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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til now, there is much study on the features of modernism that reflected in Mansfield’s short 
stories. However, her unique characteristic of modernism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male writers of her time 
is always neglected, and there have been no due and convincing interpretation of it up to now. This paper in- 
tends to make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female version of modernism in Mansfield’s short stories and tries to 
interpret from two new perspectives: 1) lyric poetry of alienated people’s spiritual world; 2) triviality and 
transient impressions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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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国内外对于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所体现的现代主义特征已有不少研究，但是她的不同于

同时代男性现代主义作家的独特之处往往被忽略，至今尚缺乏充分的阐释和分析。本文试图弥补这方

面的欠缺，将从异化人精神世界的散文诗和生活的细枝末节和瞬间印象两个方面对曼斯菲尔德短篇小

说所体现的女性版本现代主义进行深入的探讨，力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加深对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的理

解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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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现代主义文学重要的塑造者之一，凯瑟琳· 

曼斯菲尔德与她同时代的那些男性现代主义作家的

作品风格有着诸多不同之处。在书信中曼斯菲尔德将

男性现代主义作家称之为“这些忧郁而神秘的年轻男 

士”(these dark young men)，她不喜欢他们，因为他

们“不自然，伤感，有时还很傲慢[1]”。实际上，她

的这种态度在她的小说《我不会讲法语》(Je ne Parle 

pas Francais)和《巴克妈妈的一辈子》(Life of Ma Parker) 

等中都有所体现，小说中男主人公的身上都有这些男

性现代主义者的影子。克莱尔·汉森(Clare Ha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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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于艾略特和庞德所代表的锋刃派/硬边绘画派般的

男性现代主义(the hard-edge male modernists)，代表了

一种女性版本现代主义(a feminine/female version of 

modernism)，然而，她并没有就此展开详细论述[2]。

以往国内外对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的研究也没有给

予曼斯菲尔德的女性版本现代主义足够的重视，因此

本文将从异化人精神世界的散文诗和生活的细枝末

节和瞬间印象等方面对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所体现

的女性版本现代主义进行深入的探讨，力图从一个新

的视角加深对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的理解和阐释。 

2. 情节淡化的抒情诗 

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的厮杀和争夺，其野蛮性和

破坏性彻底摧毁了西方人传统的基督教义、生活价值

观念和道德准则。艾略特、庞德、乔伊斯等男性现代

主义诗人和作家愤世嫉俗、借古讽今，对战后西方文

明的衰落、道德的沦丧、人们信仰的丧失以及精神的

死亡等等做了深刻的揭露，对百无聊赖、庸俗麻木的

人们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作为现代主义作家，曼斯

菲尔德的短篇小说同样体现了她对异化的现代人的

精神世界的高度关注，真实地反映了现代人的生存状

态，深刻地透视了现代人的异化感和精神危机，充分

地折射出备受机械文明压抑和扭曲的现代人性。她描

写了“主要人物的精神之死”，而这种死亡是不为人

物所知的；在她的故事中有“对腐化的谴责(a cry 

against corruption)，特别是对精神败落的谴责[1]”。曼

斯菲尔德自始至终关注和探索人物细腻而骚动不安

的精神世界，塑造了无数敏感而寂寞的灵魂，折射出

丰富的心理画面。她倚重于人物的内心、精神和意识，

运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梦境、幻想和闪现(glimpse)

等意识流的技巧创作出成功的短篇小说。 

然而，就不同之处而言，如果说同时代的男性现

代主义诗人和作家的作品基调阴沉暗淡、阴郁感伤，

“有不少坟坑、腐草、垃圾的味道”，是压抑的灰黑

色，那么，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则意境阴柔悠远，

弥漫着一种怀旧情绪，是忧郁的淡蓝色[3]。曼斯菲尔

德的诗人气质，以及其作品的怀旧氛围和疏淡素雅之

韵使她的小说具有散文诗的风格。曼斯菲尔德善于捕

捉人物感情瞬息间的变化，其小说抒情氛围浓重，充

满文体之美，具有女性的柔美气质，正是多萝西·理

查逊所倡导的“女性气质的散文[4]”。“她的文字风

格让读者感觉像是婉婉对谈，如沐春风，即使是最不

重要的作品，读者也会感觉十分愉悦[5]”。比如以下

短篇小说《布里尔小姐》(Miss Brill)开头的一段描写： 

虽然天气那么晴朗——湛蓝的天空涂抹了大片

的金光，就像公园里泼洒了白葡萄酒，布里尔小姐还

是庆幸自己围上了毛皮围领。空气凝滞不动，但当你

张开嘴，就扑来一丝凉气，就像你即将啜饮一杯冰水

前的感觉。不时有一片叶子从不知何处，或从空中飘

舞过来。布里尔小姐抬起手，轻轻地按了按她的毛皮

围领。可爱的小东西！又摸到它，真是惬意！[6] 

