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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宠儿》是作家托尼·莫里森的代表作，小说取材于历史上真实的事件，由一位黑人母亲弑婴行为展开全文，揭

露了在当时奴隶制盛行时期黑人奴隶的凄惨遭遇以及最后导致的畸形母爱。本文通过分析《宠儿》这篇小说中的哥特式元素

对于作者写作目的有更深入的理解以及作品背后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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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1 研究背景

《宠儿》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它

讲述了一位黑人母亲因自己遭受了奴隶主们许多的折磨与

苦难，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宠儿”，也沦为这些奴隶主的

奴隶，继续过着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继而选择亲手结束了自

己孩子的生命。而十八年后“宠儿”还魂，对自己的母亲“赛丝”

展开了疯狂的报复。《宠儿》取材于历史上真实的历史事件，

以当时历史上的黑人奴隶事件为背景，还原了种族歧视对当

时黑人的压迫，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在当时黑人奴隶在精神层

面以及身体层面所遭受的压迫。而在当时哥特式风格流行的

时代，莫里森也深受哥特式风格的影响，《宠儿》就是这样

一部哥特式小说，里面充斥了大量的阴暗、恐怖、死亡等元

素。哥特式风格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文学形式，标志元素有

死亡、恐怖、超自然等。哥特式文学在十八世纪浪漫主义成

为潮流的时期达到繁荣。但它一般不从正面去描写理想中的

社会从而达到写作目的，而是通过揭露社会、人性黑暗、邪

恶的一面来进行写作，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因此，分析宠儿

这部小说中的哥特式元素是十分有意义的。

1.2 研究现状

从国内研究方面看，吴明靖（2016）在文章《托妮·莫里

森《宠儿》中的记忆重现》中描写了赛丝这种近乎疯狂的母

爱也是一种反抗奴隶制的行为[1]。王成（2019）在文章《论

《宠儿》中的畸形母性》中指出赛丝弑婴是一种畸形的极端

的母爱，而造成这种极端母爱的原因正是当时的奴隶制大背

景[2]。周博（2017）在文章《从《宠儿》看生命个体的多重

可能性》中提到人人都是平等的生命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在奴隶制盛行时期，人人也都是在为了争取绝对的自由进行

反抗、斗争的[3]。

在国外研究方面看，Tamsila ,Zafar ,M. Asad （2020）在

文章《托妮·莫里森的《宠儿》中的创伤性言语行为》中提到

了小说展示了白人奴隶主对黑人奴隶进行的一系列言语的

虐待，言语中尽显哥特式风格[11]。Mitchell Angelyn（2020）

在文章《在大流行中生存:莫里森的《宠儿》给我们的必要教

训》中认为在当时黑人女性的地位是极为低下的，生活也是

非常的艰难，每天都有来自死亡的威胁[12]。Kesur（2019）在

文章《托尼﹒莫里森的《宠儿》：对制度废人画的批判》中

写到了在奴隶制时期，非裔美国人遭受到的非人化制度的摧

残[13]。

1.3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一系列对于《宠儿》中的哥特

式人物、情节以及主题的分析，体会作者的哥特式情怀，理

解小说背后更加深刻地内涵。

本文以文献借鉴法为主要研究方法，文章主要以“宠儿”、

“哥特式”相关书籍、文献作为参考。通过大量阅读哥特式相

关文献，掌握哥特式基本概念理论，了解哥特式文学的背景，

结合黑人奴隶制背景，理解作者的哥特式情怀，深入理解小

说的内涵。简要根据理解分析《宠儿》中的哥特式元素提出

自己的理解。

2.《宠儿》简介

2.1《宠儿》写作背景

十五世纪开始，一种惨绝人寰的贸易逐渐兴起——黑奴

贸易。主要以非洲黑人为贸易载体，将他们贩卖至美洲各地

方作为黑人奴隶。也是从那时起，开始了今后长达上百年的

噩梦。黑人的地位变得非常低下[6]。而《宠儿》的故事正是

源于一个真实的黑人历史事件。小说以 1873 年美国俄亥俄

州辛辛那提小镇的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一位黑人母亲和一位

还魂人间的女子的故事。《宠儿》一方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

这位黑人母亲长久以来内心的煎熬与痛苦，另一方面运用哥

特式元素写出了这位还魂的年轻女子对母亲展开的一系列

的报复行为，揭露了黑人奴隶制对美国黑人带来的巨大的身

体还有精神的双重伤害以及对他们未来生活的深远影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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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宠儿》故事梗概

