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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布勒克尔》（Paul Blecker，1863）是丽贝卡·

哈丁·戴维斯于美国内战时期创作的中篇小说。作为内战的目

击者和亲历者，戴维斯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记录了美国南北战争时

期普通美国人、特别是身处时代漩涡中的普通女性的凄惨境遇。

小说的女主人公格蕾·格尼（Grey Gurney）自立自强、养育

弟妹的经历，无论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书写中，还是在中国

当下的社会生活与现实中都能引起文化和情感上的共鸣。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正处于时代变革的路口，逐渐由农

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同时深陷于国家分裂的硝烟战火。戴

维斯敏锐察觉并捕捉到了工业化和南北战争给美国普通人带来的

深重灾难，对自然和女性的压迫更是无以复加。戴维斯借女主人

公格蕾·格尼之口表达了对美国妇女生活环境的不满和愤怒，以

及被剥夺物质情感需求的控诉。在十九世纪女性价值被严重贬抑

的大环境下，戴维斯对女性命运和女性需求的反思，体现了早期

女性主义思潮的萌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女性解放运动以前，美

国女性的命运轨迹与格蕾·格尼极为相仿：结婚才是她们唯一的

生计和出路，只有婚姻才是女性的成就；她们鲜少有接受教育的

机会，更不能拥有事业和抱负。而戴维斯则犀利地指出, “每个

年轻的姑娘都能找到工作，在这个世界里为她自己赚得一个体面

的位置，而不受错误婚姻的玷污。”由此可见戴维斯是一位具有良

知的中产阶级的知识女性，更是一位具有超前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的作家。

1　生态女性主义评述

197 4 年，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德·奥波尼在其作品《女

性主义或死亡》中首次使用了“生态女性主义”（é cologique f

é minisme）一词，生态女性主义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的结

合体，也是女性主义研究和生态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它强调人

类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将保护生态环境与寻求男

女平等结合在一起，对“父权制”的世界观进行批判，倡导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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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男人和女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女性主义学者卡伦·

沃伦（Karen Warren）指出，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伞状术语，包

括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的生态女性

主义等等。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有不同的思想流派，但它们的核心

观点都是对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它们的核心精神和中

心议题都是对长期统治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思想体系的反对。[1]生

态女性主义批评以其独特的切入视角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理论研

究范式，它关注到自然和女性之间存在的天然且必然的联系和命

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新的问题域，形成了新的问题意识和问

题化途径。

在传统的二元对立体系中，女性和自然都成为男权社会的

“他者”，成为男性统治的附属品。“生态女性主义正是在展示男性

压迫女性和支配自然的基础上，对传统的男性思想和二元对立价

值体系进行批判”[1 ]这正是戴维斯在《保罗·布勒克尔》中表

达的观点，通过各种人物对待自然以及对待女性的态度和行为，

具有前瞻性地表现出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与观念。

2 　《保罗·布勒克尔》中生态女性主义的自然层面

生态女性主义以其独特的女性主义立场对女性与自然之间的

联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大多数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都持有

这样的观点:由于女性和自然都有创造和养育生命的能力，女性在

精神上比男性更亲近自然,女性的心灵也更适合思考人与自然的关

系。”[3]而正因为女性具有天生亲近大自然的能力，这也常常成为

女性幸免于男权社会的一种谋略。丽贝卡·哈丁·戴维斯在《保

罗·布勒克尔》中对这一观点给予了生动的再现。小说中的女主

人公格蕾·格尼每天傍晚都走出家门，将养育与服侍一家人的繁

杂之事抛于脑后，暂时忘掉自己的身份，走近纯洁而古老的大地，

在凉爽与休息中回归本真的自我。格蕾认为这是她唯一的自我成

长的时刻。通过欣赏夜晚绵延的牧场、群山和缓缓流淌的河水，与

大自然的亲近成为她得以存活于男权社会的一种非暴力形式。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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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过去失败的婚姻持久地束缚着她，让她无法肆无忌惮的与

心爱的保罗生活在一起，每当这种愁绪涌上心头时，她都会沿

着长长的小路走近玉米地，以此排解心中的孤寂,表达被压抑的

欲望。通过与溪水、苔藓等大自然景物的亲近，她会回忆起保

罗对她古朴别致而又纯洁的爱以及小时候与利齐手拉手回家的场

景。此刻，人与自然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因为这里“随心

所欲，任意变化。”格蕾与自然的亲近还表现在她有意将自己

的身体和大地联系起来,尽管现实中的荒野已不复存在, 她却从未

忘记在想象中将它复活。“因此生态女权主义者S·格里芬等人

强调女性通过身体功能与自然接近,认为女性与自然的这种联系应

当得到张扬,把建构和弘扬女性原则、女性精神、女性文化作为

解决生态危机和实现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2]

3 　《保罗·布勒克尔》中生态女性主义的女性形象

父权制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和传统农业文明的统治下，女性在

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是家庭物质生产的奉献者。生于没落的美国中

产阶级，父亲沉迷于对古代生物的科学研究；家中长兄斯凯

勒·格尼是个饱食终日的政治投机分子；年幼的弟弟佩恩仅仅

三岁...格蕾格尼作为家中长女，负担着照料整个家庭起居的重

担——做饭、缝补、种植作物、照顾弟妹，在保罗眼中，格

蕾无疑是一个牺牲者。

小说中“他”这一形象第一次出现指出“他”是一切美

好品质的来源：信，爱，因此，幸福。然而格蕾对“他”

