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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德国女性的传统角色超越

———伽比·豪普特曼女性小说的人物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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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国当代著名女性小说作家伽比·豪普特曼于近年创作的三部女性小说《找一个阳萎男

人过日子》（%&&*）、《只有死男人才是好男人》（%&&(）和《床上的谎言》（%&&+），无论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成

就上都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小说以两性冲突为中心，从女性的视角出发，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

和间接描写等手法，塑造了一系列“追求和谐的两性关系”、具有坚强意志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德国新女性

形象。伽比·豪普特曼在女性小说中塑造了具有强者性格的尼娜、卡门和乌尔苏拉，正感应了德国主流

的审美心理，她所创作的女性小说因而也成为统一后德国文学中最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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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比·豪普特曼（0123 415678199）是德国当代著名的女性小说作家。她近年所创作的三部女

性小说《找一个阳萎男人过日子》（%&&*）、《只有死男人才是好男人》（%&&(）和《床上的谎言》（%&&+），

在德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年，这三本小说的合订本发行，总销售量高达 !"" 万册。称这些

小说为女性小说，是以德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曼弗雷德·尤尔根森（:19;<=> ?5<@=9A=9）所作的定义为

依据的。曼弗雷德·尤尔根森说：“一个女人，她作为女人有意识地描写自己（同时也与性有关），描

写出一种不同的命运，她创作的就是女性文学。一个女人，她有一种明确的意识，为妇女的事业起

战斗作用，那么，她创作的就是女权主义文学。”［%］（6 - %&）伽比·豪普特曼的女性小说是以男女冲突

为中心的，但与德国 !" 世纪 (" 年代至 +" 年代以“控诉男性压迫”为主旋律的战斗的女权主义文学

不同，她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追求和谐的两性关系”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新女性的形象。

女编辑尼娜供职于她丈夫斯文担任部门领导的一家私人电视台，生活阔绰，但她对自己的境遇

并不满意，因为斯文阻碍她在事业上的发展。尼娜毅然决然冲破家庭的樊篱，去追求自己所钟爱的

事业和生活。女记者卡门不满意同居男友彼得对她的纠缠，在报上刊登启事，意欲觅一个阳萎男人

过日子。当她真爱上阳痿男子大卫后，又不辞劳苦地为他求医治病。丈夫突然死亡的家庭主妇乌

尔苏拉面临公司被人廉价收购的困境，但她不畏艰险，以丈夫的“强者”风范为榜样，终于转危为安，

不仅使公司的规模扩大，而且还意外地抓到了谋害她丈夫的凶手。伽比·豪普特曼在女性小说中塑

造了三个超越了传统女性角色的新女性形象。

伽比·豪普特曼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不论是尼娜、卡门，还是乌尔苏拉，都有着强烈的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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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族的精神特质。她们所扮演的角色超越了传统的女性角色，她们所经历的个人奋斗历程，反映

了即将进入 !" 世纪的德国女性争取社会地位以及在家庭生活中争取男女平等的生存状态；在她们

实现完美、和谐人生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坚强、执著、永不言败的强者的精神特质，正是德意志民族

