偏见》中轻浮、浪荡的的莉迪亚是丽迪

雅是班纳特夫妇的小女儿。班纳特先生赋有智慧、
知识、机智以及躲避家庭的棘手混乱难题的能力,然
而身为一家之主的他从不担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
班内特太太是一个愚蠢而且轻率的女人。“智力贫

乏、孤陋寡闻、喜怒无常的女人”对她来说毫无礼节

与美德可言,而且她根本不关心女儿们的道德和思

想文化的教育。她唯一的一个困扰就是如何把她的

女儿全部嫁出去。(王科一,3-4)。虽然父母亲对

她宠爱有加,但是却永远无缘于家庭教育。她没有

价值观,也没有责任感,每天只热衷于跳舞娱乐、帽
子服饰、闲言碎语和卖弄风情,并以此为荣、乐此不

疲。因此未满16岁就肆无忌惮的出入社交舞会,甚
至毫无底线地与英俊潇洒却唯利是图且负责累累的

青年军官威克汉姆私奔并结婚。然而,结婚不久,威
克汉姆对她就情淡爱驰,常常背着她跑到伦敦或巴

斯与其他女人寻欢作乐。莉迪亚的无知、愚蠢和放

纵注定了她们婚姻的不幸结局。
就家庭生活、感情世界、恋爱婚姻、女子道德标

准等问题而言,妇女们本来应是权威的发言人。然

而,在《傲慢与偏见》中,读者通过舞会上女生们小心

翼翼的谈话、交往的片断得知,外表光鲜的中下层女

性如果没有丰厚的嫁妆,唯一的资本就是“淑女”,否
则一旦被排除出淑女行列,便会丧失缔结良缘的机

遇。即使嫁了人,在家庭生活中她们也不可能享有

本该享有的礼遇和尊重,她们受教育不高,没有嫁

妆,婚后必定没有幸福可言。因此,贝内特夫人受到

了宾利先生的妹妹的和姐姐的耻笑,而害羞胆怯的

简,在面对心仪的宾利先生也不敢表达自己的爱意,
女性在婚姻中毫无话语权和地位的骨感现实可见

一斑。

2 婚姻生活中女性的经济权利困境
经济权利,是指由经济法律、法规所确认的一种

资格或许可。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根据继承法,家产

由男子继承,少有的贵族女性拥有不及男性的十分

之一的财产。如此以来,凡是有继承权的男子不会

娶没有财产的女人,而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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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位太太似乎成为了一条十八世纪英国举世公认的

真理。所以,难以嫁人的单身女性只能被迫接受父

母所安排“合适”婚姻,从此能相夫教子,听从丈夫的

支配。
在《傲慢与偏见》中,历史悠久的《土地法》限定

了班纳特家的那块地产只能由男子来继承。班纳特

对这个法律条文了然于心,所以在他刚结婚的时候,
心里就想到他们夫妇自然会生儿子,等到儿子成了

年,外人继承财产权的这桩事就自然会被取消,那么

寡妇孤女也就衣食无虑了。可是五个女儿接二连三

地出世,就是没看见儿子的降生,想到自己的女儿们

不能继承自己的财产,自己的财产终将要落入别人

之手的时候,心里万分不甘却又无可奈何,只好把这

种结果看成是命运的不济,正如他对柯林斯所言,
“唉,先生,我的确是说到这方面。你得承认,这对于

我可怜的女儿们真是件不幸的事。我并不想怪你,
因为我也知道,世界上这一类的事完全靠命运。一

个人的产业一旦要限定继承人,那你就无从知道它

会落到谁的手里去。”(王科一,63)显然,心里的疙瘩

永远也无法解开。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古老的土地法直到

《傲慢与偏见》出版半个多世纪后才发生变化。19世

纪中叶英国法律经历了一个重大变革时代,1866年

正式宣布废除了名义上的土地国王所有制,私人占

有的土地获得了完整的所有权,很多封建义务得以

被废除。即使是限定继承地产也逐渐允许经过一定

程序后自由继承。不过在法律上完全废除这些古老

的条文,却是直到1925年的财产法律改革,这种扭

曲的财产继承现象才从英国社会完全消失。由此可

见,女性所处的这种经济困境,不仅仅让《傲慢与偏

见》中相关女性深受其害,更让英国社会中各个时代

所有女性饱受伤害。

3 女性婚姻的个人需求困境
人们的择偶标准一方面是出于对对方的身份、

地位、经济条件、道德等各方面的自然的因素,但同

时另一方面也考虑着个人的情感、博爱,性的吸引,
对方的激情等几种动机的因素。根据择偶标准的不

同,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在其名著《1500—1800
年英国家庭性和婚姻》中将英国人的择偶动机概括

为四大类:为了巩固家庭的经济、政治或是社会地

位;为了个人的感情、友爱和情谊;对异性的吸引以

及充满激情的博爱。18世纪英国的女性只是一种被

男性社会所审视、描写和解读的对象性存在,对于受

过良好教育但却没有多少财产的青年女子来说,嫁
人是唯一的一条体面地出路,尽管出嫁不一定会叫

人幸福,但总归是女人最适宜的保险箱,能确保她们

不致挨冻受饿。此时的婚姻与爱情并没有多大关

系,它已经异化成为一种利用关系,一种以金钱交换

为基础,以自我利益为核心的工具性存在。因此,在
婚姻生活中作为“他者”存在的女性永远没有个人需

求所言,更没有归宿感。
在《傲慢与偏见》中,卢卡斯小姐生活在贵族之

家,但已是没落衰败的贵族之家,她不漂亮,也没有

嫁妆,27岁了还是剩女一个,自认无法攀比权贵。虽

然柯林斯牧师既不通情达理,又不讨人喜欢,然而生

存的压力和生理的压力逼得她毫无选择的余地。她

最终还是嫁给了柯林斯牧师,因为此时她所关心的

是从此以后她不至于挨饿受冻,至于婚后丈夫是否

会移情别恋,生活是否幸福她早就抛到一边了。婚

姻已经成为她“谋生”的手段而非原来所期盼的爱情

的归宿。
 

还有,在《傲慢与偏见》中,出身于中下层社会的

四桩婚姻的男女主角,无一人能跨越自身所处的阶

级去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其中伊丽莎白与达西的

婚姻最有代表性。为了撮合自己的女儿与达西的结

合,达西的姨妈凯瑟琳夫人可谓用尽浑身解数去拆

散伊利莎白和达西。因为在她看来,只有他们才是

真正的门当户对,但她料想不到达西要娶的却是不

入她法眼的伊丽莎白。于是她气冲冲地去找伊丽莎

白兴师问罪,抓住伊丽莎白在门第、亲族、财产方面

的弱势毫不留情地羞辱她。而“出身低贱,门户低

微”的伊利莎白也正被自己思想中的等级观念所折

磨,面对凯瑟琳夫人的恶毒攻击也只有伤心罢了。
(王科一,327~329)

4 结语
总之,对女性婚姻生活的关注是《傲慢与偏见》

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女性人物在婚姻生活中所遭

遇的各种困境,反映了18世纪英国社会对女性的歧

视和剥削的现状以及她们在婚姻中所处的不平等和

无权的现实性问题,展现了18世纪英国女性追求幸

福婚姻的艰难及不可能性,从深层次上表达了作者

简·奥斯汀对18世纪英国不平等的女性婚姻生活

现状的不满与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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