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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王妃》中的父子冲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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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小说《红王妃》以其独特的跨时空叙事结构备受关注，大多数学者都聚焦于它的女

性主题以及叙事技巧。而这篇文章则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旨在研究小说中父子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及寓意，指出在古

代和现代社会中，父子关系和谐的重要性。

关键词：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红王妃》；父子冲突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７２－０３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Ｄｒａｂｂｌｅ，１９３９－）是英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作家之一，１９３９年
出生于约克郡的设菲尔德，与著名学者、小说家Ａ·Ｓ·拜厄特是亲姐妹。其作品题材丰富，手法精湛，
代表作品有《夏日鸟笼》《金色的耶路撒冷》《磨砺》等，大多都是反映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以及她们如

何追求理想的生活方式。《红王妃》这部小说同样从一个女性的视角来描述朝鲜文化以及当时的宫廷

生活，并借助她的灵魂来感受现代世界，完全跨越了时空、地域与文化的局限，展现了一部不一样的人类

女性困境小说。国内外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基本上都是停留在对女性主义主题、奇特的叙事技巧等结构

上，而本文旨在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红王妃》中古代和现代两对父子关系的异化及其原因，以此

来进一步深化小说的主题意义。

在西方文学史上，父子关系一直都是亘古不变的“母题”，父亲这个词不仅是一个家庭的组成部分

和身份，“更是一种社会权力、秩序、力量和权威的代称。”［１］父与子关系问题一直被中西方文学所探讨，

其中弑父主题更是耳熟能详，最经典的莫过于西方传统的古希腊神话的《俄狄浦斯王》，其“弑父娶母”

情节成为父子关系伦理道德的典范，儿子成功打败父亲，是典型的“父败儿胜”的例子。然而在东方国

家的历史上，可能是因为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和地域差异等原因，却与此相反，基本是以子辈的失败而告

终。特别是在古代的中国，深受儒家文化“百善孝为先”“父为子纲”的影响，致使子辈们从小就有尊父

思想，加强了封建家长专制，这种思想一直抑制着子辈对于父辈的反抗。在《红王妃》中，作者虽说是英

国本土的作家，但其借助的题材却是深受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影响的朝鲜英祖皇帝的这段历史，在小说

中，多次提到了中国的文化历史背景对他们观念形成的作用。在这样的一个典型的父权社会中，父亲永

远占有主导地位，统治着整个国家和家庭。

１　英祖皇帝和思悼王储———父爱的缺失
在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之后，父辈是社会的主宰者，权力的象征。古希腊罗马神话里，有不少至高无

上权力的君主，同时他们也是一个家庭的父亲，在家庭里享有绝对的权威。所以，对父权的反抗，就是对

权力意志的挑战。在历史上，英祖国王是朝鲜在位最长的君主之一，他在位时，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昌

盛。但在小说中，作者展示了一位不一样的英祖国王。他从小接受的就是严格的孔孟思想，这些陈旧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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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的东西填鸭式地注入其大脑。在红王妃看来，其实他经常变幻不定，他以俭朴著称，却有时很奢华。

有时装腔作势，有时谨小慎微。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受封建制思想控制的父辈。思悼王储作为英祖国王

惟一的王位继承人，从小备受宠爱，承载了世人众多期望。可是他的父亲却对他不闻不问，“没准打从

思悼一出生，国王就视其为竞争对手，一个潜在的弑父凶手。但为了王朝大业却又不能不生子，也许这

让他心里十分怨愤。做父亲的总是把儿子视为对手。”［２］对于父亲的恐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从小

