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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欧文笔下的女性形象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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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美国文学的拓荒者，华盛顿·欧文早已跻身于美国文学经典作家行列。欧文在《见闻札记》中以其轻

松幽默的笔调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充满人性张力的人物形象，然而，欧文笔下的女性形象似乎并未跳出“女性

滞定型”的窠臼，“瑞普·凡·温克尔”中的温克尔太太以及“睡谷的传说”中的卡特里娜小姐分别代表了魔鬼与天

使的形象。欧文对女性人物的形象刻画既是他本人对女性的片面认知所致，也是西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的又一体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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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华盛顿·欧文（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ｒｖｉｎｇ，１７８３－１８５９）出生 于

美国纽约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从小酷爱阅读及写作。欧文

成年后曾游历欧洲，在体验英法等国的风土人情中不忘搜集

当地的民间传说及故事，这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

的素 材。１８０９年，欧 文 出 版 了《纽 约 外 史》（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随即赢得了文学界的关注，十年后，他的短篇故

事集《见闻札 记》（Ｔｈｅ　Ｓｋｅｔｃｈ　Ｂｏｏｋ）付 梓 之 后 一 鸣 惊 人，该

书问世后好 评 不 断。此 后，欧 文 又 相 继 创 作 出 版 了 诸 多 散

文、游记以及传记作品。欧文是美国第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

作家，尤以创作短篇小说见长，收录于《见闻札记》的“瑞普·

凡·温 克 尔”（“Ｒｉｐ　Ｖａｎ　Ｗｉｎｋｌｅ”）及“睡 谷 的 传 说”（“Ｔｈｅ

Ｌｅｇｅｎｄ　ｏｆ　Ｓｌｅｅｐｙ　Ｈｏｌｌｏｗ”）已经 成 为 美 国 文 学 经 典，欧 文 也

因其在 美 国 文 学 滥 觞 之 处 的 贡 献 而 被 冠 以“美 国 文 学 之

父”［１］的荣誉。

欧文最富盛名的作品当属《见闻札记》，该书最初以连载

的形式分别在纽约 及 伦 敦 出 版。《见 闻 札 记》收 录 的 短 篇 故

事皆为脍炙 人 口 的 作 品，而 其 中 的“瑞 普·凡·温 克 尔”及

“睡谷的传说”流传最广。在这两个短篇小说里，男性无疑是

故事的主人公，但女性人物在反衬男性人物以及烘托故事主

题的过程中功不可没。而且，读者在阅读这两篇故事时也不

难发现，欧文对女性人 物 的 刻 画 虽 然 生 动 形 象，但 也 未 能 跳

出“女性滞定 型”的 窠 臼：温 克 尔 太 太 是 一 个 十 足 的 悍 妇 形

象，好比神话中的魔鬼；而卡特里娜则是一个乡村淑女形象，

宛如神话中的天使。同为女性人物，为何她们的形象如此迥

异？本文将以此为题进行探讨。

二

“瑞普·凡·温克尔”主 要 讲 述 了 一 位 名 为 瑞 普·凡·

温克尔的荷兰裔美国 人 的 奇 幻 人 生。瑞 普 在 卡 茨 基 尔 群 山

附近的村庄里生活，虽然他在邻人的眼中是个乐于助人且心

地善良的男人，但他在 妻 子 的 眼 中 却 是 个 懒 惰 无 能 的 废 物。

为了躲避妻子的责骂，瑞普带着自己的猎枪以及与他同病相

怜的家犬四处游荡，不料在山里受到蛊惑而饮下了让他沉睡

二十年的美酒。瑞普酒醒回家后惊奇地发现世易时移，他的

同辈（包括妻子）大多已溘然长逝，美国也从一个英国殖民地

变成了独立的国家，最终，瑞普与自己女儿相认，并在没有妻

子数落的情况下得以安享晚年。

与《纽约外史》以及 后 来 的《乔 治·华 盛 顿 传》这 些 宏 大

题材不同的是，欧文在《见闻札记》里将更多的笔墨倾注于塑

造历史小人物的人生 经 历，瑞 普 即 是 一 个 生 动 具 体 的“妻 管

严”男人形象。欧文在这个故事里以其独特的幽默笔调为读

者展示了美国建国之初普通民众家庭生活现实的某些方面，

尽管如此，“瑞 普·凡·温 克 尔”仍 然 隐 含 了 欧 文 的 历 史 意

识，该小说“不仅是美国历史瞬间的真实记录，而且还具有鲜

明的价值取向，即小说 在 国 族 建 构、意 识 形 态 和 主 题 意 蕴 等

方面均有着十分广阔的文本内涵［２］”。欧文在小说中对瑞普

的人物刻画以及对温 克 尔 太 太 的 形 象 塑 造 不 仅 仅 是 为 了 营

造幽默效果以便愉悦读者，细心的读者从瑞普对“家长”温克

尔太太的有意躲避到 他 酒 醉 不 知 美 国 独 立 战 争 的 情 节 可 以

大概获知欧文彼时对美国民主革命的消极态度。

温克尔太太虽然不 是 小 说 的 主 角，但 她 的“在 场”（以 及

她死后的“不在场”）对小说的情节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烘托

作用。小说中的温克尔 太 太 是 一 个 勤 于 劳 作 却 又 喋 喋 不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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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主妇，面对“宁肯只有一个便士而挨饿，也不愿为了一

