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３１ 卷第 ３ 期

Ｊｕｎ．２０１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３１　 ＮＯ．３

ｄｏｉ：１２．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０５９８．２０１４．０３．０２０

往复于其“实”所是与其“欲”所是
———论《送冰人来了》中自由价值下的身份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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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奥尼尔的经典之作《送冰人来了》是一部阐释价值体系更迭中个人身份破裂的悲

剧。 剧中，美国梦破灭的酒徒们被物化隔离，正不可逆转地滑向荒诞虚无的深渊。 他们试图超

越、割裂传统，走向荒诞带来的阵痛，却在其实所是与其欲所是的错位中破裂了身份。 一方面，
面对不堪的其实所是，他们狂饮作乐，长梦不醒，勾勒出一个美好的其欲所是，以白日梦自欺的

维护着主客体自我的省识与统一，社会身份因而趋向破裂；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废弃上帝解除

了枷锁和负罪感，追逐绝对的自由却被自由所奴役，在这一悖论中，他们丧失了信仰，宗教身份

走向破裂。 剧末，狂欢的酒徒实现了对痛苦的抗拒。 拒绝痛苦即接受荒诞，在非理性的狂欢

中，酒徒们的个人身份完全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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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送冰人来了》（以下简称《送》剧）是美国戏

剧之父尤金·奥尼尔的经典之作。 该剧以独特的

视角，平实深刻地描绘了传统信仰失落、拜物主义

和自由主义泛滥的背景下个人的身份破碎问题。
价值体系的蜕变与个人自由的悖论激烈碰撞演绎

了一出个人身份破碎之悲剧。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意识是对某物

的意识，这意味着超越性是意识的构成结构，也就

是说，意识生来就被一个不是自身的存在支撑

着。” ［１］ （２０）意识出场总是指向对象，意识指向对

象是对自我存在的揭示，“是一个先在的包含了

他者或对象的二元结构。” ［２］ 换言之，对意识的意

识 是 对 无 对 象 物 的 意 识， 是 一 种 虚 无

（Ｎｏｔｈｉｎｇｎｅｓｓ）。 一个人只要不想归于意识的虚

无，他就必然作为对象而存在，并且对他人眼中的

客体我做出连续的反应来揭示自身的存在。 萨特

断言人的存在是一种为他的存在，“我通过他人

的显现本身，我才能像对一个对象做判断那样对

我本身做出判断，因为我正是作为对象对他人显

现的。” ［１］ ２９２萨特提出，人正是在客体化或成为非

其所是中产生了自由，自由显现于人的选择和行

动，但也必须对这一选择和行动负责。 人向他所

不是者的超越，是对其本真的僭越与背叛，从而产

生了在不诚与本真之间的冲突的可能性。［３］８５

《送》剧中，众酒徒被物化隔离，迷失了宗教信仰，
这是他们不敢直面的主体我———其实所是；同时，
他们到白日梦中去追寻人之为人的尊严和意义，
在一个封闭的社会角落建构一个体面的客体

我———其欲所是。 他们沉浸于白日梦的自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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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绝对自由，因而无法在主体我与客体我中保

持一种连续的省识，割裂了自我的身份。 《送》剧
以戏剧化的艺术效果描绘了人在其实所是与其欲

所是之间挣扎而身份破裂的悲剧。

二、社会身份的破碎
在以财产私有和自由竞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

社会，职业职责“是社会伦理的最重要特征，一定

意义上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基。” ［４］２７ 换言之，
资本主义社会“伦理的‘至高至善’，即尽量的赚

