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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是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出现的，托妮·莫里森无疑是黑人女性主义作家的

里程碑。本文从黑人女性主义视角聚焦于小说《爱》中黑人女性的生存困境，商品化的黑人女性及爱的

缺失、爱的回归与救赎、爱的多元共生以及黑人女性实现完整生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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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lack feminism literature emerg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feminist movement. Toni 
Morrison is undoubtedly a milestone of black feminism wri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lack fe-
minism,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urvival dilemma of black women in the novel Love, the com-
mercialized black women and the lack of love, the return and redemption of love, the multiple 
symbiosis of lov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black women’s complete survival. 

 
Keywords 
Toni Morrison, Love, Black Feminism, Pluralistic Symbiosis, Complete Survival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3.115062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3.115062
https://www.hanspub.org/


宋银苗 
 

 

DOI: 10.12677/wls.2023.115062 358 世界文学研究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是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出现的，是历史和社会进步的产物。是“以黑

人女性作家、黑人女性意识、黑人女性主题与黑人女性语体的构建和发展为标识的。在文学书写历史中，

关于女性形象的描写首先是男人笔下的女人，女人(白人)笔下的自己，之后黑人女性文学渐渐从种族和性

别的双重挤压下如同抽丝般分离出来，形成自己独特的书写范式”[1]。 
托妮·莫里森无疑是黑人女性作家的里程碑，共著有 11 部小说。《爱》是托妮莫里森的第八部小说，

于 2003 年发表，一经面世立刻引起文学界的轰动。故事时间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写到了九十年代末，

但是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写，而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将主要人物的回忆、追忆和意识嬗变串在一起，

展现了三代女性的生活，将三代女性的生活交融、糅合在一起。在这部小说中，莫里森聚焦于黑人种族

内部矛盾，尤其是黑人种族内部的性别歧视所导致的黑人女性生存困境，并在小说中寻求黑人女性实现

自我救赎以及完整生存的方法。 

2. 爱的缺失——商品化的女性 

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可以交换和买卖的商品，是他者，是可以被肆意践踏的客体。在《爱》这部

小说里，一名叫柯西的男人是成功的商人，儿子婚后没几年因病去世，留下儿媳妇梅和孙女克里斯汀。

柯西 52 岁的时候强娶了年仅 11 岁的希德，后者是他的孙女克里斯汀最好的朋友。身份伦理的混乱引发

了多重困境和危机。 

2.1. 买来的希德 

希德出生于家境贫寒孩子众多的家庭，十一岁时被父亲以两百美元的价格卖给五十二岁的柯西。在

父权社会里，年仅十一岁的希德以“商品”的身份进入了成年人的世界。柯西之所以选择未成年的希德，

并不是出于怜爱，而是为了确保其处女的身份并为他生儿育女，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希德的处女之身

是柯西的需要的价值，承载着柯西的需求。柯西是世界的主宰，决定着小说里每个女性的命运。希德从

父亲的操控下转手为丈夫的掌控，然而希德并没有为柯西生下孩子。对于柯西来说，希德不能够生下孩

子就已经失去了价值，前者很快将其抛弃。在父权社会里，成为母亲是女性唯一的价值。 

2.2. 被卖掉的克里斯汀 

克里斯汀是一个不断被男性抛弃的黑人女性。父亲的离世是她被抛弃的开始，最好的玩伴希德跟她

爷爷结婚，称为奶奶，可以说是她的第二次被抛弃。12 岁的时候离开家，漂泊无依，仍然怀揣着独立的

梦想。事实是“像她这样生活在四十年代的黑人女孩，受的教育都是关于如何做一个合格妻子的。”(99
页) [2]最终在妓院遇到上等兵厄尔尼侯德，仓促的结了婚，不久便被抛弃。之后，克里斯汀不断从一个

男人身边流转到另一个男人身边。最值得一提的是革命家果子，他们在一起九年，克里斯汀为了配得上

革命家的身份，全面改造自己，穿着“祖国”式的服装隐藏自己的女性身体，为他堕胎七次，以无性别

话的身体重新建构自己。在这场关系中，表面看来，一切都是克里斯汀的自愿选择，支配了自己的生育

权。而事实上在这场关系中，她在“男人至上”的绝对遵从中没有了自我，甚至以去除自身母亲的权利

来迎合果子，然而最终，克里斯汀对此次革命运动失望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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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汀从一个男人身边到另一个男人身边，看似自己的主动选择，然而，她的价值是由和男人的

关系决定的。在这个过程中，她是孙女，是妻子，是情妇，没有自己的独立身份，甚至沦为妓女。在克

里斯汀的一生中，不断被抛弃，企图用身体作为交换来换取附属于男性的身份，最终成为男权社会的商

品，无法成为自己。 

3. 爱的回归——黑人女性情谊的重构 

在莫里森的作品中，黑人女性之间的关系是莫里森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她的小说除了《所罗门之

歌》其余基本都是以黑人女性为主角，探讨黑人女性之间的情谊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救赎和身份构建。

在小说《爱》中出现了三代女人，梅、希德、克里斯汀和朱尼尔，她们生活在上个世纪的不同时代，但

是其命运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无家可归，想要获得父亲的爱与认可。围绕着“大人物”父亲柯西，她