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位黑人母亲赛丝为了自己的自由逃

离了“甜蜜之家”肯塔基来到了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小镇生活，

又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逃离这种饱受折磨的努力生活选择

亲手结束了自己的孩子“宠儿”的生命。而这位母亲也因为亲

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饱受周围人的欺压、排斥，她开始经历

着自己良心的折磨，巨大的孤独感也席卷而来。十八年后，

“宠儿”重新还魂人间，化身为一个少女。这时赛丝本以为和

保罗从此以后可以过着安稳幸福的生活，但是却被“宠儿”打

乱。“宠儿”对塞斯展开了一系列疯狂的报复，把家里搅得一

团乱麻，不断地向赛丝讨取着爱债，并且不择手段的去勾引

着保罗，打破了赛丝想要的安稳生活。

3.哥特式元素简介

哥特（Gothic）,又译为哥德，有野蛮的意思。但是哥特

式并没有消极而负面的意思，反倒是反映了作为艺术的一种

不固定的流动的形式、状态。是人们在经历了长期的思想禁

锢之后的意识重新觉醒，对这个世界的重新思考。哥特式最

早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最初用来区分中世纪时期的艺术风

格，以恐怖、超自然、死亡、颓废、巫术、古堡、深渊、荆

棘、黑夜、诅咒、吸血鬼等为标志性元素[9]。

4.《宠儿》中的哥特式人物

4.1 赛丝的畸形母爱

“七个字母十分钟。再出十分钟她也能得到“亲爱的”么？

她没想到去问他，而这种可能至今仍困扰着她——就是说，

付出二十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她就能让他在她的宝贝的墓

碑上把整句话都刻上，刻上她在葬礼上听见牧师说的每个字

（当然，也只有那么几个字值得一说）：亲爱的宠儿。”

在这一段中讲述的是赛丝，为了给自己死去的女儿刻一

个墓碑去与刻字工用性进行交易。而这个孩子正是由她亲手

杀死的。是什么样的绝望让一位母亲选择亲手结束孩子的生

命。也是从这件事之后，赛丝遭受到了身边人的排挤。当然

了，谁会原谅一个“杀人犯母亲”，还是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于是从那以后，赛丝就背负了一生的痛苦，经受了巨大的孤

