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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霍桑在《红字》中对十九世纪女权主义理想的构建               

徐新明  高查清 

[摘要]结合19世纪女权主义的历史语境，运用20世纪新兴文艺批评方法，从对红字 A 的理解和海丝特人物形象

分析入手，通过阐述海丝特对话语权的争取，以及其思想上、经济上和行为上的独立追求，从而对霍桑的女权主

义理想进行构建。  

[关键词]红字；女权主义；话语权；女性意识  

    《红字》是十九世纪美国著名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经典巨著，代表着霍桑的最高艺术成就，也是美国浪漫主

义小说中最有声望的作品之一。在小说中，霍桑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美丽动人、敢爱敢当的女性形象，同时也构建

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女权主义理想。 霍桑生活的十九世纪上叶是女权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霍桑作为职业的外交

家和作家，结识了众多的杰出女性，她们直接或间接参加了女权运动、女权斗争、和废奴运动，因此他对当时的

女权主义思想有了颇为深刻的了解。霍桑四岁丧父，深谙本来就处于依附无权地位的女性生活的艰难。无须置

疑，霍桑在其经典著作中渗透了其女权主义理想，“他把思想的触角伸向了一个无限辽阔的空间，引出了一个无

比重大的社会话题。”[1] 那就是妇女的权利和地位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现代文学多元化思潮和女性运动风

起云涌，以女性意识为关照，具有女性价值标准和审美追求的女性主义文艺批评也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起来。

在“解构男性中心，完善女性意识”的旗帜下，聚集了一大批肤色不同、文化背景各异的批评家，从而使女性主

义成为当今世界引人注目的批评方法之一。正如伊莱恩·肖尔瓦特指出的那样：“今后十年，对我们的审美价值

标准会出现更加有力的女权主义质疑，对过去的文学大师，会出现更富戏剧化的重新评价。”[2] 她还指出，必

须在意识形态中打破束缚她们身体和精神上的不平等的枷锁，同时勇敢地争取独立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当我

们用女性主义文艺批评的观点重读霍桑的名著《红字》，尤其是用此观点来分析书中海丝特  白兰这一女性形象

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霍桑喊出了所有被压迫女性的心声，霍桑笔下的海丝特是一个倍受侮辱而又充满反抗精神

的坚强的女性形象，“她有天生的坚强个性和稀有的才能。”作者赋予了她多重身份——犯通奸罪的清教徒、背

叛丈夫的妻子、深孚众望的牧师的情人、遭人唾弃的私生子的母亲，并让她承载众多的社会的、历史的、宗教的

和道德的内容。作者倾注了大量的感情，用浓重的笔墨、巧妙的心理描写和象征手法精心刻画了她的形象，突出

地体现了她的反抗个性，从而使她的反抗精神犹如一股生命之泉缓缓流过整个故事的始终。书中渗透了女权主义

思想，甚至在今天都是一面鲜红的旗帜。本文将就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对红字A 的理解 

    《红字》的故事发生在十七世纪新殖民时期的波士顿。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戴维  莱文撰文介绍，在十

七世纪的波士顿，儿童学习字母的书上，每个字母都附有一首说明性的小诗，第一个字母A 下面，所附的文字是

这样的：“随着亚当的堕落，我们都有了罪恶，我们从开头就跟着亚当犯了罪。”由此可见，红字 A  既是通奸

的罪恶，又是与生惧来的原罪，这样，《红字》中的罪孽也就成了原罪的象征。既然原罪是人人皆有的，无法摆

脱的，那么，也就不是《红字》中女主人公的过错了，换句话说，这种代表原罪的A  并不是不道德的，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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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罪孽，而是和亚当与夏娃一样的“错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亚当与夏娃所犯的原罪以及他们被驱逐

出伊甸园的故事，是象征着人类由天真向经验的转化，由神性向人性的转化，代表着人类发展和进步的方向。在

这个意义上，霍桑所要着重描述的，并不是具体的婚外情或爱情的悲剧，而是表达了从原罪意识的Apple  到体

现创造意识的 Able  这样一个艰苦的人类历史的进步历程。  

二、海丝特的人物形象描写  

    光辉的新女性海丝特一出场，霍桑就把她的人性风采和斗争气质与古老沉重的清教社会作了鲜明的对比。在

这里，霍桑不惜用大量的笔墨来描述海丝特的新形象。“这年轻妇女，身材苗条，体形举止优美绝伦。她一头茂

密的黑发光泽照人，仿佛不时放射出艳丽的阳光；她的脸除了端正和肤色丰润之外，还有给人以刻骨铭心之感的

清秀的眉宇和一对深黑的大眼睛。就当时上流社会的女性气质而论，她俨然是一个高贵的太太。“海丝特穿着自

己缝制的华丽衣服，上面嵌着她精心绣成的红字。”[3]（P46）在这里作者对海丝特的形象作了正面积极的刻

画，其赞美之情溢于言表：“要是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他准会从这美丽的妇人，从她那绚烂如画的服饰和仪

态，从她怀中的婴儿，联想到被无数著名的画家竞相表现的圣母形象。”[3]（P48）海丝特的形象表达了她追

求容颜美丽的天性和自由奔放的气质。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人性魅力展示了女性的自然美，她的美好形象大大出

乎清教徒的预料，因为清教社会推崇的是单调的灰色，奉行的是节俭和禁欲，所以“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觉得

他们似乎是第一次看见她。”“生活的目标就是自我发展，追求完善地认识自己的天性”。[4]海丝特的形象表

达了她追求美的天性和自由奔放的气质，更表现了作者对她敢于反抗清教教规，打破社会习俗束缚，追求爱情和

完全的自由的人性的肯定。 

三、对话语权的争取  

    海丝特不仅在男女关系方面，还通过对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拒绝表达了她与清教社会的针锋相对。海丝

特因犯了通奸罪，所以被当权者逼迫在胸前佩带象征耻辱的标记的字母 A，当她怀抱着婴孩，被罚站在邢台上

示众，并接受权利机构中的英明贤达之士的审判时；当他们用布道般的语言，以拯救海丝特的灵魂为借口，诱导

她说出同伙的名字，以便惩罚犯大诫的罪人来净化社会时，海丝特果敢而坚决地回答“我不说！……这红字烙得

太深了，你无法把它取下来。”“但愿我能忍受住我自己的痛苦，也能忍受住他的痛苦。”接着，她用更坚决果

敢的声音，回应来自齐灵渥斯，一个她十分熟悉的声音：“我决不说！……我的孩子应该寻找一个天国里父亲；

她永远不会知道人世间的父亲！”[3]（59-60）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语言是男性的，男性是语言的垄

断者：从语言的产生到具体运用，从语言的解释到意义的规定，  规则的制定，男性自始自终拥有控制和支配

权。海丝特没有沦为“失语的大陆”，她不是哑者，她敢于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海丝特用言语回击了审问，

否认自己有罪，替心爱的人承担了罪责，表明了她追求自由爱情的精神和勇于承担后果的勇气。即使是审判她的

牧师，她的情人丁梅斯德，也为海丝特惊人和宽大的女性心灵感到震惊和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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