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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传体小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与爱情小说《遇见你之前》这两本小说虽题材不同，但都暗含自我

救赎的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两本小说中主人公的个人经历、心理转变等，从个人成长的视角

解读其中自我救赎的异同。表面上看两部小说似乎呈现出不同的救赎道路，一条是痛苦挣扎终凤凰涅槃

的道路，另一条是感动熏陶成“双向奔赴”的道路，但其实质是意识觉醒下自觉的自我救赎，对人物成

长与身份形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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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obiographical novel Educated and the romance novel Me Before You have different themes, 
but they both imply the subject of self-redemption. This paper aims to interpret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self-redemption in these two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sonal growth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of the pr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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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ists. Ostensibly, two novels seem to present different paths of redemption, as one is the per-
sonal redemption like a phoenix from the ashes, and the other is the mutual redemption of a 
touching and interacting journey. But in essence, they are both self-redemption under the awa-
kening of self-consciousnes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growth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shaping of their id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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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塔拉·韦斯特弗(Tara Westover, 1986.9~)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Educated, 2018)是作者根据亲身

经历撰写的自传，主要讲述了塔拉挣脱重重束缚，最终从大山深处走向顶尖高校的奇迹。而乔乔·莫伊

斯(Jojo Moyes, 1969.8~)的《遇见你之前》(Me Before You, 2012)则主要叙述了年轻女孩克拉克成为高位截

瘫患者威廉的护工，以及两个人相互改变的爱情故事。这两本书看似内容、主题等都截然不同，实则有

一点共通之处，那便是背后隐含的关于救赎的意义。此外，从表面上看，两部小说似乎呈现出了不同的

救赎道路，一条是痛苦挣扎终凤凰涅槃的道路，另一条是感动熏陶成“双向奔赴”的道路，但深究其话

语背后，实质都是对自我的救赎。 
国内学界对这两部作品的研究着重探讨文本细节，例如对《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的大学教育与

家庭教育之间的比较分析，以及论述《遇见你之前》中威廉安乐死的道德与否，而对于两部作品中的救

赎道路的比较讨论较少。因此本文通过对比《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与《遇见你之前》两部小说，旨在

解读其中的自我救赎道路异同，以此揭示自我救赎对个人成长与身份形塑的意义。 

2. 自我救赎：塔拉寻觅自我下的苦楚挣扎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的主人公塔拉凭借自身的努力，挣扎逃离了那座试图囚禁她的山，飞往

了人生的更高峰，获得了自我救赎。细读文本，笔者认为这种自我救赎主要有以下几个变化明显的过程，

其中部分在时间线上有交错重叠。 
在参加杨百翰大学入学考试之前，是从接受教条主义到开始独立思考并产生对宗教的质疑的阶段。

塔拉的童年生活始终受到宗教教育和家庭传统的严格制约。由于父亲是偏执的摩门教信徒，他总是将自

己的思想观念强加给身边的人，“从他的表弟吉姆开始。爸爸挥舞着《圣经》，向他解释牛奶的罪恶”

([1], p. 12)，在这种布道下韦斯特弗家的冰箱里再没出现过牛奶，似乎全家人都因为爸爸的这一句话而突

然厌弃牛奶。然而，在一次次的经历后，塔拉开始怀疑这种教条主义的观念，质疑父母话语的权威性，

甚至怀疑自己的宗教信仰。在母亲沉迷于用自己的手法进行肌肉测试时，塔拉“什么也感觉不到……如

果我有所怀疑，那并不完全是我的错，而是因为我无法确定应该相信哪一个母亲。”([1], p. 48)塔拉开始

思考周遭事物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她坚信，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而不是被强硬灌输、强制信服。

那些被父亲奉为圭臬的信仰其实也不过是父亲的片面己见。 
在决定考取杨百翰大学，直至在哈佛读博的时期，是塔拉从无所适从到迫切想要学习、接受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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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起初，塔拉只是“像野人一样在山上游荡”([1], p. 12)，关于学校，她所知道的只是父亲口中的“政

