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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后殖民作家奈保尔的小说 5抵达之谜 6是一部女性主题的小说。小说表现了女性

(尤其第三世界女性 )在无声中生存、在求生中丧生、在有声中挣扎的三种生存状态。女性要走出

这三种悲惨境地, 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 自身的问题、与异性的关系问题、与同性的关系问题。正

确认识和处理女性无声中生存、在求生中丧生、在有声中挣扎的生存状况对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同时也是奈保尔对当今社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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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作家 V. S. 奈保尔的小说5抵达之谜 6发表于 1987年, 他于 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该小说

被认为是后殖民小说的代表。自 1987年发表以来,对其评论主要集中在奈保尔的世界观和文化观、身

份认证、边缘感等主题。作为一名著名的后殖民作家,奈保尔在其后殖民小说中多次表达了知识分子的

孤独、流放、模仿、身份认证、杂糅等主题。 5抵达之谜 6作为一部半自传体、后殖民小说, 也是一部关于

女性主题的小说。笔者认为5抵达之谜 6这部小说具有女性主题,并体现了女性艰难的生存境地: 在无

声中生存,为了发出声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了保存有声的境地要在你死我活中挣扎。以此唤起人们

对女性生存境况的同情,并为女性的有声提出建议。

一

/在夫权制与帝国主义之间,在主体的建构与客体的形成之间,女人的身影消失了, 不是进入太古

虚无, 而是陷进一种第三世界妇女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激烈穿梭的置换性构建中。0 [ 1]
女人在夫权制

和帝国主义的双重遏制下,从未拥有主体地位,她们是丈夫的客体。由于主体地位的丧失, 女性往往是

各种政治势力和权力话语加以利用的工具。斯皮瓦克由此断言, /性别上的从属阶级 (贱民 )无处发

言。0 [ 1]
发言是指一种发言人与听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发言者可以说话, 而且所说的话要被听得见, 只

有当说和听都能充分实现的情况下, 语言行为才得以真正完成。否则,即使女性她者是在发言,她的发

言也是无意义。 5抵达之谜 6中有几位这样无声的女性。首先,她们没有自己的姓名,只能够被称为 /杰

克的妻子0、/皮顿的妻子0、等,直到小说的结尾,读者也没有发现这些女性的姓名。姓名是人作为一个

独立个体、区别于他人的标志。在小说中,杰克和皮顿是外来者,他们在庄园里处于从属地位,而他们的

妻子则处于从属中的从属地位,成为他者中的她者。斯皮瓦克指出, 第三世界的妇女无疑是属下的属

下、边缘的边缘, 他者中的她者, /如果底层阶级没有历史、不能说话, 那么,作为女性的底层阶级就被置

于更深的阴影之中了。0 [ 2]
第二,她们经济上不独立,没有工作, 只是随从丈夫来到庄园里。在经济上,

她们处于边缘地位,她们的命运由男性控制。丈夫的升迁是女人一辈子的希望, 是她们过上好日子的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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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途径。女人的幸福建立在男人身上, /她的生活模式, 她的丈夫取代了她的父亲, 她的儿子又取代了

她的丈夫。她的生活周而复始,她过着同样的生活或者同样生活的不同版本。0 [ 3]
第三, 她们没有自我

意识, 处于从属地位的她们已经习惯了边缘的生活方式,她们不是情感的中心, 婚姻也不是以情感为中

心,而是以生存为中心。对于女性来说,丈夫意味着衣食住行,是物质, 而不是精神。视生存为第一需求

的女性要委身于男人,情感需要往往很匮乏,因此当伴侣死去,对方并不伤心, 为了生存,马上改嫁成为

她们最好的选择。当杰克死去,他的妻子从居住的小屋搬出时, /对杰克的妻子来说, 是一件好事。0 [ 3]

