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伍尔夫《达洛维夫人》的伦理选择和中国之“道”
Ethical Choice in Virginia Woolf’s Mrs. Dalloway 
and Chinese “Way”

高奋（Gao Fen） 陈思（Chen Si）

内容摘要：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以生与死、健全与疯狂并置

的方式表现她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社会所作的伦理选择，体现出用中

国之 “ 道 ” 反观西方文明的特性。她汲取同时期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对

中国之 “道 ”的论述，在小说中并置不同类型人物的处世之道，用伊丽莎白·达

洛维、理查德·达洛维、萨利等人物所体现的顺其自然、无欲无争的 “ 无为 ”
之道，反照彼得、基尔曼等人物所体现的强制、主宰的 “ 独断 ” 之道给人带

来的痛苦；用克拉丽莎·达洛维所体现的 “ 柔弱胜刚强 ”、“ 无为 ” 和 “ 慈爱 ”
等 “ 贵生 ” 之道，反照出赛普蒂莫斯所体现的 “ 理想 ” 和 “ 绝情 ” 的 “ 无情 ”
之道给生命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伍尔夫最终阐明 “ 以生命为本 ”、“ 尊重生命 ”
和 “ 联结生命 ” 的尊爱生命伦理观，表现了中西融合的伦理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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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在构

思小说《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 1925）时曾这样阐明其创作意图，“我

要描写生命和死亡，健全和疯狂；我要批判社会体制，以最强烈的形态揭露

它的运行”（Dairy 248）。她在创作意图中所表明的“双重性”和她在小说

中将主要和次要人物的处世之道和生死之道并置的“双重性”，表明她的作

品隐含着伦理选择。

一直以来，中西批评界很少关注《达洛维夫人》中的伦理取向。批评家

在论析这部作品的“双重性”时大致持两种观点：对立论与和谐论。前者认为，

《达洛维夫人》表现两种对立观点之间的斗争，比如“两种对立的适应世界

方式之间的本质的、辩证的斗争”（Harper 127）、“两种生命观之间的对立”

（Fleishman 94）。后者认为，《达洛维夫人》中的对立观点是和谐统一的，

比如 J. 希利斯·米勒的观点就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共享一个无

所不知的叙事人，他代表“一种普遍意识或者社会思绪”，发挥着将多个人

物的意识流整合为一个整体的作用（388）；另有批评家认为，作品“揭示了

和谐是如何被领悟和被建构的”（Caughie 75）。对立论与和谐论均以作品

的意识流叙事形式为研究对象，其优势在于用共时研究揭示了对立观念的内

涵，阐明了它们的差异性或共通性，以及冲突或融合的方式；其局限在于忽

视了作品的特定历史背景，忽视了观念冲突中隐含的善恶选择和批判性反思。

实际上，文学旨在表现并揭示人的本质，它以辨明善恶的伦理选择昭示对“人

的本质的选择”（聂珍钊 35），它是作品最震撼人心的关键之所在，隐在地

主导着作品的走向，决定着不同观念的真正价值。与对立观、和谐观的静态

共时研究相比，伦理选择研究融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为一体，能充分揭示思

想的动态变化和本质意蕴。

伍尔夫相信文学是伦理道德的表现，发挥着心灵教诲的作用。她将作

家分为两类，一类像牧师，手拉着手将读者领进道德殿堂，华兹华斯、雪莱

属于这一类；另一类“是普通人，他们把教诲包藏在血肉之中，描绘出整个

世界，不剔除坏的方面或强调好的方面”，乔叟属于后一类，他将道德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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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生活中，作者没说一个字，却能让读者深深地感悟到人物的道德观。

伍尔夫认为再没有比乔叟这样的描写“更有力的教诲”（“The Pastons and 
Chaucer” 31）了。她的《达洛维夫人》便是典型的将伦理道德融入生活的作

品。《达洛维夫人》创作于 1922-1924 年间，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

欧洲许多思想家、文学家都沉浸在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和批判中。他们中很多

人将目光转向东方，翻译中国典籍，论析中西文明的异同，罗素的《中国问题》

就是代表作之一。《达洛维夫人》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写成的，体现出用中

国之道反观西方文明的特性。

近年来，中西学者已开始关注伍尔夫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帕特丽

莎·劳伦斯（Patricia Laurance）在《伍尔夫与东方》（Virginia Woolf and the 
East, 1995）和《丽莉·布里斯科的中国眼睛》（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 
2003）中论述了以伍尔夫为核心成员的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新

月派”诗社的文化交往关系 1。高奋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中国眼睛”》（2016）

中考证了伍尔夫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指出伍尔夫作品中的三双“中国眼睛”