的天真执着的信仰却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和爱，相反，纯洁天

真的格蕾却因此经历了一段令她痛苦煎熬的虚伪失败的婚姻。格

蕾认为这段失败的婚姻是她一生的污点，而她将永远无法重回清

白无瑕。此时的格蕾已经开始意识到失败的婚姻并不仅仅是她个

人的苦痛经历，而是整个女性群体所面临的共同命运。她继续

说道，“肯定是哪里出了差错。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上帝的缘

故。成千上万的年轻姑娘和我有着共同的婚姻经历。也许，即

使我将此事向他倾诉，也无法阻止它继续发生。我想他是不会

关心这种事情的。随后格蕾声泪俱下地控诉美国内战时期美国中

产阶级家庭女性的困境：她们拥有各种各样的需求，但是却始

终被压抑着。她们渴望接受教育，渴望工作机会，渴望自食其

力，渴望独立自主。然而他们面对的却是无法摆脱结婚这个最

终命运的现实，因为婚姻是她们唯一的谋生手段。格蕾在年纪

尚小时被家人卖给约翰·格尼，在约翰眼中她不过是明码标价

的物品，可以随意弃置。格蕾在与约翰的婚姻中无法得到她渴

望的东西，她得不到丈夫的爱，得不到一所属于她的房子，没

有自己的客厅和厨房。甚至约翰在古巴欠下巨额债务后，为躲

避追债制造了自己去世的假象，蓄意抛弃了格蕾。在这样的婚

姻中，格蕾被视为丈夫的附属品，她的地位在本质上是从属

的，被动的。

4 　《保罗·布勒克尔》中生态女性主义的男性形象

小说中，保罗·布勒克尔是个热爱自然，热情洒脱，思

想先进，倔强谨慎的医生。对自然的亲近和认同是保罗生态女

性主义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当来到格尼的家门口时，麦

金斯特里上校感兴趣的是古老的堡垒，而保罗驻足之处却是屋外

的花园。保罗有强烈的想感受自然的欲望，自然界的事物使他

感到愉悦；处在自然中，他能够找到全部身心放松的自己。戴

维斯对他的刻画中写道，“他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大地充满了

生机与生气，而他乐意就这样生活下去”。大地在他的眼中不

是统治掠夺的工具，而是赖以生存的家园。相比与现实生活，

他更倾向于抛掉禁锢在堡垒里旧时等级观念，在自然中随性快

活。对女性角色与女性价值的全新认识是保罗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觉醒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女性，在保罗眼中，并不只是有恭敬

顺从品质，繁衍后代职能的男人的欲望和行为的对象，而是一

个拥有女性价值的独立的主体。因此，当格蕾嘴中哼歌，脚下

踱步哄家中孩子睡觉的场景呈现在他眼前，“可在他眼里，慢

慢地喘着粗气的格蕾是一个牺牲者。”对待格蕾，保罗始终把

她看作一位平等的恋人，他同时也不断自我改变以获得男女之间

的平等。这种改变最初表现为愿意格蕾对自己的称呼由布勒克尔

医生变为保罗，在他眼中这是格蕾的权力，是平等的标志。他

视格蕾为未经雕刻的璞玉，是自己在世间的唯一真爱，格蕾的

一切对他来说都弥足珍贵。因此，在格蕾被婚姻的锁链和心中

的信仰束缚住而无法与自己结婚时，劝说无效后，他给予了格

蕾充分的尊重，让格蕾用自己的理性选择自己的命运。而书中

约翰·格尼则是典型的“男权”个体，他视格蕾为捕获的小

野马，享受驯服自然和女人的感觉，对格蕾和他们之间的婚姻

不负责任，女性的话语权被完全剥夺。在他的意识中，自然和

女性一样，都应当受男人的统治和支配。通过鲜明的对比进一

步表明，保罗不是典型的男权思维的化身，而是意识到女性价

值的一个男性形象。

5　结语

《保罗·布勒克尔》最后描述了格蕾·格尼如愿和保罗生

活在了一起，而利齐没有听从麦金斯特里的“遗言”，而是做

了一名歌剧演员。她挣钱养家，成全格尼的婚姻，因为她想成

为一个“有用的人”。作为丽贝卡·哈丁·戴维斯的代表作，

《保罗·布勒克尔》生动地刻画了格蕾·格尼和保罗·布勒

克尔等人物形象，无情地批判压迫女性和自然的男性个人主义，

以及父权制社会中的两性不平等现象，表达了作者对男人与女

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和谐感的追求。“作者在小说中倾注了

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关注，而非仅仅思考抽象的精神，展

示了拓展的、进化的生态女权主义视角，体现了解放女性与自

然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2 ]从这个角度来说，戴维斯在

《保罗·布勒克尔》所展现出的超前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对

推动美国“新女性”思想的解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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