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８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６年５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８Ｎｏ．５
Ｍａｙ．２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６．０５．０５２

《自由》中的后人道主义伦理价值观解读 ①

卿丽园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作为一位有强烈责任感与时代感的美国当代作家，乔纳森·弗兰岑在世纪小说《自由》中聚焦于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以来的美国社会现状与现代人生存困境，流露出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人类与自我、家庭以及生态各方面关系的

失衡，表达了他“求圣”“求善”“求和谐”的后人道伦理诉求，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后人道主义关怀。

关键词：《自由》；后人道主义伦理观；“求圣”；“求善”；“求和谐”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６）０５－０１７６－０３

乔纳森·弗兰岑（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Ｆｒａｎｚｅｎ，１９５９———），美国当今著名的随笔作家、小说家，以抨击现代传
媒与书写民众而著称，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责任感。他虽非多产作家，但其在文坛的地位却举足轻

重。２００１年出版的《纠正》，为他摘下美国图书奖与英国最古老的詹姆斯·泰特·布莱克奖，奠定了其
在文学界的重要地位。时隔十年，他再次名宿文坛，凭借“皇皇巨著”《自由》成为十年来惟一一位登上

美国《时代》封面的作家，并加冕为“伟大的美国小说家”。杂志封面的著名评论家格罗斯曼曾高度评

价：“多年来，我们以为再也不会读到这样的作品，那种濒临灭绝的真正好看而又伟大的小说。”［１］

纽约书评认为，《纠正》令你懂得家，而《自由》让你知道爱。与《纠正》颇为相似，《自由》也是聚焦

于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向读者讲述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美国普通家庭从分崩离析的边缘走向破镜

重圆的回归过程。弗兰岑回归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将故事中人物内心的纠结与痛苦、家庭成员中

的矛盾与冲突以及生态的种种破坏等各种问题栩栩如生地展开在读者面前，揭示了现代人在过度自由

状态下无处可逃的生存危机与困境，体现了其后人道主义伦理价值观。

１　人与自我“求圣”的伦理升华
众所周知，人道主义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由于其过度强调以人类为中心，

强调人的尊严与主观能动性，未能全面地把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造成了人类自我不同程度的扭曲与

异化。尤其是在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中，个人由于未能很好地调节自我而陷入困境。后人道主义者意

识到人道主义的弊端，他们反思、批判并扬弃人道主义，摒弃单一的思维，解构灵魂与肉体的对立，探求

和谐多元的后现代思维，他们认为“人类会异化成为‘生产机器’‘权力的手段和工具’‘消费机器’和

‘金钱奴隶’”［２］。因此，人之纯真、善良、信任等美好的本性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竞

争、背叛、不安全感与互相猜疑，这种“被异化的、不自由的、机器般的人”［３］５０－５１必定会自取灭亡。

《自由》中，由于婚姻家庭事业等各方的不顺带来内心纠结、痛苦、彷徨等极度抑郁的情景无处不

在，无人不有，其中，主要是以主人公帕蒂的生活而展开。全书由４部分构成，而第一部分《错误已经铸
成》占据了小说大量篇幅，是帕蒂在心理医生的建议下用来治疗抑郁症的疗伤之作。弗兰岑采用了全

知全能的零度叙事视角将女主人公为人女、人妻及人母的生活灵活地铺展开来，如法国著名理论家热奈

特所言，零度聚焦叙述就是变换聚焦，“就是在一些经典叙事中，用不确定的聚焦点或者是距离较远的

聚焦点产生出全景式的描述”［４］７３。因此，零度聚焦的手法使主人公各阶段的困惑自然而言并客观地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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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读者面前。为人子时，由于其纯真憨厚的性格，父母放弃了对她的培养与关爱，她是家中被排斥的