独感。这位母亲“伟大”的母爱就是用她觉得会令她有安全感

的锯子“劈开了骨头”。赛丝是不爱自己的孩子吗？不是！她

能够花好长时间用一条颜色很漂亮的碎花布去给那个孩子

做一条头巾，一条漂亮的头巾，并且十分享受，乐在其中，

甚至于后来回想起来她会觉得“那是一种我从来没有过的自

私自利的乐趣”。也许她只是在用她自己的方式去表达爱，但

是这是一种常人都不能够理解的“爱”。她太想自由了，所以

她会觉得对于孩子来说那但这种爱无疑是畸形的[8]。

4.2丹芙扭曲的心理

原本的家中会有哥哥们、奶奶和妈妈，后来两个哥哥纷

纷离家，剩下了对生活已经提不起兴趣的奶奶以及每天都活

在自己的愧疚中的妈妈。在这个家中，丹芙无疑就是最孤独

的那个，因为没有人会顾及到她的感受，没有人会给予她更

多的陪伴、呵护，因为都在自顾不暇[14]。所以丹芙甚至觉得

鬼魂都是她的慰藉，她在期盼着那个鬼魂的出现可以与她“作

伴”。在宠儿没有到来之前，她只能够听着，听着母亲与保罗

在用他们的方式去说着“甜蜜之家”、“你的爸爸”之类的她并

不理解的词汇。而在宠儿来到这个家之后，她会拿出所有的

耐心时间去照顾宠儿，甚至对于母亲的帮忙会变得暴躁。哪

怕是宠儿的一个微笑，丹芙都会觉得心里不再那么的孤独。

也许宠儿的出现使丹芙心中的孤独感少了很多，填补了她从

小时候起内心就有的孤独感。她也可以有了自己能够聊天说

话的朋友，以她们自己的方式。她们还会一起跳舞，甚至丹

芙在听到宠儿是为了赛丝才回来的时候会显得很失落，她还

会担心宠儿会不会离开。丹芙完全的将宠儿当做了自己的朋

友，这个朋友填补了她之前所缺失的陪伴，消除了一直以来

的孤独。不得不说，丹芙是可怜的。她渴望陪伴与关心，以

至于想要鬼魂的陪伴。她有非常敏感的一面，感情细腻，她

也会有些不自信，总是期待着外界对她的肯定，但是不得已

一直被困在 124 号。她的父母亲都是黑人，她也是，外界对

于黑人的偏见从未停止，所以她的内心也是恐惧这个世界

的。

4.3“宠儿”的报复

一开始，宠儿化作了鬼魂在这个家肆虐，不断地缠着赛

丝对十八年前的弑婴行为进行报复。但是宠儿是渴望得到赛

丝的爱的，甚至是塞斯全部的爱，所以她不断的疯狂的索取

着。经过了十八年，宠儿重新还魂人间，一心想要回到赛丝

身边，得到这些年来从没有的爱。想要每时每刻都在赛丝身

边获得母爱，就像文中写到的“宠物式的迷恋”。在我看来，

宠儿这个人物形象是小说中最纠结的一个，从开始的冤魂不

断地肆虐席卷整个 124 号，到后来还魂人间，不断地索取着

赛丝的母爱，渴望更多的母爱。再后来，勾引赛丝的情人保

罗也就是自己母亲的情人，打破了赛丝原本想要的宁静、幸

福。那么宠儿是为了报复赛丝还是想要得到更多的母爱呢？

一边想要报复赛丝的弑婴行为，甚至去勾引占有保罗，一边

想要弥补十八年来缺失的母爱。我想，她的内心也是纠结的，

她只是想得到缺失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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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宠儿》中的哥特式情节

