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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与浪漫 ,肯定与否定
———论康拉德小说中的女性观 3

何劲虹

(四川外语学院 国际商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 ]康拉德后期小说集中在主人公与女性的关系上 ,这是有意的选择 ,并非无意的转

变。他着力描写的是女性定型人物。小说强调理想主义与怀疑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人的

超验抱负 ,他既肯定又否定。创作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手法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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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约瑟夫 ·康拉德 (1857—1924)是英国著名小

说作家 ,他的创作生涯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

1895年到 1910年为第一个时期 ,其间的成就是 ,

怀疑论者的康纳德刻画了被骗误入了道德深渊的

孤独人物 ,他们既遭到毁灭 ,却又以为人类团结做

出奉献的禁欲主义的面目出现。第二个时期始于

1910年 ,当时在创作完《在西方的眼睛下 》之后 ,康

纳德遭受了失败的打击。除了《阴影线 》( 1917 )

外 ,他后期的小说缺少早期的怀疑主义与质朴无华

的风格 ,其作品充满了感伤和浪漫的情调 ,其中 ,在

女强人的感召下 ,胆小的主人公的故事有点令人难

以置信。

有人认为康拉德小说中这种变化是一种“衰

退 ”,这些小说都发表于 20世纪 50年代。衰退的

关键是女人 ———尤其是恋爱中的女人。还有人认

为 ,康拉德写女人很难 (如《姐妹 》和《营救 》) ,他

不能把情感戏剧化 ,性爱的主题是他的禁区。他不

可能写爱情 ,因为他的确“不相信 ”爱情。“对康拉

德否定爱情的看法我们不必感到诧异、震惊或厌

恶。从其他方面来看 ,康拉德认为 ,人精神上孤独 ,

受到利己主义的权力和平静的折磨 ,蹒跚在危险的

路上 ,他唯一的希望 ,是使其精神麻木 ,很少有自知

之明。康拉德不可能使如此含糊不清的看法等同

于 ,有人相信爱情、妻子、家庭能包治百病的观

点。”[ 1 ] ( P127)
在他最后 7部作品中 ,有 6部写到女人

和爱情 ,他不可避免会失败 ,因为他“在性爱的面

前 ”一定会陷入“创作的困惑 ”。

康拉德艺术构思的真正意图是把动摇不定的

主人公置于女强人的魅力控制下。有人认为 ,康拉

德后期的作品 ,缺乏早期作品的才能和复杂的道德

情感。他们没有从艺术上去看问题。康拉德不断

地写爱情主题 ,不仅仅表现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如

迈耶指出的康拉德 32篇小说中有 25篇的主人公

在情感上同女人纠缠不清。康拉德作品晦涩难懂

又不受人欢迎 ,因此《机遇 》和《胜利 》中表现出对

女性爱的情趣 ,是读者所期望认可的。他后期的作

品销售走好 ,这也证明了他的创作满足了读者的愿

望。学者多从心理学角度来解释康拉德为何认为

女性对男性“着迷”的原因。迈耶从心理分析的角

度 ,结合康拉德的人生经历 ,仔细分析了康拉德潜

意识对女人的态度。根据迈耶的分析 ,康拉德实际

上是个厌恶婚姻者 ,他作品中的女人毁掉了男人 ,

而且康拉德的创作艺术衰退 ,是由于他 1910年的

精神崩溃所引起的。这种崩溃使他对厌恶婚姻全

然失控 ,他写的一系列作品描绘了“生殖器崇拜的

女性 ”,毁掉“被阉割的男人 ”。

有评论家认为 ,康拉德害怕女人。在他看来 ,

她们与死亡和毁灭有关 ,这可解释他极度关注的男

主人公在女强人面前 ,丧失了男子气概。再如他写

女人时 ,陷入含糊不清、似梦似幻、感伤的状态 ,因

为他 “这 时 只 可 能 把 他 的 性 恐 惧 隐 藏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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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2 ] ( P163)

