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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差异与“家”的存在

——文化地理学视域下的《南方与北方》

王美骄

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大连　116029

摘　要：《南方与北方》是英国著名小说家盖斯凯尔夫人的工业题材作品之一，小说讲述了玛格丽特一家因父亲辞去牧师

职务而从南方小镇赫尔斯通举家搬迁到北方工业城市米尔顿，故事围绕着玛格丽特和桑顿在工业城市米尔顿的日常生活展

开。文章以文化地理学研究理论为基础，以玛格丽特为中心体现什么是“家”，以及各个人物之间存在的“恋地情结”，

且对于玛格丽特来说这种“恋地情结”也是基于“家”的存在之上，家的存在方式与人物和文化地理有着紧密的联系，家

的存在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上，而是可移动可变化的，随着玛格丽特找到这种人物和文化地理形成的新结构时，

又在物理空间上体现新的家，直到最后玛格丽特的家从赫尔斯通变成了米尔顿。文章从赫尔斯通与米尔顿的环境差异、生

活习惯差异以及思想观念差异三个维度出发，比较分析工业革命背景下南方与北方的地区差异以及“家”的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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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是 19 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英

国小说家，她的几部工业小说受到评论家广泛推崇，《南方

与北方》（1848）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南方与北方》这部

小说通过描绘赫尔斯通和米尔顿两个城市，展示了地理环境

差异如何塑造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这种文化背景差异进

一步影响了居民的待人接物方式和生活习惯。作者盖斯凯尔

通过对南北地理空间巧妙地建构，突出了南北文化和城乡

发展的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更揭示

了英国工业革命背景下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普通人面临的

生存困境。尽管《南方与北方》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备

受推崇，但国内对这部小说的研究多集中在女性主义、生

态美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鲜有研究关注其地理空间元素。

这种忽视可能限制了我们对小说深层含义和当时社会背景

的全面理解。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更加关注《南方与北方》

中的地理空间元素，以更全面地揭示文化、地理与社会变

迁之间的复杂关系。

文化是一种赋予生活方式不同意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

观念体系，它通过各种象征性形式如诗歌、戏剧和文学等得

以体现 [1]。文化地理学运用文化研究方法，探讨文化如何与

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并关注文化的空间性和政治、历史背景。

索尔作为文化地理学的奠基人，强调了文化与景观之间的紧

密联系。随着新文化地理学的兴起，学者如杰克森和科斯科

罗夫开始更深入地探讨文化政治和历史发展，尤其关注城市

文化景观和文化的空间性 [2]。因此，笔者用文化地理学的视

角来观察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文学作品，并从盖斯凯尔的

《南方与北方》中寻找到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下“家”的体现。    

2. 《南方与北方》中地区差异解读

2.1. 环境差异

“地方是通过对一系列因素的感知而形成的总体印象，

这些因素包括环境设施、自然景色、风俗礼仪、日常习惯，

对家庭的关注以及其他地方的了解”[3](P144)。在《南方与

北方》中，玛格丽特从伦敦回到赫尔斯通老家的时候，相较

于伦敦的繁华和热闹她更喜欢赫尔斯通的宁静与祥和，作者

详细的描写了赫尔斯通的乡村环境以及玛格丽特对故乡的

依恋之情。玛格丽特与伦诺克斯谈论伦敦与赫尔斯通之间生

活的不同之处，伦诺克斯认为玛格丽特在伦敦过着属于英式

的上层人生活 , 她的日常生活显露出英式贵族的悠闲。玛格

丽特的话体现出虽然在赫尔斯通生活不能像伦敦一样富裕，

但她依旧觉得丰富多彩。“我步行出门……那里的小路景色

太美了，要是乘车真是可惜，即便是骑马也会这样觉得”[4]

(P9) 。赫尔斯通作为她出生和居住的地方，因自然、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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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和熟悉等一系列因素让玛格丽特产生出的“家”的感觉。

