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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浊流》与《简爱》是19世纪中后期世界文学宝库中两颗璀璨的明珠，而最深入人心的当属两部作品的

女主人公：阿力和简爱。她们分别是由樋口一叶、夏洛蒂·勃朗特塑造的极具相似性的女性形象，是女

性意识觉醒的典型代表。一叶和勃朗特站在女性立场上，揭示了日本明治时代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性

的生存困境，控诉了19世纪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位于东西方的两个不同国家的两位主人公，虽然

初步萌发“人”的自主意识，但在“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和自身“依赖性”顽疾的影响下，她们的自

主意识仍具有局限性。 
 
关键词 

《浊流》，《简爱》，女性自主意识，觉醒与局限，类型学研究 

 
 

The Awakening and Limitation of Japanese 
and British Women’s Self-Consciousnes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19th Century 
—Centering on Troubled Waters and Jane Eyre 

Jiaying Gao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Mar. 17th, 2023; accepted: Apr. 14th, 2023; published: Apr. 25th, 2023 

 
 

 
Abstract 
Troubled Waters and Jane Eyre are two bright pearls in the world literature treasure-hous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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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and late 19th century. Higuchi Ichiyo and Charlotte Brontë are two very similar female 
images, which ar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waken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Ichiyo and 
Brontë stand on the position of women, revealing the Japanese Meiji era and the British Victorian 
era of women’s survival plight, accusing the 19th-century patriarchal society of oppression of 
women. Although the two protagonists initially sprout the consciousness of “man”, their con-
sciousness of autonomy is still limit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of “men are 
superior to women” and their own stubborn disease of “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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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日本作家樋口一叶和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都是 19 世纪极具世界影响力的女作家。她们着重关注

妇女问题，一生中创作了许多女性题材的作品。同时，她们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价值都和作家自身的性

格特质、所处时代的特征有着密切关联。其中，一叶的《浊流》和勃朗特的《简爱》都是优秀的自传体

小说。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阿力和简爱是具有强烈反抗和叛逆精神的女性形象，但由于父权社会的枷锁，

她们寻求独立之路依然艰难，背负着被扼杀的既定命运。 
本文深入挖掘《浊流》与《简爱》两部作品的文本，基于平行研究中的类型学研究对两部作品加以

综合研究。以两位作者相似的命运及创作背景为切入点，全面考察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和日本明治时代背

景下，女性自我探索的曲折历程，深度剖析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与局限，揭示 19 世纪中后期女性作家创

作的本质诉求。 

2. 19 世纪中后期日英社会对女性的规制 

2.1. 日本明治社会的妇女地位 

日本进入明治时期后(1868~1912)，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重大的复兴举措。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

明冲击的背景下，日本从此走上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并迅速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强国。明治维新在多方

面都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对日本女性的地位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在这一时期日本女性的地位得

到了提升。 
明治维新虽然使日本走上了近代化，女性地位有所提高，但却没能将妇女从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

她们仍然处于一些不平等制度的重压之下。随着文明开化运动使西方文化大量传入，自由民权运动对天

皇专制统治造成了直接的影响。于是，明治政府开始加强保护皇权，并逐渐放弃文明开化政策。因此，

受天皇制等多方面的影响，女性地位的提升仍然是微乎其微的。加之 1898 年《明治民法》的颁布，妻子

在法律上被视为没有能力的人予以对待[1]。这在法律上确保了父权家长制为特征的封建家族制度，重新

确立了男尊女卑的思想，再次将妇女置于无权地位。 

2.2.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妇女的社会地位 

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是英国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和大英帝国顶峰时期，经过科技的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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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积累，社会实现了快速转型。但是该时期也被人们视为英国国力、财富和社会环境之间存在显著

差距的例证。在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人们的思想却止步不前，尤其是女性的社会地位相

当低下。英国仍处于男尊女卑的社会当中，女性没有选举权、起诉权和财产权等权利。她们将婚姻视为

自己的目标，有了婚姻才有一个幸福的保障。 

3. 英日女性自主意识的萌芽与继起 

3.1. 女性自主意识的先后萌芽 

英日两国在女性自主意识方面呈现先后萌芽的趋势，具体需要追溯至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和日本明治

维新时期两个阶段。 
19 世纪前的英国社会，妇女仅仅局限于家庭琐事，在财产方面并不具备分配权。她们在启蒙思想和

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加入社会实践当中，直到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女性的自主意识逐渐觉醒。 
英国是最早迈入近代社会门槛的国家，也是近代最早建立代议制度的国家，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参