以上这些观点极为有趣 ,但是它们与康拉德的

写作动机无涉 ,尽管他写了女强人对想象中和潜在

的男主人公的影响。康拉德坚持认为 :“我作品中

的明确意图有坚实的基础 ,而且创作是理智的活

动 ,是在对效果经过深思熟虑后指导下进行

的。”[ 3 ] ( P284)
重要的 ,不是根据作者的心理条件而是

根据他文本所揭示的深刻内涵来解释康拉德的爱

情主题。康拉德要读者认真考虑“理想主张 ”,即

超验主义真实的可能。爱默生认为 ,超验主义是

“人的灵魂对以终极真理形式存在的道德情操的

追求 ,而道德情操的至高境界 ,应当向人的内心去

求索 ,不假于心外的任何东西 ”。[ 4 ] ( P293)
康拉德体现

了定型女性人物的这种可能性 ;他要读者同样认真

地考虑这种可能性 ,即这个世界没有更崇高的意

义 ,一切的理想主张皆系幻想。而这种可能性 ,在

他的男性人物的命运中已丧失殆尽 ;因而 ,康拉德

的小说是含糊不清的 ,尚未揭示理想是否是幻想或

是更高层面上的真理 ,因为“探索真理就要对它有

追求和热爱 ,认识真理就要和它形影不离 ,相信真

理就要为它有享受的乐趣 ”[ 5 ] ( P5)
;康拉德早期作品

如是 ,其后期作品亦同。

二
《胜利 》(1915)虽然受到有些人的否定 ,但与

后期其他作品相比起 ,更受读者青睐 ,因为有评论

家认为《胜利 》是他的成功之作 ,视之为康拉德

1910年之后有关女性衰退的代表。莉娜为了手无

寸铁的英雄阿克塞尔 ·海斯特献出了自己生命 ,对

她的描写可以看成康拉德失控的典型。这明确地

表达他对人类命运的关切。

莉娜的能耐 ,通常可按她对海斯特的爱、热情

的本性、女子气质来解释。她想“证明她对海斯特

的爱 ”,从而帮助他认识“他在人性舞台上所有的

积极作用 ”。她是生活中的一位代表 ,她从激情和

智慧赢得了胜利 ,也许胜利是虚幻的 ,但战胜了海

斯特的离去。

不过 ,文本赋予莉娜性格更崇高的意义。她在

小说的作用是象征性的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

读者觉得她是定型的 ,似乎康拉德更加关心的是使

她“具有的意义 ”,而不是使她“成为什么样的人 ”。

莉娜将美、神圣的爱和不朽的生命带入了康拉德的

世界。这种精神 ,在康拉德的早期小说中 ,可以说

是柏拉图式的 ,即纯精神而无肉欲的爱情 ,当然也

有例外。

康拉德运用大量传统的写作手法 ,来强调莉娜

的精神性格。例如 ,她反复被描写成为魔鬼、幽灵、

“白色鬼怪似的神奇现象 ”;海斯特在雄贝格饭店

外碰见她时 ,她是“白色鬼怪似的 ⋯⋯像魔鬼的恳

求 ,从黑色阴影中 ,向他伸出她的双臂 ”。在整个

小说中 ,她一直穿着白色衣服 ,直到小说结束 ,海斯

特才让她穿上黑色衣服 ,最后同邪恶会面。因为她

进入世俗的领域 ,颜色的改变也许是适当的。不管

康拉德如何暗示她是一个堕落的女人 ,但是 ,白色

仍是用来传递她的清白。如康拉德所描绘的“梦

幻中的清白形象 ”,莉娜的精神本质 ,也是由她那

不可思议的声音来暗示的。她的声音 ,“暗示对智

慧和感情无限的深切 ”,那特殊的力量感动了海斯

特 ,因为他生活在安静中。肯定无疑 ,这声音是莉

娜无形的显现 ,像目睹者、小孩似的清白 ,这声音是

一种传统的象征 ,这种象征手法起到了“把象征作

为服从于作品的主题思想的意念 ”[ 6 ] ( P45)
,它进一

步证实 ,在人们的印象中 ,她是一个精神上的人。

康拉德时常暗示 ,莉娜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 ,

同时也是一种梦幻 ,或一种理念。海斯特看来 ,她

的拥抱“可能有一种梦幻般非实在的感觉 ,侵袭苏

醒生命的现实 ;是他思想荒芜的贫瘠中迷人的海市

蜃楼 ”。

康拉德的人物刻画、意象和记叙角度都有独到

之处。莉娜是精神的代表 ,她闯入了海斯特无神、

无爱、无意义的世界 ,且提供了超验爱情及欢乐的

可能性。然而 ,康拉德却努力让人们不要从单一的

角度去看待这一人物。他暗示莉娜的灵性误解了

海斯特的情感。荣格说 :“‘感情不是别的 ,而是一

种未完成的思想 ’———这是一个著名心理学家的

定义。然而 ,感情却是一种有名有实的东西 ,一种

真实的东西 ,它是一种功能 ,我们有命名它的专门

的词语。”[ 7 ] ( P11)一些场合中 ,好像她幼稚而笃信宗

教 ;在另外平静的场合中 ,莉娜是必然出现的精神

本质 ,康拉德决心把莉娜描绘成既体现超验理想而

又有血肉之躯的女人。

《胜利 》中的释义的多样性 ,在不相容的极端

之间 ,达到了不稳定的平衡 ,这一直是小说家长期

所追求的。《胜利 》中的莉娜具有的象征意义 ,是

康拉德旨在小说中表现人物的精神所在 ,毕竟 ,康

拉德是创作了许多小说的大作家。在小说中 ,崇高

的理想 ,比如 ,克尔兹把光明带进黑暗的心灵 ,吉姆

爷英勇行动的愿望 ,或查尔斯 ·古尔德要把科斯塔

古纳从物质利益中解脱出来的决心 ,既可笑 ,又有

点危险。这个世界太专横 ,容不得有这样的幻想 ,

而康拉德对待人的欲望用无情的讽刺超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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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想要让人们在信仰与虚无之间、在奉献

