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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伯家的苔丝》是托马斯·哈代所写的著名长篇小说。文章主要塑造了淳朴天真的乡村少女苔丝，通

过对她悲惨经历的描写，揭示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和自然资源遭受社会剥削和压迫的悲惨事实，

探索了女性与自然的联系，表达了作者对社会的不满。本文将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解读《德伯家的苔丝》，

分析苔丝与自然的联系，苔丝所遭受的压迫以及苔丝女性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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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is a famous novel written by Thomas Hardy. The article mainly portrays 
the simple and naive country girl Tess. The description of her tragic experience reveals the tragic 
fact that women and natural resources suffered from social exploitation and oppression in the 
Victorian era in the 19th century, explor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women and nature, and ex-
presses the author’s dissatisfaction with society. This paper will interpret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feminism,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ss and nature, the op-
pression Tess suffered and the awakening of Tess’s feminine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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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托马斯·哈代是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英国杰出的现实批判主义小说家。哈代出生于英国多塞特郡，

尽管家境不是很好，但他的母亲依然想方设法将他送进学校读书，让他从小可以接受教育。哈代从小生

活在乡村，因此他目睹了乡村女性所遭受的剥削与压迫，为此他感到愤懑。哈代的作品主要从生态和女

权角度出发，这一点在《德伯家的苔丝》中有所体现。《德伯家的苔丝》是哈代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全文主要塑造了苔丝这一女性形象，哈代认为女性和自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这一点与生态女性主义

观点吻合。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权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女权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相信

女性和自然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分析《德伯家的苔丝》，深入了解苔丝及社

会的悲剧。 

2. 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以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为先行者，因为波伏娃在《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敏锐地捕捉到了女性与自然在沦为‘他者’时彼此间的密切联系”[1]。二十世纪七十年

代，法国学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Francoise d’Eaubonne)在《女权主义·毁灭》(Le Féminisme ou la Mort)
中最先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标志着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开端。她呼吁女性要参与到

拯救地球的工作中来，同时她指出女性与自然存在某种特定的联系。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是“西方文化

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2]。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

应该把建构和弘扬女性原则、女性精神、女性文化作为解决生态危机和实现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她们

还认为父权制社会中的妇女和自然都出于被贬抑的地位，男女在体验、理解和评价自然方面存在差异性，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接近自然，女性是大自然的最佳代言人[3]。同时生态女性主义否认女性与自然天生是

低劣的，而男性则天生优越，他们认为自然、女性与男性之间是平等的，相信自然与女性之间有着一定

的关联。 
生态女性主义者对日益恶劣的生存环境充满担忧和焦虑，希望能够呼吁更多的人们参与到对现实

生存环境的保护行动中来[4]。“生态女性主义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这个当前社会的异

质空间尊重差异，强调相互依存，以生态系统(包括人类社会)的维护而非发展位为终极目的。显而易见，

拥有浓重群体意识的生态女性主义是向女性美学的复归，它彻底否定男性个人主义，倡导女性的‘环

境主义’(environmentality)。继而，女性、自然以及她们之间的联系不再是贬抑性的概念指代，而是理

想生存模式的力量之源”[5]。哈代在塑造苔丝这个人物时，将她的命运与自然紧密相连，向我们展示

了父权社会下被压迫的女性与自然。本文将从苔丝与自然的联系，社会对苔丝的压迫以及苔丝女性意

识的唤醒这三个方面来分析生态女性主义在《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具体表现，了解哈代的自然观和女

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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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哈代的自然观和女性观 

3.1. 自然观 

哈代出生于英国多塞特郡，那里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田园诗般的乡村生活使他对乡村有着深厚的感情，

在农村的生活也给了他很多创作灵感。工业革命后，传统文明的衰败和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哈代目睹了

底层人们的悲惨生活，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对大自然的破坏，他的生态意识不断提高。 
哈代在文中所描绘的景色不仅仅是为了给读者展示优美的风景，更是为了让人们感受到自然的无穷

魅力和力量。在哈代眼中，自然和人类应该相互依存，人类应该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爱护自然。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在哈代的小说中一直可见。 

3.2. 女性观 

哈代的作品经常以女性为主角，这来源于他日常对女性的观察以及和女性的交流。哈代的母亲一直

重视知识和教育，鼓励哈代广泛阅读。因此哈代的作品经常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批判父权社会对女性

的统治和剥削。在哈代看来，每个女性都有追求平等相爱的权利。哈代打破了当时英国文学的主流文化

传统，即男性主宰社会，女性受到压迫。他的作品表达了他对当时女性悲惨生活的同情，赞扬了女性在

与世俗斗争过程中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但同时他的潜意识里还是会受到父权社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

保留了传统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 

4. 生态女性主义在《德伯家的苔丝》的体现 

4.1. 苔丝与自然的联系 

大自然被称为母亲，孕育了无数生命，女性也可以孕育生命，二者存在相同点，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者

认为自然和女性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在哈代的笔下，苔丝是美丽且纯洁的，她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密切，甚

