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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rama “Egmont” was adapted from a true story by the German writer Goethe. It is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lowland countries fighting against the ruling of Spain in the 16th century. In addi-
tion to shaping the tragic hero Egmont, it also created many distinctive characters, such as Earl 
of Oranji and the heroine Clara. As expected, in Goethe’s writing, the heroine is still portrayed as 
a characteristic with sympathetic destiny.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and self-realization 
theory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study of literary works. Therefore,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interpret Egmont by this theory, and analyzes the suicide outcome of the heroine Clara. Fur-
thermore, deeper reasons behind Clara’s suicide will be explored combing the social back-
ground of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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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戏剧《埃格蒙特》是德国作家歌德根据真实故事进行改编，以16世纪的低地国家反抗西班牙的统治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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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背景，除了塑造悲剧英雄埃格蒙特以外，还塑造了许多特色鲜明的人物形象，比如奥兰吉伯爵和女主

人公克拉拉。而不出意料地，在歌德的笔下该女主人公仍被塑造为令人同情的命运牺牲品。而马斯洛的

需求层次及自我实现理论在文学作品研究中有着重要影响，所以本文试图以该理论对《埃格蒙特》进行

解读，对女主人公克拉拉自杀结局进行分析，并结合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探求其自杀背后深层次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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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纵观歌德的作品，不管是他毕生都在为之创作的作品《浮士德》，还是其晚年作品《亲和力》，女

性都是以悲剧结尾，而《埃格蒙特》，这部歌德从 1775 年，在移居魏玛之前就已经开始创作，直至 1787
年去意大利旅行才完成的剧本，女主人公克拉拉同样无法避免其悲剧命运。不仅是歌德作品中的女性，

在同一时期德国其他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如席勒的《强盗》、《阴谋与爱情》，莱欣的《爱米丽娅·迦

洛蒂》等，女性都被作家塑造成命运的牺牲品，几乎无一例外死于谋杀或自杀[1]。这种整齐划一的女性

悲剧形象的塑造，显然不是巧合。本文将从歌德的《埃格蒙特》中克拉拉这一女性形象出发，以此为据

点，探求当时德国文学中女性悲剧形象背后的原因。 
克拉拉是埃格蒙特的心上人，刚开始，她是一个完全沉浸在爱情中的少女，但在得知埃格蒙特被设

计关进监狱后，她奔走街上呼吁民众营救埃格蒙特，可群众并未响应她，伤心之余选择了自杀。自杀的

背后到底是为了爱人殉情，还是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需要重新回到文本，对自杀原因进行细致的

剖析。 
对作品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其原因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著

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他将人的基本需要按金字塔

形结构分为五个层次，自下而上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以及自我实

现需要。他认为，人类行为是由动机引起的，动机起源于人的需要[2] (pp. 40-53)。而《埃格蒙特》中克

拉拉自杀的动机，正是因为经历了爱人即将离去的痛楚，感受到自己所处国家和社会的冷漠与背叛后才

产生的。其归属和爱的需要缺失，自尊需求得不到满足，自我实现失败，这些来自社会和自我实现道路

上的的阻碍，使克拉拉最终喝下毒药，踏上了死亡的道路。 

2. 自杀缘由 

2.1. 归属和爱的缺失 

马斯洛认为，人“一般渴望同人们有一种充满深情的关系，渴望在他的团体和家庭中有一个位置，

他将为达到这个目标而作出努力”[2] (p. 49)。所谓的归属和爱的需要是在满足了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后

产生的一种更为细微、复杂的情感需要，它包括无私的亲情，亲密的友情和甜蜜的爱情。克拉拉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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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非常细腻，对待爱情也及其尊重的一位女性。首先，她能区分对她的另一位追求者布莱肯伯格更多

的是友情和亲情，而不是爱情，对埃格蒙特才是爱情。在她与妈妈的对话中，她曾说：“我相信我从来

没有真正爱上过他……当我抬头看见埃格蒙特的时候，我就彻底地明白了缘由。”[3] (p. 374)。在最后选

择自杀的时候，她向布莱肯伯格坦白道：“我的哥哥早逝了，我选择了你来填补他的位置。”[3] (p. 432)。
她曾经爱过他，可是那是哥哥去世后的一种情感上的缺失，并不是真正的爱情，当然这种情感不仅折磨

布莱肯伯格，也折磨她自己。 
而对于埃格蒙特，她却流露出少女般的狂热的爱情。当士兵在途中唱关于他的荣誉之歌的时候，她

的心会猛跳到喉咙；当她在表亲家里发现一副模板雕像刻画的是伯爵的时候，她会大声尖叫他的名字…

甚至她觉得和埃格蒙特在一起的时候，她可以连基本的生理需要也可以不顾。当她妈妈表示家里没有什

么吃的时候，她说：“没关系！我觉得只要跟他在一起，我就不会感觉到饿，所以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他也不会有任何食欲的。”[3] (p. 401)。这样一个为爱痴狂的女人，一旦爱情缺失了，所爱之人不在了，

