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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医生的女儿》（The Surgeon’s Daughter, 1981）中，英国苏格兰

作家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突破了以往主要描写英格兰和苏格兰历

史的局限，将目光转向远在海外且具有殖民侵略性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同

时，司各特首次将犹太流散者从以往的附庸角色提升为主要角色并赋予其更

为重要的叙事地位。司各特在伦理环境和伦理主体相关问题上的转变与 18 世

纪晚期英帝国转型和英国犹太流散者共同体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在

英帝国转型进程中，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司各特“渴望解决民族和文化冲突

而备受煎熬”（Fay 216）1，试图从英国犹太流散群体的多元代际生存策略上

寻求答案，同时以审慎态度关注到，英国犹太流散者共同体的生存主义伦理

价值取向与英国社会伦理规范存在冲突。

在小说《一个医生的女儿》中，三代英国犹太流散者的不同伦理身份认

同需求决定了多元生存策略的必要性。出于社会适应的动机，以从欧洲大陆

流散至英国的蒙沙达及其后代为代表的的群体逐渐形成了具有生存主义伦理

价值取向的英国犹太流散者共同体。其中，三代英国犹太流散者对于犹太传

统伦理身份的保持程度，深刻影响着他们在文化置位中的协商策略。不同历

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学的理

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2

《一个医生的女儿》回溯了 18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两次迈索尔战争期间英帝

国殖民扩张的历史现场，英国以东印度公司为着力点进行的殖民方式调整为

犹太流散者提供了包括市场投资和文化交融的生存发展契机。此时，英国犹

太流散者共同体“需要面对的问题不是其结构性界限能否抵御社会变革的冲

击，而是其成员是否能够为其文化注入活力，并构建一个提供意义和身份认

同的象征性共同体”（Cohen  9）。正如布莱恩·切耶特（Bryan Cheyette）
指出“面对帝国时代英国观念的巨大权威，盎格鲁犹太人内部一直在斗争。优

越的英国气质所具有的诱惑力意味着，犹太人非常渴望在居住国获得认

同”（Introduction ⅩⅤ）。以蒙沙达、齐丽娅、理查为代表的三代犹太流散者

构成了犹太流散者共同体，海外投资、异教婚姻、世俗教育的伦理选择是他

1  凡未特殊注明，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2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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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主流社会中寻求身份认同的伦理选择 1。该过程充分体现了犹太流散者共

同体“对当地社会环境产生归属感的结构形式的多样性”（Cohen 9）。

英国犹太流散者共同体生存策略内含伦理规范与现实需求冲突的伦理挑

战。在 18 世纪 70 年代，“犹太人经历了变得更‘英国人’的压力，这种压

力同样强大，因为它是微妙而分散的”（Endelman 260），“微妙”和“分散”尤

体现在英国犹太流散者的伦理身份重塑问题上。葡萄牙裔犹太流散者蒙沙达

及其后裔齐丽娅和理查的流散身份“是在散居的过去和克里奥尔化的现在之

间的复杂对话中形成的”（Cohen and Story 6）。其中，英国国家伦理身份导

向为个体伦理选择提供道德指南，然而道德指南的本质是将英帝国殖民扩张

霸权行径正当化。在英帝国印度殖民扩张的伦理环境下，犹太流散者逐渐陷

入基于生存动机为英帝国谋利与恪守伦理规范两种伦理选择的两难境地，凸

显了英国犹太流散者共同体找寻文化归属感过程中面临的复杂挑战。

一、海外投资：经济立足与主流社会安身

《一个医生的女儿》的故事背景设定在 18 世纪 70 年代第一次和第二次

迈索尔战争之间，东印度公司成为以第一代英国犹太流散者蒙沙达为代表的

犹太商人群体经济利益与伦理规范冲突的场域。第一代英国犹太流散者的伦

理道德原则是经济立足，他们意图凭借在欧洲积累的商贸经验和金融技能获

取经济话语权，以此在英国主流社会中扎根安身，完成生存的首要目标。海

外投资是固守犹太传统伦理身份的蒙沙达的最佳选择，既最大程度维护了传

统价值观，又确保了生存资源的获取。但基于满足资本积累的经济需求同大

英帝国共谋印度殖民扩张颠覆了社会正义基本伦理道德规范。

英国市场经济的流动性特征和蒙沙达的经济价值决定了蒙沙达与东印度

公司形成紧密联系。18 世纪晚期迈索尔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促使英国重新

评估全球殖民经济政策，尤其以东印度公司为试点调整殖民策略中的经济手

段，即重商主义让位于经济自由主义。英国推崇亚当·斯密（Adam Smith）
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所提倡的经济自由放任政策，即尊