对象，乔伊斯经常开车送帕蒂的弟妹们去学画画、吉他、芭蕾……而帕蒂很少坐在她的车上，大多是自己

坐公交回家，如遇比赛，就有队友的爸与对权利的追逐，劝她“忘了它，向前走”①
①

，因为这不仅有伤一个

从政家庭的声誉，更多因对方是显赫的政治家族，不能得罪。可怜的帕蒂连讨个说法与公道的机会都没

有。由此可见，年少的遭遇是她在日后生活中不断受挫与抑郁的一个主要原因。为人妻人母时，她本应

该是幸福的，疼她的丈夫，然而她却陷入了无法自拔的三角恋；有一对可爱的儿女，但因其过分溺爱儿子

忽视女儿的存在，以致叛逆的母子关系与疏远的母女关系。最后，她只能整日酗酒吸毒以求摆脱抑郁困

顿的生活。

基于李定清教授文学伦理理论，所谓“求圣”伦理就是指人通过自我剖析与反省，完善自我并实现

道德升华；而自省是实现求圣的方法之一。在尝试过酗酒吸毒、嗑安眠药、咨询心理医生等各种解郁方

法失败后，帕蒂开始反思自我，思考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追求的是什么生活。在救赎道路上，她首先

是从穿着着手，她意识到结婚４４年来就只把自己定位为全职型家庭主妇，相夫教子是她唯一职责，以致
没了自我。现在的她，开始“穿高跟鞋、贴身裙、化浓妆等时髦打扮，看上去好极了，再也不像帕蒂了”，

卡茨也“记不起以前除了穿牛仔裤之外的她还穿过什么衣服了”，并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再次，她反思自

我与子女及丈夫的关系，意识自我的不足，塑造完善自我。在女儿杰西卡眼中，“她变得像个完美妈

妈”；与儿子也能保持极好的关系。最后，她求助于工作，“在一家私立学校担任了５年的教师助理”，这
份工作带给她“深刻而持久的快乐”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因此，自我反省、寻求真正自我是她走上求

圣之路的途径。弗兰岑以帕蒂为缩影，辐射了现代社会中许许多多像她这样人与自我失衡关系失衡的

人。幸运的是，她最终超越了自我，表明弗兰岑在人与自我之间提倡“求圣”的伦理关系。

２　人与家庭“血浓于水”的伦理诉求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古代或现代，家庭在社会发展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社会的细胞，基

本的组织机构，这可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期。他在《政治学》中强调国家的重要性，而家才是基

本单位，先有家才有国。因此，家庭伦理道德是人类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特殊的功能与地位。

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应该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妻柔等美德规范”［５］。然而，在物欲横流的消费

社会，传统的家庭美德受到强烈冲击，家庭伦理的迷失造成了破碎的婚姻伦理、荒芜的手足伦理以及冷

漠的代际伦理。据报道，近年来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的离婚率长期居高不下且日益上升，在上世纪５０
年代，９０％以上的已婚夫妇能将他们的婚姻维持到１０年以上，但到了上世纪９０年代，这一比例下降到
不足５０％。可见，人们已不再重视家庭的地位与作用，家庭伦理道德也日益荒芜。

尽管弗兰岑是白人，男性后现代作家，但是他书写的是非主流题材，家庭是他创作的母题，如他所

言，“现在尚有的少数可以抵制消费主义和科技的领域之一便是家庭，因为在家庭中你有不可逃避的角

色和责任，家庭的吸引人之处还在于人们对父母、兄弟和儿女都拥有强烈的感情。”因此，他所有的小说

描述的都是分崩离析的家庭如何走上破镜重圆的过程，如《强震》《纠正》等。《自由》这部全景式、大视

野的小说也不例外，以帕蒂一家为主要线索，弗兰岑描绘了７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涉及了人们各式各样
的生活方式。沃尔特·伯格伦德一家在邻居看来原本是人见人爱的模范家庭：帕蒂为人友善，从不说人

坏话，极力构建友好社区；沃尔特是公认的大好人，子女也乖巧懂事。可这一切，在２１世纪初，都变得扑
朔迷离。帕蒂成了怨妇，儿子乔伊离家出走，沃尔特成了“傲慢、专横与缺乏道德”的代名词。帕蒂与卡

茨发生一夜情，而沃尔特与助手相爱，乔伊也陷入了性与金钱的沼泥。这一家从和睦到破碎的过程在帕

蒂的自传中惟妙惟肖地勾勒出来。但是，在小说的结尾处，所有的恩怨与矛盾都得到了解决，帕蒂与丈

夫和好如初，母子之间的关系得到和解，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纽约。

这种类似于查尔斯·狄更斯小说美好结局的布局在《纠正》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兰伯特一家通过