与超然之间、在看法与睁眼所见的现实之间去思

考。潜意识的动机促使像康拉德这样天才的讽刺

家去写感伤的作品。毋庸置疑 ,康拉德后期的小说

多种多样的。他总是想写好一个女人 ,她似乎要给

她崇拜的男人开辟一个新的精神领域。这并不是

说 ,康拉德一遍又一遍重复地讲同一个故事 ,或他

的人物是雷同的。比如 ,莉娜、弗洛拉 ·德巴拉尔

和伊迪丝 ·特拉弗斯 ,她们是性格完全不同的女

人 :莉娜经历了痛苦和爱情之后感悟了 ;弗洛拉缺

乏生活经验 ,且受到自相矛盾忠诚的折磨 ;特拉弗

斯夫人精神抑郁又娇生惯养。她们的追求、她们的

痛苦 ,以及她们的精神几乎是不同的 ,但是 ,从象征

意义上看 ,她们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她们都把精

神领域的东西带进了具有远大理想的男人的生

活中。

在《机遇 》中 ,安东尼船长出于对女人的爱而

搭救弗洛拉 ·德巴拉尔 ,这个故事是由一个玩世不

恭反女性主义者马洛来讲述的 ,他时常嘲笑女性的

感伤情绪 ,以及她们的“陈腐的幻想 ”,“可没有这

种幻想 ,男人照样活下去 ”。弗洛拉是一个好幻想

的姑娘 ,性格单纯、皮肤白皙、像孩子一样天真 ,寻

求“摆脱世俗的 ”道路 ,因为 ,她是“一个女人 ,可

是 ,在人世间 ,没有她清白的立足之地 ”。当然 ,她

也生活在人世间。她的家庭责任感 ,她所遭受的痛

苦 ,以及她的性生活 ,这些有助于她对社会的认识。

她被安东尼所救 ,而安东尼把她理想化了。像莉娜

一样 ,弗洛拉表现出非凡的勇气 ,她帮助鲍威尔在

暴风雨中点亮了照明灯 ;如海斯特 ,安东尼自己面

对邪恶势力表现得很脆弱 ,决心按理想化和感伤的

行动办事。

康拉德再一次表现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

冲突 ,这种冲突是模糊的 ,互不相融的。他通过马

洛对弗洛拉和安东尼船长的观察来加以表现。

《胜利 》中的困境在《机遇 》中也表现出来 :一方面 ,

男人通过女人所感受到的超验领域 ,是一种感伤的

幻想 ,而幻想留给人们的是 ,在一个残酷的人世间 ,

人们毫无抵抗能力 ;另一方面 ,精神上的种种愿望 ,

则是鼓舞男人去行动的唯一的力量 ,化成残酷而英

勇的行为。

与《胜利 》不同 ,《机遇 》以幸福美满的婚姻和

对未来愉快的承诺结尾 ,模棱两可的意义或多或少

削弱了。鲍威尔是个稳健又实事求是的人 ,他没有

像安东尼船长那样将弗洛拉精神化 ,大概人们可以

得出结论 ,弗洛拉理想的意义是安东尼唯一的幻

想。当然 ,《机遇 》所提供的 ,是那种可能性 ,可它

也以那种可能性来哄骗读者而已 ,弗洛拉所体现的

理想存在于安东尼船长烦恼的心情之外。