就作品整体基调而言，“文如其人”对于曼斯菲

尔德是非常恰当的评价。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像她

本人一样轻灵飘逸，美丽动人。她的作品以敏锐的观

察、细腻的感受以及意境优美的诗化语言取胜。“对

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来说，她的目的就是寻求一种特

殊的散文形式来表达她那种‘碎片感’式的体验，通

过将她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一切与‘生活中那种稀有的

想象统一起来’，来表达她对和谐情愫的追求和向往
[7]”。曼斯菲尔德写的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意境。

“在曼斯菲尔德的作品中，我们得到的是情感的印

象，而不是知道更多的故事[8]”。她善于以轻灵飘逸

的笔触捕捉人物感情瞬息间的变化，抒情气氛浓重，

回荡着散文诗的旋律，正如徐晗所说：“她的小说更

像是生活画面，其小说的情节不过是为了表现人物精

神世界的依托。情节淡化使她的作品具有散文诗的随

意性、诗歌的空灵感和寓言的哲理性[9]”。 

曼斯菲尔德的新西兰系列短篇小说诗意最浓，具

有强烈的抒情气氛。对梦幻般的新西兰海湾和富有田

园气息的生活的描写使这一系列的短篇小说优美得

宛如散文诗。无怪人们说曼斯菲尔德的最大成就就是

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体裁，甚至有人说她的小说可作

为诗来欣赏。《在海湾》(At the Bay)充满了对自然景

物的抒情描写，曼斯菲尔德淡化情节和人物，以抒情

散文的笔法展开了一副充满诗意的新西兰海湾的美

丽图景： 

清晨，太阳还未升起，整个月牙湾笼罩在白茫茫

的海雾之中。海湾后面那些树木丛生的高大山丘周围

雾霭弥漫。望不出哪里是山脚的尽头，哪里是一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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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场和平房的起点。沙滩一过就是围场和平房了，此

外并没有那些长着红色野草的白沙丘，所以找不到什

么标记可以分清何处是岸，何处是海。降下了浓雾，

草色碧蓝[6]。 

潮水已退，海滩上空无一人；温暖的海水懒洋洋

地在荡漾着。日光火热地照射在细沙上面，炙烤着那

些灰色的、蓝色的、黑色的和带白纹的卵石。阳光把

贝壳凹窝里的小水珠吸掉，并使在沙丘内盘来盘去的

粉色牵牛花看上去浅如白色。万物静止，唯有小沙蚤

除外，噼——噼——噼！它们跳个不停[6]。 

一小片浮云，从容不迫地飘过来把月亮遮住。在

这漆黑一片的时刻，大海的涛声深邃而恼人。浮云飘

逝，海水在低声细语，宛如刚从幽梦中醒来。万籁寂

静[6]。 

在她的小说中，曼斯菲尔德运用拟人、比喻和象

征等诗意的语言和修辞方式使她的字里行间处处闪

耀着诗的光芒。贝慈认为，曼斯菲尔德将伊丽莎白时

代抒情诗的想象力、优美细致、外形轮廓和彩色奇想

融入短篇小说，使之获得新的生机，新的结构，最重

要的是一种透明的特质[8]。读者在阅读曼斯菲尔德的

小说时的确享受到了如诗般的凝练、简约的文体美和

音乐美，而这些美的享受在同时代的男性现代主义作

家的作品中是无法寻求的。 

3. 寓情于景的印象主义 

没有男性现代主义作家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关注，

曼斯菲尔德以她清新淡雅的笔触细腻地描绘了生活

的本色，以微不足道的小事呈现了生命的真面目，正

是平淡之中见新奇和深意。罗莎蓓儿睡梦中嘴角漾出

的一丝笑意；在墨水瓶盖和银相框上舞动的阳光光

点；年轻工人用手指捏薰衣草的嫩枝后将手指放在鼻

子前闻馨香的细小动作；以及布里尔小姐张开嘴时感

到的如啜饮一杯冰水前的一丝凉气，这些细致入微的

描写似乎留有余韵，令人回味无穷，正如毛姆对曼斯

菲尔德的评价：“她特别善于细致观察，这方面的天

赋超乎寻常，而且还能将大自然给人的种种感受，乡

村特有的气息，清风和雨点，碧海和蓝天，树木、水

果和鲜花买描绘得格外细腻精致[5]”。 

曼斯菲尔德那些描写日常生活的短篇小说，特别

是新西兰系列的短篇小说，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郁的思

乡情绪，在这一点上她似乎与乔伊斯对都柏林的厌恶

——“可爱、肮脏的都柏林”(用他自己的话说)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序曲》(The Prelude)和《在海湾》