5.1 一百二十四号的鬼魂

“一百二十四号充斥着恶意。充斥着一个婴儿的怨毒。…

当时，镜子一照就碎（那是让巴格勒逃跑的信号）；蛋糕上

出现了两个小手印（这个则马上把霍华德逼出了家门）。两

个小男孩谁也没有等着往下看：又有一锅鹰嘴豆堆在地板上

冒着热气；苏打饼干被捻成碎末，沿门槛撒成一道线。”这是

写在文章最开始的一段话，“闹鬼”的一百二十四号就是文中

最明显的一处哥特式情节。这是赛丝弑婴事件之后的“惩罚”，

是宠儿对赛丝的报复。她要把这个家搅得鸡犬不宁。字里行

间透露着超自然、恐怖的元素。当时赛丝为了自由逃到了一

百二十四号，在逃亡的过程中她杀死了当时刚刚两岁的女儿

（如果有时间她会在那杀死所有的孩子），因此那个婴儿的

冤魂就一直在这一百二十四号。丈夫黑尔不知所踪，两个儿

子离家出走，这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这个闹鬼的一百二十四

号。在这个一百二十四号，似乎是接纳不了男人的，在保罗

到来之后，地板在抖动，整个房子在颠簸，一张桌子朝他飞

了过来。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个地方，这个神奇的一百二十四

号。

5.2 赛丝弑婴事件

“里面，两个男孩在一个女黑鬼脚下的锯末和尘土里流

血，女黑鬼用一只手将一个血淋林的孩子搂在胸前，另一只

手抓着一个婴儿的脚后跟。她根本不看他们，只顾把婴儿摔

向墙板，没撞着，又在作第二次尝试。”在这段中描写的是赛

丝弑婴的片段，段落中的“血淋淋”、“摔向墙板”、“第二次尝

试”等词汇都透露着恐怖的气息，这也是哥特式文学的主要风

格之一。也是通过这些字眼看出当时赛丝决绝的内心，她想

获得自由，奈何做不到又被“学校老师”抓住了，所以她要让

自己的孩子获得自由，弑婴就是她的方式。可能很多人并不

理解这种弑婴行为，在文中却不难找到答案。“仅在肯塔基，

一年里就有八十七人被私刑处死，四所黑人学校被焚毁；成

人像孩子一样挨打，孩子像成人一样挨打；黑人妇女被轮奸；

财物被掠走，脖子被折断。”当时的白人就是无法无天的存在，

四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黑人就是最低级的存在，只能任

由白人处置。赛丝就是每天活在这样的痛苦之中，她想要反

抗但是屡次失败又遭受更厉害的毒打，在这种绝望中才会心

生弑婴的想法。这是偶然可能也是必然的。

5.3“鬼魂”复仇

十八年前，因为赛丝的弑婴行为宠儿的冤魂一直停留在

一百二十四号，她会让镜子碎掉，会在蛋糕上印出两个小手

印，会让鹰嘴豆在地板上冒烟，会让整个房间剧烈的抖动，

会让桌子飞起来…她在用自己的方式报复赛丝，让这个家不

得安宁。而在保罗到来以后，先是对保罗发动袭击，让桌子

朝他飞了过去，还魂人间之后勾引保罗，想要完全的占有赛

丝，赛丝只能是她一人所有。可以说，从弑婴的那一刻起，

“鬼魂”的复仇就没有结束。那一天起，赛丝心里的愧疚就没

有散去，日日夜夜在折磨着她。而后就是化作“鬼魂”在一百

二十四号发出诡异的动静，这又是给赛丝的精神上的折磨。

6.《宠儿》中的哥特式主题

6.1变态的母爱

整部小说的起因就是多年前赛丝的弑婴行为，她为了不

让自己的孩子也承受这种作为努力的折磨，不惜亲手杀死自

己的孩子，这种行为放到今天来说就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心理

扭曲的变态行为，这就是一种充满哥特式风格的变态的母爱

[4]。而在这本小说中像这种畸形的母爱并不只有赛丝一人，

赛丝的母亲因为憎恨被白人强暴所以将自己的孩子全部扔

掉只留下了赛丝一个。虽然艾拉没有想赛丝这样做出极端的

行为，但是又会有什么区别呢？都说母爱是伟大的，但是也

有可能是像这种的畸形的[5]。为了不受当时奴隶制的压迫，

为了还自己的孩子一个“自由”所以采取的极端行为难道就是

可以被人理解的效仿的支持的吗？我觉得并不是，这只是当

时自己的一个畸形的想法，就这样剥夺了一个孩子生的机

会。赛丝认为把她送到了最安全的地方，在那里不会有压迫

不会有对黑人女性的歧视、糟践。不过由此可见其实罪魁祸

首还是当时的黑人奴隶制，这也是导致这种变态母爱的直接

因素。

6.2残忍的黑人奴隶制

《宠儿》这本小说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当时的大背

景就是黑人奴隶制。在当时，白人就是主宰，他们可以胡作

非为，可以根本不把人当做一个人看。

“早餐？想早餐吗，黑鬼？”

“是，先生。”

“饿了，黑鬼？”

“是，先生。”

“去你妈的吧。”偶尔，一个跪着的男人也许会选择脑袋

上挨枪子儿，作为带着一点包皮去见耶稣的代价。”白人可以

对黑人肆无忌惮的进行辱骂、殴打、折磨。可以任意的羞辱

他们，在当时，完全不把他们当做人来对待，甚至是连牲口

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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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

《宠儿》这部小说借由赛丝弑婴的事件贯穿全文，揭示

了当时黑人奴隶制对于人们的迫害，对于精神以及身体的双

重伤害。《宠儿》在 1987 年发表，距离 1863 年发表《解放

黑人奴隶宣言》，这中间刚好隔了 124 年，而小说中的一百

二十四号也是故事发生的地方，是杀死宠儿的地方，是宠儿

还魂的地方，也是经历了一切勇敢走出去的地方。书中的这

组数字可谓意义深远。本文通过对于小说中人物、情节以及

主题的简要分析，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作品背后的内涵。在奴

隶制废除之后，经历了 124 年，他们不断地奋斗，最后获得

了在这片土地上的重生，未来，也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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