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8)2022,4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引言：

Sherwood Anderson 生活于美国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

代。工业高速发展的同时给传统社会伦理和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带来了巨大挑战。与同时代的其他现代主义作家

一样，Anderson 关注工业化时代下没有话语权的普通甚

至卑微的个体，即社会的不愉快面。因为“文学是对人

类自身的研究，是对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际关系和人的

生存困境的思考”[1]。Anderson 试图用这些小人物在时代

洪流下被忽视的、精神孤独又十分空虚的一生，批判工

业社会对人和人性的异化。

Death in the Woods 中 Anderson 通过写老妇人格雷姆

斯悲惨的遭遇揭示了工业社会下社会底层民众的精神

孤独，以及人和人之间的精神藩篱。Anderson 他在 Dark 

Laughter 中写道“人们向往着过去那些甜蜜而纯朴的日

子”[2] 借此对这个无情的工业时代发出呐喊和质疑，以

及对自然和道德秩序进行重构的呼唤。

首先，对“异化”这一概念进行进一步限定。本文

通过唯物史观视域下人的本质和人的异化及人和人之间

的异化对 Death in the Woods 中格雷姆斯一家的家庭关系

及小镇上人和人的关系的进行探究。

“人们为了物质享受而欢迎机械化和自动化，很

快，人们变成了机械化以及自动化其中的一部分，为了

人的异化与精神上的孤独

——Death in the Wood唯物史观视域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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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家Sherwood Anderson作品主要以针砭时弊、贴近现实闻名，细腻地刻画工业时代

下处于社会角落的“边缘人”，这些人不被看见、听见、关怀，然而又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去阐释这个看似光明社会背

后的一面。在工业化时代，工业文明冲击了传统文明，工业伦理道德冲击了传统伦理道德。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甚

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背离传统关系模式下的扭曲和异化。Anderson以一个作家的敏感去探寻这人与人之间的

精神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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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财致富，人们破坏自然，生活变成了搏斗。”[3] 这是