重市场规律减少政府干预。2 因此由英国统治阶级推行的一系列商业化政策突

破种族伦理身份局限，极力发挥各种族群体的经济价值，促进了英国犹太流

散者共同体的融合和解放事业。在描写蒙沙达伦理身份转换的过程中，司各

特对隐含在蒙沙达跨国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问题进行了伦理批判。“莱顿豪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90；聂珍钊：“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

565 等。

2  参见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ited by 
Edwin Cann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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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街 1 的董事们悄悄地为那个无边无际的帝国打下了基础”（72）2，庞大的

市场机器不间断地运转为大不列颠带来捷报，同时也急需货币燃料的大力支

持。英国犹太流散者共同体洞察到东印度公司的市场规模和投资商机，更重

要的是发掘了东印度公司对于英国犹太流散者的生存跳板作用。小说中，葡

萄牙裔犹太人蒙沙达因经商来到伦敦，在出场时举止不俗出手阔绰，展现了

自己与银行关联紧密的雄厚经济实力。镇公所书记官劳德福对蒙沙达具有超

凡理财能力的评价代表了英国人对犹太人的共识：“他们没有地产，因为那

儿的法律不许他们购置地产，但是他们在金融市场里却很有势力——拥有大

量的证券”（29）。在经济自由和身份受限的伦理环境下，蒙沙达定居伦敦

与东印度公司进行贸易往来成为蒙沙达追求稳定生活的必然出路。

蒙沙达先拒绝后同意女儿嫁给效力于东印度公司的威瑟林顿将军的做法

可被视为 18 世纪末英国犹太流散者共同体遵循传统道德原则和谋求经济利益

之间冲突的表现。出于宗教纯洁的伦理观念，蒙沙达拒绝了异教徒威瑟林顿

的求婚，并在二人私奔时申请拘票逮捕女儿。十四年后，得知威瑟林顿在东

印度公司发家致富，蒙沙达出于获取最大商业利益和提升社会地位的考量鼓

励双方婚事，甚至同意女儿改宗英国国教。蒙沙达保持传统和异教联姻的对

立伦理选择凸显了英国犹太流散者共同体的伦理两难境地，即承担责任传承

文化的道德原则与融入社会追求幸福的道德原则之间的矛盾冲突。

生活在英国的犹太流散者在语言学习和宗教生活等方面都发生了转变，只

保持了犹太流散者的经济职业结构。司各特在小说中所描写的犹太富豪蒙沙

达与英国本土名门望族交际往来的情景暗示了犹太商人群体在英国经济生活

中的重要地位。出于维系经济地位和克服与主流群体疏离感的心理动机，蒙

沙达与东印度公司合作成为不二选择，因为东印度公司凝聚了英国全民共

识，即东印度公司被广泛认可为维护国家利益和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力量。然

而，东印度公司宣扬自由放任经济主张的实质是实现经济创收以维护大英帝

国统治的殖民本质。这一经济主张表面上强调市场自由和不受干预的贸易环

境，但实际上它服务于英国的殖民利益，即过度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正

义和伦理道德规范。小说中的东印度公司成为大英帝国拓殖的缩影，“包括

领土、商业和道德三大领域，大英帝国的‘王权’涵盖殖民地土地所有权、殖

民地商业垄断权和殖民道德豁免权”（徐彬  116）。小说中，蒙沙达赠予女

婿的财富被用于东印度公司士兵的纪律训练事业，进一步充实了大英帝国的

殖民力量，并且以重利轻义为核心价值的经济活动使人际关系变得功利化，也

警示着英国犹太流散者共同体面临陷入社会伦理规范失衡危机。

1  莱顿豪尔街是坐落于英国伦敦市东部的商业中心。东印度公司总部设于此地并在国际

金融市场上具有重要影响力。

2  本文有关《一个医生的女儿》的引文均来自沃尔特·司各特，《一个医生的女儿》，陈

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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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沙达与东印度公司合作海外投资是英国犹太流散者共同体经济需求下