与政治的呼声越来越高，加之女权主义运动的驱使，女性逐渐争取经济上的独立地位，以及社会政治权

力上的平等地位。同时，资产阶级的出现和西方的先进思想逐渐取代旧有的封建主义和思想。女性的自

主意识在时代的推动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不断推动女性在社会的变化。 
迅速转型的英国给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尤其是对于当时较为落后的日本。日本在欧美列强的“外

压”下，通过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改革落后的封建体制，逐步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日本

实行文明开化期间，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思想就是启蒙思想。其解释为不断提高个人的觉悟和自发的能动

性，启发民众学习新的知识，企图让近代市民具有新的思考和认识。明治维新先后模仿英国和德国，因

起步较英国晚，日本女性在吸收先进的西方思想后使得长期受封建制度禁锢的日本女性，在西方思想文

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女性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开始萌发女性的自主意识。因此，不论从政治经济

还是文化社会的角度来看，正是因为英国最先迈入近代社会，成为近代国家，其女性意识觉醒的程度在

各方面要领先于日本及其他国家后期的发展，因此我们才能看到女性意识在英日两国呈现先后萌芽的局

面。 

3.2. 女作家的文学创作 

夏洛蒂·勃朗特诞生于 1816 年，时年 38 岁。在其去世 11 年后樋口一叶诞生，时年 24 岁。虽然身

处不同国度，但是同在 19 世纪的大环境下，两位深受父权制影响的女作家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因

此，她们笔下刻画出的女性形象也极具相似性。 
樋口一叶出身于没落士族家庭，仅仅受过三年半正规的学校教育。但是，一叶从小便不同于普通女

孩，她并不遵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日夜奋发读书，不安于传统女性的现状[2]。但是，一叶的

长兄和父亲相继因病去世，未婚夫单方面提出悔婚，让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于是，她积

极投身于写作之中，笔下的女性多为出身没落士族的女性，或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命运多舛的女性，这

些女性角色有别于同时期男性作家笔下塑造的近代女性形象，更接近古日本式的传统女性。夏洛蒂·勃

朗特幼年丧母，父亲收入很少，家庭状况十分凄惨。勃朗特先后进入寄宿学校和普通学校读书，而后又

在该学校当教师。做过家庭教师的她，最后投身于文学创作的道路。霍洛威(C. Holloway)认为“她的小

说主要是对个人经历的真实描述，她并没有独创小说的内容。”[3]她的经历为作品提供了许多灵感。 

3.3. 《浊流》与《简爱》的女性形象 

由于两位女作家生存的外部环境以及内心情感的关联性，她们塑造了极具相似性的阿力与简爱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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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形象。《浊流》与《简爱》通过阿力和简爱这两个鲜明的形象表现了作为时代女性不同寻常的反抗

意识。从身世命运上看，她们都是孤儿身份；从思想性格看，她们都有强烈的自尊心和追求自由的精神；

从终极关怀看，她们不顾男权社会的束缚，都向往追求纯真美好的爱情。 
首先，就孤儿身份而言，《浊流》中阿力在儿童时期就是一名孤儿，身为读书人的祖父遭衙门责难，

书籍被烧毁而绝食自杀。身为手艺人的父亲早逝，母亲又因肺结核离开人世，阿力流落妓馆“菊井楼”，

成为头牌娼妓[4]。一叶对阿力的描写道出了她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娼妓和同情。《简爱》中简爱由于

幼年父母的离世在舅舅家寄人篱下，从小身为孤儿的她在舅舅病逝之后，不断遭受舅妈及表兄等人的虐

待。而后简爱被狠心的舅妈送进劳沃德寄宿学校，现实的残酷让她不断心生反抗的意识。简爱认为学校

的生活并非她理想的生活，也并不能再继续忍受，于是她应聘了家庭教师的工作[5]。 
其次，两部作品都体现了反家庭叙事的女性小说中父权的“象征性”消失这一具体形态。两部作品

都以“构想父亲的缺席”对女性束缚于家庭的命运予以怀疑与否定[6]。两个家庭父权的“缺失”对女性

来说意义重大，可谓是作者笔下对于父权终结的一个隐喻。两位作者从设定人物之初就以此方式对父权

制予以抵抗，并且通过关注社会边缘女性群体，展现出作者女性自主意识的萌芽与觉醒。 
再有，两位作者塑造的人物阿力和简爱，她们超越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文化这一固有模式，使两

