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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的社会规范和自由选择之多元解构

——简论凯萝·邱吉尔戏剧《九重天》第一幕的叙事结构

张月琴
(盐城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盐城224001)

摘要：戏剧《九重天》是英国当代剧作家凯萝·邱吉尔成名力作，因其独特的社会性别观，在当

代英国剧场里十分具有代表性。分析了《九重天》第一幕中出现的4个典型人物的多元化性别

特征，对殖民主义男权社会中男女性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性属进行了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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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萝·邱吉尔(Caryl Churchill，1938一，以下

简称邱吉尔)，是英国当代一位取得杰出艺术成

就的女剧作家。其作品的题材以当代英国女性社

会生活与生存处境为主，其创作态度则是一种对

现时社会的批评。她的艺术手法也别具一格，善

于打破和摆脱时空背景与戏剧场幕之间的限制，

穿越界限与艺术形式的局限性。作为一名杰出的

女作家，她的戏剧创作也打破了由男性垄断西方

剧场的神话。

戏剧《九重天》(Cloud Nine，又译作《极乐的

心境》)，是邱吉尔1979年推出的一部力作，被称

为是她一生中“商业成就最高的戏剧”，也确立了

邱吉尔在英美话剧界举足轻重的地位。《九重

天》的剧情其实并不是十分离奇复杂，也没有扣
人心弦和惊天动地的故事发生。但由于涉及到大

量非主流的敏感话题，如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

多性恋和乱伦恋等，甚至在剧情中还穿插了好几

处赤裸裸的性爱场面，文学评论界对其评价褒贬

不一。有的文艺大家们断定，《九重天》是她“最

有问题的两部戏剧”之一。从诸多对《九重天》的

评议中，我们不难看出，邱吉尔带给观众们的最大

困惑是，“当代社会应该为人性解放感到欣喜，还

是为‘乱七八糟’的伦理关系感到担忧与恐慌?

亦或是为找到出路感到欣慰?”¨J。本文试图通

过解构主义的视角，以《九重天》第一幕为例，对

剧中几个主要角色极度错乱的性别进行伦理反

思，以期真正解构殖民主义男权社会中，性另q的自

然属性和社会性属的本元。

一、克莱夫：性别压迫的忠实卫道士

《九重天》共有两幕。第一幕主要讲述的是，

家长制男权社会对男女尤其是对女性的性别压迫

和混乱感情背后的人性压抑。人物主要有维多利

亚时期的非洲殖民官和农场主克莱夫Clive、他的

太太贝蒂Betty、9岁的儿子爱德华Edward、2岁的

女儿维多利亚Victoria、黑人管家乔舒亚Joshua、

寡妇桑德斯太太Mrs．Saunders、家庭女教师艾伦

Ellen、旅行探险家哈里Harry和岳母默德Maud。

克莱夫是第一幕中的中心人物，剧中出场频率较

高，剧情紧紧围绕着以克莱夫为中心的一夫一妻

的家庭内部布景开展。在男权意识统治的维多利

亚非洲殖民世界中，克莱夫处于家庭和社会最顶

层和中心位置，他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这可以从

他出场后，就逐一对剧中其他人物进行一一介绍

体现出来。

克莱夫：这是我的家人⋯⋯我是这儿人民的

父亲，更是我深爱着的家庭的父亲!

收稿日期：2013—04—1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752001)；江苏省教育厅2010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基金资助项目(2010SJa750020)

作者简介：张月琴(1973一)，女，江苏盐城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研究与英语教学。

万方数据



：!!：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6卷

(他介绍贝蒂出场，她由男子扮演。)

贝蒂：我为克菜夫而生活，我生活的所有目的

就是达到他对妻子的要求⋯⋯

(克莱夫介绍乔舒亚出场。他由白人扮演。)

克莱夫：我的家仆是我中意的仆人，聪明灵

巧，你几乎看不出他是一个黑人!