Anderson 对于工业化时代下的人被物质所扭曲的一种批

判。生活变成了搏斗，疯狂的金钱崇拜的现象泛滥，社

会达尔文主义带来的弱肉强食理念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

疏离，造成了人的异化和个体精神孤独。

一、家庭关系的异化

西方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主要是由圣经中的思想、

希腊雅典神话以及清教徒教规构建。圣经里最重要的契

约“摩西十诫”中更是将子女对于父母的孝写入了第五

条契约 [4]。“孝”，“节欲”更被清教徒放在教规中十分重

要位置。因此，无论是从宗教观、神话观视域分析，传

统家庭模式下所倡导的为一种有序和谐安定的家庭模式。

1. 夫妻关系的异化

传统价值观念中，男性负责承担着一家人的财务支

撑，作为“供养者”这一角色；而女性的职责为做一个

温柔的妻子、仁慈的母亲，作为“喂养者”这一角色 [5]，

保持着“男主外，女主内”这一传统的家庭模式。

虽然男性和女性家庭地位因家庭分工存在不同，男

性的话语权大于女性。在父系社会，男性“供养者”这

一角色带给他们更多的家庭事务的决定权，但女性仍然

具备相应参与家庭决策的权力。

但是在 Death in the Woods 中，“他不出去偷东西的

时候，则贩卖马匹。这些牲畜圈养在格雷姆斯家仅存的

几英亩地里，杰克几乎是不干活的”作为承担着“供养

者”这一角色的杰克对他的妻子格雷姆斯从未承担起一

个丈夫应该肩负的责任。他只顾个人享受，没有给家庭

带来经济的支持以及精神的依靠。杰克这一个形象是一

种对于传统家庭男性角色的颠覆。

格雷姆斯和杰克只是形式上的婚姻，没组成真正意

义上的家庭，杰克和格雷姆斯他们的夫妻关系呈现为疏离

暴力甚至控制的。杰克从未对他的妻子有过怜惜和尊重。

首先，从他们结婚契机来看，杰克从未计划过要娶这个可

怜的Bound girl。如果不是那一天德国农夫撞见他们，以至

于后面他们打架斗殴争夺格雷姆斯，他们也不会结合。

他不仅没有供养家庭，还只顾自身的个人享受。他

在家庭所做的只有用妻子攒下来的钱酗酒，甚至会时不

时殴打、虐待他的妻子，这是有悖于传统家庭伦理对于

男性的要求。Death in the Woods 中所描写“父子俩时常

一块喝得酩酊大醉。两人回到家后，如果发现没有什么

可吃，老杰克则会对着他的老太婆劈头打过去。”杰克对

于格雷姆斯他的态度中看不到一丝尊重和理解，而是被

工业时代异化为只知享乐的终日酗酒者，以身体之强凌

辱弱者——他的妻子。

2. 母子关系的异化

Death in the Woods 中亲子关系的异化表现得十分明

显。无论是格雷姆斯对她的儿子带有的惧怕和顺从还是

他的儿子对格雷姆斯的轻视，家庭和亲人失去了原有的

价值和意义。格雷姆斯变成恐惧和服从的一方，儿子变

成压迫欺凌的一方。

圣经中有言：“对上帝忠诚的孝顺必定唤起对父母

的孝顺，离开对父母的孝这也谈不上孝顺上帝。”[6] 而小

说中儿子的做法完全不顾此宗教伦理约束。Death in the 

woods 中“当时，杰克不在家，儿子和女人把老妇当佣人

使唤”用简短一笔道出儿子孝杰克和格雷姆斯之间的关

系。无论是他在格雷姆斯无法提供酒肉时对她拳头招呼，

还是随意带着有不正当关系的女人回家将母亲当作仆人

一般使唤，这些无不是对于传统母子关系的异化。格雷

姆斯和儿子小杰克的母子关系被异化成了奴役和被奴役、

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

而在西方的传统价值观中，男子对母亲有着源于血

统的最为天然的依恋，再到幼年时期由于母亲的陪伴养

护形成的向母性。希腊雅典神话中更是有不少女神母亲

形象，歌颂女性的生殖繁衍之美。而俄狄浦斯的恋母情

结便是母子关系中较为极端的案例。但从其中也不难看

出，无论是神话还是宗教视角下，母子关系不应该是以

这种支配和服从的关系出现，而应是以一种十分亲密且

依恋的关系。因此，小说中呈现的母子关系是一种有悖

于西方传统母子关系，即异常化的母子关系。

3. 父子关系的异化

西方传统家庭伦理中，不同于男性对母亲天然的亲

密和依恋，父子关系中多是以敬意为基础，男子对父亲

多是服从和敬畏。父子关系中，敬意和崇拜大多贯穿其

始终。父亲和孩子在父子关系中通常为教导者和被教导

者的角色。

从西方文明源头古希腊文学来看，各种形式的文学

作品在不同时期都而对父权崇高与尊严进行刻画。人类

社会进入“父系社会”以来，男性是社会的主宰者，父

亲成为了权力符号的象征。[6]

在Death in the Woods中，老杰克和小杰克与传统形

象大相径庭。老杰克教给小杰克的不再是以往传奇小说

中父亲交给孩子的勇气与责任，竟然是偷窃与纵情享乐。

Death in the woods中写道：“卖猪的时候，杰克会把大部分

猪肉拿到镇上卖，如果他不先卖，儿子也会抢着去。父

子俩有时还会打架。他们打架时，老妇人格雷姆斯就站

在一旁瑟瑟发抖。”老杰克和小杰克为了能将猪肉钱喝酒、

享受，不惜对彼此拳头相向。这里的父子关系不再是以

“严”和“敬”为纽带的传统模式，而是异化于为了个人

物质享受能不顾血缘伦理的没有感情和人的本质的享受者。

二、社会关系的异化

圣经中有两项需要信徒们遵守的准则 [6]——“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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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爱邻居”。但是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小镇 -