的必然结果。面对 18 世纪晚期自由放任的经济环境和主流社会疏离感，与

承载国民经济繁荣希望的东印度公司合作，蒙沙达不仅获得了稳定的收入来

源和经济保障，还借此提高社会地位。英国犹太流散者共同体在殖民经济活

动中改善了自身处境，但同时无形中助长了剥削与压迫殖民地人民的殖民势

力。这一矛盾揭示了英国犹太流散者共同体在追求经济利益与维护道德正义

之间的复杂联系，使得犹太流散者的生存策略在道德层面备受质疑与挑战。

二、异教婚姻：犹太种族文化隐秘回归

以齐丽娅为代表的第二代英国犹太流散者的伦理道德原则在经济立足的

基础上发展为对犹太种族文化回归的考虑。第二代英国犹太流散者在成长的

过程中增进了对英国文化和社会规范的理解。在追求幸福动机下，齐丽娅对

异教婚姻的成见减弱，同时也希望在异教婚姻中保持内在的犹太文化认同。对

此，司各特认为，异教婚姻并不能完全解决犹太流散者在融入主流社会时保

持犹太种族身份的核心问题。司各特通过齐丽娅的悲剧性经历揭示了英国犹

太流散者难以平衡个人幸福与家庭伦理规范之间的两难境地。

18 世纪晚期英国社会中的政治改革与宗教宽容是齐丽娅实现英国犹太流

散者共同体异教婚姻的前提条件。异教婚姻是指“来自不同宗教背景的伴侣

聚集在一起，应对不同宗教观念和实践差异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婚姻伙伴关

系”（Scott 86）。通过建立跨宗教的家庭纽带，促进文化交流和社会融合，进

而提升社会接纳度，并维护以共同体稳定为核心的伦理秩序。这一时期，英

国逐步放宽对非国教徒的限制，通过一系列的立法和社会运动扩展了公民权

利，放宽了对犹太人等少数族群的宗教限制。尽管在 1800 年之前，异教徒的

人数在英国总人口的比例中不足 10%，但“跨宗教婚姻依然是文化关注的焦

点，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我们观察到这种婚姻的比例在稳步上升”（Conway 
3）。特定的伦理环境激发了齐丽娅的身份认同和心理归属感。作为第二代英

国犹太流散者，齐丽娅“在英国居住多年,宗教成见已经大大缓和”（134），并
渴望通过异教婚姻来弥补单一犹太伦理身份所带来的种族歧视和社会排斥，与

此同时试图在主流社会规范下传递犹太种族文化的精神内核。

18 世纪中后期英国人对《犹太人入籍法》1 的强烈反响表明，接受犹太

人的独特性与接受他们成为英国公民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犹

太婚姻独特性的宽容并没有转化为接受犹太人成为 18 世纪英国社会的一部

分”（Conway 4）。这种宽容的局限性反映出英国社会在处理宗教和文化差

异时保持着对犹太人的深层次矛盾和偏见，这决定了英国犹太流散者共同体

1  1753 年《犹太人入籍法》是一项允许居住在英国的犹太人通过向议会申请入籍的议会

法案。该法案于 1753年 7月 7日获得皇家批准，但由于其条款遭到英国民众的广泛反对，于

1754 年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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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求社会融入过程中面临着复杂伦理困境和身份认同挑战。

作为犹太女性，齐丽娅在跨宗教婚姻中不仅要面对来自家庭和犹太社区

的传统压力，还必须应对在主流社会中保持犹太伦理身份的挑战。由于所有

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齐丽娅为寻求更高的社会接纳度，克

制犹太伦理身份，推崇基督伦理身份，引发了违背家庭伦理规范的一系列伦

理问题。小说中，由于路途劳顿而意外早产的齐丽娅在丈夫的安排下来到苏

格兰内地一个州里的米得尔马斯村，并接受外科医生基地安·格莱先生的治

疗和帮助。在基督徒聚居的米得尔马斯村，齐丽娅即使在生产过程中依然坚

持戴面罩，以避免大家识别出她的犹太样貌特征。医生深谙犹太流散者在英

国的处境，在怀疑这位女客人是犹太人的同时，尽力隐瞒情况不让他的妻子

和其它看护者发现，因为他们一旦知情后“是不是能保持审慎的态度和宽大

的胸怀”（15）是一件更令人怀疑的事情。齐丽娅身为犹太流散者在英国社

会结构性压迫下不得不采取的隐忍与自我保护，充分展现了犹太伦理身份给

她带来的自我压抑和生存困境。

齐丽娅异教婚姻中犹太伦理身份和基督伦理身份冲突下的家庭伦理失

常，映射了 18 世纪晚期英国犹太流散者共同体在寻求文化保留与融入英国

社会之间的矛盾。在英国犹太流散者共同体中，通过婚姻结为一体的家庭

是维系犹太文化传承和社会生存的核心基石。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指出：“家庭生活的核心是丈夫和妻子结合为一体生育和教育后