至可以说她就是自然的化身。哈代将自然景物的变化与苔丝的悲惨人生联系在一起，情景交融。故事从苔

丝的家乡布蕾谷里的马勒村开始，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布蕾谷的美丽和安静。“这一片土壤肥沃、

山峦屏障的村野地方，田地永远不黄，泉水永远不干”“这儿的田地，都只是一些小小的牧场，完全是大

草场的缩影，因此从这个高岗上看来，一行一行纵横交错的树篱，好像是一张用深绿色的线结成的网，伸

展在浅绿色的草地之上”[6]。这段环境描写从表面看来似乎与作品中的人物及其活动无直接联系。然而如

果纵观作品的整体结构则不难看出它极富有暗示性，并具有提纲掣领的作用[7]。布蕾谷的美丽和安静也暗

示了苔丝这个“自然化身”的美丽和天真纯洁。布蕾谷的大部分地方还没有被游历家和风景画家发掘，正

如苔丝最开始不了解人世的险恶，对除了家乡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由于家庭条件不好，苔丝离开家乡去

往纯瑞脊，投靠德伯家。作者对德伯府是这样描写的：“这所宅地不是通常所说的宅地。……它完全、纯

粹是为了享乐而盖起来的一所乡绅宅第……它的颜色也是深红的，和那所跟常青藤交映的门房一样。那所

房子，叫四围一片柔和浅淡的景色一衬托，看着好像石腊红一样”。从这段描写可以看出德伯府不像四周

景色那样柔和，而在绿叶中的深红的房子就像表面平静的德伯府下暗藏着的阴暗和危险。在西方文学中，

红色被用作原型意象时，常暗示血、暴力、情欲和罪恶。淳朴的苔丝来德伯府谋生，她的悲剧似乎可以从

深红的德伯府中看出。而从苔丝之后的遭遇来看，她的命运也与自然紧紧相连。失身于德伯后，苔丝回到

家中休养，春天来临，苔丝又重新振作，到一家牛奶厂打工，与牧师的儿子克莱陷入爱河。当她鼓足勇气

对克莱说出自己的过去后，她被克莱抛弃，又陷入黑暗中。苔丝对于爱情的幻想就此破灭，她的命运也像

冬天一样再次陷入黑暗与挣扎。故事的最后苔丝被处死刑，在这一部分作者并没有花太多的笔墨去描写自

然景色，因为在作者眼里，苔丝是自然的一部分，没有苔丝也就没有自然，二者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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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代笔下的苔丝和自然环境是一体的，苔丝活动时间的变化与自然季节的变化同步，从而利用自然

现象的象征意义映衬出苔丝的心态和处境的变化。这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认为的自然和女性之间的亲密

关系，也是哈代作品中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体现。 

4.2. 社会对苔丝的压迫 

生态女性主义者力图颠覆压迫性的男权主义中心，并提出了一系列革命性理念。他们反对男性与女

性的二元对立，大力宣扬两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所在[7]。 
《德伯家的苔丝》写于维多利亚时代，那时的英国经过工业革命已经成为世界工业大国，资本主义

和工业的发展使得机器逐步替代了传统手工劳作，小农经济逐渐瓦解，很多农民不得不成为受剥削和压

迫的工人。苔丝的家乡也不能例外。布蕾谷的农场到处都是工业化的收割机器，苔丝只能在工业文明和

传统文明的碰撞中夹缝生存，饱受生活的压迫。为了一家的生计，苔丝不得不去听从母亲的安排前往投

奔德伯家，却被亚雷玷污清白；重新振作努力追寻爱情和幸福后，却又被克莱抛弃。 
当时的社会也是父权社会，男性掌握话语权和主动权，并将女性视为自己的所属品和私有财产。哈

代在小说中主要塑造了两个男性角色：亚雷和克莱。亚雷是花天酒地，只知道享乐的纨绔子弟。在他去

接苔丝时说道：“你要是让我吻一吻你那副小红樱桃嘴唇儿，再不就让我亲一亲你那片热乎乎的小脸蛋

儿，我就叫马停下来。我要撒谎，就不是人”。亚雷对苔丝的追求只是出于占有欲和对她肉体的向往，

并不是爱情。四年后与苔丝重逢后，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占有欲，对苔丝进行纠缠。尽管他已经是牧

师，但是“《圣经》上那些庄严的字句，滔滔不绝地从他嘴里讲出来，苔丝刚一听，只觉得那种不伦不

类非驴非马的情况，真令人毛骨悚然”。牧师的身份只是亚雷虚伪的外壳，他其实还是深受父权社会的

影响。面对苔丝对自己罪行的控诉，亚雷回答道：“女人的面貌对于我早就魔力太大了，我怎么见了它

能不害怕哪！……它只叫我想起我愿意忘掉的往事！”在得知苔丝已婚，丈夫不在身边时，亚雷鄙夷道：

“你可是使我再入下流的原因，无心造出来的原因……你为什么又来诱惑我哪？”亚雷一直将苔丝视为

自己的“玩物”，从没有将她当做自己的爱侣。克莱是与亚雷完全不同的人，他是出身于牧师家庭的知

识分子，他思想先进，厌恶繁华的都市生活，自愿从事体力劳动。苔丝在他眼里是纯洁无瑕的，但当他

得知苔丝之前的遭遇后，他没有像苔丝所想的那样理解她，“这不是什么饶恕不饶恕的问题！你从前是

一个人，现在又是另一个人了。”“饶恕了并不能算是一切都没有问题呀。”“我就只好说你是个不懂

事儿的乡下女人，对世事人情的轻重缓急，从来就没如果门儿”。父权思想依然在克莱的心里根深蒂固，

纵使他自己在婚前也有过性行为，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做的不对，甚至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批判苔丝。他

