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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爱情小说创作追求 

第一节 理想化的爱情 

在人的生活中， 离不开的往往不是工作、金钱这些自己非常熟悉的东西。一般

地说，社会成员都有两种基本的需要，一种被称之为工具性需要，另一种被称之为表

达性需要。孟子有名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女作家苏青会大胆地重新句读

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1] (P175)

 指出了一个女性的基本生命欲望：饮食与

繁殖。在生活中，女人们需要的是“男人的爱”和生活保障。婚姻对于女性来说是决

定一生幸福与否的大事。男婚女嫁在封建社会中都遵照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

这种包办制度之下，妇女深受其害。进入二十世纪后，虽然包办婚姻在上海这样的大

城市已逐渐淡出，但影响还存在。婚姻不只是男女两人的事，而是男女双方家庭的承

认。事实上，在包括中、泰两国社会在内的大多数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在考虑婚姻的

时候，爱情往往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更多考虑的却是两人的家庭是否“相配”。对

张爱玲与素婉妮这样的女作家来说，她们笔下的女性虽努力追求“婚姻”、“男人的爱”

和“安稳感”，但这其实只是整个婚恋过程中的主观努力而已，她们的目的是很难达

到的。例如这四个女主人公的爱情命运： 

《金锁记》的曹七巧有着悲惨的婚姻生活，抓不到男人的爱，只有财产是她唯一

的安稳保障。七巧不幸被贪钱的兄嫂嫁到大户人家，因出身低微，倍受歧视，而自小

瘫痪的丈夫，使她陷入情爱无法满足的痛苦之中，纵然她在夫死公亡后分得一份遗产，

但是长期以来的种种压抑、煎熬与旧式大家庭气息的熏染，已使她人性扭曲，被黄金

枷锁紧紧套住，只知一味敛财，了无亲情，甚至戕害儿媳，断送女儿的婚姻，不断寻

求病态的发泄与报复，变得极其自私、乖戾又刻毒、残忍。曹七巧的人性所以被践踏、

受残害，因为她缺少了男人的爱与婚姻的安稳感。曹七巧说：“男人的心，说声变，

就变了。”
[2] (P104)

《倾城之恋》的主人公白流苏遇到失败的首次婚姻，她希望以再嫁为生活赌本。

这种再嫁，当然没有爱情可言。白公馆是上海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白流苏离婚后归

回娘家遭到无情冷遇，一时被娘家人讽刺的流苏仿佛被监禁的样子，遇到了风度翩翩

                                                        
[1] 转引自余斌.张爱玲 [M].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3. 
[2]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色，戒[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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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柳原。流苏这时唯一的出路，是既能离开娘家又能寻求经济上的稳定，但范柳原

只希望满足性欲而已。流苏认为：“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件

艰难的、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1] (P141)

《甘医生》的哈勒泰有惨痛的婚姻生活。她感不到男人的爱，只有在虚幻中建构

自己的安稳感。哈勒泰选择了很可靠的甘医生为终身伴侣。她和母亲信任做医生的职

业是很光荣，能给她带来了丰衣足食。在甘决定离开城市，按照他的理想到遥远的乡

村去治疗穷人后，哈勒泰起先也欣赏丈夫崇高的事业。但时间一长，哈勒泰发现丈夫

的理想并不完美。人民崇拜甘医生的贡献，但并不能给甘和她以经济上的安稳感。哈

勒泰觉得丈夫的理想破坏了自己的婚姻生活。哈勒泰说：“甘！我想有自己的房子。

我想房子，想孩子，可是，我一样也没有。”
[2] (P118)

 甚至把她的丈夫和以前的男朋友

做比较：“哈勒泰笑了，她想多蒙究竟是怎样摸透她的心思的呢？假如甘有他一半了

解她的话，她就会感到幸福了。”
[3] (P149)