由此可见，玛格丽特虽长时间身处于伦敦那样富裕且繁华的

都市生活，却依然没有改变对故乡的爱恋。在这个“家”的

生活环境中的一些不便之处因恋地情结被优化，反而显得更

加高尚。

玛格丽特回到家乡赫尔斯通的时候，“她为这片生机

盎然的森林而自豪，森林里生活的人就是她的至亲”[4](P14)。

家乡为她提供了居住的地方与活动的场景的同时，也给她带

了独特的安全感与归属感。人文地理学家爱德华·瑞尔夫曾

指出：“家是人类存在意义深远的中心，是人类存在的栖居

地，既为人的活动提供场景，也为个体与群体的安全感与认

同感提供了归属地”[3](P39)。因此，在这个特有的环境地理

中玛格丽特产生了自豪感，并对这片带给她特殊情感的地区

中生活的其他人产生了连带感情，认为他们是与自己生活在

同一个“家”中的至亲。小说借助于玛格丽特的话语呈现出

赫尔斯通村民在这种田园生活环境中自然的与周围的人形

成亲近关系。

米尔顿作为棉纺织业中心，环境污染严重，工人常患

肺病。玛格丽特的好友贝西在工厂工作，抱怨噪音和棉絮。

相比之下，南方的赫尔斯通以农耕为主，尽管劳作繁重，但

空气清新，与大自然和谐共处。这种对比突显了工业化与自

然环境之间的张力，展示了不同生产方式对生活环境和健康

的影响。“树林里遍是郁郁葱葱的高大树木，显出苍翠的颜

色……自在奔跑的各种野生动物”[4](P14)。这种农耕文化中，

优美的自然环境便是这片地区的人们经过长时间活动带来

的标志性地理景观。相反，在米尔顿有着便利的机械以及较

好的生活水准，但整个城市因为工业变得乌烟瘴气，人们也

因此患上各种疾病。在这种工业文化中，地区环境的脏乱差

也属于工业城市所独有的地理景观。因此，我们需要从空间

或时间的角度出发，寻找到属于这片地区独特的文化地理特

征并观察该地区的人们与文化地理相作用下形成的“家”。

2.2. 生活习惯差异

“家的感觉暗示一个被视为存在依恋、安全和限制的

地方”[5]（P60）。赫尔斯通是一个具有有形特征的“家”，

例如茂密的树林、小溪等各种自然景观。一旦离开这个“家”，

玛格丽特和她的父母就会开始回忆他们的过去，他们不仅仅

是关心曾经所进行过活动的地理位置，还有他们的记忆和乡

愁。“人们之所以会出现潜意识性质的却深沉的依恋是因为

熟悉与放心，是因为抚育和安全的保证，是因为对声音和味

道的记忆，是因为对随时间积累起来的 公共活动和家庭欢

乐的记忆”[6]。对玛格丽特来说，“家的概念不是静态的，

而是动态的过程，涉及想象、创造、揭开、改变、失去和移

动‘家’的行为”[7]。 “在昏暗的房间中央，灯光投射出一

道明亮的影像。他们依然保留着乡下的习惯，没有把夜空和

窗外的黑暗给挡在外面”[4](P69)。因此，基于在赫尔斯通的“家

的感觉”使玛格丽特一家在米尔顿的家里依然保留着住在赫

尔斯通家乡的那种室内布局和生活习惯。在米尔顿生活的桑

顿在拜访玛格丽特的家时，与自己的家进行了对比，清晰的

展现出南北生活习惯差异，“之前那个房间虽然布置的很漂

亮，但沉闷……但是母亲乐意待在那里”而对玛格丽特家的

感受是，“房间里没有镜子……没有金碧辉煌的陈设，色调

是素雅而柔和的……显得十分宜人”[4](P69)。桑顿认为自己

家里虽然精致却显得沉闷而规矩，而在玛格丽特家却有朴素

舒适之感。从这种对比中可以看出，房间的布局作为南北方

城市的不同之处，所表达的意义也不尽相同。在北方工业城

市的家庭中，相比于生活环境与家庭氛围层面的舒适度，人

们更加注重仪式感与精致。相反，赫尔斯通更加重视用心布

置的朴素与舒适。这也意味着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对各自的

生活方式产生了影响，来自不同的文化之间产生不同的价值

观念。不仅如此，房间布局的差异也可以作为所处的空间中

的空间符号与身份认同。借此可以看出，一个空间环境下的

人与人的情感联系以及个人身份的象征，而在特定的空间中

的某些特定布置和装饰可以成为身份认同的表达方式。

如上文所述，玛格丽特对家乡的情感依恋来自于赫尔

斯通的家，并在米尔顿重塑她的物理世界，“赫尔斯通印花

棉布站在门对面的窗户上……还有一篮，摆在绿叶上的橘子

和通红的苹果”[4](P70)。这种“家的环境”建立在她的物理

空间和她过去的环境之间的互动之中，促使她布置了南方房

屋特有的相似场景。也就是说，“家”存在于意识中，能够

在记忆的帮助下重建。对玛格丽特来说，“家”不仅是一个

静止的地方，而是可以重建、移动并进行改造的。她感知变

异空间并建立当前空间和她以前的经历之间的联系，并在此

之间找到平衡。玛格丽特在拜访桑顿家时，“从房里往外看，

只能看到外面一片阴暗景色……整个房间都是可以装饰的，

好让它看起来闪闪发光了”[4](P101)。但是，玛格丽特对桑

顿家保持这种精致与异常干净，却要生活在工厂边忍受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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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噪音，而不是选择生活在安静的乡间或郊区产生了疑问。