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冲突再次表现在《营

救 》(1920)中。汤姆 ·林加德是个性格坚强有能

耐的人 ,勇敢营救处于困难中的人 ,可是 ,他在“他

自己内心朦胧冲动面前似小孩那样毫无自卫能

力 ”。如海斯特 ,他的英勇品质命中注定使自己卷

入生活的浪潮中 ;又像海斯特 ,他手无寸铁地面对

最后的斗争。他简直就是个充满无穷幻想的人。

然而 ,伊迪丝 ·特拉弗斯不仅仅是一种破坏势

力 ;她是个令人讨厌的上流社会女人 ,同时她又代

表男人生命中精神上潜在的东西。康拉德应用大

家熟悉的技巧 ,把她描绘成社会的牺牲品 ,她皮肤

白皙、光彩照人、聪明伶俐 ,而且她的声音充满魅

力。从象征层面上讲 ,她坚持认为世界应保持平

衡 ,且希望为理想而献身。

伊迪丝与林加德邂逅 ,使她的意志更坚强 ,决

心冒死亡之危险去维护林加德的安全。她心里非

常清楚 ,她的任务就是去拯救林加德。在林加德的

眼中 ,她是“不可磨灭的 ,也许是不朽的 ”! 小说

中 ,主要女性人物的双重作用使《营救 》的背景有

别于《胜利 》或《机遇 》,且不可能与超验和世俗的

主张协调一致。

康拉德最后的作品《流浪者 》( 1923) ,也可以

说 ,是一个爱情故事 ,然而 ,阿莱特在同里尔热恋

时 ,康拉德将阿莱特刻画成本能上要求助于上帝的

女人 ,而且她把他想象成“摆脱了同世俗的一切联

系 ”。她带给他的是 ,“成功的生活感 ”,在康拉德

看来 ,这是女人对男人习惯性的影响。也正是阿莱

特鼓励老佩罗在英勇的自我牺牲中毁掉了自己。

这种种解释表明 ,对这种女性定型人物的描

写 ,是康拉德作品的着力之处。除《阴影线 》外 ,康

拉德所有的后期小说 ,起到了表现主题的作用。这

些小说确实把女人当成理想、真理及上帝的载体来

加以描写 ,存在一定的粗陋和少有独创。实际上 ,

后期小说的夸张 ,有助于理解早期微妙的作品。正

是这种理念使康拉德着迷 :超验真实的感觉才使生

活有意义 ,且使男人渴望去为崇高的理想献身。这

种精神上的感觉全是女性所具有的 ,因而女性必然

对男性有这种看法 ,认为他们是人间戏剧的主角。

极度含糊的生活是如此 ,因此这种看法 ,既能承受

压力又有破坏性 ,既真实又具有幻想 ,既美又可笑。

如 1917年康拉德对悉尼 ·科尔文所说 :“有人叫我

海洋作家、热带作家、侦探小说家、传奇文学家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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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叫我现实主义作家 ,不过 ,事实上 ,我一直关注