钱。” ［４］２６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体要维持自己的社会

身份就要将这一伦理规范内化为行为准则，形成

一个为社会接受的客体化自我，并“尽最大所能

承担起他人的角色，而同时仍然承认这种角色是

被自由选择的。” ［３］７１即，在真诚之中维护主体我

与客体我的连续省识。
《送》剧中，众酒徒都曾怀有美好的美国梦，

而现在都成为美国梦的弃儿。 他们对于职业的态

度是：“能不干就尽量不干”。 “有时某人家里的

亲属每月给几块钱，只要他们不再回家” ［５］２６，他
们在物质角逐中失败，主动拒绝了自己的社会身

份，成为堆积于霍普酒吧（Ｈｏｐｅ）的浮萍，这是他

们不愿直面的其实所是。 然而，物质匮乏对他们

而言是一种客观上的无奈，主观上则难以释怀。
于是，他们沉浸于白日梦，不断吹嘘自己所谓“辉
煌的过去”，期待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并自欺地将

这种辉煌等同于他人眼中当前的自我。 二十年没

有出过门的哈利打算明天就走出酒店竞选市议

员；乔认为自己是一位受尊重的白人，并打算重开

一家赌场；刘易斯将荣归故里；麦格洛因将获平反

并复职；威利将重整旗鼓再做律师；科拉和查克即

将结秦晋之好赴新泽西安家；罗基认为他是有正

当职业的酒保而非拉皮条的；珀儿和玛吉则坚称自

己为“马路小姐”而非妓女。 任何自欺都是基于一

定的价值肯定，否则自欺没有任何意义。 白日梦构

建的客体我是他们眼中一个值得肯定的对象，即常

人眼中具有价值的体面职业和正常化的生活，这种

自欺是他们对其欲所是的精神超越。 众酒徒聚于

霍普酒吧，狂饮作乐，熟睡不醒，享受着自由不羁的

快乐，用白日梦编织着人的尊严和意义。
酒吧里有一种微妙的和谐关联着每个人，这

种和谐显示了人物的“幽默感，友谊，温暖的人情

味和心底的深沉的潜在的满足。” ［６］ 这种和谐源

于众酒徒对彼此白日梦惺惺相惜的呵护和由此建

立起来的主客体我之间的连续省识。 同病相怜的

酒徒沦落到绝望的“霍普酒吧”，他们不直面其实

所是的主体我，通过自欺和说谎构建一个其欲所

是的身份。 这一身份被认同的前提是接受他者同

样靠自欺构建的身份，要让他人接受由白日梦构

建的客体我，首先要接受他人同样虚无的客体我，
即，呵护他人的白日梦就是呵护自己的白日梦。
“每个人都尽可能让自己从属于一个群体，在思

想上，感情上和行为上都和这一群体保持一致，通
过这种一致来获得安全感。” ［７］ 这种一致就是酒

徒们彼此合作护梦，这使得霍普酒吧从封闭的绝

望角落变成了社会的替身，他们联手营造了一副

他们就是名副其实的其欲所是的假象：霍普是一

位有雄心壮志的议员候选人，乔是一位受尊重的

白人，麦格洛因会很快复职。 置身这一虚拟的社

会，酒徒可以享受人的尊严和意义，可以在彼此的

默契、妥协和友谊中维持主体我和客体我的连续

省识，维护社会身份的完整。 酒徒们的这种关系

“剔除了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因素，
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关系，它的存在只能是狂欢式