个英镑去劳动”的丈夫，她的反应只有无尽的抱怨与责骂，她

“没完没了地 在 他 的 耳 边 唠 叨，说 他 游 手 好 闲，说 他 没 心 没

肺，说他要把整个家 给 毁 掉。从 清 早 到 中 午 直 至 晚 上，她 的

嘴巴就闲不下来。”面对这样一个盛气凌人的妻子，瑞普的反

应无外乎耸耸肩叹口气，然后就是背起猎枪带着家里那只同

样不受女主人待见 的 猎 狗“狼”出 门 游 荡。温 克 尔 太 太 不 仅

对自己的丈夫 声 色 俱 厉，而 且 对 村 里 的 其 他 男 人 也 毫 不 留

情，她“常常会突然闯 进 来，搅 了 会 议 的 安 宁，把 在 场 的 人 全

都臭骂一通”，即使是 村 里 最 有 名 望 的 尼 古 拉 斯·韦 德 先 生

也难逃厄运。在欧文的笔下，温克尔太太扮演着“母老虎”的

角色，她的强势烘托了 瑞 普 的 惧 内 性 格，同 时 也 促 其 养 成 了

与世无争的平民习性。

小说中的 温 克 尔 太 太 是 一 个 典 型 泼 辣 的 农 村 悍 妇 形

象［３］，是一个几乎被“妖魔化”了的家庭妇女。温克尔太太无

疑是丈夫及其他男人 心 目 中 的“悍 妇”，但 是，她 对 瑞 普 一 家

的贡献不容忽视，没有 她 的 里 外 操 劳，游 手 好 闲 的 瑞 普 迟 早

都会把整个家庭推向绝望的深渊。由此看来，尽管温克尔太

太的无私奉献在小说里几乎不见其文，而且她的形象更多地

被定格成为“悍妇”，但 是，作 者 并 未 将 温 克 尔 太 太 描 写 的 多

么不堪，事实上，小说对 温 克 尔 太 太 的 贬 损 也 只 是 停 留 在 对

其“刀子嘴”的描述上。

三

华盛顿·欧文在创 作 短 篇 小 说 时 善 于“选 择 现 实 事 件，

给以浪漫主义的描绘，使 基 本 主 题 象 征 化，创 作 出 美 国 人 民

所喜闻乐见的典型 环 境 与 典 型 性 格［３］”。“瑞 普·凡·温 克

尔”的典型环境即为 卡 茨 基 尔 群 山 附 近 的 村 庄，其 典 型 性 格

主要体现在瑞普及 其 妻 子 温 克 尔 太 太 身 上。毫 无 疑 问，“睡

谷的传说”中的典型 环 境 即 为 睡 谷，而 典 型 性 格 则 体 现 在 故

事男女主人公 伊 卡 博 德·克 莱 恩 以 及 卡 特 里 娜 等 人 身 上。

“睡谷的传说”主要讲述了发生在美国小镇格林斯堡的故事，

主人公伊卡博德·克莱恩本是个外乡人，来自新英格兰的康

涅狄格州，他为人胆小怯懦却又贪财好色。伊卡博德是睡谷

的乡村教师，在与本地小伙布罗姆争夺少女卡特里娜的过程

中，他遭到“无头骑士”的 恐 怖 袭 击 而 最 终 告 败，从 此 杳 无 踪

影，只留下些许传说供人消遣。

欧文创作“睡谷的传说”的灵感得益于欧洲民间传说，小

说中的主 要 人 物 伊 卡 博 德 与 布 罗 姆 亦 非 美 国 本 土 原 创 人

物［４］。在一定程度上，“睡谷的传说”是欧文旧瓶装新酒的作

品，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美国文学经典的地位。小说中提及

的睡谷并非欧文凭空臆造，睡谷实为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

的一个峡谷，塔里镇则是荷兰殖民者在哈德逊河沿岸最早建

立的定居点之一，在历 史 上 几 易 其 主 之 后，该 地 方 成 为 现 今

美国的部分地理现实。在很大程度上，“睡谷的传说”这篇开

