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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工业化和商品化的发展，十九世纪的英国进入“消费社会”。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

写作于十九世纪，展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消费文化图景，塑造了多个消费主义者形象。本文结合鲍

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试图通过对《简·爱》中消费文化的研究和其中不同的消费者进行剖析，来窥

探出勃朗特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态度以及人物如何在不同的消费选择中建构他们的社会身份。《简·爱》

反映了消费主义泛滥的文化现象和勃朗特对消费文化的担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抨击。

小说中深受消费主义影响的人物依靠消费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并未建构自己真正的主体性；而女

主人公简·爱不受消费主义所控制，保持了自己不为物质条件所定义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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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commercialism, Britain entered the “consumer society” 
in the 19th century. Charlotte Brontë presents us with a broad picture of the consumer culture of 
the Victorian period in England and portrays several consumer images in her masterpiece Jane Ey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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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was written in the 19th century. Through the study of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analysis of 
different consumers in Jane Eyre, based on Baudrillard’s Consumer Society Theory, this paper at-
tempts to explore Brontë’s attitude towards the values of consumerism and how the characters con-
struct their social identities in different consumption choices. Jane Eyre reflects the cultural pheno-
menon of rampant consumerism and Brontë’s concern about consumer culture, and to some extent, 
it criticizes this phenomenon. The characters deeply influenced by consumerism in the novel rely 
on consumption to show their identity and status, and do not construct their real subjectivity whe-
reas the heroine Jane Eyre is not controlled by consumerism and maintains her subjectivity which is 
not defined by materi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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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最著名的小说，自 1847 年出版以来便备受关注。它描绘了一个勇敢、

独立、富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简·爱，讲述了她不断地与不公平的命运抗争，并最终获得成功的

故事。一直以来，学界对小说中的人物、哥特元素、女性独立、婚恋价值等的批判研究层出不穷。 
《简·爱》创作于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正值工业化迅速发展，消费文化空前繁荣。一些学者已关注

到其中的消费主义文化，有学者探讨了《简·爱》中折射出的消费主义文化里的理想新娘形象，认为其

有损女性的独立身份[1]。还有学者讨论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消费主义的危险与乐趣，认为简对于来自罗

切斯特先生的消费和赠与表现出抵制和不情愿，是因为女性消费者有着这样的烦恼——她们自己也有可

能成为任人交换的商品[2]，布兰奇、英格拉姆夫人等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想女性在消费主义文化下既是消

费者，又是消费品[3]。以往学者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主人公简的外貌和女性身份上，也讨论了消费社会中

女性被视为商品的现象，但对于《简·爱》中其他人物的消费行为以及消费主义与社会身份建构的关系

仍有研究的空间。简反消费主义式的简单的服饰与其身份建构也有一定联系，因此，本文将从消费主义

的视角分析《简·爱》，重点关注不同人物对消费主义文化的不同反应以及他们社会身份的建构。 

2. 维多利亚时代的消费文化 

《消费社会的诞生：18 世纪英格兰的商业化》(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一书指出，英国的消费社会诞生于 18 世纪，并在 19 世纪持续发展和扩张

[4]。也就是说，处于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英国(1830~1865)，已经进入了消费社会。而《简·爱》正是以

早期维多利亚社会为故事背景，因而我们在《简·爱》中可以看到当时消费主义社会投射在书中的影子。 
维多利亚时代被认为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也是英国经济文化的全盛时期，工业化和商业化

进程大大加快，大规模生产和商品流通高速发展，运输和贸易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新奇的广告铺

天盖地，帝国不断扩张，资本流动源源不断，中产阶级迅速壮大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可支配收入。

随着技术的革新，工业快速发展，劳动力成本越来越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达到空前的繁荣。消费

及消费文化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人与人交流以及自我认同的主要手段。当时的人们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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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凭借购买物品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一个人在生活中是否成功。 
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商品不再承担使用价值，或者说使用价值已经被放到了第二位，让

位于商品的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5]。具有符号功能的商品代表着一个人的威望、欲望和社会地位等。消

费社会也意味着人们有机会超越以出身为基础的社会等级。普通人，尤其是新兴的中产阶级，通过占有

贵族所持有和享受的物品，可以进一步接近贵族的生活。  

3. 《简·爱》中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 

夏洛蒂·勃朗特于 1846 年开始创作《简·爱》，当时“饥饿的四十年代”所经历的苦难仍潜伏在所

有英国工人和中产阶级的意识中。然而对于本文的讨论来说，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四十年代也是百货

公司或陈列商店出现的十年，这些商店为富裕的中产阶级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使他们能够在商品日益

普及和消费主义日益增长的新时代中包装自己。他们通过在消费和服务上的大手笔支出来展示自己的财

富和地位。《简·爱》中的许多人物都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通过重视物质享受来彰显自己的地位。 
布罗克赫斯特先生是洛伍德学校的财务主管和承办人，他们一家就是挥霍无度的典型代表。虽然他

对洛伍德的女孩们施行的计划是“不让她们养成奢侈和放纵的习惯，而是通过坚持在食物和衣服上对其

吝啬，使她们变得坚强，耐心，克己”[6]，但是他自己的女儿们“穿着华丽的天鹅绒，丝绸和毛皮”[6]。
他的女儿们戴着“当时很时髦的灰色海狸帽，上面罩着鸵鸟羽毛”，而他的妻子则“裹着一条昂贵的天