留给她的则是生活不尽的煎熬。 
哥哥的亲情能够弥补，可是对埃格蒙特的爱情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替代，她曾经对她妈妈说：“母

亲，就让那时刻到来吧，就像死亡。以前想到它就感觉很恐怖！但是如果它来了，如果必须的话，那么，

我们将要自己承受。我不能没有你，埃格蒙特！……”[3] (p. 401)，这里就已经预示了她后面自杀的选择。

所以当埃格蒙特被陷害入狱时，她不顾社会对女性的道德桎梏，奔上街头，为所爱之人奔走呼号。可是，

群众没有响应她，埃格蒙特还是即将面临绞刑，她已无能为力，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绝望，既然她的爱人

最终还是要穿过黑夜才能走向自由，那么她希望自己的道路能够“在这种黑暗中暗暗地引导我去和他相

见”[3] (p. 432)。 

2.2. 自尊需要的不满足 

在马斯洛看来，人在社会中生存和生活，都希望能够得到他人的尊重，尊重的需要得到满足，人才

能够拥有战胜一切困难，不断进取的信心。而尊重的缺失，会造成人的自卑、无助、胆怯，对周围一切

会产生不信任感[4]。 
歌德笔下的克拉拉并不是一个眼里只有爱情的女性，所以简单的把她的自杀归结成殉情就有失偏颇。

在所处的男权社会中，克拉拉心中也有一定的理想和抱负，有着对自由的向往。她有着巾帼不让须眉的

勇气，她曾对她妈妈说：“假如我是个男孩，我会跟随他左右，去每一个他要去的地方。我能做的是在

战场上扛着他的旗帜！”[3] (p. 400)。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剧中，只有两个女性形象，除了克拉拉，还

有一个就是女摄政王。虽然歌德没有安排她俩的碰撞，但是从克拉拉与埃格蒙特的对话中，也可以看到

这两个形象的对比。克拉拉在评价女摄政王时这样说道“在这个世界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很自在。她

有一种男子气概，不是家庭主妇类型的女人。她是伟大的、坚定的、果断的。”“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

人！我实在害怕站在她面前。”[3] (p. 404)。言语间流露出克拉拉对女摄政王的敬畏与钦佩。可是，尽管

有着男儿般的热忱和刚毅，但克拉拉毕竟生活在 16 世纪的尼德兰，生活在一个男权社会，没有办法赢得

与男性同样的尊重和权利。当她在街上为了埃格蒙特呼吁民众起来反抗的时候，民众并没有响应她，一

方面他们害怕当权者的势力，另一方面则是并不重视女性的发声。其中一位民众还说“你不会感到羞耻

吗，布莱肯伯格？不要让她继续这样，不然会大祸临头！”[3] (p. 426)。在她所处的社会里，女性活跃的

舞台更多的是在家庭，再往外就是逾越了。布莱肯伯格在劝解克拉拉回家的时候就指出了这种逾越：“回

过神来！看看自己！这些都是你在安息日才会想要走的街道。当你谦卑地走向教堂，在那里，我友好地

给你一个问候你也许都会不高兴。而现在你站在全世界的面前说话、做事。冷静点，亲爱的！我们何必

多此一举呢？”[3] (pp. 427-428)。克拉拉没有赢得所谓的尊重，永远都只能站在窗户背后的角落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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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意义总是依附于男人而成立，她意识到自己在这个社会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尊重需要得不到

满足，丧失了对自我的信心，更加刺激了她自杀的信念。 

2.3. 自我实现的失败 

在马斯洛看来，人最高层次的需要便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这包括对成就或自我价值的个

人感觉，也包括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其最终目标是自我实现，或是发挥潜能[4]。 
坚定克拉拉走向死亡的决心除了没有赢得尊重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对这个社会感到失望，而

她清楚地意识到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她永远都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爱人含冤入狱，她原本以为可以凭

借自己的勇气与执着，凭借着民众对埃格蒙特的尊崇与爱戴，他们会团结一致，敢于冒险，去包围敌人，

让埃格蒙特能够“再次在广阔的天空看到清晨赤红的黎明”[3] (p. 425)。可是她没有做到，她没能够号召

那些冷漠的群众。当权者的残酷，民众的淡漠，爱人的离去，这一切都让她感觉到失望与痛苦。她问自

己：“这是那个我什么都未经历就听到如此多的背叛以及喧嚣的世界吗？是这个世界吗？”[3] (p. 431)。
她还对布莱肯伯格说：“一起为我哭泣，为我们的祖国哭泣，并为独自维护着她的人哭泣。目前的这一

