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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瑟•密勒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推销员之死》是其代表作。该剧曾摘取

了“纽约剧评界”奖和“普利策”奖等多个奖项。它于 1949 年 2 月 10 日在纽约摩洛斯科剧

院首演，连续上演了七百多场。《推销员之死》是“一出挖掘和探讨人物心灵深处的现代社

会悲剧。”  它刻画了一个家庭的各成员之间令人心痛的矛盾冲突，剖析了人们因为盲目信

奉美国梦所付出的代价，从而审视了美国国民的价值观这一更宏观的问题。  

  《推销员之死》看似简单实则复杂 。 它是社会戏剧和心理戏剧相结合的完美产物，同

时又是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相互融会贯通的力作 。 全剧的时间跨度仅一昼夜，作者通过现

实、幻景、回忆的快速切入，以及意识流的手法对主人公威利的心理刻画，使全剧浑然一体，

展现了主人公威利•洛曼（Willy Loman）这个普通推销员一生中最为关键的片断，着力于刻

画在这一昼夜中威利从失望复又抱有一丝希望，到再度跌入绝望的深渊这整个过程中的心

态 。本文选取剧本中的若干片段，通过具体分析主人公威利及其与周围人的关系，来阐释

现代社会的悲剧主题和该剧的真正意义，即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二、美国梦的幻灭  

  主人公威利•洛曼是个不自信、自欺欺人的旅行推销员。他坚信美国梦所宣扬的成功和

财富，但是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他的儿子们也没能实现他对他们的期望。当他的幻想在现实

生活的重压下开始破灭时，他的神智也开始涣散了。幻想与现实的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紧

张心理构成了《推》剧的基本冲突。  

  洛曼一家过去居住的布鲁克林社区远离纽约城的喧嚣，环境优美、布局宽松，留有扩大

住宅和保留花园的空间。当初威利和妻子琳达（Linda）购买房子时，房子代表了威利对未

来的最终希望。但是，现在这所房子被四周的公寓大楼围在中间，阳光几乎照射不到他们的

院子。可以这么说，威利的住所代表着他被日益消磨的希望。房子被四周的公寓大楼围着，

威利的自尊也受到疑惑和现实的围剿：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了他永远都不能获得美国梦所承

诺的名望和财富了。  

  威利的现实生活和他的希望之间充满了冲突。他一生都在精心编织着幻想，否认那些能

证明他不能实现期望或欲望的、越来越多的事实。《推销员之死》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对

时间转换的流畅处理，过去和现在的流转衔接天衣无缝，同时并存。现实与幻想对威利构成

不同的刺激，引起他头脑中前后不连贯的意识流。在戏剧开场前，威利的自欺欺人极其严重

地折磨着他。他的意识支离破碎，甚至无法连贯地幻想一件事情。他的语言混乱颠倒，完全

根据自己当时的心理需要，改变着他对现实的理解。他还随意地做着白日梦，重新想象他过

去生活中的那些关键时刻。威利把自己的生活看成可以编辑、重写的故事，这样，他可以避

免直接面对那令他沮丧的现实。他在想象中重建过去是为了在虚幻中确定自己的价值 。 威

利回忆的田园诗般的过去，是他重新编造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这些都当成事实。他躲到白

日梦里，不仅是为了逃避现实，也是为了反省过去。他在找寻自己曾经犯下的那些错误——

它们挫败了他对名利的追求，毁坏了他和大儿子比夫（Biff）的关系。  

  三、扭曲的人际关系  

  威利和家人的关系非常紧张。在威利的回忆里，他心目中的家庭是快乐的、安全的。但

他对过去的回忆，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平静和愉快：因为他已经分裂的意识和心理上的裂痕，

都说明了这一点。不管他多么希望把过去看成彻底美国化的、快乐的，他都不能抹杀那些与



之相反的事实。他想在记忆中把比夫看成未来的希望。但是在他记忆中，我们发现他对儿子

比夫强迫性的偷窃习惯袖手旁观，不加制止。事实上，比夫偷来足球后，他却笑着，微妙地

表示出鼓励。经过这些年，比夫和威利相互产生了对立情绪。威利无法放弃追求美国梦，他

要求比夫替他实现这个愿望，这给比夫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成年的比夫从没有一个稳定的工

作，他失败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他习惯地从雇主那儿偷东西，而实际上是因为这与比夫的天