自省与原谅最终摆脱了困境与走上了大团圆。句号式的完美结局也是弗兰岑区别于主流作家的重要标

志，而这遭到了后现代作家的不屑。然而，由分裂走向回归的过程更能激发人们对失而复得东西的珍爱

之情，流露出弗兰岑在家庭伦理关系层面上提倡对传统家庭美德的回归与“血浓于水”的伦理诉求，也

与后人道主义提倡的人与他人之间求善的伦理主张，即：人与人之间应保持互助互爱、互相尊重、宽容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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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文中所有《自由》的引文，均引自以下文献，不再一一注明。乔纳森·弗兰岑．自由［Ｍ］．谬梅，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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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等之类的利他精神。

３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伦理追求
以批判与超越人道主义的后人道主义又被称为积极的人道主义或中庸的人道主义，它通过消解人

道主义的极端达到和谐共生的目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基于“人是万物尺度”的基础上建立的，它过分强

调并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自然只是服务于人类的工具而已，导致“人可以驾凌万物至上的中心霸

权地位”的思想存在，人类渐渐形成了“以征服自然为荣，以征服自然取乐”［６］１７１的思维模式。而后人道

主义者指出，“这种谬论是一种极端化的思想，过分夸大人类地位而忽视行为后果必将为人类的发展带

来恶果”［７］，如生态失衡、人口膨胀、环境污染、温室效应等人与自然的失衡。因此，后人道主义者提倡

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平等相处的生态伦理。

与《纠正》略有不同，弗兰岑在《自由》中不仅表达了对家庭的关注，也强烈地流露出对生态危机的

担忧，尤其是生态污染与人口问题。沃尔特是个疯狂的环保主义分子，几乎把终身的精力都奉献于人类

可持续发展道路这一理念上。他在少年时，就表现出对自然的强烈向往与热爱，在大四的最后一个暑

假，他为了让自己弟弟吉姆学会承担责任，离开爸妈独自一人来到他家湖边的老房子。他带着“旧单速

自行车、一本二手简装版《瓦尔登湖》、８毫米的摄影机与胶片”，这些随身携带的物品无不透露出其对
自然的挚爱。在此，他研究了他最爱的麻?鸟习性，享受着与大自然独处带来的宁静与快乐。由此可

见，他不仅热爱大自然，也把投奔大自然看成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视大自然为有血有肉的同类。正因

为他疯狂的环保思想，当他到中年时，为了保护鸟类而被黑心的煤矿资本家利用，采用山顶剥离技术开

采致使百万人失去家园。当他意识到自己被骗时，为时已晚，“我们每个月都要给这个世界增加１千３
百万人！他们相互残杀，相互争夺资源！一路上消灭其他物种！这他妈的是个完美世界，只要你不去理

会其他物种！我们是地球上的一个肿瘤！一个肿瘤！”他的演讲激怒了那些恶毒的老板，被他们打得

“暂时完全地失聪失明，嘴里满是鲜血”。小说的最后一章，因为妻子帕蒂的背叛与情人拉莉莎的死去，

沃尔特一个人在坎特桥湖区独住６年。他远离尘嚣，自然成了其精神避难所与庇护地。
在１９１４年，苏格兰生物学家汤普逊提出了“生命之网”的概念，法国学者史怀泽提倡“敬畏生命”的

新伦理观，这表明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不断深化与重视。实际上，沃尔特在某些方面就是弗兰

岑自身的写照，他自己也热爱大自然，热爱鸟类。小说以沃尔特这样的环保主义者为主要人物表明弗兰

岑呼吁全人类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伦理追求。人对自然的关爱与保护反过

来也是在保护自我，因此，人类应树立人对自然的道德关怀是对自身关怀的和谐生态意识。正如海德格

尔所言，“人人依寓世界而存在，依寓世界是一种根基于‘在之中’的存在论环节。”［８］６５

４　结语
以后现代写作手法为主流的环境中，弗兰岑却另辟蹊径，回归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聚焦普通

民众，并积极融合后人道主义思想的精髓，是新世纪第一位在主题上有突围的作家。《自由》中，尽管人

与自我、他人以及生态各方面出现了危机与失衡，但通过人物内心的自我反省与剖析，都得到了一定程

度的改善，与后人道主义思想提倡的价值观不谋而合。小说中个人、婚姻、家庭与整个美国社会交织在

一起，并辐射美国的政治、经济、生态、文化等各方面现状，流露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与忧国忧民的后人

道主义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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