启美国文学传统的小说“不仅是美国历史发展和古朴自然的

真实记录，而且还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在历史和自然、意识

形态和主题意蕴等方面均有着十分广阔的文本内涵［５］”。如

果说伊卡博德代表了美国人的精明能干、唯利是图等国民性

格的话，那么，布罗姆则代表了他们的勇敢豪迈、自信达观等

方面。无论欧文的人物刻画是基于何种考虑，读者或许都能

在其轻松幽默的笔调 中 找 到 现 实 中 美 国 人 生 活 的 影 子。小

说乍看起来是一篇描 写 男 人 的 故 事，细 读 就 会 发 现，其 实 小

说的女主人公卡特里 娜 是 牵 动 整 条 故 事 线 索 的 核 心，因 此，

卡特里娜绝非故事情节发展可有可无的调料，她的行为举止

直接影响了男性人物的行动。

卡特里娜是伊卡博德的学生之一，她“年方十八，楚楚动

人”。她在家里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在外边也是声名远扬，

这“不单是她长得漂 亮，而 是 她 将 来 会 继 承 大 笔 的 遗 产。”卡

特里娜的美貌与财富使得她在当地“无人能及”，正是这个原

因，她成为村子里众多 年 轻 小 伙 子 觊 觎 的 对 象，其 中 就 包 括

伊卡博德与布罗姆。卡特里娜还是个很有心计的姑娘，她的

父亲“爱自己的女儿甚于他那个烟斗”，因此凡事都任凭其自

作主张，她的母 亲 也 认 为“鸭 子 和 鹅 都 是 蠢 物，所 以 需 要 看

管，而女孩子却能够自我珍重。”面对伊卡博德与布罗姆等人

的追求，卡特里娜显得 胸 有 成 竹，她 在 舞 会 上 欣 然 成 为 伊 卡

博德的舞伴并与其眉 来 眼 去，这 让 伊 卡 博 德 春 心 荡 漾，也 让

坐在角落里窥视的布 罗 姆 深 陷 爱 与 妒 忌 的 深 渊。在 小 说 的

结尾，伊卡博德被“无 头 骑 士”攻 击 后 不 知 所 踪，布 罗 姆 顺 利

地与卡特里娜结为伉俪。由此看来，卡特里娜确实如其母所

认为的那样不是“蠢 物”，而 是 一 位 精 于 算 计 的 姑 娘，她 懂 得

满足自己内心的需要，也善于把握追求者的心理。在欧文的

笔下，卡特里娜不仅拥有美貌与财富，而且不乏智慧与心机，

这种“内外兼修”的性格使得年轻人无不视其为美丽天使。

四

华盛顿·欧文在美国 文 学 史 上 的 突 出 地 位 归 功 于 他 对

美国历史及地域风 情 的 开 创 性 书 写。欧 文 在《见 闻 札 记》里

对原本流传于欧洲的民间传奇进行了重写，尽管这一做法有

老调重弹之嫌，但欧文 在“瑞 普·凡·温 克 尔”以 及“睡 谷 的

传说”等故事中刻意 突 出 了 美 国 的 地 域 特 色 及 风 土 人 情，他

幽默轻松的叙述风格 使 得 故 事 中 的 人 物 栩 栩 如 生 且 贴 近 生

活现实，读者非但不会 产 生 时 空 错 位 的 距 离 感，反 而 能 够 轻

而易举地辨认出故事中的典型环境及典型性格，因而产生强

烈的情感共鸣，这正是欧文的小说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在《见闻札记》中，欧文假借杰弗里·克莱恩这一虚构作

者进行叙述，该书中收录的短篇小说大多以全知视角或第三

人称视角展开叙述。欧 文 在“瑞 普·凡·温 克 尔”中 以 第 三

人称视角进行叙述，而在“睡谷的传说”里则采用了多重叙述