人和人组成的社区，他们相处之间的准则发生了变化。

他们之间的连接不再是对于彼此的互助关怀。而是在工

业社会秩序下根据个人财富、阶级，形成了新的社会等

级。格雷姆斯一家由于家境贫困，男主人老杰克贩马和

偷窃等无疑处于小镇社会地位的边缘，无人理睬的位置。

格雷姆斯作为一个贫穷、年老、没有社会地位的女

性走在小镇上，没有人愿意去搭理她，更没有人试着理

解以及关心她的内心世界。她是在工业文明社会中最不

受他人重视的“边缘人”，跟她相伴的唯一对象只有她养

的几只狗。当她一个人提着一大袋食物准备喂养家人，

佝偻着艰难地将这些食物带回家，从未有任何人打算要

给予她帮助。倘若，此时的格雷姆斯她家境殷实又或是

年轻貌美可能又会是另一番待遇。人和人之间的疏离和

淡漠在这刻画得生动却又不尖锐。

社会上，弱者反而得不到他人的注意和帮助。人和

人之间的交往不复往日纯粹。而在这种境况下，如格雷

姆斯这样的“社会边缘人”失去了他们的话语权，陷入

心灵的荒原和孤独。他们的生活是没有交流和心灵滋养

的。甚至，人类社会对于老妇人格雷姆斯来说，没有那

几只她养的狗来得亲密和友好。而这无不是刻画出工业

社会对于像格雷姆斯这般贫穷、没有权势的个体的压迫。

格雷姆斯的一生即孤独地生活、孤独地死亡。书中

有一句“很长的时间，镇上没有人和他说话”直接解释

了格雷姆斯的孤独。她没有体验被人关怀的滋味，从德

国农民再到杰克，只是被看作一个“喂养者”，而不是一

个鲜活、生动、有着情绪的人。格雷姆斯只是作为社会

底层没有话语权的民众的代表。作为社会底层的“失语

者”，他们无法表达更无法得到他们需要的精神上的关

怀，只能如动物一般投喂、进食，缺乏心灵的滋养，过

着和动物没有本质区别的生活。

工业时代下，传统道德秩序受到了冲击，新的道德

秩序尚未建立。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当时的人缺少了

原先的精神信仰。而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金钱崇拜

等主义思潮，人们建起了许多的心灵藩篱。而这些心灵

藩篱对于社会中的“边缘人”来讲，更是让他们处境更

加严峻，身心更加孤独。

三、个人的异化

西方传统社会的价值秩序中，“爱”被视为人最真实

自然的情感。“爱”作为人生命价值最直接的动力之源，

为人最为真实的自然情感。[8] 但在 Death in the Woods 中，

我们看不到任何的爱，无论是在夫妻间、亲子间、人和

人之间。

杰克和格雷姆斯间不存在爱。杰克对格雷姆斯始于

男性将女性当作私有物的掠夺。他娶了格雷姆斯，但是

却从未真心关怀她。而在杰克的眼中，格雷姆斯早已不

是一个人的形象。她只是一个为他操持家务、生育、承

受他暴力的“物品”而已。格雷姆斯对杰克也没有这种

从心灵生产自然滋生的最为自然的情感—爱。格雷姆斯

的一生没有被人爱过，又或是体验过他人的关怀。格雷

姆斯嫁给杰克可能只是迫于德国农民的骚扰，无奈做出的

决定。而她在嫁给杰克之后，她也只是在麻木地承受着孤

独和暴力，机械地做着这个“喂养者”。格雷姆斯她仿佛

已不会愤怒、不甘，而这些人的真实的情绪被麻木取代。

格雷姆斯的悲剧根源不是表层意义的孤独，而是由

于更深层意义即失去爱和被爱的权利。[9] 无私的格雷姆

斯一生都没有体会到这种人类最为美好的感情。工业社

会下，人们被物质裹挟，逐渐从对物的迷恋中，生活的

享乐里，丧失了爱的能力。当人没有了“爱”这一生命

价值最直接动力之源，人也就被异化得和动物没有了本

质意义上的区别。人也就失去了他的本性。

四、结论

本文旨在通过 Death in the Woods 中夫妻关系、母子

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三种关系的异化探究工业时代

下现代人生活的精神困境。Death in the Woods 叙述了工

业时代下由于传统伦理衰败，社会的边缘人格雷姆斯孤

独凄凉的生活，同时对工业文明下人们的淡漠做出深刻

的揭露和批评。而从其本质来看，这是 Anderson 通过刻

画个体在工业文明下的悲惨命运和孤独生活来呼唤人和

人之间的相互关怀以重建传统道德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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