的却是事物、事件 ,以及人的‘理想 ’价值。”[ 8 ] ( P35)

爱德华 ·W·赛义德认为 ,正是一次世界大战使康

拉德相信 ,比他早期作品 ,人世间的理想更多。战

争本身使他心里想到的是 ,大变动的力量、可公认

其自身的独立存在、开始及其结果。如今康拉德觉

得宇宙的存在是充满活力并具有戏剧性。

理想主义与怀疑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 ,是康拉

德全部作品的重心所在。在《诺斯特若默 》(1904)

中 ,伊米莉亚 ·古尔德被描绘成孩子般的天真、仙

女似的 ,她还同穿蓝长袍的马东纳有交往。她的精

神本质 ,是她赋予事实以理想意义来加以表现的 ,

无论这种种“事实 ”是银锭 ,还是重要的事件。她

的丈夫尽管抛弃她 ,为的是通过物质利益而追求他

对正义的信念。诺斯特若默临终时向她表白。她

给男人的印象 ,甚至给蒙利格哈姆大夫的印象 ,是

要鼓励他们成为勇敢的行动者。

安托尼亚 ·阿维拉罗斯也是在《诺斯特若默 》

中对马丁 ·德考德有类似的影响。因为有了她 ,

“他才对幸福抱有很高的希望 ,到头来 ,在这个世

界上几乎不能实现 ”。德考德懂得 ,这是“他行为

感伤的基础 ”。但是 ,正是这种力量 ,激励着他把

眼前的怀疑扔到一边 ,并参加了反对蒙特瑞斯特家

族的斗争。

《吉姆爷 》( 1900)的真正意图 ,不是在苛刻禁

欲的一个世界上 ,朱厄尔的爱情和吉姆的理想主义

表现在性格上是有缺陷的 ;小说主要关注的是超验

的理想与残酷无情的环境之间的冲突 ,结果解决得

不清楚又似尚未了结。《吉姆爷 》中所潜藏的“柏

拉图主义 ”超过了男女之间的关系 ,这在托尼 ·坦

纳对甲虫和蝴蝶的意象精辟的分析中已得到确认。

蝴蝶是“一种美丽的生物 ,一种有翅膀的生物能把

自己带到高于地球的死亡平面上 ,而甲虫却紧贴于

地球上 ”。无疑 ,甲虫是“丑陋、地球上爬的生物 ,

没有尊严和抱负 ,旨在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护自

己 ”。

这些意象暗示 ,康拉德其他多数小说的不可选

择性 ,是他艺术构思的必然结果。这种不可选择性

在《吉姆爷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人性包括蝴蝶和

甲虫在内 ,而且甲虫似的人比那特殊的个人生存得

更好些 ,因为那个人践踏地球 ,还追求蝴蝶的超验

美。坦纳叫做“马洛式不明确的柏拉图式的沉

思 ”,让人们在蝴蝶和甲虫之间进行选择 ,在没有

美的生存和短命的提升之间进行选择。小说中 ,理

想的承诺是女人向男主人公提出的。这是极其重

要的 ,因为它意味着人们必须调整对康拉德已有的

看法。批评集中到一点上 ,认为康拉德是忧郁的诗

人 ,是叔本华哲学的代言人 ,叔本华哲学“试图对

所谓形而上学问题与伦理学问题作统一的说明 ,从

而建立一个没有宗教的信仰 ”[ 9 ] ( P2) 。他是对那些

发现自己有背叛行为又容易受骗上当的人进行讽

刺的旁观者 ,因而 ,人们轻视那另一半相似的形象 ,

