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7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11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引言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英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位女作家。

她既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人物，又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小说
描述的是达洛维夫人于1923年6月的一天的活动。达洛维夫人婚
后生活虽优裕富贵但却寂寞无聊，她被平庸的生活扼杀灵魂，在
遵从社会规则的同时深感自我煎熬。这部作品中暗示了一种有效
的生存状态，即人格结构中的本我与自我以及超我应该达成平衡。
因此，本文在理解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基础上，将逐步分析《达
洛维夫人》的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维在本我，自我和超我
的形象上的反映。

1　彼得·沃尔什——本我的代言人
本我是与生俱来的，亦为人格结构的基础，日后自我及超

我即是以本我为基础而发展。本我只遵循一个原则——享乐原则。
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在潜意识形态下的思想，它充斥着来自本
能的能量，但是它没有组织，不能产生任何集合意志，只能力争
使受享乐原则的本能需求得到满足。

克拉丽莎嫁给了达洛维，成了达洛维夫人。她要在六月的
一天举办盛大的宴会。昔日的恋人彼得·沃尔什清晨来访，于是
克拉丽莎追忆了过往岁月。彼得生性不安稳，克拉丽莎选择了能
给她带来安定生活的达洛维。彼得远走印度，并且嘲讽克拉丽莎
成了“十足的主妇”，这让彼得失望，他认为克拉丽莎的灵魂死了。
克拉丽莎的生命中心被无聊的闲谈磨损了，湮没了，每天都在腐
败、谎言和闲聊中虚度。彼得呼唤着克拉丽莎一起去流浪吧。

2　达洛维夫人——自我的象征
自我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现实原则暂时中止了享乐原

则，由此，个体学会区分心灵中的思想与围绕着个体的外在世
界的思想。弗洛伊德认为，“自我处于本我和世界之间，根据外
部的需要而活动，它是调节本能要求与现实社会要求之间不平
衡的机制。”

克罗丽莎虽然整天忙忙碌碌，成为贵妇的同时也成为了上流
社会的花瓶，看似光鲜亮丽其实毫无意义。她努力维系的人际关
系也不能让彼此心灵真正靠近。克罗丽莎努力了半生，终究还是
上流社会的局外人，她在怀疑自己的选择，难道当初嫁给现实是
错误的吗？在重逢彼得时，她这种困惑感愈加强烈。这是达洛维
夫人的中年危机，也是每个人都考虑过的问题。

克拉丽莎被平庸的生活扼杀灵魂，她给自己披上了道德规范
的外衣，压抑了内心欲望。达洛维夫人清楚地知道生命的内在
是一片虚空，但是由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她却不得不扮演一
个“好夫人”的角色，以帮助其丈夫处理社会和人际关系。克
拉丽莎游离于寻求本我与超我的平衡中，所以当她失去平衡并且
万念俱灰时，自杀的想法便油然而生。人们往往将塞普蒂默斯
以为是克拉丽莎内心自我的映射，因为当克拉丽莎听闻这个年轻
人即塞普蒂默斯自杀时，她意识到死亡使人摆脱痛苦的折磨，
并封存生命里最美好的记忆。克拉丽莎同情赛普蒂默斯的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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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她认为这是一种解脱，但是她最终选择了理性而不是毁灭，
继续承担起她应尽的责任，勇敢直面死亡。

3　塞普蒂默斯·史密斯——超我的代表
超我是人格结构中属于管制地位的最高部分。 “超我”是

要求“自我”按着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满足“本我”。 所以“超我”
遵循的是“道德原则”。伍尔夫在小说《达洛维夫人》刻画赛普蒂
默斯这个人物时，已有意无意地将这位年轻士兵作为超我人格的
蓝本。

作为一名战后的幸存者，赛普蒂默斯是幸运的。可战争给
他带来的心灵深处的创伤和痛苦却无法驱除，并且战友埃文斯的
死使塞普蒂默斯的精神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战场上的烽烟磨
灭了纯粹的人性，生与死的界限重新被人所理解。战后的生活依
稀如初，但塞普蒂默斯却无法来适应这种反差巨大的现实生活。
对塞普蒂默斯而言，战友的死加重了他自己本身的道德罪恶感，
战争的创伤让他无法面对真实的世界，同时也掠夺了他正常的理
智。他眼中的一切都失去了生机。最终，由于愧对内心的良知和
道德原则，塞普蒂默斯失去了自我并选择自杀。

超我则是道德化了的自我，是内在的道德检察官，是人格
发展的最重要部分。除了战争后遗症带来的死亡阴影之外，赛普
蒂默斯的自责和负罪感一直围绕在他的心底。他在自己密友牺牲
时表现令他内心无法平静。赛普蒂默斯的精神疾病可以分析为

“自我自私利己的动机”同样，克拉丽莎沉迷于毫无意义的政党交
际中，也无法领悟人类本身存在的意义，但她仍禁锢于“现实原
则”，忽视了其内心隐藏的道德真谛。

4　结语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解读伍尔夫的小说，有助于我们获得新

的见解，尤其是三重人格理论，能更好地诠释这部经典之作。彼
得·沃尔什，作为本能欲望的代表与本我相似。塞普蒂默斯·史
密斯，作为社会道德秩序的象征，具备超我的属性（良心和道德
约束）。作为这些反对势利的中介，达洛维夫人代表着自我，它试
图保持一个和谐的平衡，使自身的欲望与外部环境达成平衡，以
此来获得自身的独立。小说《达洛维夫人》中的主要人物很好地
诠释了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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