的，是一种暂时性的行为。” ［８］

面对真实的社会时，他们在虚拟社会中构建

起来的主客体自我的统一变得支离破碎。 希基是

社会的代表，是剧中唯一尝试重返真诚的人。 屡

屡背叛妻子的希基通过撒谎和痛改前非的忏悔构

建了一个虚无的主体我，而妻子对其谎言的认可

则把他变成了非其所是的虚无对象，主体我与客

体我遭到否定的希基遁入双重的虚无之中，痛苦

不堪。 弑妻之举即是希基重返真诚的代价，向酒

徒们推销自己的行动哲学其实是自感罪恶深重的

希基用来支撑内心摇摇欲坠的正义底线———弑妻

无罪，因此，希基不会对酒徒们的白日梦有惺惺相

惜之感。 希基的倒梦运动把他们不愿直面的其实

所是血淋淋的展现出来，靠自欺维系的主客体我

之间的省识被粉碎。 希基是霍普酒吧和社会之间

的一座桥梁，酒徒们面对希基就是面对抛弃他们

的世界，面对不堪的其实所是与其魂牵梦绕的其

欲所是之间永恒的冲突。 自我社会身份的破裂令

酒徒们痛苦不已，他们恐惧不安、垂头丧气，整个

酒吧更是敌意丛生、人心惶惶，连酒都失去了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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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味道。 他们将痛苦归咎于希基，斥之为 “死