可在这一形象中 ,康拉德竭力捕捉理想势不可挡的

诱惑力。

总体上讲 ,“康拉德的创作兼用现实主义和浪

漫主义的手法 ”[ 10 ] ( P525) 。人们认为 ,康拉德努力使

浪漫故事与现实主义协调起来 ,取得了他的独特效

应 ,即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处理浪漫色彩的题材 ,

从而展现现实性。厄恩斯特 ·本茨看清了 ,康拉德

的浪漫主义中有一种“超验主义微妙的色彩 ”。可

是 ,几乎唯有他持这一观点。其他人把浪漫故事同

冒险、情节剧、青春、神秘、感伤、大自然、异国情调、

魅力及悬念联系起来 ,而认为与“超验主义 ”无关。

似如戴维 ·索伯恩评论的那样 ,实际上 ,浪漫主义

要集中描绘平凡的世界 ,是“基本的必需品把人们

互相连起来的一个去处 ,也是人们并未完全分开的

一个地方 ,因为他们分享类似的感情 ,怕死 ,想长期

活下去 ,必要时会联合起来 ,且进行长期不断的劳

动和斗争 ”[ 11 ] ( P146—147)
。换言之 ,把康拉德坚持超

验真实的可能 ,等同于影响他写海洋航行和遥远地

方的冒险故事的浪漫主义 ,这是错误的。康纳德本

人说过 ,“生活中的浪漫情感 ,主要存在于对过去

迷人的冒险生活的回忆中 ,且源于不同人生历程和

不同人物性格的社会关系中。”他的此种说法不存

在“超验主义的色彩 ”。

三
对人的超验抱负 ,康拉德既肯定又否定。这

“肯定和否定兼而有之 ”是他小说的特点 ,也是他

非小说的特点。可以察觉到 ,悲观的康拉德拒绝更

高层面上的真实 ,这点 ,在他 1898年给 R. B. 坎宁

安一封信中能看出 :“信仰是一种神话 ,而信念像

薄雾在海岸上飘动 ;思想渐渐消失 ,话语 ,曾经说

过 ,也会消失 ;而昨天的记忆 ,如同明天的希望一

样 ,是朦胧的 ,唯有那一连串平常的话 ,好似没有终

结。肯定的康拉德在 1905年的一篇论文说 :“不可

想象的是 ,我需要小说艺术家道德上虚无主义的自

由。从他那里 ,我想要多种的信仰 ,其中第一也许

是珍惜一种永恒的希望 ;而且不容争辩的是 ,希望

隐含着所有努力和克制自己的虔诚。”有人已意识

到 ,他表达了两种对立的观点 ,并且已批评他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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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两种观点。毫无疑问 ,隐藏在 E. M. 福斯特

的看法背后的是朦胧 ,源于他拒绝解决“他远与近

想象力之间脱节 ”,伊恩 ·瓦特的判断暗示 ,“康拉

德似乎走进了死胡同 ,他比同时代的人 ,更有野心 ,

也许受到信念种种可能的异化不太深 ,想走出这死

胡同。”这“死胡同 ”,事实上是一种人生观 ,它需要

极其诚实和极大的勇气才能支撑住。敏感的人在

生活中 ,为想象力和理智所苦恼 ,这种种苦恼的观

点处于矛盾中 ,时而处于一种完全混乱的状态中 ;

