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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 • 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 1912-1990）是常被我国外国文学研究

者们所忽视的、颇为高产的著名现当代英国作家，曾获达夫·库珀文学奖和布

莱克纪念奖，1982 年获布克奖提名，1988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达雷尔被亨

利·米勒、T. S. 艾略特和劳伦斯·鲍威尔等誉为最具创新精神的作家，是现代

主义文学到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中极具代表意义的过渡型作家，其作品开启了

后现代和后殖民小说创作的新领域，因此对达雷尔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和现实意义。

国外劳伦斯·达雷尔研究方兴未艾，成果频出，涉及心理学、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等领域，主要涵盖五类命题：历史、神话、性爱、自由和

小说艺术。然而对以《黑书》（The Black Book）、《亚历山大四重奏》（The 
Alexandria Quartet）和《阿芙罗狄蒂的反抗》（The Revolt of Aphrodite）为代表

的达雷尔重奏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国内外学界尚属首次。2014 年 5 月由复

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伦理选择与价值评判：劳伦斯•达雷尔重奏小说研究》中，

青年学者徐彬将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分析话语运用到劳伦斯·达雷尔部分重奏

小说研究中。这一研究范式与策略在对已有的劳伦斯·达雷尔重奏小说文本和

与之相关的批评文本的全新阐释中以及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具体实践中均体现

出较强的创新性。“伦理选择”既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一个关键词又是对达

雷尔重奏小说文本分析的切入点，在此基础上专著作者分七章探讨了主人公在

不同语境下的伦理判断、动因及结果。

 “达雷尔《黑书》中自我与他者之生、死变奏”一章着重探讨的小说中作

家身份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创作之处为了消解“前驱影响焦虑”而采取的“妖

魔化”和“逆崇高”1 的伦理选择以及“我”所发出的“英国之死”的文化批评

和伦理判断。如专著作者所述，“达雷尔在英国社会和前驱作家的影响下面临

着如哈姆雷特般的生死抉择。”2 作品既是作家创作的产物又是承载作家自我之

声和塑造作家身份的母体，前驱作家的影响如大量渗透至后继作家创作过程中

则表现为对母体的占有和对作家自我之声的剥夺。因此如将作品和前驱作家分

别比成作家的“母亲”与“父亲”，作家在俄狄浦斯情节作用下在创作过程中

必定要面对哈姆雷特弑父与否的伦理选择。

达雷尔借小说世界中的虚拟“自我”路西弗之口抒发了他对前驱作家怀有

的彼此矛盾的理性的“道德情感”和非理性的“自然情感”。3 道德情感表现为

对“父辈”前驱作家的亲近与仰慕，而自然情感，或可称为作家对作品本身怀

有的上述比喻意义的“恋母情结”则表现为对前驱作家的抵抗与反叛。专著作

者指出《黑书》主人公格雷戈里有关“艺术的真谛在于连本带息地偿还对前人

的借鉴”的论述中所提及的“利息便是超越前人艺术成就的部分”4 的说法便是

上述两种矛盾情感之间彼此调和的结果，是以继承与超越前驱作家为艺术伦理

旨归的第三种伦理选择。

专著作者还指出：虽然《黑书》恰如达雷尔所说是作家本人的“第一声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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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34），但该小说并未停留在作家自传层面上的自恋式和后现代实验性写

作；达雷尔的社会道德责任心体现在对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文化的批判上。专

著作者在对《黑书》主人公路西弗和格雷戈里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描述基础上，

揭示了达雷尔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英国之死”文化及

伦理危机的关注。

“《亚历山大四重奏》的经典化与妖魔化”一章从读者反应论的视角出发

阐释了与艺术创作与接受之间关系的伦理内涵。专著作者认为《亚历山大四重

奏》的成功不仅得益于对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传统的继承还得益于对欧美阅读群

体好奇心的满足。与卡繆（Albert Camus）相似，达雷尔以北非亚历山大城为背

景的文学创作使其跻身 20 世纪著名作家的行列。在现代主义文学叙事框架下，

《亚历山大四重奏》被视为描写英国作家身份的主人公海外经历的“成长小说”。

“作为现代主义文本的经典化”一节详细论述了《亚历山大四重奏》中涉及的“艺

术规范生活”和“艺术的自由性”等艺术伦理与道德主题。《后现代叙事的妖魔化》

一节表明读者对该小说的抵制态度源自达雷尔新型写作手法的运用。“外来性”