等小说以家庭纪事体的文体，描绘了一副大家庭日常

生活的真实画面。纳里曼·霍马斯基谈到曼斯菲尔德小

说在认识生活的提示作用时说：“千家万户日复一日

地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不以为

然。这些我们视而不见的事物，在我们的意识中就像

浮尘在空气中飘动一样。只有当从缝隙中射进一线阳

光，照亮那薄薄的一片，我们才意识到浮尘的存在
[10]”。曼斯菲尔德的小说就是那“一线阳光”，它们

使每个读者更深刻地体味和理解了普通人习以为常

的生活——平淡之中糅杂着些许苦楚或是几丝幸福。

曼斯菲尔德从一连串的日常生活的细小片段中揭示

深刻内涵，展现了其中蕴涵的人生哲理。另外，就小

说中的人物而言，他们性情各异，天真烂漫、富有同

情心的小女孩儿凯西亚，慈祥善良、终日操劳的姥姥，

古怪寂寞、不苟言笑的琳达，讲求实际、渴望儿子的

斯坦利，爱慕虚荣、性格复杂的贝丽儿等，这些都是

普普通通的人，然而曼斯菲尔德却通过一系列无情节

事件的展开使他们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整个文学

界听惯了尖啸刺耳的枪炮声，写惯了触目惊心的丑

闻，看惯了大画面粗线条，像曼斯菲尔德那样敢用普

通人家的普通一天作为小说素材，需要胆略，更需要

高超的艺术表现能力[11]”。贝慈也认为曼斯菲尔德对

于普通人的关注和描写具有独特的个人气质和强烈

的吸引力：“没有什么作家能成功地模仿她极富个性

的写作手法，尽管很多人学着她从周围人平凡而琐碎

的行为中榨取价值和意义[8]”。 

曼斯菲尔德在其创作中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捕捉

生活的细枝末节和转瞬即逝的印象，表现那些偶尔引

起她注意的人物、事件和场景。她通过对瞬间印象的

刻画来揭示这些信手拈来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个片

段，显示出生活本身的流动和变化，以及每一变化瞬

间的独特性： 

她平静地倾听着。房子里所有的门似乎都打开

了。轻捷的脚步和这里那里的话音使得房子里充满了

生气。通往厨房一带的包着绿毡的门开了又关上，发

出闷住的声音。这时传来了一阵刺耳的嘎嘎声。那是

在推动沉重的钢琴，琴身下不灵活的小轮子在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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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真好！如果你停下来留心一下的话，是否空气总是

这样呢？轻风在追着玩，从窗顶进来，又从门里出去。

小小的两点阳光，一点在墨水瓶上，一点在银相框上，

也在嬉戏。可爱的小小的光点。特别是墨水瓶盖上的

那一点。它是温暖的。一颗小的温暖的银星。她简直

想吻它[6]。 

这段文字出自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园会》，

其中充满了视觉和听觉的瞬间的印象。它们积蓄在作

者的内心深处，在创作的冲动的刺激下又不断地涌现

到意识的表层。这些内心积淀的瞬间印象是色彩与形

状、视觉与联想、抽象与具体、静态与动态的巧妙结

合，经过作者的重新整合，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展示

我们熟悉的东西，构成了一幅明暗错落有致的人生剪

影和具有永恒意味的人生画面。曼斯菲尔德通过对细

节和瞬间印象的细致描写来传达人物的情感和心境，

“以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来展示人生真谛[12]”。正是这

些对于细枝末节和感官印象的细致描写为她的作品

增添了柔和而雅致的女性色彩。 

较之男性现代主义，曼斯菲尔德的女性版本的现

代主义绝不是第二位的。实际上，这种现代主义对于

普通读者来说更具吸引力，更具魅力，而且它的生命

力更强，因为男性现代主义似乎太抽象而晦涩，难以

为普通人所接受，所欣赏，而曼斯菲尔德从高度的个

人经验和潜隐的心灵事件开始，从对生命的敏锐感悟

和多重的情感体验开始，从身边琐事和平凡生活的细

枝末节开始，用她作为女性特有的直觉和生存本能，

去体悟每一个生命的、情感的抑或充满人生意味的事

实。卡普兰对曼斯菲尔德对现代主义的独特贡献做出

了公正的评价：“如果我们衡量一下凯瑟琳•曼斯菲尔

德所塑造的现代主义，我们就会发现一种毫无客体化

趋势、去除神化和贬低女性这些特点的现代主义。它

是一种充满疑惑、问题和恐惧的现代主义，但同时，

这种现代主义超越了她同时代男性现代主义者所提

出的‘荒原’的绝望，而且也摆脱了对这种绝望所进

行的不同层次、传统意义上的逃离[1]”。的确，作为女

性，曼斯菲尔德较男性现代主义作家更富直觉和同情

心，更易于受童心的感染，更关注生命和贴近自然，

更易领悟自然和生命的种种奥秘，更多丰富的内心体

验，因此，她的女性版本现代主义更接近现实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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