代，所以婚姻作为持久关系特别具有这种天然含义”（74）。齐丽娅尽力做

好妻子角色，为维持家庭幸福甚至改奉丈夫的国教。齐丽娅建构的融合双重

伦理身份的新型家庭伦理秩序是增强英国犹太流散者共同体生存能力的重要

手段，“犹太教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以家庭为核心的家庭宗教”（宋立宏 孟

振华 217）。

抑制犹太伦理身份使齐丽娅与孩子之间的伦理关系破裂，进而难以维

持犹太流散者共同体稳定。滕尼斯认为，将共同体成员各种意志结合在一起

的最强有力的方式之一是“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之间的关系”（58）。齐丽

娅为维护社会地位不惜遗弃具有犹太血统的长子理查，导致理查对自己充满

了怨意。齐丽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许多上层社会的犹太人和外邦人

之间缔结的婚姻中，毫无疑问，犹太伴侣带来的财富是确保婚姻的关键因

素”（Endelman 266）。异教婚姻中的功利主义预示了齐丽娅的不幸家庭生活。齐

丽娅在与自己的儿子分离后忧虑不断，身陷隐匿犹太伦理身份的痛苦。

总而言之，齐丽娅通过异教婚姻组建家庭的方式是英国犹太流散者共同

体寻求生存和生活稳定的重要策略，但值得注意的是，伦理主体的伦理身份

失衡即犹太性的失声表达容易造成以家庭分崩离析为表现形式的伦理问题。作

为第二代犹太流散者，齐丽娅致力于建构的异教结合的家庭“成为一个冲突

或幸福延续的场景”（Tylee 17），折射出 18 世纪晚期英国犹太流散者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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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归属感缺失和身份认同困难的艰难生存境遇。

三、世俗教育：世界主义认同与广泛生存空间开拓

《一个医生的女儿》中，以理查为代表的第三代英国犹太流散者以自我

价值实现为主要伦理道德原则，在世俗教育中接受世界主义认同，意图将英

国民族国家认同、犹太种族文化认同和个人自由价值观融合在一起，通过参

与英国全球范围殖民扩张为犹太流散者开拓更加广泛的生存空间。通过叙述

理查在兽性因子驱使下陷入道德困境的故事情节，司各特揭示了英国犹太流

散者共同体在满足个人欲望与遵守社会伦理规范时的内在矛盾，同时批判了

世界主义认同中英帝国“文明”与“进步”主张背后的殖民本质。

接受英国世俗教育是以理查为代表的第三代犹太流散者实现人生价值的

必经之路。理查是齐丽娅与威瑟林顿成为合法夫妻前出生的孩子，由苏格兰

乡村医生格莱抚养长大。格莱以及理查的外祖父蒙沙达格外关注理查的受教

育问题。在哈斯卡拉 1 运动的影响下，久居英国的蒙沙达首先推荐理查修习医

学，以确保理查未来在英国主流社会中能够实现长远发展。理查根据外祖父

的意愿学习医学，并坚信自己“英国自由民”（39）的伦理身份会帮助自己

具备“出人头地所必须具备的能力”（38）。“伦理身份是道德行为及道德

规范的前提，并对道德行为主体产生约束”（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

其它》14）。理查始终坚定维护自己作为“英国自由民”的伦理身份，以此

为基石规范言行，追求个人发展。理查接受英国世俗教育，即通过掌握实用

知识技能实现个人价值，表征了 18 世纪晚期英国犹太流散者共同体年轻一代

通过个人努力实现社会价值的伦理价值取向。

18 世纪晚期，英国世俗教育通过倡导全球公民意识，推动对世界主义

价值观的接受。这种教育模式不仅在国内倡导开放包容的理念，更在全球背

景下建设适应国际需求的价值体系。世界主义“始于简单的理念，即在人类

共同体中培养共存的习惯”（Appiah 43），尤其“当自我、他者和世界之

间的新关系在开放的时刻发展起来时，就会产生世界主义的想象”（Delanty 
53）。这种超越自我他者界限的全球性意识渗透在教育的方方面面，使得人

们不仅在知识层面上理解世界多样性，还在情感上建立起对跨文化理解和合

作的尊重。

英国世俗教育在培养个人职业技能的同时，隐含了殖民扩张带来的广阔

职业机会和社会期望。对于受过医学训练的理查来说，东印度公司为他提供

1  “哈斯卡拉”是希伯来语单词“Haskalah”的英语音译。该词在中世纪摩西·迈蒙尼

德（Moses Maimonides）的《逻辑语言的解释》（Biur Milot Hahigayon）中多次使用，为

理性之意。哈斯卡拉运动，即犹太启蒙运动，是 18-19 世纪欧洲犹太人的一场运动，旨在

吸收启蒙运动价值内涵，以推动犹太社群更好进入欧洲社会。受该运动影响，英国犹太流

散者共同体逐渐重视世俗教育并开始参与英国的教育体系建设，以增强与主流社会的互动

和融合。



987The British Jewish Diaspora Ethical Community in The Surgeon’s Daughter / Huang Landi