位女性角色拥有自主意识。阿力在“菊井楼”深受客人欢迎，但她自身却不甘愿嫁为人妻[7]。她对于“立

身出世”的理解是想要真正的出人头地。正因为身世与环境牢牢地桎梏着阿力，理想与现实的不匹配导

致她内心的不满不断涌现，女性的自主意识逐渐觉醒。她从菊井楼向独木桥环境的转变，阿力在如地狱

般的地方已经无法生存，对自身身份的耻辱感以及对自由的向往让她逃离菊井楼，摆脱这个令人窒息的

地方。 
简爱进入桑菲尔德庄园作为贫穷卑微的家庭女教师，通过她与罗切斯特的对话就可以看出她内心的

不卑不亢。她对罗切斯特发表了一篇宣言书：“我们站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8]
面对罗切斯特对简爱的挽留，简爱认为自己本该是一个自由的人。此外，罗切斯特要她马上放弃家庭教

师的工作，但简爱却坚持要自食其力，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这一表态在经济方面体现出自己独立自主，

不依附于男性的特点。当她在向罗切斯特表达自己的爱意时，罗切斯特回应道：“简，是你向我求婚的。”

简爱坦然地承认道：“当然，是我。”简爱的回答透露出坚定与自信，是反抗父权社会的女性代表。 

4. 日英女性的平等诉求与自主觉醒 

4.1. 《简爱》的历史超克 

简爱对舅妈的愤怒、在寄宿学校的反抗以及与罗切斯特真挚的爱情，可以窥见这是女性思想解放的

一次大胆尝试，也是向男权提出的一个挑战。简爱对罗切斯特的独白可谓打破了封建制度的禁锢，他们

身处不同的社会阶层，地位悬殊，加之罗切斯特是简爱的雇主。父权制下有明确的清规戒律是禁止妇女

与男子平等，并且与上流社会的贵族谈情说爱的。因此，从她的独白可以看出简爱内心敢于追求爱情的

勇气以及渴望平等的女性意识。对于圣约翰的求婚，她也做出了理性的选择，因为她知道自己爱的人并

非圣约翰，并且在这关键的时刻，她听到了来自简爱内心的超自然的“呼唤”，选择留在罗切斯特身边。 
《简爱》是划时代的叛逆性作品，简爱也成为了女性主义的模范。它所表达的思想在现代社会具有

深远的影响。第一，要拥有独立的人格，不能依附于他人，否则会丧失自己的权利；第二，要拥有独立

的事业，在事业的道路上自强自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第三，要追求朴实的爱情，不能盲目于金钱

和权势。可以说，简爱的思想境界已经超越当时维多利亚时期的普世价值，突破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

文化，突破了男性居高临下审视女性的固有模式，挑战男性社会权威。简爱可谓是传统女性叛逆者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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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一生经历挫折，但始终追求独立和平等。 

4.2. 《浊流》的简爱诉求 

《浊流》以阿力简单追求爱情为突破口，倡导平等理想化的爱情，无论爱情的结局是否圆满，都体

现出作者对该时代的思考。针对阿力对现实的厌恶之情，笹渊友一在《〈文学界〉和那个时代》中曾这

样评论：“这种对现实厌恶的激烈程度是和浪漫人的寻求自我解放的欲望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叶的作

品中“她以与尘世苦斗的心情尽情抒发了旧式日本女性的悲哀，几百年来被压迫的日本女性，直到明治

时期一叶这一才女的出现才第一次发出悲哀、痛苦的呼声。”[9]阿力认为结城是值得信赖的人，向他原

原本本道出自己的家世和内心真实的想法，与对源七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尽管源七对阿力念念不忘，

但他有妻儿，后来挥霍家产沦落到做苦力为生，这份执着并没有让阿力回心转意，反而她对结城的思念

和喜爱是她想要对简单爱情的诉求。 

5. 日英女性的适度妥协与自主局限 

5.1. 《浊流》的历史局限 

“一叶作为受旧文化熏陶的旧日本女性，她注定无法摆脱下层女性立场的束缚，也无法超越历史和

时代的界限，因此只能在作品中对同时代的女性寄予深切的同情”[10]。笔者认为，《浊流》的结尾向读

者暗示了阿力和源七二人的离世，虽然不知道是被迫还是自愿殉情，阿力的身心俱疲让她除了死亡别无

选择。她背负着被男权社会扼杀的既定命运，她的死也说明一叶对父权社会的极力控诉。虽然一叶无法

改变现状，但是她在写作中暴露出女性“依赖性”顽疾的问题给予后世思考。处于社会大变化的明治时

期，传统的社会道德标准依旧要求女性做出自我牺牲以成全家庭和社会，对下层女性更是如此。因此，

即便如阿力一样对生活怀揣希望，她的性别和职业终究无法实现出世的意愿，最终都无法摆脱社会给她

们的生活压力和社会道德的束缚。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完全解放，这是一个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而逐步实现的目标。