府引导孩子远离上帝的阴谋”([1], p. 12)。但渐渐地，塔拉越来越渴望学习更多的知识，在废料厂度过的

每一分每一秒对她来说都变得异常煎熬。而哥哥泰勒挣脱家庭教育的事件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塔拉

的思想观念。随后，塔拉历经曲折自学考上杨百翰大学，后又在剑桥大学、哈佛大学深造，其思想逐渐

发生了转变。毫无疑问，这些经历逐步扩大了她的视野，帮助她塑造了更健全的心智，因此她坦言道： 

“我知道误解被纠正是什么感觉——改变重大的误解便是改变了世界。”([1], p. 174) 

“我所有的奋斗，我多年来的学习，一直为了让自己得到这样一种特权：见证和体验超越父亲所给予我更多的

真理，并用这些真理构建我自己的思想。我开始相信，评价多种思想、多种历史和多种观点的能力是自我创造力的

核心。”([1], p. 221) 

塔拉自我救赎的最大成果，便是形成了从接受到反抗、形塑完整自我的意识。走出大山的求学经历，

瓦解了塔拉脑中根深蒂固的顺服“精神”，使其接受了自由的新思想。这一点从塔拉敢于说“不”当中

得以体现。当父母来杨百翰大学看望塔拉时，父亲再次对塔拉所学的知识提出了抨击，而这次，塔拉不

再认同父亲的意见，也在日记本中写道，“过去我总是轻信一切，毫不怀疑，真是令人惊讶。”([1], p. 182)
几年后当父母来哈佛大学看望塔拉、父亲想要她接受“赐福”时，塔拉听见自己说“不”，“我爱你，

但我不能。对不起，爸爸。”([1], p. 222)用尼采的话来说，塔拉的转变即是“成为你自己”([2], p. 2)的过

程，为了寻求那些深藏在自身的“真正的本质”([2], p. 5)、寻求“一个尚在某处隐藏着的更高的自我”([2], 
p. 49)，她进行了自我冒险，以摆脱传统的束缚、形塑完整的自我。无疑，在塔拉的自我救赎之路上，她

付出了许多，挣扎了许多，也饱受周围环境和内心带来的折磨和煎熬。但是，这条漫长又痛苦的自我救

赎之路所带来的结果却是涅槃与重生，最终她完成学业，并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 

3. 他人救赎：感动陶然下威廉与克拉克的双向奔赴 

在《遇见你之前》中，主人公威廉在克拉克的陪伴与引领下，踏出了除了去医院做检查外他几乎两

年没有离开过的房子，并在选择安乐死的最后六个月获得释然，得到了救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威廉

最后选择了安乐死，但这并不影响这段救赎的成功性。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威廉与克拉克谈心，

表明威廉已在精神上得到彻底救赎，“威尔没有说太多，他没有回嘴，或是补充一句冷淡的评论，或是

嘲弄的话。他偶尔点点头……自言自语，或是对美好的回忆小声地表示满意”([3], p. 317)。 
在笔者看来，威廉选择的安乐死值得尊重也值得理解。由于高位截瘫上的医疗技术一直没有最新的

突破，再加上威廉发生事故前后天差地别的生活状况和心灵写照，安乐死对于威廉而言，很难说不是一

个好的选择。生命的短暂性和必然死亡性是人在有限时间里从事积极性活动的重要动力，在生与死的选

择上，我们需要在生命的长度与质量上寻求最佳的平衡点[4]。当谈论到安乐死时，人们趋向于考虑物质

层面而忽视精神因素，在这种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煎熬是普通人难以感同身受的。

刘娜认为，《遇见你之前》中的男主人公的行为可以被统摄到美籍华裔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的逃避主义理论之下进行观照，他触及到了一种极端的逃离形式，即对自身生命的舍弃[5]。但是从