和“法国性”写作造成英国读者和评论家们阅读与批评的困难，这是部分评论

家对该小说中后现代叙事妖魔化的原因之所在。除此之外，该小说对历史、文

学文本和文本自身的互文性写作将读者带入一个又一个曲折婉转的意义的迷宫，

进一步增加了该作品的阅读难度。

“《贾斯汀》：自我解构与重构的二重奏”一章在“现代城市中的自我困惑”

标题下聚焦《亚历山大四重奏》的第一部小说《贾斯汀》中描写的现代城市居

民性爱观的伦理道德问题。“有性无爱”是小说主人公不受理性控制的“兽性

因子”泛滥的文本呈现。专著作者揭示了达雷尔对人间地狱般的亚历山大城街

头景色的描写背后对亚历山大城市居民的伦理与道德批判。作者阐明：《贾斯汀》

中的性爱描述并非旨在娱乐读者，满足读者的窥视欲望；与之相反，达雷尔通

过将主人公乱性后自我分裂的恶果付诸笔端，起到警醒读者的伦理劝诫作用。

“从《贾斯汀》到《克丽》：后现代语境下的自我嬗变”一章对达雷尔后

现代叙事技巧的探讨虽然属于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范畴，但就主人公自我嬗变

过程中创伤性经验的探讨而言，本章又兼顾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特征。以“时空

压缩”、“滑动展示板”和“望远镜视角”为关键词，专著作者在分析阐释达

雷尔叙事技巧的同时揭示了同一主人公在不同时空中伦理思想的反常化表现。

与后现代文本中主人公自我的多变、多元和去中心化等表现形式并存的是主人

公伦理主体稳定感的消失。小说中自我的多重复写（palimpsest）伴随着主人公

伦理与价值判断的反复无常。在借鉴荣格原型理论对小说主人公的心理世界加

以分析的基础上，专著作者得出个人化历程等同于个人伦理与道德意识成熟的

过程。以对部分小说主人公虽死犹生的自我价值和对他人成长过程中的积极影

响为例，专著作者指出主人公的“自我完满”实际上应被视为他们伦理思想升

华的结果。

“劳伦斯 • 达雷尔《亚历山大四重奏》中的场所与伦理释读”一章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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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的“场所”（place）概念引入对《亚历山大四重奏》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之

中。该章的研究重点是英国现当代著名作家达雷尔《亚历山大四重奏》中“场

所与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对在后殖民语境下亚历山大城这一“相对固定”

但又“变动不居”的场所中的小说主人公伦理判断、伦理身份的选择等方面的

考察。专著作者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是《亚历山大

四重奏》中的第一部小说《贾斯汀》（Justine）中第一人称叙述者达利（Darley）
认识亚历山大城和城中居民并分别给他们贴上“欲望之都”和“克莉奥佩特拉

后代”的伦理标签的文本依据。小说女主人公贾斯汀（Justine）是现代版的克

莉奥佩特拉，被达利视为“妖魔化”了的“欲女”。正如达利对《安东尼与克

莉奥佩特拉》中克莉奥佩特拉伦理身份的误读一样，达利并未认清贾斯汀为国

献身的“圣女”的伦理身份。专著作者指出达雷尔在第三部小说《芒特奥利夫》

中将带着伦理判断有色眼镜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达利换成客观的、全知全能的第

三人称叙述者，随着叙述者的转变，贾斯汀“圣女”的伦理身份最终浮出水面。

专著作者强调了亚历山大城后殖民历史语境对主人公芒特奥利夫

（Mountolive）政治判断和伦理身份选择所起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处于殖民与后

殖民时期交界点上的芒特奥利夫仍将维护英国在埃及的殖民主义统治视为外交

官至高无上的伦理旨归。当芒特奥利夫重拾维护大英权益的“现实原则”时却

发现自己如萨特存在主义中对人之存在处境的描述一般被“投掷到”（projected）
一个熟悉却陌生的亚历山大城的“场所”之中，伴随着英埃条约的签订和埃及

的独立，芒特奥利夫顿时失去了伦理身份选择的能力，而陷入“伦理真空”之中。

从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题为“贱民能否发言 ?”（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论文入手，专著作者探讨了后殖民语境下亚历山大城内埃及科普特