性格的真实写照。

那么，究竟什么是“传统的女性角色”呢？所谓“传统的女性角色”，是指由父权制社会按照男人

的愿望所设计出来的女性的画像，它被定义为“家庭妇女—母亲义务—性的受支配”［"］（# $ %&）。早

在法国大革命前后，欧洲就开始了对女性、女性教育和女性角色的讨论。从法国启蒙活动家卢梭一

到法国大革命后一些撰写妇女教育小册子的作者都认为：“妇女在精神上、道德上天生就是下等的，

因此就需要男性权威的保护。”［!］（# $’&）德国学者威廉·冯·洪堡（()*+,*- ./0 12-3/*45）发表的《性

别的角色理解》是与当时资产阶级的社会模式及其实际要求相一致的。洪堡于 "’6& 年在席勒的

《时序》（1/7,0）上发表《关于性别差异及其对人的影响》和《关于男性和女性的形式》两篇文章，就是

从实际的教育意图出发来写的，并视之为人类教育的基石。在文章中，洪堡使用二元论的“形式—

材料的模式”来解释男女两性。他认为，男人体现的是“形式的原则”［!］（# $ ""8），即精神自主的、独

立的和教育的原则；女人则代表“材料的原则”，即感性的、被动的、须被教育的原则。格尔达·亨利

希（9,74: 1,)07);+）指出，回溯到一种哲学史的传统中，这种形式—材料的模式是以抽象的方式表

达了一种“统治—奴役的关系”［!］（# $ ""8）。德国著名的人民教育家和作家克利斯蒂安·奥泽尔

（<+7)=5):0 >,=,7 "’6" ? "%&@）从席勒的美学理论中接受了女性象征着“和谐”的观点，以及从其他

美学理论汲取的与女性产生联想的自然、妩媚、美丽、美德、伦理，以拔高理想的女性。而在另一方

面，奥泽尔却贬低女性的理智、思维能力和意志力。总而言之，女性（(,)3*);+A,)5）这个概念给予妇

女以男人心目中理想的特征，美丽、妩媚、美德、伦理等，都被认为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立的画像，

并且有着一种宣布妇女对这个社会是无能为力的作用。“每个理智的和真正有教养的女子的美丽、

伟大和特有的职业当然就是当妻子、家庭妇女、母亲。作为妻子使丈夫幸福；作为温柔和忠实的母

亲甚至放弃消遣生活的所有刺激，在静静的家庭圈里传播家庭的满意和幸福。”［!］（# $ "@B）在一本为

妇女写的会话词典中，奥泽尔如是写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某一种教育的可能性。在一本

《女性行为的准则》中，作者则鼓励女子去关照艺术、珍品和美，但她们的艺术爱好不能越过家庭的

界限。她们有了艺术鉴赏力，可以把家里布置得温馨，使丈夫感到舒适满意。对这种“传统的女性

角色”提出质疑的，首先当推英国的玛丽·沃尔斯多克拉夫特（C:7D (/**=5/0,;7:E5）。在《为妇女的权

利而辩护》（"’6!）一书中，玛丽呼吁人的自然权利也对占人类一半的妇女有效。她反对当时时代的

主流思想，反对卢梭认为女子生来属于下等的观点。她指出：“为了两种性别的人的完善和一种普

遍的自由平等制度的建立，父权制中的专制统治必须被废除。”［!］（# $ ’&）玛丽要求女子享受一种平

等的教育，要求在公众生活中，妇女享有就业和从政的可能性。在英国晚期启蒙运动时期，玛丽等

学者针对性别的不等价值即性别歧视指出，同现存的阶级社会、权力结构一样，她们把父权制也理

解为是专制统治。这种父权制统治腐蚀妇女，异化了她们的自然本性，像所有受压迫的牺牲者一

样，妇女成了“依赖别人、卑躬屈膝、懦弱的和奴隶般思维的生物”［!］（# $ ’&）。在当时具有“市民解

放”特点的德国，特别是在 "% 世纪的下半叶，也有一些女作家参加这场讨论。她们的作品受到读者

的赞赏，索菲·拉·洛赫（F/#+), G: H/;+,）就是其中一位。索菲创作的小说《冯·施泰恩海姆小姐的

故事》（!"#$%&$%’" ("# )*+I ,-"&.# /0. 1’"*.%"&2 "’’"）塑造了一个超越“私人的、家务的”［!］（# $ "J6）范

围，挣脱了当侯爵小妾的命运而最终成为教育者的女主人公的形象———一个教育下层青年女子成

为善良和灵巧的女仆的女子。从这部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当时妇女解放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伽比·豪普特曼在她的小说《床上的谎言》（3&" 456" &2 7"’’ "66’）中，就是从对“传统的女性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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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超越中塑造了新女性尼娜的形象的。尼娜正在考虑与她丈夫斯文离婚，但是她害怕一次开诚

布公的谈话，因为她不清楚她的顶头上司斯文对离婚会作出何种反应。斯文当领导，她在职业上就

看不到前途，因为斯文虽给她布置任务，却又阻碍她的晋升。尼娜已 !" 岁，然而离她“三十而立”的

目标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远。“他不给她机会！”“辞职，搬出斯文的家就会有成就！”［#］（$ % &）尼娜

为此来到母亲家里。尼娜母亲发表意见说，爱情在生活中不是那么重要，“还有其他的价值存在。

你的斯文事业有成，英俊潇洒，慷慨而诚实。通过他你得到了一份好工作，一套漂亮的住宅，有人照

顾你。最终你嫁给了他！难道他不曾是你的理想丈夫吗？在床上你把他当成你的理想丈夫就行了

么！”［#］（$ % ’#）尼娜睁大了眼睛反问道：“当成理想丈夫？你对父亲也是这种态度？就凭想像？”