当杰克死去,杰克的妻子离开了庄园搬进了城里,改嫁后外表穿着全变了。对她来说,换一个丈夫就是

换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二

布伦达与其他女性一样,布伦达也是随从她的丈夫来到庄园里。她的丈夫莱斯是一位临时工,在庄

园里修剪果树。布伦达是 5抵达之谜 6中唯一有名字的女性, 她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不甘心于自己的

从属地位。她知道自己处于婚姻的主体地位, 婚姻对布伦达来说不仅是物质方面的衣食住行,她渴望被

爱、被异性欣赏。布伦达的美丽与性感是她丈夫的骄傲但也是痛苦所在,布伦达不甘愿无声无息地在庄

园里生存,因此她用别具一格的服饰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她不同于庄园里的其他女性,她对自己的丈夫

有精神需求,她渴望被爱, 渴望对丈夫的精神占有。因此, 她对于她的丈夫来说是不安全的。她认为她

的价值体现在自己吸引男人的魅力, /她深刻地懂得这一点0。但是, 可悲的是, 她的丈夫没有认识到妻

子作为女性的需求。布伦达想引起丈夫的注意, 与意大利人私奔, 最后被人抛弃, 又回到了莱斯身边。

莱斯 /谋杀0了她,因为她 /嘲弄0了他,男性以非常严肃的方式处理了她的随意。男人为女性提供了生

存保障,就要求女性完全服从, 并对其拥有生杀大权。 /现实是男人世界, 她很难进入现实世界,女人与

现实世界的唯一通道是她的丈夫,而把她弃置与冷冰冰的孤独寂寞之中的正是她的丈夫。0 [ 4 ]
当布伦达

被杀害以后,意大利人继续着大量中央加热的买卖。 /莱斯正在他的红色小汽车里四处奔忙寻找一份

新的工作。0 [ 3] /所有人都同情那个活着的人,那个幸存者, 那个男人。0 [ 3 ]
男人以自己的权威让 /嘲弄 0

他们的女性永远消失,他们没有受到法律制裁,没有舆论的谴责, 甚至成为了被同情的对象。可怜的布

伦达为了引起丈夫的注意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这个牺牲又是如此毫无价值, 她的死竟然是这样无声

无息。

按照自然主义的观点,人的本能、欲望和社会环境是产生悲剧命运的原因。生存、追求幸福是人的

本能, /对于贫困的女人来说,只有两种结果,要么以付出一切为代价获取世俗的幸福, 要么甘于现状贫

苦而死 0。当布伦达对生存的现状不满足, 要寻找幸福时, 被尘世社会所吞噬。她认识不到悲剧的原

因,当她把自己的命运由一个男人转向另一个男人时,走向了毁灭。

第三世界女性受到阶级和性别的双重压迫。在男权社会里,决定了女性永远生活在男人的控制之

下,女性要甘愿受丈夫的统治, /他者中的她者0比西方国家的女性更是多了一层压力。美国作家莫里
森在作品里尤其关注黑人女性,她认为黑人女性比白人女性的社会地位更低,黑人男性把在白人世界里

受到的压力全部发泄到黑人女性身上,因此黑人女性受到双重的压力。第三世界以及被殖民地的女性

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作为 /他者 0的男性, 把身处边缘的痛苦、与主流文化的分离、宗主国的压迫都转嫁

到女人身上,成为他们发泄的对象。同时,因为他们落后、愚昧,加重了女性作为替罪羊的灾难。第三世

界的女性寻求幸福的道路更加崎岖、绝望。由于地位卑微,她们没有社会身份,成为没有话语权的群体。

她们不仅在社会中以弱者和受害者的形象出现,无法以自己的名义保护自己,还要受到同属一个阶层的

男性他者的侵害,这些原本与女性她者属于同一个阶层的男性却以暴力,用强权、压迫、宰制和欺骗来侮

辱比他们更弱小、缺少自卫能力、没有言语权的女性她者, 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们的行为使女性她者受