乔舒亚：我皮肤虽黑，但心却白⋯⋯我的主人

就是我的阳光⋯⋯白人所渴望的正是我尽力要做

到的。

(克莱夫介绍爱德华出场。他由女子扮演。)

克莱夫：⋯⋯我在尽我所能让他成长为一个

真正的男人⋯⋯

爱德华：我想成为父亲所渴望的那种人
．．．．．．[2】

通过以上台词可以看出，克莱夫的口吻好像

是在处置由他掌控的出价待沽的商品一样。克莱

夫是第一幕中唯一的男性性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

性属同一的人物。一方面他是殖民社会中典型的

男性意志和男权意识的代言人和忠实执行者，他

要求所有男人和女人的个人举止和社会言行，都

要完全符合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关于性别标准

的根本意志和核心要求。另一方面，他还按照社

会的价值规范，对男女社会成员的地位进行了等

级上的严格区分，尤其是对于女性人物，必须要丧

朱自我和彻底失声，完全是为父亲、丈夫、儿子和

每一个男人而生活，男人的一切就是她们生活的

目的和全部内容。特别是他按照自己的愿望，定

义了性行为规范和性别标准，比如，他与寡妇桑德

斯太太并无多少真正的爱慕之情，甚至说有点憎

恶她，但他却强迫桑德斯一直与自己保持着性关

系，当他发现妻子贝蒂和哈里有染并准备私奔时，

用无比惊讶的口吻和极为恶毒的言语，指责他们

的感情是“黑暗的女性色欲”；对于男同性恋者哈

里，他试图帮助克服他的性倾向和对自己产生的

不正常的感情，但对于女同性恋者艾伦，他却始终

抱着嘲笑和讥讽的态度，对她的感情嗤之以鼻。

克莱夫这个按照既定的伦理观念和社会规范塑造

出的人物形象，切实地映射了家长制和男权中心

意识套在人们身上的社会枷锁，表达了人们试图

冲破和摆脱男权对于社会性别深层的压制和禁

锢，真正实现男人和女人一切平等的生活愿望。

二、贝蒂：男性换装的弱势女人

在父系男权社会文化中，几乎所有的男人都

是象克莱夫这样父权制的忠实卫道者。传统男权

社会的女性价值观是，妻子一定要具有对家庭忠

贞、对丈夫守节、对子女慈爱、对亲友无私的传统

女性美德。用克莱夫的语言就是，妻子贝蒂是他

“房中的小乳鸽”和“家里的天使”。男权社会为

了能有效地实现对女性性别本质上的期望和控

制，社会中的男性成员还制定和罗列出了一整套

的对女性的评判标准，检验女性是否称职地履行

了行为模式的社会要求。在男权社会主流意识形

态的压制和抹杀下，大多数女性都能严格地扮演

男性对她们所期望的社会和家庭形象。随着社会

的延续和发展，社会对女性的价值标准逐步地沉

淀在人们的常规心理中，不但演变成现实生活中

女性性别的既定内容，而且完全内化了女性的思

维、固化为她们的行为准则，让女性已经不能正确

感知和把握自己的性别。在第一幕中，贝蒂和她

母亲默德就是很好的例子。正如贝蒂的台词所说

的，“你能看得出我是为男人而生，为男人所造

⋯⋯”，这时的贝蒂实际上已经成了男权文化境

域中没有自身主体“声音”的“空洞能指”【31。

为了克服第一幕由于舞台动作的缺失和波澜

不惊的对白所带来的剧情不足，针对贝蒂这个人

物形象，邱吉尔进行了换装的艺术处理。贝蒂出

场后，观众惊奇地发现，弱小的贝蒂是由一名高大

的男性演员扮演的(这个男性演员的身高和体格

超过了克莱夫)。由男人来演贝蒂，说明贝蒂完

全按照男人的意愿来生活，她本人的“社会性别”

已经得到她自己的基本认同，但就她“社会性别”

的性属上，贝蒂阐述了自己不同的看法，这从她和

哈里的亲密关系以及欲与其私奔的行为上，可以

看出其实贝蒂渴望拥有自己的私人感情空间，并

不希望如此生活一辈子。从贝蒂的男性换装扮

演，我们还能得出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论点，即为

了正确地感知丈夫(同时也代表着整个男权社

会)对她(当然也代表着男权社会中自然性别为

女性的其他人)的要求，贝蒂必将自己彻头彻尾

地转变成一个地道的“男人”(也就是那个男性演

员扮演的女性角色)。那么，这时候的贝蒂身上

就兼有男和女两性的特点。女性的性别是自然赋

予的，男性的性别是社会规范的，贝蒂身上所折射

出性别的自然和社会属性的反串，同时也彻底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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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了克莱夫所期盼的正统礼仪标准。试想，一向

视同性恋为洪水猛兽的克莱夫，每天和他同床共

枕的妻子，其实是一个身着女人服装的“男人”，

或者是一个具有男性思维的“女性”，这对他所奉

行的男权思想是多么大的讽刺和挑战呢?