的不仅是职业机会，更是实践他在教育中所吸收的全球视野的途径。理查深

受“在创造性的自我超越中形成的”（Delanty 36）世界主义认同的影响，形

成了超越单一犹太性的自我价值实现的伦理道德原则，以包容的视野将英国

民族国家、犹太种族文化和个人自由的认同融为一体，逐步实现多元文化身

份下的自我超越和道德成就。但是，英帝国扩张中世界主义意识形态的殖民

性扰乱了理查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动态平衡 1，致使英国犹太流散者共同

体面临严峻伦理挑战。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期间，理查痛斥父母生而不养

的不道德行为，导致母亲齐丽娅精神崩溃最终离世，理查对此无动于衷。如

格莱医生所言，理查就是一个充满“‘雄心’和‘贪婪’的恶魔”（66），理

查远走东印度公司实现人生理想本质上是出于满足个人欲望的目的，兽性因

子控制下的理查无视家庭亲情，间接犯下了针对族人的弑亲伦理大罪。

理查作出满足私欲共谋殖民扩张的错误伦理选择是受到认知局限的影

响，而这种认知局限源自理查在英国世俗教育中所接受的特定历史观和伦理

价值观，即将重功利轻道义的行为合理化正当化。自幼接受功利主义教育的

理查被作为低级和从属地位的兽性因子操控，其弑母行为打破了人类力图控

制自由本能即原始欲望而形成的伦理规范。2 面对父亲的解释，理查只是以“请

求您们两位承认我的权利”（123）冷漠回应，毫无悔过之心的行为举止内含

了英国民族国家认同对理查自我利益优先的殖民意识形塑。

出于开拓广泛生存空间的目的，理查打破种族伦理身份界限，积极与英

国白人形成良好社会关系。理查利用殖民地提供的机会和资源，在发展个人

事业的同时，进一步巩固了自身和族群在英国社会中的地位，建构了“以集

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3）。在

与白人交易过程中，理查被拐骗到怀特岛病院，失去了财产，此时理查深刻

认识到东印度公司的本质是充满“犯罪和暴行”（90）的敛财机器。尽管如

此，被东印度公司不健康伦理环境荼毒的理查已然失去伦理判断力，在远走

印度后继续保持对财富和权势的强烈渴望，甚至将未婚妻曼妮出卖给印度王

公为妃，此后又勾结东印度公司把亲王出卖给英国当局，沦落为“双重叛

徒”（170）。随着阴谋叛变计划的泄露，理查最终葬身于象蹄之下。

实际上，理查是英帝国殖民扩张和领土征服的工具，为帝国的利益服务。这

种工具角色使得理查的个人成就始终伴随着违背伦理道德的阴影，司各特以

此批判性地揭露了帝国时代世界主义观念的殖民实质。理查在开拓广泛生存

空间的过程中，犯下无情弑母和阴谋叛变的伦理罪行。理查的理性丧失和责

任感缺位揭示出，在帝国殖民扩张和英国自由民身份认同双重张力下，个体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9.
2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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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价值的实现总是背离伦理道德根基，这是英国犹太流散者共同体在建构

自我身份时为实现个人健康发展必须加以考量的问题。

透过小说，司各特对 18 世纪晚期英国犹太流散者共同体在生存主义伦理

价值取向下的不同代际生存策略展开了深刻的伦理道德批判。“文学作品的

伦理价值是历史的、客观的，它不以我们今天的道德意志为转移”（聂珍钊，“文

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 19）。《一个医生的女儿》中，犹太流散

者出于生存考量而进行的海外投资、异教婚姻和世俗教育等文化适应策略是

在英帝国印度殖民扩张伦理环境中做出的必要选择，但与此同时，司各特通

过小说指出了英国犹太流散群体在实施经济立足、犹太种族文化回归以及自

我价值等伦理道德原则时存在的内在矛盾冲突，如经济利益与社会正义、个

人幸福与家庭伦理、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司各特的创作不仅回应了 18 世纪

晚期英国社会对异质族群的焦虑心理，也反映了他对人类在文化冲突中寻求

共生与群体认同的深刻伦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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