代还必须忍受痛苦悲哀，就是同仇敌忾的愤怒也不能将这种悲哀打消”[3] (p. 432)，在这样一个充满着冷

漠与背叛的社会，克拉拉意识到自己将永远无法找到自己的价值，所以她选择用死来追求自由，用自杀

的方式来实现自己最后的价值：幻化成一个象征自由的女神来到埃格蒙特的身边，鼓励他不要垂头丧气，

也提醒他要摆脱束缚，让埃格蒙特在最后的时刻没有恐惧和逃脱，反而展示出非常不凡的见地和超出寻

常的通达，“而现在，我要从这个地牢出去，面对这无上荣耀的死亡，我为自由而死，为我过去的生活

和战斗而死”[3] (p. 442)。克拉拉在最后终于实现了如她呼吁群众的那样：“……我的存在可以把你们的

灵魂点亮……我就是一面飘扬的旗帜，尽管手无寸铁，却能够在前面引领英勇的武士队伍。那样我的精

神就像火一样，在你的队伍里永存。……”[3] (p. 426)。最后尼德兰的民众为了他们的自由，为了自己的

家园和亲人，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冲破了暴君专横的堡垒，谱写了一首胜利的交响曲。虽然克拉拉没有

在生前拯救自己的爱人，埃格蒙特最终还是走向了绞刑架，但克拉拉死后那美丽的幻象带给埃格蒙特的

是向死而生，为自由而死的英雄气概。克拉拉的血没有白流，她用生命完成了她最后的使命。 

3. 社会背景 

《埃格蒙特》源于狂飙突进末期，却终于“魏玛十年”之后，创作跨度长达十二年之久，作家的思

想从早期的奔放与激情转变为后来的沉稳与妥协，但这个时候的歌德对女性可以独当一面，不管是对社

会中担任职务的女性，还是德国文坛中的“天才女性”都有所怀疑，在《歌德谈话录》中，1825 年，歌

德的朋友评价妇女在结婚后就不会想到要做诗时，他并没有追究，反而说道，“……但是就妇女在其他

方面的才能来说，我倒是经常发现妇女一结婚，才能就完蛋了。我碰见过一些姑娘很会素描，但是一旦

成了贤妻良母，要照管孩子，就不再拈起画笔了。”[5]。当然这一看法在后来有所转变，特别体现在歌

德对中国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但这一时期女性社会地位普遍低下却是不争的事实。 
再看同一时期的德国文学作品，像克拉拉这样以悲剧收场的女主人公并不少见，席勒《强盗》中忠

贞不渝的阿玛莉亚死于恋人的枪下，《阴谋与爱情》中美丽动人的路易斯被妒火中烧的男友哄骗饮下毒

药[6]，莱欣《爱米丽娅·迦洛蒂》中少女爱米丽娅为了不被公爵夺取贞操，请求赶来的父亲杀死自己。

这些在作者笔下沦为命运牺牲品的女性，恰恰是当时德国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的真实写照。虽然当时德

国也受法国大革命思潮的影响，也高呼《人权宣言》中所主张的“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但这些自由平等实际上却只是男人之间的平等。女性社会低下，不管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还是现实中

的女性角色，大多都是婚姻和家庭的受害者[6]。她们更多的是在男性的束缚下生存，没有社会地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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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不上在政治或社会舞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自我实现的需要往往得不到实现。能够维系她们生活的往

往是家庭或者爱情，所以，如果连这些都失去的话，她们就会陷入绝望，徘徊在生死边缘。 

4. 结语  

爱的缺失，自尊需要的不满足，以及自我实现的失败把克拉拉推向了绝望的边缘，最终她用自杀的

方式来实现自己最后的价值——为埃格蒙特指引通往自由的道路。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前四种

需要是缺失性的，而自我实现的需要则是成长性的。缺失性需要起源于实际的或感知到的环境和自我的

缺乏，这些是完全依赖于外界而存在的。埃格蒙特的爱情，社会中他人的尊重，克拉拉感觉到了这些缺

失，生活失去平衡，萌生了自杀的动机，但真正促使她走向死亡的则是成长性动机——自我实现。马斯

洛认为，自我实现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会上升为优势需要[2] (p. 57)，这类似于人们心中的信仰，是一个

人可以为了捍卫它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东西。被克拉拉称之为信仰的则是她可以为之奋斗的自由。她在最

后希望用死亡来联合大家，在死后成为自由的化身，带给埃格蒙特勇气，带给尼德兰民众鼓舞。用这种

方式完成自己的使命，实现自己的价值。 
另外，作者创作时期的德国仍旧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实现自己的价值。这种不平等现象也体现在了作品中，鲜有发出激进声音的女性形象，而且她们大多伴

随着男性同伴出现，并依附于他们而存在。这种女性悲剧形象一方面是作者给予其命运的同情和怜悯，

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社会女性无法避免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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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对关心我的家人、老师、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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