伦理学的视角来看，选择安乐死并不就意味着选择逃避、选择放弃；相反，遇见克拉克之前，威廉由于

瘫痪、把自己内心世界封锁的这段日子才是对现实世界的逃避，他拒绝与人打交道、不愿回忆过去，因

为他害怕，转而放弃生活。对威廉来说，救赎的结果不能从物理意义的角度来评判。正是在考虑安乐死

的过程中威廉充分思索了生命的意义，于此他得以洒脱。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段救赎是成功的。 
笔者认为，除此之外，小说还展现了另一条暗线，那便是威廉同样救赎了克拉克，演变成“双向奔

赴”、双向救赎的故事。威廉对克拉克的救赎，一方面体现在表层的物质层面，即给予克拉克丰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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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深层的精神层面。在两人熟识之后，威廉一直鼓励克拉克去尝试那些她从为尝试

过的活动。正是威廉一步步的引导，使得克拉克得以看到自己生活的无数可能，最终蜕变为她以前从未

想象过能成为的样子。 
在精神层面，另一隐含的救赎则是爱情。初看情节，威廉与克拉克互相倾慕，容易产生两人坠入爱

河的错觉。但仔细品读文字，结合威廉的背景可以发现威廉对克拉克的感情更像是一种感恩、感激，换

言之，一种救赎，也是其善良本质的体现。由于阶级差异等种种因素，威廉最终拒绝了克拉克的示爱，

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对克拉克的爱不是伴侣之间的爱，因而他明确告诉克拉克无法继续深入关系，也失

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这种“优雅的告别”正是作者想要传达出的爱情救赎，看似冷酷的拒绝是对

克拉克最好的保护。 

4. 救赎实质：意识觉醒下自觉的个人成长与蜕变 

尽管从表面来看，两本书所呈现的救赎路径不同，塔拉的救赎之路是无奈之下通过教育和自我实现

来克服家庭和社会的束缚，威廉和克拉克的救赎之路则是两人互相扶持、共同成长，但从本质上来看，

都是个体意识觉醒之下自觉的的自我救赎，都是他们个人自觉的成长与蜕变。因此，本部分将深入探讨

两本书中有关救赎道路的共性，以及这一过程对个人成长和身份形塑的重要性。 
意识觉醒实质上是意识自身对自身的意识，可将其认定为反思，意识不仅要自我实现，而且能够对自

身的实现有清晰的把握([6], p. 125)。因此，自我意识是自我救赎的起点。换言之，个体只有对自身存在和

内在经验感知时，才能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困境，并有意识地寻求解脱和救赎。这个过程就像一个良性循环，

通过实施自我救赎的行动，个体进一步又加深对自身存在和内在经验的认知，从而提高自我意识的深度和

广度。对三个主人公来说，其救赎之路都是一种内在的反思过程且都是一个良性循环：塔拉主动寻求知识

以求新生，威廉在面对生命终结时积极实现了精神上的解脱，克拉克则自觉重构世界观与价值体系。 
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在两个对立的极端对抗过程中建立起来，即在为他者的意识上建立，强调他者

是自我意识形成的必要条件[7]，同时这“两极端”是矛盾体，一方居于关系的主导地位，而另一方则作

为“奴隶”，是顺从的一方[8]。这就意味着在韦斯特弗的家中，父亲作为家庭关系网的中心体，不断对

处在边缘位置的塔拉发起挑战。父亲与塔拉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对抗，而这也成为塔拉自我意识觉醒的

必要条件。这种意识的觉醒促使塔拉主动寻求自我救赎的途径和方法。在书本的最后，塔拉悟道，“我

这一生中，这些直觉一直在教导我一个道理——只有依靠自己，胜算才更大。”([1], p. 77)笔者认为，这

句话正是表明塔拉完成自我救赎的最好例证。塔拉的自我救赎道路虽然曲折，但一直呈现螺旋上升的趋

势，并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同时达到了艰辛性和上升空间力度的最高值。在意识觉醒之下，塔拉自发通