三、爱德华：女性反串的听话男孩

爱德华是克莱夫的独子，他并不是《九重天》

第一幕中的主要人物，只是为了配合其他人物而

存在的。在传统父权制的、西方男性中心论的思

维和殖民意识形态的熏陶下，爱德华在伦理道德

观方面总体上还是遵循着社会的规范。比如说，

在第一幕中，克莱夫为了实现让儿子成为一名

“大不列颠未来的接班人”的梦想，向儿子灌输

“一个男子汉应像个男子汉，男人于男子汉所应

干的事”的观点，并为他设计了一系列的“有助于

成长”的练习。于是，爱德华每天就努力地完成

父亲布置的所有功课，时而还会去练习骑射。爱

德华是一个听话的男性孩子，对于父亲的指示一

一“遵命”，做应该做的、避讳不该做的。就社会

性别认同上，他也尽可能地遵守社会统一规范下

的“性别”守则，“男孩守则”中的“男人是特权阶

级，享有女性不可企及的话语权”的说法，他也没

有提出根本的异议。他唯一的问题就在于喜欢偷

偷地玩妹妹维多利亚的布娃娃。

就是这样一个本该平淡无奇的人物角色，邱

吉尔进行了近乎完美地处理，让观众们真切地感

受到性别属性的相承及相悖的二元对立的立场。

首先，邱吉尔选择了由女孩来扮演爱德华，这当然

是遵循了英国近当代戏剧中男孩应该是由女孩扮

演的一贯传统。同时，一个表象上是维多利亚女

王崇高事业接班人的少年，当他在家长克莱夫和

他的监督机构的管理下，必然会坚定地吸收父权

文化的逻辑；而当父母、家庭教师等监督机构不在

场时，他内心中的本我(男女性别兼容并包)就完

全释放，父权文化的“超我”约束力就失效了【4]。

他内心深处隐藏着的女性意识，在强大父权传统

压迫的失效下，猛然间以极端暴力的方式爆发出

来。不难看出，爱德华的性倾向具备着生理性别

为男性、性心理是属于鲜明的女性气质的特征。

第一幕中，爱德华作为一名具有明显同性恋倾向

的少年，在所有换装扮演的人物中，他遭受的痛苦

是最大的。这是因为，他的本性(女性的社会性

属)与社会给予他的期待(男性的自然属性)相去

甚远。通过爱德华的痛苦，邱吉尔无情地揭露了

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主流伦理道德对人性的扭

曲。当痛苦上升到难以忍受的极致后，他就大声

疾呼“我恨我的父亲”。尤为甚者，当他发现乔舒

亚用枪瞄准克莱夫，准备射死他时，他居然假装视

而不见，眼睁睁地看着这一行为的实施，而不去提

醒父亲予以提防。

四、乔舒亚：自人扮演的黑人奴仆

乔舒亚是一个为克莱夫及其家庭服务多年的

黑入管家。邱吉尔把第一幕场景设计在维多利亚

时期的非洲，并适时地创造乔舒亚这样一个性格

十分复杂的黑人角色。乔舒亚是一个持有自人的

价值观的黑人，他抛弃自己种族的文化根源，将白

人社会中的价值观念内化，全盘接受西方的观念。

在性别认知的准则上，他信奉西方社会中男尊女

卑的思想观点，认为女人是说谎的蛇，是恶魔的代

身，更是一切原罪的制造者，只会给男人带来麻

烦。在对待男女的态度上，他也是截然不同的。

对于男主人克莱夫，一再表示出自己的忠心。哪

怕是遇到爱德华这个小男孩，只要他有要求，乔舒

亚都会不折不扣地听从和执行。但当女主人蒂安

排他做事时，他总是找出若干理由推脱和搪塞，甚

至会出言不逊地侮辱她。单从表象上看，乔舒亚

似乎并无社会性别观的异化，也没有受到错乱性

别角色的困扰。但当我们将以下两幕场景联系，

对乔舒亚的人物特性进行深度剖析时，就会发现

他有“超性别定位”的人性颠覆问题。

第l幕场景是他对待自己父母被害这件事的

态度。在一次土著部落的冲突中，他的父母不幸

身亡。作为主人，克莱夫去安慰他，并让他休息一

天去参加父母葬礼。谁知他却说，“我的父母都

是坏人”，并表示所有黑人都是他的敌人，似乎对

父母的死毫不在乎；还说，“你就是我的父母”，向

自己的主人表达对白人统治者的无比忠心(性别

的界定由此上升为种族的问题)。

第2幕场景是他给小爱德华讲述黑人文化中

“创世纪”的故事。他告诉小爱德华。非洲人所相

信的万物的起源是，世上一切物种都由女神创造

的(绝非是西方的上帝)。女神创造了太阳和地

球、她在感到孤独时流淌出的眼泪汇聚成了河流、

树神追求女神时无意中用泥巴创造出了月亮、女

神和树神的爱情结晶诞生出了黑人⋯⋯爱德华随

即提出抗议说，这个故事一定是假的，因为它和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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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里说得完全不一样。乔舒亚立即改正说，“当