玛格丽特作为一个南方人，进入了一个新的地理空间，却发

现了似乎不与这个空间匹配的“家”，并对此感到诧异。

在生活习惯的差异中，南方与北方的居住地不是唯一

的，在饮食方面的习惯也不同。从文化角度来看，饮食并非

只是满足人们生理需要的简单物质，它不仅是一种代表着某

个特定区域的象征，更多的是承担着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

“饮食文化通过文化和社会的形式将人与人、人与地方紧紧

联系起来，这也符合了人文地理学中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

研究重点”[8]。玛格丽特曾经居住过的同为南方城市伦敦的

宴会中，菜肴以精致为主，客人们更关注在宴会中人与人之

间的交际与礼仪。同样的宴会在北方城市米尔顿中，却是另

一番景象。桑顿太太为了可以让客人吃饱吃好，将每一道菜

都准备的非常充足。由此可见，在米尔顿的宴会中，人们相

较于繁文缛节，更加希望可以吃饱喝足。这些生活习惯也是

一种文化，一种“家”的体现。无论是住居环境，还是饮食

文化都因为所处的地理位置与文化的不同产生而差异，但就

是这种差异代表了这里的人们的文化身份，同时也证明了基

于不同的文化地理诞生了多文化和多样性，从而在意识形态

上证明了“家”的存在。

3.“家”与“变化”

当玛格丽特的母亲与父亲相继去世后，玛格丽特仅剩

自己一人，也就意味着这个可移动的“家”消失了。因为玛

格丽特感受不到“家”的存在，她思念起曾经与父母一起居

住的过的赫尔斯通。为了寻找这种熟悉的“家”的感觉，玛

格丽特便坐上向赫尔斯通行驶的火车，“火车飞速经过那些

熟悉的车站，静悄悄的南方城镇和村庄一个接一个地沐浴着

温柔而干净的阳光 ...... 与北方那种冷冰冰的石瓦屋顶形成鲜

明的对比”[4](P347)。这一路上沿途景色让玛格丽特感觉自

己好似找到了“家”的感觉。离家乡越来越近，看到了熟悉

的事物，使得玛格丽特在心中确信自己要脱离那种不适应的

米尔顿生活，回到“家”了。然而，这里的人和物都随着时

间的流逝发生了变化，玛格丽特认为的“家”的熟悉感也不

复存在了。赫尔斯通的人仍然非常信仰宗教，也都记得玛格

丽特的父亲黑尔牧师。可是，当玛格丽特看到新的牧师住在

她曾经的家中，将房间的布局全部改变，曾经所传颂的信仰

也变得陌生时，她觉得那个“家”无论是空间上还是意识上

都被改变了。

随后，玛格丽特寻找那种熟悉的感觉时发现，“有几

棵老树在去年秋天的时候被砍掉了，有一座简陋的人造小破

屋因占用公地而被拆除了……村舍也早已被拆除了，取而代

之的是一座崭新的房子”[4](P350)。玛格丽特在这个无比熟

悉的家乡却也一点找不到“家”的感觉了。她希望自己可以

找到一个让自己安心的地方，却以失败告终。这次赫尔斯通

之行，玛格丽特感觉到那个熟悉的路与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

化。实际上，赫尔斯通依然保持着曾经的习惯与民风，只是

在环境上有了一定的改变。如果玛格丽特只是对这片故乡的

土地保留着思念的话，这种变化应该是感叹并与自己的记忆

进行融合。但她是对这种曾经的文化与地理的变迁产生了悲

伤感并觉得这里不是“家”。也就是说，玛格丽特无法接受

这种被改变的“家”。

后来在玛格丽特回到米尔顿，渐渐地与桑顿组成了一

个家的时候，米尔顿也可以作为她的“家”所存在，那种熟

悉的感觉也随着自己的家的组建而形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

出，玛格丽特的“家”并不是存在于物理空间上的地理位

置，那种对周围事物的熟悉感也并不是也不是由地理位置来

进行附加的。这个“家”对于玛格丽特来说是可以随着人移

动的。简单来说就是，玛格丽特的家人所在的地方就是玛格

丽特的家。南方赫尔斯通与北方米尔顿都是玛格丽特的家，

而玛格丽特的意识决定了自己属于哪里，哪里是“家”。

4. 结语

盖斯凯尔夫人在小说中将工业发达的北方米尔顿与田

园风情尚存的南方赫尔斯通对比，深入地表现了 19 世纪英

国维多利亚时期工业革命大背景下城市工业化所引起的变

化与冲突，包括宗教信仰的危机以及价值观念的冲突。地理

空间展示了南方赫尔斯通和北方米尔顿之间的差异，揭示地

理上的迁移所形成的文化价值差异。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来

看，文化在不同地域空间有其特有的分布情况，同时赋予空

间以意义，小说中地理景观的描述构建出了不同的地理空

间。总体来讲，自然地理环境、生活习惯、社会思想差异是

南北区域差异的主要表现。同时，“家的感觉”不仅是存在

于物理层面上的，家的存在方式与人物和文化地理有着紧密

的联系，而玛格丽特正是通过这种联系产生了自我归属感，

但是，在这种紧密的结构被破坏时，家的存在就不局限在某

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上，而是可移动可变化的，随着玛格丽特

找到这种人物和文化地理形成的新的结构时，又在物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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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体现新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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