［#］（$ %’(）尼娜不能苟同这种“床上的谎言”，她不能接受她母亲这种依附男人丧失自我的生活态度，

她要改变现状，摆脱一种在日常生活、工作和性生活中受丈夫支配的被动地位，从一种“依赖性的爱

情童话”中解放出来，成为有独立思维、自主行动的行为主体。尼娜果断地提出与斯文离婚，当即被

斯文粗暴地赶出家门。她没有投靠父母，而是住进了价格低廉、散发着马粪味的旅馆里。尼娜在物

质生活上虽然一落千丈，但她要从男权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决心却丝毫没有动摇，她懂得经济上的

独立对于确立女性人格的意义。被她的坚决态度所打动，一家小店的老板娘聘用了她。伽比·豪普

特曼描写了尼娜寻找工作的曲折经历和打工的艰辛劳累，表现了尼娜独立走向社会生活的坚定决

心。在女友的帮助下，尼娜终于在“妇女电视台”重新当上了编辑。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男子在

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 % )&）尼娜为

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功感到由衷的快慰，因为她的“自我实现”这一最高需要层次得到了满足。根据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有五个层次的需要，它们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交往需要、尊重

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尼娜已经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潜力，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说尼娜“超越”而

不是“背叛”了传统的女性角色，是因为女性离不开为人妻为人母的命运。虽然尼娜并没有生育孩

子，但她对失足青少年的关爱之心足以表现她有着母亲般博大的胸怀。尼娜在慕尼黑遭到一个 ’*
岁男孩的袭击，后脑出血以至昏迷，当她醒来后，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挽救失足青少年，使他

重新做人。伽比·豪普特曼以生动的笔触刻画出尼娜的人类关怀之情，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已经远

远超越了私人的、狭小的家庭范围。

男女婚姻生活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性生活。伽比·豪普特曼在女性小说《找一个阳萎男

人过日子》（!"#$% %&’%’ &()*+%+%’ ,-’’ ./01 2%3%’ ’""+）中处理的是男女性生活的题材。传统的女

性角色无疑在物质生活上依附男人，在性生活中是处于受支配的地位。而小说主人公卡门在家庭

生活中要力争性生活的平等、自由，她渴望和谐的性生活。可以说，这是女性继争取物质生活、精神

生活中男女平等后的又一个截面，由此可以看出女性的独立意识和男女平等已达到很高的程度。

正如马克思曾说过的：“根据男女关系可以判断整个文明程度。”［+］（$ %)）当今德国社会的发展、女性

地位的提高，已清楚地反映在小说中。卡门在报上刊登了要“觅一个阳痿男人过日子”的启事后，翌

日就收到了四封回信。在与几个男子的交往中，她最后选择了大卫。什么原因呢？卡门对 &, 高龄

的邻居老太艾尔维拉袒露心迹说：“大卫满足我的一切———一个男人能够允诺的一切，他并不总是

把性放在重要位置，以至使其他的一切如和谐、喜悦、狂欢都必须取决于性。”［*］（$ % ’""）卡门进而说

出了她对性的观点：“男人们认为如此重要的和相信是重要的东西，相信这是对女人们最重要的东

西，而在女人对男人的评价中却完全是排在后面的。”［*］（$ %!,’）由于卡门和彼得对性所持的不同观

点，导致了矛盾和冲突，尽管彼得说他仍然爱着卡门，但卡门执意要离开他。因为卡门所追求的，正

如她对艾尔维拉所说的：“我最终要在一种和谐、幸福的两性关系中生活，没有讥讽，没有强制，没有

纠缠，我要的就是这，这就是我的目标！”［*］（$ %)(）卡门真的爱上了大卫，于是千方百计找心理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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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秘方为大卫治病。从卡门刊登“觅阳萎男人过日子”的启事，到不遗余力为大卫治病，再充分不过

地证实了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末也只有继续

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 #$%）

伽比·豪普特曼以女性的视角，细腻的笔触，简洁、通俗的对话和轻松、幽默的风格，塑造了一系

列追求全面的身心解放的新女性。在伽比·豪普特曼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德国自然景色的描绘，但

却有着十分厚重的德国气息。这就是女作家通过她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传递给读者的。最典型的性