过教育找到了获得新生的知识和方法。 
人们通过创造关于自己的个人神话(personal myth)来理解自身，自然而然地把自我与生活中的不同方

面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意义的、令人信服的整体，以此竭尽全力去理解自己生命历程的具体含义[9]。
那么威廉正是在编织个人神话的过程中始终不改变自身特质以获得精神救赎。安乐死的选择其实也是威

廉精神救赎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做法。“安乐死”一词源自希腊文“eutllanasia”，原意是无痛苦死亡，其

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史前时代。由于环境的险恶和文明的低下，原始社会的游牧部落往往在他们迁移时，

把病人和老人留下，用一些原始的方法，加速他们的死亡[10]。安乐死与自我救赎之间始终存在着伦理和

宗教、道德等各方面的联系，也许在某些道德体系中，自我救赎被视为通过信仰来超越痛苦，而安乐死

则被看作违背了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神的挑战。但是，在威廉的事例中，他显然是在充分理解生命、以及

个体自主权和生命尊严权后，以安乐死作为个人神话的结束，获得自我超脱。 
克拉克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她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与更丰富的经历。她不再是那个一直循规蹈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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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活了 26 年、还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何去何从的女孩，而将自己救赎成为敢坚定勇敢、热烈生活的独立

女性。由此可知，自我救赎首先是思想上的转变，也即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对自己的价

值观和信念重新审视和调整后，人们会对自己的自我认同和自我价值进行重新建构。虽然过去的经历或

多或少会成为羁绊，但重新建构的过程正是个体实现内心的和解和救赎的重要一环，使个体以此朝着积

极的方向重新调整前进的步伐。 
总之，两本书中的主人公都在不同意义上完成了自觉的个人成长与蜕变，是一种意识觉醒下自觉的

自我救赎，是一场漫长的心灵上的奇旅。从自我意识觉醒，到重新建构自我身份，再到积极行动，整个

过程环环相扣，每一步都是主人公进行重梦历程中不可缺少的脚印。与现实相联系，自我救赎在个人成

长和身份形塑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自我救赎促使个人反省自己的行为，并积极寻求改变。通过自我

救赎，塔拉修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威廉重新审视了当下的价值，克拉克变得更独立自信，三人都以

此成就了更好的自我。二，自我救赎虽是个人奋斗的过程，其中也涉及与他人的关系。当个人意识到自

己正身处于困境时，会采取积极的举措以纠正错误、修复损害。三，自我救赎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人们

能够面对负面情绪，寻找解决之道。塔拉童年的经历堪称是一场噩梦，但她并没有退缩，而是积极改善

自己，她意识到宽恕不是为了原谅那些伤害过她的人，而是为了自己的内心解脱。四，自我救赎不仅对

个体有重要意义，还在潜移默化中对他人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威廉的转变展示了自我救赎的力量和可

能性，从而鼓励到克拉克追寻内心的和解。 

5. 结论 

自我救赎作为一个个体化的行为，正是指一个人通过反思、改变和行动，寻找到一个新的符合自己

的方式，从以往的牢笼中挣脱出来以达到内心的和谐、获得自我认同的过程。《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与《遇见你之前》两本书中都呈现了自我救赎道路，这种意识觉醒下的成长历程中以不同方式出现，在

角色发展、故事情节、影响与启示角度都有差别，但其在个人成长、修复关系、内心平静和影响他人方

面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实现救赎的方式具体取决于不同的生活背景和宗教信仰。每个人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山，而飞往这

座山的过程就是自我救赎的旅程。当然，由于不同的生活背景和宗教信仰，其具体措施会略有差别，或

许是通过不断学习，亦或者包含着善行与奉献。总体来说，同以自我救赎的角度为切入口进行研究，比

对两部看似毫无关联的文学作品，可以从中窥见作者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体察与思考，同时也呈现着作者

对于自我成长发展路径的方式探索，以此影响他人并传播积极的力量、为人们提供经验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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