的方式，并对小说主题及叙述的真实性等方面都进行了解构

尝试［６］。这种叙述方式便于拉开作者与读者的距离，但读者

在细读小说时仍然会瞥见作者的影子。在“睡谷的传说”中，

作者在叙述伊卡博德、布罗姆以及卡特里娜的恋爱冲突时不

忘点评一二，“我 承 认 并 不 知 晓 如 何 获 取 女 人 芳 心，对 我 而

言，这永远都是谜一般 的 事 情，着 实 令 人 钦 佩。”这 些 话 出 自

小说叙述者克莱恩，而从小说后记中读者又会发现克莱恩指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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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该故事出自狄德里希·尼克尔包克尔（欧文在《纽约外史》

中杜撰出来的作者）的故纸堆，因此，克莱恩的点评就是尼克

尔包克尔的点评，其实也正是小说作者华盛顿·欧文本人看

待两性爱情或类似问题的观点。

华盛顿·欧文生前极 为 推 崇 奥 利 弗·哥 德 斯 密 等 英 国

新古典主义作家，他的 小 说 带 有 明 显 的 新 古 典 主 义 烙 痕，而

主题则更具浪漫主义，其 中 亦 不 乏 哥 特 式 小 说 风 格，那 种 对

超自然力量所展现出 来 的 痴 迷 以 及 对 美 好 的 旧 日 时 光 所 怀

有的眷恋都在“瑞普·凡·温 克 尔”以 及“睡 谷 的 传 说”等 故

事中一览无余。作为一位男性作家，欧文在小说创作中对女

性人物的描写难免有失偏颇，他对温克尔太太的“悍妇”角色

定位以及对卡特里娜 的“妙 龄 少 女”的 形 象 刻 画 在 一 定 程 度

上源自他对女性所持的片面认知态度。欧文在创作《见闻札

记》之前痛失心爱的 未 婚 妻，此 后 他 终 生 未 娶，正 因 如 此，欧

文对女性的态度显得较为复杂矛盾：他对美丽聪颖的少女似

乎抱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幻想，而对婚姻中的女性则怀有一种

莫名的排斥，读者从其对温克尔太太以及卡特里娜的不同描

述中可见一斑。

欧文在小说中对女 性 形 象 的“妖 魔 化”或“天 使 化”描 写

有其个人因素，更有西方男性普遍带有的深层心理因素。西

方惯有的二元对立思想孕育了男性———女性、天使———魔鬼

等一系列既相互冲突 又 彼 此 关 联 的 对 立 物，在 此 对 立 中，男

性无疑是强势的一方，他 们 不 仅 靠 强 权 支 配 物 质 世 界，而 且

建立起一整套男权话 语 维 护 其 统 治，在 这 样 的 情 形 下，女 性

也被客体化了。欧文所 处 的 时 代 正 是 美 国 国 民 意 识 初 步 形

成的时代，也是男性主 宰 一 切 的 时 代，男 性 不 仅 在 广 袤 的 土

地上拓荒垦殖，而且在精神文化领域独当一面，因此，作家在

文学创作中往往“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强烈的男权意识和男性

话语［７］”，他们对女性人 物 形 象 的 有 意 或 无 意 的 片 面 刻 画 自

在预料之中，欧文亦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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