然而 ,说一个人没有感觉到生活中含糊不清的负

担 ,那么 ,他遂会认为并按照简单的肯定或虚无的

世界观而行动 ,这种人的头脑并不十分清醒。

有人错误地认为 :悲观的康拉德是在“早期 ”,

而肯定的康拉德则是在“后期 ”。康拉德后期作品

不是个“单纯而平静的 ”人所创作的 ,这些作品也

不表示 ,“退出人性中的邪恶与善良和不可靠的理

想相混杂的认识 ,这一认识是我们自己确立的 ”。

假如康拉德后期的小说是低劣的艺术品的话 ,那

么 ,那并非因为他对男人 ,或对女人 ,或对他们生活

的看法在意义上有什么变化。不管他的艺术魅力

怎样减退 ,可康拉德整个的人生观仍然没有丝毫改

变 ;但是 ,对康拉德的批评 ,还不足以界定这一看

法 ,或者证明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如何表达它。需要

的是对小说进行研究 ,来“认识相对立的观点的时

效性 ”。人们可以分析 ,用康拉德在性欲定型人物

中体现对立的观点来开始这种研究。

康拉德认为 :男性的问题是存在主义哲学问

题。存在主义宣称 ,“一切存在的出发点是个人存

在 ,人通过自由选择来造就自己的本质 ,所以‘存

在先于本质 ’;人只有在畏惧、焦虑、死亡状态中才

能真正领悟到自己的存在 ;如要摆脱这种困境 ,就

得不畏惧死亡 ,因为只有自由地死 ,才能赋予存在

至上目标 ,要不就借助宗教和上帝的力量来抗拒畏

惧。”[ 12 ] ( P315)
正是男人对人性没有同情也许甚至敌

视 ,以便找到了有意义的行动。康拉德的有些人

物 ,如 ,《吉姆爷 》中的布郎 ,《胜利 》中的琼斯、理查

多、佩德罗等 ,成了人世间的代理人 ,且参与了破坏

过程。另一些人 ,则采取防卫的态度 ,简直是为了

生存而挣扎 ,没有原则 ,没有抱负 ,没有计划。康拉

德作品中 ,有几个男性人物忠实于一种准则 ,这种

准则是在这困苦的人世间生活的一种手段 ,他们活

得来令人感动。老辛格尔顿勇于驾船外出 ,麦克沃

尔安然闯过了台风 ,他们都是在艰难困苦中坚强男

人的榜样。还有些人 ,像《特务 》和《在西方的眼睛

下 》中荒唐的革命者 ,他们忽视人世间的“黑暗 ”,

且追求异想天开乌托邦式的理想 ,设法苟且偷生。

也有“文明的 ”男人在社会上混日子 ;当马洛摆脱

了非洲的恐惧回来时 ,看见这些人感到很气愤。

另一方面 ,女人则“闷闷不乐 ”。她们是梦想

的守护神 ,梦想着爱 ,梦想着美 ,梦想着信仰 ,梦想

着希望。有人可能信这些东西 ,认为人世间是清白

的 ,因为黑暗是梦想的破坏者。也有人以为 ,他们

已看清楚了人世间更黑暗的一面 ,他们应该向女人

撒谎 ,旨在让他们在梦想中活着。古德向他妻子撒

谎 ;拉祖莫夫向纳塔丽娅 ·哈尔丁撒过一次谎 ;诺

斯特若默告诉吉色尔 ,实际上 ,他来着手解决被窃

的银两时 ,他来到大伊沙贝尔去拜访她 ;马洛和库

尔兹都向库尔兹的未婚妻撒谎 ;德科德要安东尼娅

告诉他 ,他的使命已“光荣而成功地完成了 ”。因

为有崇高的看法 ,女人就可英勇地行动 ,似勒纳德

斯一样 ,或她可以鼓舞男人去采取崇高的行动 ,如

安东尼娅 ·阿韦拉诺斯所干的。因此 ,康拉德笔下

的女性 ,皆有“支撑的幻想 ”、坚定的信仰 ,不管其

真实性如何 ,能够使行动成为可能。这种信仰构成

康拉德有些男性人物拒绝接受讽刺性的怀疑论 ;索

菲娅 ·安东诺芙娜说 ,《在西方的眼睛下 》里 ,“妇

女、儿童 ,以及革命者都讨厌冷嘲热讽 ,这否认了一

切本能、一切信仰、一切奉献、一切行动 ”。康纳德

的着眼点 ,不是女人的真实或幻想 ,而是追求有理

想的男人的那种冲动 ,即是艺术创作的冲动 ,“来

自于所谓的灵感 ”[ 13 ] ( P112)
,也就是激情与想象。

康拉德作品中描绘了许多定型的男女人物 ,而

这些人物并非是他非常感兴趣的。他一而再再而

三地描写使他着迷的不同人物 :这个男人的性格正

直 ,他认识到人世间可怕的真实 ,而且他的想象力

很丰富 ,他对超验观点的回应很热情。吉姆爷、马

丁·德考德、拉祖莫夫、阿克塞尔 ·海斯特、安东尼

船长、莫泽 ·乔治和汤姆 ·林加德 ,全是这种人物

的变形。其中 ,每个人物 ,被描写成为世界理想化

的概念 ,这个世界是女性的 ;每个人物也发现这是

一个反常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 ,希望破灭了 ,而且

梦想也渐渐等于零。所以不是康拉德创作的“枯

竭 ”,这使他去把他的主人公描绘成为麻木的解除

武装的软弱无能的人。某些人几乎不可能行动 ,因

为他们在人类两种矛盾冲突的观点中 ,感到心神不

安。可以肯定 ,康拉德极为赞赏一位叫麦克沃尔船

长对职责忠心耿耿的奉献 ;可是 ,就多数情况而论 ,

在艺术上 ,他没有找到感兴趣的人。一个人没有自