们彼此怨恨，彼此伤害，渴望融入到“父亲”所代表的男权社会。莫里森在该小说中深刻指出，在父权

社会中，黑人的父权制度是女性之间爱的断裂的根本原因，也是黑人女性无家可归的核心所在。因此，

在黑人女性的自我救赎中，必须要构建彼此之间的情谊。 
在小说中，希德和克里斯汀经历了爱–恨–爱。她们小时候建立了纯真深厚的情谊。“找到彼此的

时候，还不知道对方的性别，不知道对方是饥是饱，是黑人还是白人，亲人还是路人，那么她们就找到

了一种终其一生都无法抛弃的顺从与反叛的混合物。”(217 页)她们一起玩耍、一起嬉戏，甚至发明了暗

语来对话。然而这跨越了种族和性别的爱因为父亲柯西的介入土崩瓦解。 
小说的最后，仇恨了大半生的她们彼此解开了心结，握手言和。帮助她们走向和解的是小说中叫做

L 的人物，这个角色比较模糊，作者也没有过多的交代，读者并不知其来龙去脉，只知道他用菜单将小

说中的女性联系到了一起，并化解了彼此的仇恨。梅没有被送到疯人院而是由她的女儿希德照顾，希德

和克里斯汀也最终化解了仇恨，重建了女性情谊。我们可以把 L 看成是 LOVE 的缩写，作者以此暗示了

女性对抗父权社会，只能通过女性之间的爱，才能完成女性话语对男性话语的对抗。 

4. 两性之爱——新型男女关系的希望 

罗门是这部小说里被赋予新希望的黑人男性，他有野性充满冲动的一面，另一方面正直善良，不愿

意伤害无辜的人。朱妮尔在他生命里的出现，在与朱妮尔的两性关系中，罗门完成了自我成长，称为完

整的黑人男性。 
小说中，作者多次提及朱尼尔的残疾的脚，将之赋予象征意义。在 10 岁那年，朱尼尔为了躲避舅舅

的追赶被大卡车轧伤。从那之后，她用袜子包住这只残疾的脚，开始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流浪生活。

残疾的脚称为没有爱和没有保护的身体记忆。 
罗门第一次看到朱尼尔畸形的脚，他认真的注视和亲吻让他们的感情不断升华，不再是单纯的身体

欲求，朱尼尔的内心也开始动摇，开始慢慢摆脱纯粹的欲望的主宰，完整的女性情感开始觉醒。朱尼尔

从小生活在缺乏爱的环境中，没有父母的爱与保护，也没有感受到家的温暖。成年后，她把童年的阴影

“包裹”起来，就像她用鞋袜把残疾的脚“包裹”起来。从这个层面来说，残疾的脚对于朱尼尔来说就

是内心缺乏爱的身体记忆。当罗门亲吻她的残疾的脚的时候，朱尼尔慢慢敞开了心扉，打开了包裹在心

灵生的那层“布”，走出了内心的桎梏，被一种全新的感情保卫，实现了自我的完整。 
对于罗门来说，从亲吻朱尼尔残疾的脚这一细节可以看出他对朱尼尔感情的变化，将对方看成是独

立的个体并给与了爱和尊重。罗门也因为这场感情变得冷静强大，不再野性冲动。他主动付出并充满尊

重的爱情造就了新的朱尼尔，也造就了新的罗门，彼此成就，完成了自身的成长。 
莫里森在一次采访时曾说：“我一直想了解关于爱情的不同类型的不同定义也许正是这种传统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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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统女性两种力量在这里起到了平衡作用，才产生了一种全面的人。”[3]建立在尊重和爱的基础上的

两性关系才能使得人类真正的回归自我，彼此成就，实现完整生存。 

5. 结语 

美国非裔女作家爱丽丝沃克在《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这部散文集的扉页提出了完整生存的概念，

“妇女主义者以整个人类包括男人和女人的生存和完整为己任。”[4]由此看出爱的内涵不仅仅是黑人女

性之间的情谊，而是男性和女性、黑人和白人，不分性别、不分种族的多元化、平等、和谐的人类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扭曲，是因为爱的缺失，而解决种族问题和性别问题要从爱入手。莫里森

的《爱》引导读者思考爱的多面性思考其定义，思考其简单拼写中所包含的力量。”[5]这部小说以爱命

名，让读者看到了爱的缺失和变异带来的伤害、仇恨，也通过希德和克里斯汀最终的和解以及罗门和朱

尼尔和谐的两性之爱让读者看到了爱的多元共生和完整生存的可能性。 
在《爱》这部小说中，托妮·莫里森依旧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将矛头指向黑人种族

内部，提出了黑人女性苦难的根源来自与黑人男性性别歧视和性别压制。在这部小说中，莫里森淡化了

种族矛盾，描述了在黑人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命运，通过三代黑人女性命运的描写，读者看到了黑人

女性悲惨命运的根源，同时，也看到了黑人女性走出困境的希望，即黑人女性之间的互助互爱，构建属

于自己的“母亲的花园”；同时作者也超越了狭隘的女性主义，塑造了新一代黑人男性罗门以及罗门和

朱尼尔拉两性和谐之爱，让读者看到了黑人女性完整生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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