性和本能相矛盾。而且，比夫相信自己的父亲威利的天性也是如此。通过威利再现的过去，

可以看出他和小儿子哈比（Happy）的关系也不理想。哈比和比夫一起偷过东西，但威利明

显地偏爱比夫。哈比也无法逃脱美国梦所灌输的谎言，他甚至信誓旦旦地想“出人头地”来

为威利雪耻。  

  威利和妻子琳达的关系则更为复杂有趣。在当威利想夸大他从刚刚结束的旅行中得到的

佣金时，她识破了他的谎言。于是，威利以少有的清醒和自我批评的心态，悲叹自己不行了，

因为人们似乎不喜欢他了。威利对自己产生怀疑的时候，她安慰他说，他养家糊口尽职尽责，

还说他非常英俊。尽管她不相信他推销员式的高调吹嘘，她仍然爱他。虽然她不能接受他对

自己的幻想，但是她并没有抛弃他——琳达没有以事业成功与否来衡量威利的价值。但是，

威利需要的爱不仅仅是能够包容他的自我怀疑和性格缺陷，他还极其希望“被人喜欢，有人

缘”。从真正意义上说，威利忽视了琳达给他的机会，即更加坦诚地看待自身，承认自己生

活的现状，而不是把自己看成不招人喜欢的失败者。事实上，他试图在妻子面前扮演推销员

的角色。  

  4. 错误的推销理念 

威利之所以不满意自己的生活，一方面是由于他选择的职业与他的兴趣相悖；另一方面似乎

是他把自己的各方面，包括职业方面和个人生活方面，都与一种带有神话色彩的生活相比较。

他似乎把因家庭产生的焦虑转移到了职业中。他父亲和哥哥不太喜欢他，离开了他。所以他

要努力在工作中“讨人喜欢”。他没能看到本的财富是胡乱撞上的运气带来的 ，而不是对刻

苦工作和个人美德的最终回报。同样，他把听到的戴夫•辛格曼（Dave Singleman）的成功故

事夸大到英雄化、神话化的地步。他未能看到老推销员辛格曼成功故事的悲剧性的一面

——84 岁高龄仍然还在工作，最后死在工作中，哀悼他的仅仅是那些恰巧在场的推销员和

列车乘客。  

如果威利不是盲目地信奉美国梦的话，他本来可以看到邻居查理（Charley）和儿子伯纳德

（Bernard）的成功是长期努力工作的结果，而不是依靠好人缘和出众的外表换来的。查理

希望能让威利面对现实。他解释说威利对商业世界的操作方式的幻想，是和消费经济的现实

相冲突的。查理拒绝用吹嘘幻想的方式和威利谈话，相反，他强调要坦率。他还给威利提供

了一份待遇好又无风险的工作。可是威利拒绝了，他不愿放弃美国商业世界的神话，尽管他

很清楚，他获得这个神话承诺的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对威利来说，美国梦成了“圣杯”——

他试图把自己的生活和某种神话标准联系起来。他盲目地希望依靠“个人魅力”和“讨人喜欢”

来实现物质、情感，甚至精神的满足。   

  威利认定比夫没能实现自己对他的期望的原因，是比夫曾经发现了他和那个女人的奸

情。他的这种考虑，再度把个人和职业混淆起来。他认为美国梦应该包含着事业成功和物质

收获，没有这些，人无法获得快乐。然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威利的白日梦里，他渴望

的这些能证明成功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却是靠非物质的，瞬息即逝的“个人魅力”和“讨人喜

欢”获得的。而当威利的理想的化身——比夫，拒绝接受威利的谬论时，曾经把美国梦灌输

给自己儿子的威利，对于美国梦的信仰，也开始消解了。  

  5. 结语  

  小人物威利是可悲的，他靠自身形象的短暂力量，靠着“微笑和闪亮的皮鞋”来支撑梦想。

他显然是个不成功的推销员，但是密勒在这里绝不仅仅要表现一个推销员的失败，而是要表



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该剧曾在许多国家上演，都引起了观众广泛的共鸣，

可见其对人们心灵的触动有多么深。威利的生存危机实际上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他

最终没能像典型的悲剧主人公一样获得自我实现和自我认识。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作为悲剧

人物的重要性。通过威利•洛曼这个悲剧人物，密勒控诉了美国社会所兜售的虚幻神话。这

个神话是围绕战后经济所滋养的资产阶级物质主义构建起来的，物质主义遮盖了人生真相，

模糊了这个国家的创建者们最初描述的美国梦所倡导的道德观念。在物质主义神话的指引

下，人能够出卖的商品就是他自己。正如威利曾对查理所说的：“走了多少里公路，乘了多

少回火车，做过多少比买卖，熬过多少岁月，到头来你活着还不如死了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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