鹅绒披肩，镶着貂皮”[6]。他家人的奢华服饰与他对洛伍德学校女孩子们的要求完全相悖，体现了他的

虚伪与卑劣。他在慈善学校儿童的衣食上省吃俭用是出于吝啬，而不是出于真正的俭朴。他和他的家人

通过炫耀性的消费表现出他们在财富和地位上的优越感。 
英格拉姆家族的女性也是如此，她们的身体和衣着成为她们富裕和贪婪的象征。她们反映了建立在

贸易、商业和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世界秩序的转变。简告诉我们，布兰奇“不知道同情和怜悯的感觉；在

她身上也看不到温柔和真实”[6]。在她对英格拉姆家族女性的描述中，她们外表的吸引力反而体现出她

们缺乏灵性和真正的体面。 
这些女性通过外表和着装来维护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事实上，她们是在社会期望允许的范围内定

义自己。在男人眼里，这些女人就像秀场里的商品。罗切斯特先生投射到布兰奇小姐身上的目光，就像

那些富裕的中产阶级成员透过商店橱窗凝视着他们渴望的商品一样，他在布兰奇身上看到了他认为自己

从与伯莎的第一次婚姻中得到的东西：一种令人向往的商品，一旦拥有，将提高他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

位。罗切斯特和布兰奇之间没有爱情，他们只考虑结婚后给双方带来的利益。  
随着消费文化的盛行，人们被物化了。人们通过过度消费来展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却在外在的富足

中迷失了自我。他们既是消费者，也是商品，被消费主义文化深深控制。像布兰奇这样的女性受到消费

文化的影响，为了维持自己的消费水平选择将自己包装成商品售予男性，依靠自己的女性魅力和美貌来

取悦和奉承男性。就连小小的阿黛尔也受到了盛行的消费主义的影响，她被描绘成一个物质至上的小女

孩，迷恋着她那件玫瑰色的缎子连衣裙。 
《简·爱》创作于消费文化盛行的维多利亚时代，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影响，展现了消费社会的

许多细节和其对创作的影响。作者本人对消费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因为这些受消费主义控制的人物追

求的是表面的社会身份和外在的富足，而这只是自身空虚的伪装。而主人公简·爱作为那些被消费文化

控制的人物的反面，受到夏洛蒂·勃朗特的赞赏。 

4. 反消费主义与身份建构 

简·爱不受消费文化的摆布，她坚持自己的原则和风格，和那些沉迷于购物、想通过消费维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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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地位的人截然不同。当她第一次无意中见到罗切斯特先生时，她的穿着和往常一样简单，“一件

黑色美利奴斗篷，一顶黑色海狸皮帽；这两件衣服对一个女仆来说都算不得精致”[6]。罗切斯特先生因

而不能根据她的衣着当下确定她的社会地位。也正因如此，简得以回绝罗切斯特先生男性目光的扫视，

并保持了她无法被物质条件所定义的主体性。 
简从始至终都没有迷恋罗切斯特先生的财富和地位，没有消费和挥霍的欲望。即使在他们决定结婚

之后，简仍然拒绝罗切斯特先生对她的过度打扮。在小说中，简注意到罗切斯特对她热烈的情感：“我

希望把它们(珠宝)倾倒在你的膝上：因为所有特权，所有关注都将属于你……我要给我的简穿上绸缎和花

边的衣服，在她的头发上插上玫瑰花；我将为这颗我最爱的脑袋盖上无价的面纱”[6]。正如上文所述，

罗切斯特显然受到了消费主义的影响，他想通过购买奢侈品来证明他对简的爱。但简对这种非理性的消

费感到恐惧，她说：“我将不再是你的简·爱，而是一只穿着小丑外套的猴子，一只戴着借来的羽毛的

松鸦”[6]。在后文中，简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她写道，“他给我买的越多，我的脸颊就越被一种烦恼

和堕落的感觉灼烧……我永远无法忍受被打扮得像个洋娃娃”[6]。简反消费主义式的简单的服饰与其身

份建构有着紧密联系，她朴素的服饰能体现出她的独立自主，对于简来说，对外表的强调会损害她的独

立性和个性，这甚至是对她追求自主的一种侮辱和冒犯，罗切斯特先生为其附加的奢华商品即是对她身

份的侵蚀。 
简·爱是反消费主义的代表人物，她不赞成过度消费，也没有通过奢华的外表来炫耀社会地位的虚

荣心。通过对当下消费文化的反抗，简·爱建构了自己的身份，保持了自我的独立。 

5. 结语 

《简·爱》被普遍认为是一部歌颂女性独立的小说，其实，它也反映了当时那个消费文化盛行的时

代。这部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他们被描绘成追求过度消费和外在富足的肤浅男女。

夏洛蒂·勃朗特对这些现象和这些人物进行了批判。他们没有建构自己真正的主体性，因为他们的社会

身份只能通过他们的衣服和物品来证明，他们的内心是贫瘠的。与他们相反，主人公简·爱保持着自己

的原则和独立性，她不受消费主义的控制，她朴素的外表恰恰是她富有而坚定的内心和独立性格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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