 哈勒泰上了自己的陷阱，她爱的人不能嫁，

就嫁给爱她的人，因为不能获得任何安稳感， 终她觉得连什么都没有。 

《虹彩之梦》的兰袍有多次悲痛的婚姻生活。她只遇见虚伪爱情，她的幸福被金

钱权利埋没了。兰袍的首次婚姻是由父亲安排，为了提高家族的身份与增加自己的权

利，嫁给一位大将军的儿子。而他却是个同性恋。讨厌女人，不能给女人任何幸福，

只是娶老婆讲面子。兰袍瞒着丈夫与人通奸，但不久她就发现她的奸夫对她也没有真

爱，只是希望得到她的财产。当不男子汉的丈夫被同性伙伴杀害后，兰袍感到了自由，

而且还能碰到了一位男子，一见钟情却不能相好。他已婚了。但他为了得到兰袍还想

离婚。事情变得更复杂了。而这时兰袍的父亲遇了地位下降，需要兰袍再嫁给一个富

翁。为了维持家庭经济，兰袍不得已被父亲卖给第二个男人。她心理还奢望能跟她爱

的男子重归于好，但她爱的男人却又跟自己的大老板娘发生了性关系， 终兰袍的第

二位丈夫也因吸毒而死。兰袍的再次结婚又彻底失败。没有一个男人能给她真正的爱

情。兰袍心想：“当飞机着陆时，会有他来接而带着兰袍回家，但实际上兰袍什么人

都没有”。
[4] (P547)

“爱情又不能当饭吃，总不能饿着肚子谈爱情”。曹七巧与兰袍都攫取不到男人的

真爱，才以男人的金钱为生命的安稳感。白流苏和哈勒泰想得到生命的安稳感才乞求

                                                        
[1]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色，戒[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2] 素婉妮·素坤塔著（龚云宝、李自珉译）.甘医生[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 
[3] 素婉妮·素坤塔著（龚云宝、李自珉译）.甘医生[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 
[4] 素婉妮·素坤塔.虹彩之梦[M].曼谷：社盆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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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爱与婚姻。张爱玲与素婉妮二位女作家共同表达“理想化的爱情是无存在的”

这一主题。由于男人的爱的暂时性，无永恒，不管是否有婚姻为保障，爱情总是容易

消失，剩下的只是内心中痛苦、心酸、苦楚、背叛的永恒感受。而且两人共同遭遇过

爱的受伤，她们感受的爱是苍凉，尽管她们追求的是永恒毫无完美的爱。 

 

第二节 女性的意识 

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西蒙•波伏娃在其被誉为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圣经”的《第二

性别》一书中，通过对漫长的男女两性关系发展历史的考察，得出“除了天生的生理

性别，女性的所有‘女性’特征都是社会造成的。”
[1]
 这一著名论断，她认为女人的

历史性压制了女人的自然性，使她仅仅成为了依附于男人的“第二性”或曰“次

性”。在世界的历史上，妇女的地位在早期比在后期为高。自从出现私有制社会、即

男权社会、夫权社会后，妻子沦为丈夫的私有财产和工具，发泄性欲的工具、生儿育

女的工具和家务劳动的工具。在中国 古老的甲骨文中，“妻”“妾”皆从女，有长

跪的形态，这都是说明了女子在家庭中的卑下地位。中国与泰国社会以男性为中心，

所以在张爱玲与素婉妮笔下通过对女主人公形象的刻画，注重女人“次性”的地位。

如， 

白流苏代表中国旧社会的女性，她得不到读书的权利、没知识、靠夫养活、离婚

等于失败，连娘家也不欢迎回归。流苏说：“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

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
[2] (P123)

 这是张爱玲对中国男权社会的

批判，女人身不由己，好坏也不在于自己，需要依靠婚姻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

这就是传统宗法观念所谓“好男走到县，好女不出院”的意义。 

哈勒泰代表了现代女性，她大学毕业，不崇拜物质，对婚姻有期望，喜爱舒适方

便，虽不想富裕也不想受苦，但在哈勒泰身上还存在依赖于男性中心的思想。素婉妮

对此作了仔细描写： 

“哈勒泰啼笑皆非地想：难道这样的赞扬就是甘所需要的吗？而他本人工资几

乎入不敷出，尽管已经再三地克扣和节省了。……假若甘调回曼谷的话，那情况

                                                        
[1] 存在主义：http://www.hudong.com/wiki/ 
[2]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色，戒[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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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比眼前更加困难了。如果不回娘家去住，她就得租房子，可是甘的薪俸连租