格人物就是她在小说《只有死男人才是好男人》（!"# $%& ’(’$# )*&& %+’ $%& ,"’$# )*&& &’’(）中所塑

造的女主人公乌尔苏拉（)*+,-.）。无论是尼娜、卡门还是乌尔苏拉，在她们身上都有一种震撼人心

的力量。尼娜竭尽全力终于从斯文手中争取到去巴西拍摄青少年电视片的机会，但在巴西前往警

察局长住处的途中遭遇抢劫，尼娜回旅馆取拍摄器材后坚持再次去见警察局长，体现了一种“不达

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强意志。在这部《只有死男人才是好男人》的小说中，伽比·豪普特曼塑造了一

个铮铮硬骨的乌尔苏拉形象。丈夫虽死，但她“时时可以感觉到他的存在”［$］（" # &!/）。她把床头柜

上嵌有瓦尔特照片的银色镜框拿在手里，对瓦尔特说：“有时我甚至有种感觉，突然在我身上有了你

的一部分。然后我看任何东西都是用你的眼光。”［$］（" #%&）乌尔苏拉坚强、果断地主持公司的工作，

终于挫败了对手的阴谋，不仅反败为胜，而且还找到了杀害她丈夫的凶手。丈夫死后，乌尔苏拉有

机会走出家庭，实现了“角色的更换”，她继承了丈夫坚强不屈的精神，因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了

成功。而在丈夫生前，在她们漫长的婚姻生活中，她认为她丈夫严峻、坚强，对她没有一丝温存和情

爱；只是在丈夫死后，她才深深体会到丈夫所具备的坚强意志的难能可贵，所以，乌尔苏拉才发出了

“只有死男人才是好男人”的由衷感慨。很明显，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丈夫死了，客观上给了

她从家庭园地走向社会生活的契机；二是丈夫的坚强意志是她取得成功的法宝。从乌尔苏拉对她

丈夫刻骨铭心的怀念中可以知道，在她心目中丈夫并没有死，丈夫的精神是永恒的。这部小说的前

面部分几乎可以说是关于“强者”的箴言录，我们不妨摘录几段以飨读者：乌尔苏拉与乌威在圣诞节

准备出海航行，帆船已经启航，天幕低垂，呈铅灰色，像水一样，海上笼罩着暴风雨前的宁静，“瓦尔

特的天气”，乌尔苏拉想。“安慰和鼓励不属于她的强大。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去斗争，才属于她的强

大。这是她从瓦尔特那里学来的。”“瓦尔特始终在权力中有感觉，他能轻易地关掉感情。当他单独

登山或扬帆出航时，当他与自己、与大自然搏斗时，他不知畏惧、不知疲劳、不知疼痛。她不知道，当

他站在山顶时，或平安到达港口时，他是否真的感到幸福。他总是立即又有一个新的目标在眼前。”

“瓦尔特曾向她解释过世界的秩序，在自然界就是这样，一个赢，一个输。胜者是他，瓦尔特———手

中握着武器。那边的那个人（指乌威），没有行动能力，没有坚强意志，没有自己的意志，与瓦尔特相

比，是零，什么也不是，根本不存在。”乌尔苏拉寻思着［$］（" # !/）。一句话，瓦尔特的强大表现在“性

格的强大，贯彻实施的能力，毫无顾忌和自我控制”［$］（" #/$）。强者的性格，就是德意志民族最本质

的性格特征。这种强者性格在法西斯专制下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世界人民为敌；这种强者性格

在摆脱了法西斯统治后走向和平建设，创造了 /0 世纪 10 年代的“经济奇迹”；这种强者性格在柏林

墙倒塌后不出一年，便实现了两德的重新统一。伽比·豪普特曼在她的女性小说中塑造了具有强者

性格的尼娜、卡门、乌尔苏拉，正感应了德国主流的审美心理，她的女性小说也因此成为统一后德国

文学中最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

伽比·豪普特曼在人物塑造上的第一个特点，是把“两性冲突”仅局限在单个家庭之中，小说女

主人公在家庭生活中处在两性冲突之中，但这并不影响她们去追求自己所钟爱的男子。德国 /0 世

纪 10 年代的“经济奇迹”促进了原西德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的那种“学校—结婚—家庭妇女”

