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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礼珍 

  内容提要 本文指出：盖斯凯尔《克兰福德镇》演绎的“雅致经济”通过戏仿批判《谷物法》所

代表的政治经济体系牺牲个体幸福换取社会进步的做法；同时，又以反讽笔法泄露日渐式微的贵族与

乡绅阶层通过体面的言辞技巧使困窘的家政显得优雅化、以语言的象征力量来维持上层阶级道德优势

的做派。盖斯凯尔在“雅致经济”上同时使用的这两种修辞策略在叙事中产生双重离散力量，造成对

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伦理维度指涉的含混和不确定性，其复杂的语义内涵表达了盖斯凯尔对英国工业

化进程的多重反思。 

 

  关键词  克兰福德镇  盖斯凯尔  雅致经济  《谷物法》 

    

  《克兰福德镇》(Cranford，1853)的出版造就了一个新名词——“克兰福德式习俗”

(Cranfordism)，它被用来指称书中描绘的克兰福德镇典型特色的生活方式，包括对生活琐事的关心以

及一些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的老式生活习惯和规矩。“克兰福德式习俗”的核心理念之一是“雅致经

济”(elegant economy)。 

 

  批评界对“雅致经济”的考证和解读众说纷纭，很多批评家试图从不同角度来界定这个新词的意

义。到目前为止，对此解释得最详细也最有说服力的是特伦斯·莱特，他认为书中提到的“economy”

这个词涉及三种概念：“与国家、银行以及商业有关的政治经济，①与家庭持家理财掌控收支有关的

经济以及节俭意义上的经济。”②而最典型、最合理也最流行的一种解释则是詹姆斯’穆维希尔提出

的，他认为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使用“economy”这个词，取的是它更原始的意思，“指从操持家务到

规范生活的所有一切”③。穆维希尔对“economy”一词意义的界定可以说准确而明晰，莱特对它的解

释也周全而合理。批评界一般倾向于赞同穆维希尔的观点，认为盖斯凯尔《克兰福德镇》中

“economy”一词意义涵盖的主要是与节俭有关的生活态度。然而，本文认为，如果我们打破《克兰福

德镇》文本的封闭界限，将它放置到盖斯凯尔的社会批判视野中，会发现一个迄今为止仍被批评界忽

视的理论角度：书中“雅致经济”(elegant economy)其实是对“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一宏大叙事的戏仿式批判。盖斯凯尔不仅批判了新生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对传统农业

社会价值观的冲击，还反思了英国《谷物法》的贸易保护主义所引起的社会危机问题。 

 

  ①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翻译“economy”的是日本1862年出版的《英和对译袖珍辞典》，此术语

很受争议，同时还与“经济学”、“理财学”混用。“economy”传人中国后出现众多译法，梁启超在

1896年引进日本术语，开始使用“经济”一词；虽然受到严复等人“计学”、“佐治”的挑战，但它

在民国初年以后成为国内标准译法。“economv”一词可译为“经济学”、“经济术”、“经济”、

“家政”、“实惠”或“节俭”等，都与管理、方法有关。其中“经济”与“经济学”的双重含义仅

为中文翻译时措辞之不同，为便于行文统一，本文对此不再作细致区别。关于“经济”一词中文译法

演变渊源，详见冯天瑜《“经济”辨析》(上、下)，《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2006年第l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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