然不是真的，这是个糟糕的故事，亚当和夏娃才是

真的”b。(性别的界定也由此上升为信仰和信念
问题)。

由此看出，邱吉尔之所以塑造乔舒亚这个角

色，并用纯种自人换装扮演，其用意在于，想通过

乔舒亚受到的殖民压迫和女性受到的性别进行横

向比较，并利用殖民压迫(当然用殖民压榨更为

准确)，来进一步比拟和形容女性性别压迫的苦

难情形。但就是这个在白人主子面前无比顺从，

对白人文化和价值观无条件认同的黑人奴隶，他

的内一D、却有着外人无法透视出来的劣根性。特别

是到了第一幕最后一段场景——哈里与艾伦的婚

宴上，他酒后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对克莱夫举起

了枪，表现出了黑人本性中的冷血、狂暴和残忍，

更体现出黑人对白人事实上的仇恨。当然，假如

邱吉尔再能够以一名漂亮的(或者是丑陋)白人

女性来换装扮演乔舒亚，那样戏剧的意蕴就会更

加耐人寻味了。

克莱夫、贝蒂、爱德华和乔舒亚是《九重天》

第一幕中四个较为经典的人物。除了克莱夫没有

做任何艺术处理外，邱吉尔运用了大量的角色换

装表现手法，贝蒂是男扮女装(性别换装)，乔舒

亚是自扮黑装(种族换装)，爱德华是成年女性扮

演小男孩(年龄换装)。通过换装手法探讨身份

界定和“社会性别”界定的人为性这一主题以及

不同时代的伦理关系和道德倾向，是邱吉尔以一

名女性剧作家的视角，对性别、身份和性取向等社

会热点问题地较早预见。这部剧首映三年后，也

就是1982年，罗德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

了朱迪斯·巴特勒(Judi$Butler)的《性别困惑》

(Gender Trouble)一书。

当然，在第一幕中还有另外一些人物，如由玩

具娃娃假扮的没有生命力的维多利亚，她的寓意

是被男权社会彻底失语的道具和玩偶形象，桑德

斯太太为了追求自我个性张扬，对等级和差异社

会秩序进行的不懈抗争的人物形象，艾伦(可以

对应第二幕中“林”)和哈里(可以对应第二幕中

“杰瑞”)这两个同性恋者的最终举行传统的婚

礼，都是很有意味的。本文对被现实世界价值观

等级化、边缘化的性别结构进行解构，可以帮助读

者认清和了解性别社会化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与

不确定性，对于促进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起积极

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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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versified Destruction of the Social Norm and Free Choice of Sex

——A Key Study of the First Act of Caryl Churchill’s Cloud Nine

ZHANG Yue—qin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Yaneheng Teachers University，Yancheng Jiangsu 224001，China)

Abstract：Cloud Nine is Caryl Churchill’s masterpiece．It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play in England for its u‘

nique social sex concep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versified sex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r typical characters appeared in the

first act．It further deconstructs the natural and social properties of the male and female in the coloni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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