幢好一点的房子都不够，更甭说其它开销了，至于攒钱的事就更无从谈起了。她

为未来的生活担忧：将来有了孩子该怎么办呢？她想自己挣点钱补助家用。然而，

在这样的乡间小镇，她能干些什么呢？来找甘医生看病的人，有些，病已治愈，

临走时还向甘要车钱，而甘也总是设法筹给，每月这样的额外开支也不少。并不

是哈勒泰小气，经常这样叫她怎么没有一点想法呢？”[1] (P96)

 

素婉妮提示了妇女在婚姻生活的抑郁。虽然哈勒泰代表了现代女性，有知识和职

业的女子，但结婚了也要听从丈夫，以丈夫看法为主，为了跟着丈夫的理想主义，她

必需抛弃城市里的工作与生活，这也是素婉妮对泰国男权社会的倾诉。 

这些次性地位上的女性人物，其中有不少可以被解读为反父权文化编码的女性文

本策略。虽然，这些女性的主体性以残缺不全、甚至支离破碎的形式出现了女性主体

意识的表露，如， 

曹七巧的极端个性。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很容易找到这种“小资”的东西。‘小资’

是对情感、对生活有一种自己的执着，极端强调个人色彩的一种个人主义性的东西。

它随着每个人的消费能力增强而凸显个人色彩。对有些人来讲，消费能力虽然不够高

层次，但也敢于表达对生活的诉求，或者争取自己在感情上的自足。张爱玲在出版《传

奇》的 1944 年，有《自己的文章》一文诠释了她对小说人物的理解，认为自己笔下

“极端病态和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除了《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

的人物。”
[2] (P173)

 曹七巧也是张爱玲的小资人物，她敢做敢为。虽然因父权社会压抑

使她错过爱情与婚姻美满的生活，但她甘心为了自己的黄金欲望，不再给自己或她爱

过的人姜季泽的相爱机会。张爱玲描写为：“季泽立在她跟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

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啊！他难道是哄她么？

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念便使她暴怒起来。”
[3] (P89)

 

张爱玲擅长心理刻画，她把曹七巧的病态心理描写成颠覆传统的英雄，报复中国男权

                                                        
[1] 素婉妮·素坤塔著（龚云宝、李自珉译）.甘医生[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 
[2]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 [M].合肥：安微文艺出版社，1992. 
[3]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色，戒[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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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女英雄。 

兰袍的社会地位较低，她出生于泰国华侨家庭，家庭以父权为中心，做买卖为主，

教育为轻。无论父亲要她停学来做买卖或结婚，目的都是为了父亲扩大业务的需要，

且她都不能拒绝。通过两次彻底失败的婚姻与两个不忠贞的奸夫。 终能觉悟了的兰

袍对朋友说：“怎么总是想着我一直要找老公呢？我怎么不能自己一个人生活，自己

养活自己呢？”
[1] (P575)

 素婉妮通过女主人公表达她对女性的看法，即女性应该有自由

性，不必依附于男子。另外，还通过另一个女性人物表示了对男女平等的看法为：“没

办法啊！若男子能有小老婆，我们女子会有自己的出路，我是觉得男人会狎妓，我们

女人也会有个奸夫，就没事吧！”
[2] (P518)

总之，在张爱玲与素婉妮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身上，我们都明显发现女性是社会次

性的地位。无论是曹七巧、白流苏、哈勒泰与兰袍都服从在中泰两国“男性中心”的

传统意识。白流苏与哈勒泰是一种老女子，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意识。而曹七窍与

兰袍便是一种新女子，有个性解放的思想，虽被男人负心和制度压抑，但还能以自身

的生命为代价做点反抗和挣扎。尤其是曹七巧虽不能自选婚姻但自选了婚后的经济安

稳感，放弃了爱情，只为金钱过日子，甚至破坏了儿女的幸福也是为了金钱，她独特

个性能反映出作家张爱玲的叛逆性。当女性被封建礼教束缚到顶端，她会极端巨大的

报复。而兰袍的 后觉悟，是决定不依附于男人，以及隐含提示男女有平等平权，这

都可以反映出作家素婉妮思想的解放性。由此可见，我们能认出二位女作家共同深受

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想，共同希望能建立一个男女“平等相均”，“个性自由”

的理想社会。 

 

 

 

 

                                                        
[1] 素婉妮·素坤塔.虹彩之梦[M].曼谷：社盆出版社，1997.  
[2] 素婉妮·素坤塔.虹彩之梦[M].曼谷：社盆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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