但是，妇女地位的提高也是相对有限的。受外力驱使下遭受严重民族危机的明治维新，留下了深刻的封

建残余。日本社会的等级观念、男尊女卑观念等，还不能够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因为英国和日本社会进

步的快慢不一，思想的解放程度也不同，因此相较于《简爱》，《浊流》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达到如《简

爱》一般思想开放，追求平等。这也是在十九世纪日英两国在创作思路上很大的不同点。从结局的构思

深刻再现了作者对于悲剧和喜剧结局的联想。阿力的死亡留给世人无限思索，也让阿力这个人物更加深

入人心，让人倍增无限惋惜。 

5.2. 《简爱》的依赖回归 

简爱与罗切斯特的角色无论在地位上还是在财力上都有无法逾越的鸿沟，虽然简爱拥有不卑不亢的

性格品质，但是仍对自身卑微的社会地位和平庸的外貌条件而感到自卑。简爱拒绝圣约翰的求婚，回到

罗切斯特的身边。一个家庭女教师总是坠入情网之中的情节设定，可谓是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宿命。 
虽然作品结尾的简爱获得了舅舅的遗产，以及罗切斯特双目失明等，使简爱拥有可以当家作主的条

件，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她内心的自卑和依赖情结，最终还是回归了传统的崇拜并且从属于男性的

角色之中[11]。因为该时代的女性是父权文化的产儿，她们无法避免主流意识对自身命运的影响。由此，

借助婚姻这个当时读者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削弱女主人公的权力，则是女作家迎合主流意识的必然。 
简爱通过自身的自立和反抗，虽然触及了传统价值观的一些局限性，但仍然无法突破传统价值观，

在她心中更多的是自卑而非自立。她将自己的地位置于男性之下，用灵魂和心灵的力量来探讨平等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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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简爱对家庭的渴望是对简爱心灵的回归，而圣约翰的出现则推动了简爱对爱的回归。夏洛蒂·勃朗

特建构的并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简爱内心的矛盾反映了夏洛蒂·勃朗特与自身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的斗

争，意味着夏洛蒂·勃朗特最终并没有超越社会和时代的局限。男尊女卑的思想源远流长，其发展历程

再次证实了波伏娃的名言“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构造的”。作为“第二性”的女性要抵抗强

大的父权社会是多么的困难，“男尊女卑”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心中。维多利亚时代晚期，

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社会进步，产生了新的思想和理论，女性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然而，当时人们

的思想仍然受到父权制的制约，因此简爱的回归也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6. 结论 

《浊流》和《简爱》带有明显自传色彩的小说，阐释了女性的价值观，勇敢地提出了追求平等、独

立、自由的女性主张。作者以自身人生经历塑造人物形象，从女性的视角观察世间百态，将自己主张的

艺术进行了再实践，其人物形象的鲜明性和思想的前瞻性都具备非常深远的影响。 
阿力追求着内心中简单的爱情，不甘身世的局限，在思想上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简爱追求着超越时

代的爱情，追求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将尊严摆在首位。她们自主意识的萌芽与觉醒在现实意义已经超出

了文学意义，激励人们思考时代的伟大。观其时代特征，19 世纪是日本与英国都处在飞速前进的时代，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都成为国家不断壮大的垫脚石，也帮助女性在发展中获得自强不息、

敢于反抗的勇气和毅力。19 世纪女性自主意识的萌芽让我们看到了她们背后的曲折历程，让我们对父权

制下的女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是我们不得不否认，封建因素的残留和“男尊女卑”思想的根深蒂固

导致两国在女性意识觉醒方面存在诸多局限性。《浊流》中无法摆脱身世命运的束缚以及《简爱》中无

法逃避依赖男权的现实，虽然思想上的觉醒有跨越时代的意义，但是在政治层面没有改变现实的悲惨，

摆脱不了时代的印记。英国作为大国在历史上扮演着领航者，而日本在西方列强的刺激之下也不断进步。

相较英国，日本的开化程度也导致女性在自我意识觉醒层面存在滞后性和不完全性，因此阿力与简爱两

位女主人公在思想上呈现出既相似又不同的局面。 
简爱与阿力人物形象的异同之处存在于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通过粗浅的梳理，对两

个人物形象、作者以及十九世纪日本和英国社会有更深刻的理解，更清楚地认识两国在女性主义觉醒的

关联性，对探寻整个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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