己的梦想 ,且相信唯心主义的希望是幻想时 ,那么 ,

这个行动的过程是十分清楚的 :他必须忠实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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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然而 ,他不相信 ,梦想就是幻想 ,世俗和天上的

要求既是强有力又互相抵消 ,那么谁也开不好船 ,

况且失败乃至背叛的可能性就极大。

多个讲述人和不以时间为序的叙述 ,“小说中

时间、地点错杂 ”[ 14 ] ( P576)
,是康拉德所使用的手法 ,

肯定同时又否定。他把人物的描写置于矛盾冲突

中 ,这需要极其高超的叙述技巧。莫泽认为 ,“康

拉德的精髓是他的复杂性 ”。为了创作的小说获

得希望的效果 ,即含糊不清、无结论性、涵盖面广 ,

以及不确定性 ,康拉德肯定理想同时 ,讽刺性地将

其暗中否定。罗亚尔 ·鲁塞尔说明 ,正是由于马洛

叙述的复杂性 ,吉姆才成了康拉德要他成为那种不

可思议的人物 :“马洛的手法暗示 ,他试图把吉姆

的光明与黑暗两面掺合在一起 ,在他成功与失败之

间划出一条依稀可见的阴影线 ,果然 ,这两面看上

去都含糊 ,要说吉姆的情况 ,可能全然不清楚 ,要说

吉姆是这个不可思议的人物 ,那么 ,也许无人的境

界能够确立 ,其中黑暗与光明可以共存。”在解读

《吉姆爷》时 ,人们对他的判断很难弄准。但是 ,有

人说 ,吉姆的梦想是让人轻视的幻想 ,也是非凡的

理想 ,这也没有说准。

康拉德整个创作生涯说明 ,他把他的魅力同人

类生存结合并做出多种解释。他曾给阿纳托尔 ·

弗朗斯写信 ,说 :“他知道 ,我们最美好的希望是不

能实现的 ;这是人类难以置信的灾祸 ,但也是其最

高的特权 ,追求不可能的东西 ;人类以其人性的力

量没有达到自己最高的目标 ,这种人性可以想象出

最大的任务 ,而让他们在不可能挽回的小事面前解

除武装。”他的早期作品 ,如同他的后期作品一样 ,

像弗朗斯所说的 ,企图表现人类最大的不幸 ,这也

是他最大的特权 ,他是一个梦想者。1910年之后 ,

更加清楚的是 ,他把男人的抱负等同于女人给他带

来的对爱的看法 ,他对人类生存的坚决主张没有减

弱 ;比起吉姆的胜利来 ,我们对海斯特的“胜利 ”不

应做太多的肯定。在康拉德一生 ,对其艺术上的衰

退可以有多种解释 ,但是 ,他对男人与女人的看法

有变化 ,而且他们在人世间的困境不是一两句话能

说清楚的。因为 ,“文学批评学就是要在这漫长的

历史 海 洋 中 , 披 沙 拣 金 , 提 要 钩 玄 , 弘 微 烛

幽 ”[ 15 ] ( P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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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Conrad’s V iew on W om en ’s Beauty in F iction

HE J ing2hong
( In ternational School of Comm erce, S ichuan In ternational S tudies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Joseph Conrad’s turn to stories focusing on his p rotagonists’relationship s with women in his later career is a con2
scious decision, not an unconscious shift. He puts great emphasis on descrip tions of the sexually stereotyped p rotagonists. The

tension between idealism and skep ticism is a feature of all his work. He both affirm s and denies the transcendent asp irations of

men. He uses both realism and romanticism in his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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