没有办法抛弃家庭和社会给他灌输的传统观念，所以无法接受一个失去贞操的苔丝。他对于苔丝真挚的

爱视而不见，抛下苔丝远赴巴西，再次将苔丝置于黑暗中。 
鲁迅曾说：“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小说的最后，哈代交代了苔丝的结局“‘典

刑’明正了，埃斯库罗斯所说的那个众神的主宰，对于苔丝的戏弄也完结了”。哈代借用苔丝的悲剧抨

击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父权社会。在父权社会的压迫下，女性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压迫。从生态女性主义角

度来看，女性与自然关系亲密无间，工业文明在压迫自然的同时也会对妇女造成压迫。“妇女和自然之

间存在着某些本质上的共同特征，那种认可性别压迫的意识形态同样也认可了对于自然的压迫”[8]。工

业的发展会伴随着人们对自然的开发压迫，苔丝是自然的化身，因此苔丝的悲剧不仅是她个人的悲剧，

也是社会的悲剧。苔丝的生命消逝也意味着传统乡村的衰败。哈代在他的作品中将男人比作工业社会，

将女人比作自然，彰显了他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4.3. 苔丝女性意识的觉醒 

生态女性主义呼吁妇女努力使自己从男性文化和经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建构一种新的道德价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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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男女才能都能得到充分发挥，自然能够得到完整保护[9]。在哈代的笔下，苔丝深深受到社会

的压迫，但她还是向往自由，渴望独立的。在她短暂且悲惨的一生中，她一直在努力追求自己的婚姻和

幸福。当苔丝拒绝亚雷并决定离开纯瑞脊时，她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并与传统道德不断抗争。在亚雷

提出要补偿她时，苔丝严厉拒绝“我已经说过，我不再要你的东西了。我还是说不要就不要。我不能要！

我要是继续要你的东西，那我不就成了你的哈巴狗了吗？我绝不干！”她虽然天真纯洁，但她也足够聪

明，她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亚雷希望苔丝吻一吻他时，苔丝诚实说道：“我撒一句谎，说我爱你，

就会于我顶有好处；不过我还顾点儿脸面哪，别瞧我已经丢够了脸了，我就是不能撒这个谎”。苔丝对

于婚姻有着自己的看法，她认为男女都有平等追求爱情的权利，婚姻双方是平等的，所以当克莱说出自

己的过往时，她原以为自己宽恕了克莱，那么克莱也会宽恕她。“你也像我饶恕你那样，饶恕了我吧！

我饶恕你了，安玑”。当苔丝与克莱重逢时，与他破镜重圆的念头愈发强烈，她认为是亚雷使得她和克

莱无法在一起，最终选择了杀死亚雷。苔丝对亚雷的复仇象征着饱受压迫的女性对父权社会的绝望反抗。

苔丝对命运和传统道德的抗争都源于她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哈代笔下的苔丝已经开始意识到女性不仅仅是男性的附属品，而是可以以独立的个体参与社会活动

的。在当时那个年代，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女性对自己的婚姻没有决定权。尽管苔丝的父母希望她能

够嫁给亚雷，她还是表现出了抗拒。她并不希望自己的婚姻是使家人过上富裕生活的快捷方式，她不会

去追求这些所谓的幸福。她渴望拥有自己的婚姻和爱情。在被亚雷夺走贞操后，苔丝的母亲让她抓住这

次机会嫁给亚雷，苔丝认为不能够用自己的身体来换取幸福。在生下亚雷的孩子后，苔丝不顾周围人的

看法，自己抚养孩子。孩子去世后也拒绝牧师为孩子洗礼，自己为孩子洗礼。苔丝女性意识的觉醒挑战

了父权社会和传统道德的权威，表达了对建设男女平等的社会结构的渴望。哈代通过描写父权社会下女

性被压迫的情形，以及工业文明和传统农业文明的碰撞，表达了他对于自然和女性关系的理解。 
自然和女性是《德伯家的苔丝》的两大主题，哈代在作品中将苔丝的人生起伏和情感变化与自然景

色变化相关联，揭示了自然与女性之间紧紧相连的关系，展现出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和自然所遭受的压

迫。苔丝的悲剧不仅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小说中的景色从开始的春意盎然到结尾的晦暗

肃杀，也暗示了整个乡村的衰败。苔丝勇于追求自己的婚姻，敢于反抗传统伦理道德，是哈代塑造的一

个成功的女性主义觉醒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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