的生活轨迹受到了挑战，始于 /0 世纪 (0 年代以表现性别冲突为主要题材的德国女性主义文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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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学，忠实地记录了西德妇女逐渐从男权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的趋势。伽比·豪普特曼没有像

!" 世纪 #" 年代至 $" 年代女权主义者那样，把两性冲突扩展为与整个男性世界的冲突，从而使早

期的德国女性文学成为“控诉男性统治”的文学，因而在言语中也充满了“仇恨男性”的愤怒声调，而

为了解决冲突与矛盾，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往往把搞同性恋看成是一条出路。因此，有评论认为，早

期女性文学就像是“一首对父权制的专制、对异性爱的屈辱和两性间不可能交际的控诉之歌”

［%］（& ’%#）。安格拉·普雷森特（()*+,- ./-+0+)1）23$3 年对此开出的诊断是“在生活危机中孤陋寡闻”

［%］（& ’%#）。于是，许多女作家到世界各地旅行，这使得她们观察世界的目光变得更加敏锐。女性文

学的“孤岛时代”过去了，变成了一片有“异国情调”的陆地，从而为 !" 世纪 %" 年代下半期“重新回

到男人身边”的女性文学题材和 !" 世纪 3" 年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将两性冲突局

限在单个家庭中，也是 !" 世纪 3" 年代德国女性小说的特征之一。

伽比·豪普特曼在人物塑造上的第二个特点，是运用心理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

法，从女性的视角，细腻、逼真地描写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塑造出既有感情、又有理智的真实可信、

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尼娜在巴西拍摄电视片时，一见钟情地爱上了制片导演涅克。在商讨拍片

内容时，涅克微笑着对尼娜说：“你出个主意吧！”尼娜的脑海立即翻腾起来，千言万语化成了一句

话，那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嗯”，尼娜克制着内心汹涌澎湃的激情冷静地回答说：“我们

自己去寻找拍片地点、确定采访日期。”［4］（& ’ 54）一天，拍摄组一行驱车到海滨浴场，尼娜寻思着：

“为何她不能与涅克单独地躺在一个地方，去享受海浪轻柔的冲刷？不，她必须正视现实，她已经无

可救药地爱上了涅克⋯⋯”当她以为坐在酒巴的涅克在向她招手时，心里高兴得乐开了花。女作家

是这样描写尼娜当时的感受的：“噢，狂喜！噢，幸福！他要她到他身边去！此刻的尼娜也正神采飞

扬地要跑到他那里去，刹那间，她却像生了根似的站住了。原来，涅克不是向她，而是朝苏珊娜挥

手，他还吻了苏珊娜的脸颊；这太过分了！尼娜两眼满噙着泪水。”［4］（& ’65）依照弗洛伊德心理分析

学的理论，尼娜的感觉是一种本能，它属于“无意识”或“本我”。“本我”是心理的第一个层次，是指

动物性本能的冲动，是一种原始的冲动，“本我”遵循的是“快乐”的原则，只顾满足自己的欲望。从

海滨浴场回到旅馆后，涅克来了，“尼娜的思绪又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跑到了涅克的房间、浴室，但这

一切都已经过去，因此，她不再往下想。管他追不追求她，这有什么关系，这世界上还真有更加重要

的事情要做呢⋯⋯”［4］（& ’ ’ #2）弗洛伊德认为，心理的第二层次是“自我”，“自我”遵循的是现实的原

则，即按照客观实际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自我”像是一个把门人，不让“本我”往外跑。所以说，“自

我”代表人的理性，使人具有正常的人格。显而易见，尼娜受过良好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具

有完备的人格，能用理智战胜感情。心理的第三个层次，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理论，是“超

我”，这是指人的伦理道德准则、价值标准和审美理想，“超我”不断地协助“自我”，使人成为一个高

尚的人。伽比·豪普特曼就以这三个层次为序，塑造出有血有肉、精神充实、形象丰满的女强人尼

娜。伽比·豪普特曼通过尼娜歌颂了人道主义思想，并对社会进行了批判，这无疑拓宽了女性小说

的深度和广度。人道主义思想是 2% 世纪以来德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在统一后的德国，读者从伽比·