精英塑造新型伦理关系的主题。“贱民”莉拉和她儿子纳西姆的反抗以学习和“模

仿”西方殖民统治者为伪装。芒特奥利夫眼中“完美的被殖民他者”的形象背

后隐藏着的是科普特霍斯南尼家族近乎三代人坚持不懈地反英斗争。如专著作

者所述，长期以来人们历史与文化的价值判断浓缩于亚历山大城这一独特场所

之中，并以诸多方式深刻影响了主人公的伦理评判和伦理身份选择。

“《阿芙罗狄蒂的反抗》中的伦理与文化隐喻”一章以浮士德博士精神的

伦理悖论为核心词。费利克斯为了实现个人科学梦想而与公司签订契约出卖灵

魂的伦理主线与他幡然悔悟并决定反抗公司为大众谋利益的伦理主线交织在一

起形成一个“究竟该如何是好？”的伦理节。专著作者形象地将现代资本主义

社会中的公司制度比作魔鬼撒旦的契约，将费利克斯比作现代版的浮士德博士。

斯宾格勒所说的“机器文化的没落”实际上指的是在光怪陆离的美好科技面前

人类道德良心的泯灭。“阿芙罗狄蒂的反抗”是小说中类人机器人艾俄兰斯的

自杀式反抗。身为科技文化和消费文化代言人的妓女艾俄兰斯死后被梅林科技

公司制成类人机器人并使其继续为公司和公司总裁朱利安服务。然而与为人的

艾俄兰斯出卖身体与良心换取自己本能物质欲望的满足相比，类人机器人却选

择与朱利安同归於尽，结束公司对她身体与灵魂的占有。专著作者认为费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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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受类人机器人艾俄兰斯自杀式反抗的启示，烧毁公司档案室实现了有良知的

发明家的伦理身份的重塑。

“达雷尔的多重身份与艺术伦理选择”一章从“艺术伦理选择”的定义出

发揭示了国外批评家对达雷尔殖民作家身份的误读和达雷尔本人“自我救赎的

西方佛教徒”的艺术家伦理身份的选择。如专著所示“艺术伦理选择”指的是

“艺术家从其艺术工作者的职业身份出发而进行的伦理选择，以及在其艺术创

作中展现出的伦理指归；强调在一定社会、历史语境下，艺术家与作品之间双

向的伦理意识和伦理评判之艺术表现体系的建构”（178）。专著作者指出部分

西方研究者之所以将达雷尔视为殖民作家与达雷尔英国驻塞浦路斯、亚历山大

等地新闻官的任职经历有关。然而达雷尔远离英国的自我流放出自对英国和英

国文化的抵制，以此为前提，达雷尔貌似为大英帝国海外利益服务的新闻官工

作不过是养家糊口的权宜之计，而不具政治动机。相反，达雷尔在以《苦柠檬》

为代表的系列游记作品中清晰地展现出对所到之处本土居民殖民遭遇的同情。

专著作者指出通过达雷尔几部重奏小说伦理主题的考察，可以发现“达雷尔实

现了由英国文化批判者到世界公民和西方佛教徒的艺术家伦理身份的转变；在

由‘西’向‘东’的自我流放过程中，以世界大同的伦理道德理想和佛教救赎

思想为核心，实现了由‘东’向‘西’的批评性回写”（197）。

徐彬将达雷尔的生平研究与作品研究相结合，揭示其“重奏小说”的叙事

形式、主题探讨和文化批评与作者本人的旅行作家身份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专著在对重奏小说中主人公伦理身份、伦理危机和伦理选择等主题详加阐释的

同时兼顾对达雷尔本人创作过程中的艺术伦理判断和选择的揭示。《伦理选择

与价值评判：劳伦斯 • 达雷尔重奏小说研究》是现当代英美文学研究中不可或

缺的研究成果之一。该书的出版将为从事英美文学、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的科研院所中的研究人员、相关领域里的高校师生提供一本高水平的研究参考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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