积累起来的。童年时的王储也同样接受所谓的正统孔孟思想，“每当他背书结巴，父王就会气呼呼的，

甚至对他高声咆哮。”［２］这就导致思悼结巴的毛病，父亲越发怒，他就越害怕越结巴得厉害。在朝鲜这

种封建家长专制的国家，父为子纲的单向“孝”文化机制制约着子辈的思想，致使他们一直流淌着崇父、

尊父的意识。更何况是在封建君主专权的皇宫里，浸染过父权思想的思悼王储当然不例外，对于父亲的

爱，惧父远大于尊父，顺从、屈服的思想更是萦绕于他的脑海，反抗父权至尊的观念并未出现，直至大王

孙的降临。

在红王妃的眼中，英祖国王是一个专制、冷漠的父亲。“我曾不止一次亲耳听国王陛下说，索性让

天花把思悼的命收走更好。他竟希望自己的亲生儿子死掉！”［２］，大雪纷飞的晚上，思悼竟匍匐在雪地

里谢罪，而他的父亲却没心存怜悯。在专制父亲的管教下，想对英祖国王进行反抗，但无从反抗始终屈

从于父权之下。长期下来，思悼患上了各种病，“他会拒绝更衣，会像个女人似的，面对一大堆衣物挑挑

拣拣。久而久之，他患上狂躁症”［２］，父亲永不停止地对于他仪容的批评，他却敢怒不敢言，长期积累的

话语讽刺，压抑的心情更加难受。父亲就成了施虐者，思悼成为受虐者。“他的父王是个严酷无情的

人，世上有哪个做父亲的会如此折磨自己的儿子？”［２］父亲的这一角色对子辈们的思想和成长起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而父爱的缺失更是对子辈们的一个沉重的打击。小说中提到“我们的史书标榜他是个伟

大的君王，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的另一面：喜怒无常、报复心极强、对儿子毫无父爱。我们的社会对孝道看

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论父母对子女的态度多么可恶，子女都必须无条件地孝顺。思悼怎能不被逼

疯？他受尽了蔑视、排斥和折磨。对如此残酷无情的父亲，他怎能做到忠心耿耿？”［２］没有了父亲的疼

惜与关爱，谁都无法忍受这种痛苦，更何况作为一位皇位的继承人。

思悼无法撼动父亲的权威，也无法赢得父亲的喜爱，伤心至极的他心理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所以

娶了王太后的侍女朴爱英，也传出他和自己的姐姐有不良的关系，完全属于乱伦的一种表现，并且英祖

国王全然不知。而且不久后他开始通过另一种方法来获得一种变态的快感———杀人。纸是包不住火

的，父亲最终还是知道了这些事情，父子两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口水战，最终以思悼跳井结束，性命虽无

大碍，可是丢尽了颜面。僵持了几个礼拜之后，这种异化了的反抗，却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父亲竟然

屈尊到儿子的寝宫，看到了又脏又乱的住处，多少也唤起了他的一点父爱。思悼向父王解释了自己的行

为：“我杀人杀动物是为了发泄闷在心里的火气。”“你哪来那么大的火气？”“因为我受伤害太深。”“为

何感觉受到伤害？”“因为你不爱我，而且我很怕你，你老是责骂我，好像我一无是处。我的病就是这么

得来的。”［２］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反叛父权的弑父情节是子辈们男子汉身份建立的必由之

路，只有反抗了一家之长的权威，才能最终确立自己男子汉的地位。思悼王储踏出了反抗父亲的第一

步，用这种消极的方式去表达对父权专制的不满，从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至少有了明确的反

抗思想。

在西方文学史上，“弑父”的思想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社会政治

也深受其影响，各种文学作品中反父权的意识也就更加明显。在德拉布尔的这部小说中，她将“叛父”

和“弑父”的意识写入其中，虽说此时的朝鲜是在封建社会，却也上演了又一个“王位之争”的悲剧故事。

自从杀人事件被告知之后，他的妄想症狂躁症也愈演愈烈，觉得自己难逃一死，整天处于极度恐惧之中，

感觉他已经迷上了死亡。思悼的敌人开始利用他这种异化的行为来诋毁他，列出了他一长串的罪行，说

他有了弑父之心。其实跟他接近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已经完全神经错乱。但是英祖国王