豪普特曼的女性小说中看到了德国人民对人道主义理想的追求。尼娜去巴西拍青少年的电视片，

她亲眼目睹三个青年背上条条伤痕渗出的血迹，巴西青年向尼娜带领的摄制组讲述他们受迫害、遭

毒打、受酷刑的悲惨遭遇以及骑兵中队的恐怖行为。尼娜与她的同事们颇有感触地说：“里约热内

卢不只是阳光和光屁股，这只是三级剧院的侧幕而已。”［4］（& ’ #"）这是德国年轻一代对资本主义社

会剥削本质的揭露，言语简洁但一针见血。在巴西，尼娜采访一位名叫坦娅的社会工作者，肯定了

她帮助街头流浪儿童的工作，她说：“确实，我很羡慕你做的事情。为了一个有意义的目标，贡献出

您的力量，这是有意义的，您一定能达到您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人道主义。”［4］（& ’ 63）而尼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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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身体力行，挽救过一个曾袭击她的青年。

伽比·豪普特曼在人物塑造上的第三个特点，是使用间接描写法，烘托、反衬主人公坚强、果断

的性格特征。女作家通过对乌尔苏拉与威廉的妻子列娜优柔寡断的对比描写，突出了乌尔苏拉铁

一般硬的性格特征。乌尔苏拉在了解了要阴谋整垮她公司的威廉的情况后，便去拜访威廉的妻子

列娜。她劝说列娜与丈夫离婚，然后将公司卖给她，再找一个自己真爱的男人开始新生活。

“已经 !" 岁的女人？”列娜问道。

“难道您要等到 #" 岁不成？”乌尔苏拉反问道。

“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我要原原本本地告诉您，您丈夫这几年都做了些什么。我相信，您会同意我的看法的。”

“本来我也不想听这些。不久前我与他之间又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 & & ’(’）

乌尔苏拉答应用公道的价格来收购列娜的公司，列娜同意了。翌日预签合同时，列娜来得很

迟。她说：“我感到害怕，我没有勇气。”“我不知道，如果他回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签好合同后，列

娜要求有人陪她回家，乌尔苏拉开着车送列娜回去。凌晨 ) 点，还不见威廉的影子，黎明时分，威廉

才摇摇晃晃地回到家，没想到看见了乌尔苏拉。“早安！瓦弗尔先生！我已经签合同了！”乌尔苏拉

平静地说。“噢，从哪里⋯⋯合同在哪里？”威廉朝前走了三步。乌尔苏拉纹丝不动地坐在椅子上，

将合同递给威廉·瓦弗尔。“这是一份预签合同”，乌尔苏拉补充说。威廉起初不明白，接着便大发

雷霆，他用手指着乌尔苏拉，并攥着拳头狠狠地朝桌上捶去。他对妻子说：“你不能赶我走，我要你

完蛋，完蛋，完蛋！你这个老无赖，看看你自己，你这个失效的挤奶机器⋯⋯”威廉对他妻子百般辱

骂，列娜一言不发。乌尔苏拉发话了，她说：“也许您对这个感兴趣。”接着给他看正式合同的复印

件。威廉看罢，对着列娜大叫：“你当真卖掉了公司？”“卖给了她，我诅咒，我！我！我！你把一切都

搞糟了，你会受到惩罚，你这个笨蛋⋯⋯”面对威廉的狂暴，乌尔苏拉冷静以对，她不许威廉继续侮

辱列娜，便插话说：“我们以为，这样你有更多的时间去陪比安卡。”威廉朝乌尔苏拉冲去，一边吼道：

“滚！滚！否则我要动手了！这屋有五个出口，您自己找一个，马上滚蛋！”乌尔苏拉一动不动地看

着他，“这是我的家，威廉”［$］（% &’*+），列娜终于向丈夫发出了逐客令。伽比·豪普特曼如此生动地

描绘了乌尔苏拉与威廉的斗争，而这仅仅是刻画女主人公坚强性格的一幕而已。

伽比·豪普特曼这几部小说的命题看似荒谬，实则却有几分真理性，可以说，这是当代文学的一

种新思维、新手段，即所谓的广告效应。它不求四平八稳，不讲逻辑性，要人心跳，引人注意，引起轰

动。作家绝非要诅咒所有的男人，而是通过小说说明女性与男性一样，除了要有生存空间，还要有

发展空间。“女性求发展”就是这三部女性小说的主题。伽比·豪普特曼女性小说成功的人物塑造

向世人生动地展示了德国女性生活的精彩片段，实现了当代德国女性对传统角色的超越，赋予了女

性以角色全新的时代注脚，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德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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