神”。 当希基坦白弑妻之罪时，他们欢呼雀跃，理
直气壮地认为是一个疯子搅乱了他们的生活。 希

基是现实社会的代表，否定希基即否定主体我，亦
是对白日梦构建起来的客体我的肯定。 经历此风

波，酒徒们认识到白日梦的意义，他们心安理得地

接受白日梦，拒绝痛苦，并细致呵护彼此的白日

梦。 感到痛苦意味着他们并不认同这种荒诞虚无

的身份破碎，然而，他们那颗因物欲而膨胀的心已

失去了往日的弹性，无法重拾人之为人的基本尊

严和意义。 拒绝痛苦正意味着对荒诞的认同，把
荒诞作为新的真理价值标准，并从这种价值同构

中营造主客体自我之间一种虚无的和谐与省识。
全剧结尾又回到了开头那样的和谐欢乐之中，看
似走了一个圈，实则他们在这一个轮回中身份彻

底破裂，灵魂走向彻底的虚无。

三、宗教身份的空位
霍普酒吧的酒徒们是物质角逐的失败者。 在

拜物的社会里，物质占有的失败会使个人倾向于

自我否定，对社会产生隔离感。 然而，他们并未诉

诸于宗教来重获归属感，平衡由于物质匮乏而导

致的人格自我评价的贬抑，而是狂饮作乐，迷醉不

醒，在白日梦里追求绝对的自由。 人与神的关系

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延伸，酒徒们的自欺导致了社

会身份的破裂，同时，在二十世纪初社会价值观的

动荡中又丧失了宗教信仰，宗教身份也走向破裂。
酒徒们大都靠救济过活，对职业的态度是

“能不干就尽量不干”。 他们俨然成为社会的寄

生虫，这与清教不劳动者不得食的信条背道而驰。
如斯特林堡所言：“自然主义者通过废除上帝废

除了犯罪感。” ［９］ 上帝死了，人就自由了，酒徒们

正是通过废除上帝才心安理得地去追逐无限膨胀

的自由。 萨特指出：在伦理选择中自由必须选择

自己同时作为存在又作为虚无。［３］ ５９存在是具体

境遇，虚无则是对境遇的超越，这是自由地内在构

成要素。 离开了对具体历史性和社会性境遇的认

识，自由则成为不自由，这是自由的悖论。
酒徒们的自由 “不受政治上、社会上、工作

中、家庭中任何权威任何历史文化传统的约束，它
意味着个人不需要对社会、对集体、对其他人负

责。” ［１０］社会是许多人彼此制约共存共赢的集合

体，融入社会就需要超我适当压抑本我中不利于

共存的利己本性。 绝对自由就意味着这种制约结

构的瓦解，人隔离于社会之外，自由就无从谈起。
他们在现实社会中自由地选择了不堪的其实所

是，却在白日梦中构筑着美好的其欲所是，并在白

日梦与现实的错位中迷失了自我，丧失了行动能

力。 酒徒们选择了酗酒迷乱，却期望得到荣耀和

体面；刘易斯和麦格洛因都选择了渎职，却期望得

到肯定和晋升；韦乔恩选择了逃跑，却期望英雄般

地荣归故里；希基选择了背叛，却期望得到信任和

忠诚。 存在主义认为，人的自由是通过人的选择

和行动表现出来的，但人也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

责任，去承担这一选择所带来的一切后果。 在霍

普酒吧，酒徒们挣脱欲望的枷锁，非理性肆意狂

欢，自由无限膨胀。 他们自由地选择了他们的存

在，他们的存在让一切意义和价值虚无，于是世界

显现得如此荒诞。 在西方文化中，上帝不仅意味

着欲望的枷锁，也代表着人类终极的善和一种人

文关怀。 “上帝死了”，人类并未因此独立和脱

昧，而是更加渺小和无助，心灵迷乱，灵魂空虚。
一种强大而未知的凶险力量在上帝的位子上张牙

舞爪，人类陷入绝望与迷乱，于是福柯惊呼：“人
也死了”。 这是酒徒们的真实写照，宗教身份的

丧失使他们如一群丧失行动能力的尸体，只有在

梦中他们的行动能力才能恢复。
酒徒等待希基和希基弑妻都是宗教身份破裂

的隐喻。 酒徒们狂饮作乐，醉生梦死，等待希基的

到来，因为希基就是他们的救世主，总是给他们带

来欢乐和美酒。 然而，到来的希基不是救世主而

是死神，他不仅给酒吧带来了死亡气息，还亲手杀

害了发妻，理由是：“让她安宁，把她从爱我的苦

境中解脱出来。” ［５］ ９０５ 酒徒们翘首以盼的救世主

居然是死神，这恰恰是对他们处境的绝妙讽喻，在
精神层面上，他们等待的只是死亡。

此外，希基弑妻也是他们宗教身份破裂的微

妙隐喻。 希基的妻子伊芙琳是传统价值理念的完

美化身，是一个家庭天使，“温柔、爱怜、慈悲、宽
容，这些情感禀性都显露在她脸上” ［５］９０２身为推销

员的希基擅长推销并消费由谎言构成的自我，屡
屡背叛妻子的他靠谎言构筑了一个美好的其欲所

是，也得到了妻子的信赖。 但妻子所爱的是其欲

所是，而非其实所是，这就构成了对希基主体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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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 到后来，绝望的伊芙琳也开始自欺地将希

基等同于他谎言中的其欲所是。 而希基清楚，妻
子所爱的是谎言中的他而非真实的他，即非其所

是。 妻子对谎言的认可把希基变成了一个非其所

是的虚无客体。 靠谎言获得别人真诚的希基遁入

主客体自我的双重虚无之中，并因此痛苦不已。 希

基的痛苦说明他正处在与传统伦理决裂的前夜，传
统思维在惯性地影响着他，如果他能从容坦然地愚

弄他的妻子，说明他彻底摆脱了上帝。 所以他杀死

妻子，尝试摆脱心灵的折磨，重建主客体我的连续

省识。 “如果上帝死了，那么一切都是允许的

了” ［１１］希基弑妻就是杀死上帝，希基来了，就是上

帝走了，这恰恰是对酒徒们宗教身份的隐喻，酒徒

们在价值观的更迭中遗弃了宗教信仰，在自由的悖

论中丧失了理性，走向了虚无，宗教身份破裂。

四、结　 语
《送》剧中，美国梦破灭的酒徒们面对不堪的

其实所是痛苦不已，他们试图超越这种痛苦。 他

们酗酒狂欢，长梦不醒，然而这种自欺实现了对痛

苦的抗拒，却导致了身份的破裂。 一方面，他们选

择酗酒，却不愿去承担酗酒带来的迷乱和空虚，依
然向往尊严和体面。 在白日梦中他们自欺地构建

了一个美好的其欲所是，并在虚无和荒诞中维护着

主客体我的省识与统一，社会身份走向破裂［１２］。
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否定一切现存伦理价值来摆脱

负罪感，并在白日梦中追求绝对的自由。 在自由的

悖论中，他们丧失了信仰，宗教身份走向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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