也开始相信了外面的流言蜚语，因为他自己也在担心自己的性命，于是“壬午事件”也就这样产生了，英

祖国王命令自己的儿子爬进米柜，闷上几天，慢慢地被饿死；最终也就出现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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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３］的悲惨结局。很明显，在东方文学中，篡弑是远远比不上西方文学的。儒家

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始终无法彻底实现对父权专制制度的反抗与颠覆。

２　彼得父亲和彼得———过高的期望
《红王妃》自出版以来，就以其新颖的叙事手法而著称，在《红王妃》的第二部分中，作者把故事发生

的时间切换到了２１世纪，红王妃的鬼魂选择了和她有一样经历的芭芭拉·霍利威尔博士作为她在现代
的代言人，以现代人的身份感受着朝鲜的历史。霍利威尔博士是一位独立的女性，一位优秀的学者，在

这个看似风光、乐观的坚强女性背后，却有一段令人怜悯的婚姻。他的丈夫彼得·霍利威尔患有一种隐

性的心理疾病，使他“远离了妻子，也远离了自己，已半死半活徒具形骸了”［２］。她自己本身身体健健康

康，有过一个儿子，却因染色体变异导致综合性免疫缺陷症，不久后就夭折了。芭芭拉在飞机上一看

《王妃回忆录》，就被里面的内容完全吸引了，整整５个小时都没抬过头，读完之后，她幻想着自己这次
朝鲜之行，可眼前却浮现了王妃在庭院等待，思悼哀求他父王饶命的画面。这不得不让她联想到自己丈

夫在宅子里永不停歇地走动，无可奈何地呻吟，时不时地喊着要去死的场景。彼得的情况与思悼王储非

常相似，也患有一种非常严重的皮肤病，内心的压抑使他们有了自杀倾向，但多次试图自杀都没有成功。

不同的是，思悼承认杀人可以缓解他的压抑，彼得的暴力行为多数是针对自己的，至少没有杀人。

众所周知，父亲的意象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原型，而人们对于父亲的原型存在一定的悖论。一方面他

是儿子的保护者，象征着权威、尊重和力量；另一方面他又令人敬畏、高深莫测，同时也负责教导着儿子，

限制他们的自由。芭芭拉一直认为，彼得的这种压抑来源于父亲对于他的过高期望，“她相信———或

许，是她自己说服自己相信的———是彼得的父亲毁了他。他饱受了父亲愤怒的折磨和极端的排斥，变得

极其自闭、漠然，家变成了他龟缩其中的避难所。”［２］彼得的父亲是一位天资过人的学者，但是学术界对

其态度不一，有人说他学术造假，也有人说他是幻想家。父亲对于彼得要求过高，教导过于盲目，虽说他

只是一位父亲，却有皇帝般的专制和暴虐，彼得跟思悼王储的结局就是一样，永远都不可能成功。父亲

的形象被消解，这种无情的父子关系使他走到了绝境的边缘，生命虽然在延续，却是生不如死。思悼和

彼得的命运很相似，彼得就像是一位王子，他的父亲就是一位皇帝。这部作品反映了王子们的悲剧人

生，都是在这种父子之间的冲突中横遭厄运，直接或间接地遭到了父亲的毒手。父子关系的不和谐，导

致了悲剧的产生，虽说这是英国作品，可是它的材料来源于东方历史，与西方神话和史诗相比较，东方文

学中，父子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的是子辈，胜利的是父辈们。

３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西方父子关系主题逐渐趋同化。本文通过对英祖国王和思悼王储之间这种恐

惧、缓和、最后被杀的关系，以及彼得父子之间的过度期待，导致彼此之间的冲突关系，反映了父子骨肉

亲情的异化。从古至今，父子关系一直在不断地演变，从以前对于父亲的尊崇渐渐地到反抗，但是直到

２１世纪的今天，这种恶劣的父子关系依然存在，这对子辈们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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