到阶级和性别的双重压迫,成为哑言群体。

三

孙妮认为5抵达之谜6是奈保尔以艾略特的方式所描写的现代荒原:人人 /身体无能0,精神荒芜,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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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没有生命力,一片废墟。人们的颓废状态来源于对颓废社会的失望,他们看不到社会前进的动力, 看

不到未来的希望,因此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欧洲社会人信仰的缺失在这小小的庄园里得到体现。体

现了奈保尔对英国等宗主国文明的失望。 5抵达之谜 6的女人们没有孩子, 没有对未来的希望。奈保尔

用许多词语来刻画庄园的衰败, /死气沉沉 0、/破败 0、/死的东西的颜色, 枯死的草, 死的植物,泥土, 沙

子,一个死亡的世界 ) ) ) 几乎根本没有颜色。0 [ 3]

菲利普斯太太是庄园里唯一一位具有经济收入的女性,她对没有自我意识的杰克的妻子和皮顿的

妻子充满了蔑视,对具有自我意识的布伦达充满敌意,她是庄园的管家,是庄园里真正的统治者,是庄园

主的精神支柱。因此,她拥有一切特权。但是,被雇佣者的身份是她无法摆脱的事实。因此, 菲利普斯

太太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威,可谓是用心良苦,尽量使用标准的语言、用优雅的举止换得别人的尊敬。为

了保住自己在庄园里的地位,菲利普斯辞退了一个又一个求职者, /她绝不允许任何比她优秀的人在庄
园里留下来 0。事实上,菲利普斯太太也是作品中的荒原人物之一,没有后代,从来不为明天打算,从来

不计划未来,没有存款,没有住房,每周末到市区放纵自己,然后又回到庄园里来得过且过。菲利普斯太

太怕比她优秀的人在庄园里留下来, 她对比自己优秀女性的拒绝来源于对女性的嫉妒,她的自我优越感

是同女性相比而获得,因此她认为对自己优越地位的威胁也是来自于女性, 她认为她的目前处境只会受

到同性的威胁,并没有认识到女性的悲剧真正来自哪里。她对自我意识较强的布伦达充满了敌意,当菲

利普斯太太故意没有把布伦达向莱斯求救的电话转达, 导致布伦达误解了莱斯, 一气之下与意大利人私

奔,走向了杀身之祸。她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布伦达的悲剧。她对同性的伤害使女性更加可悲。

作为西方女性代表的菲利普斯太太对第三世界的女性属下充满敌视和鄙视, 是对女权主义者所提

倡的 /姐妹情谊0一种最大讽刺。无论是菲利普斯太太还是布伦达事实上都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同属

低下阶层,两人之间应有所谓的 /姐妹情谊0。只不过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是残酷的现实:不是你死就

是我活。奈保尔的5抵达之谜6同时向读者展示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女性的关系问题。斯皮瓦克认
为,由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和殖民扩张与当地的父权制勾结起来,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

级和妇女的待遇每况愈下,日渐贫困,尽管西方世界的女性也是父权制的牺牲品, 但是西方妇女属于获

利的西方社会,享受着来自第三世界的财富和资源,不可能与第三世界妇女同属一个层次。

第三世界女性是 /游离于男性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女性。她们的生活愿望总是受到来自社会、宗
教和传统习俗的种种限制。0 [ 4] /妇女要走出悲剧命运,首先就应该走上渐有声音的道路, 让蜗居在私人

空间里不被人注意,不被人聆听的女性属下有表现自己、为自己言说的机会 0。[ 5 ]
女性的解放需要解决

三个方面的问题:女性自身的问题、女性与男性的问题,女性与女性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在女性她者的

身上更为明显。此外,正如斯皮瓦克所建议:第一世界的女性应和女性她者对话,相互学习。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实现世界女权主义之间的多元共处。她主张主流文化与第三世界文化的女权主义、世界中心

和世界边缘的女权主义,欧美与第三世界地区的女权主义有必要也有可能进行协商对话, 而不必总是处

在相互对立的状态。正确处理女性问题, 尤其第三世界女性问题, 对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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