分别体现了她对“中国式创作心境、人物性格和审美视野的感悟”（128）。

若能进一步深入探讨中国之“道”在伍尔夫作品中的深层意蕴，有益于更深

层次地阐明中西思想的交融。

本论文拟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伍尔夫是如何接受中国之“道”的？她在《达

洛维夫人》中如何以中国之“道”为镜，反思和批判西方伦理观？她的伦理

选择体现了怎样的内涵和价值？

一、中国之“道”的西渐与伍尔夫的接受

中国之 “ 道 ” 作为一种抽象理念，主要是通过中国典籍的外译而进入欧

洲思想界和文艺界的，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典籍是老子的《道德经》。

大约在 18 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卫方济、傅圣泽、雷慕萨等相继将《道

德经》翻译成拉丁文、法文；19 世纪，《道德经》的德文本和俄文本陆续出现。

最早的英译本出现在 19 世纪 70 年代，1884 年伦敦出版巴尔弗的《道书》，

1891 年理雅各的《道书》译本在牛津出版；20 世纪初出现多种《老子》英译本，

已有译本也大量重印。在 20 世纪的诸多英译本中，亚瑟·韦利 1934 年的译

本影响最大（老子，前言 31-32）。

20 世纪初期，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学界对中国之 “ 道 ”
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切关注。比如，1919 年德国汉学家、诗人克拉邦德

（Klabund) 提倡西方将道家思想运用于生活 ,“ 把他之所以能克服悲伤，归于

自己成了道的孩子，懂得了生死同一的道家学说 ”（卫茂平 388）。1925 年

英国小说家毛姆（Maugham）发表小说《面纱》，借小说人物诠释他作为一
1　 详 见 Patricia Laurence, 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 Bloomsbury, Modernism and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3), Patricia Laurence, Virginia Woolf and the 
East (London: Cecil Woolf Publisher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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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西方作家对 “ 道 ” 的理解：“ 道（Tao) 就是道路及行人 ” (228)。德国哲学

家海德格尔（Heidegger）在《海德格尔全集》第 75 卷中引用《道德经》第

十一章 “ 三十辐共一毂 ” 来讨论存在，并将其称为 “ 箴言 ”（43）。1930 年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指出 “ 道 ” 对西方的重要意义，“ 在我看来，对道的追求，

对生活意义的追求，在我们中间似乎已成了一种集体现象，其范围远远超过

了人们通常所意识到的 ”（255）。

欧洲学界对 “ 道 ” 的译法各不相同，大致体现了从归化走向异化的翻译

取向，显现出西方对 “ 道 ” 的接受方式的渐变。早期翻译大都将 “ 道 ” 转化

为西方文化价值观；现代翻译大都保留 “ 道 ” 的中国文化特色。比如在 18 世

纪末的拉丁文译本中，“ 道 ” 被译作 “ 理 ”；19 世纪初，法国汉学家雷慕萨

（Rémusat）在编译《道德经》时，将 “ 道 ” 对应于 “ 逻各斯 ”；然后，儒莲（Julien）

忠实于中文注释，将 “ 道 ” 译为 “ 路 ”（卜松山 76）。19 世纪末英国汉学家

理雅各（James Legge）在《道书》（1891）中将 “ 道 ” 大部分音译为 “Tao”，

但也有部分意译为 “way”，如第 59 章中的 “ 长生久视之道也 ” 译为 “this is 
the way to secure that its enduring life shall long be seen”（Lao Tse 109）。20
世纪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将 “ 道 ” 大部分译成 “way”，比如

《道德经》第一章第一句译为 “The Way that can be told of is not an Unvarying 
Way”( 道可道，非常道）（老子 3）。

伍尔夫对中国之 “ 道 ”（way）的认识经历了从了解到领悟两个阶段。布

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汉学家亚瑟·韦利是伍尔夫了解中国之道的重要来

源，伍尔夫曾在《奥兰多》（Orlando，1926）序言中特别感谢韦利，“ 无法

想象亚瑟·韦利的中国知识竟如此之丰富，我从中获益良多 ”（5）。伍尔夫

的藏书中有韦利出版于 1918 年的《170 首中国古诗》（Laurence 164），韦

利在该书的自序中写道：“ 道 (Tao)，即自然之道（Nature’s Way），相当于

佛教的涅槃，基督教神秘教义中的上帝 ”（14）。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另

一重要成员，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是伍尔夫了解中国

文化和思想的另一重要来源。1922 年罗素在论著《中国问题》（1922）中解

析老子的 “ 道 ” 的内涵时，将 “ 道 ” 与西方《圣经》作比照，“ 每个人、每

只动物和其他世界万物都有其自身特定的、自然的处世方式或方法（way or 
manner），我们不仅应该自己遵从它 , 也要鼓励别人遵从它。‘ 道 ’（Tao）指

称 ‘ 道路 ’（way），但含义更为玄妙，犹如《新约》中 ‘ 我是道路（Way）、

真理（Truth）和生命（Life）’ 这句话 ”（188）。罗素是伍尔夫的长辈，她

阅读他的著作，曾多次在随笔、日记中提到他。她在随笔《劳动妇女联合会

的记忆》中为妇女罗列的阅读书目就包括罗素的《中国问题》（69）。此外，

伍尔夫曾阅读《聊斋志异》译本，大量阅读英美作家撰写的东方故事，撰写

了《中国故事》、《东方的呼唤》等多篇随笔，论述她对中国文化的领悟，

以及对中国人宁静恬淡性情的喜爱（高奋 1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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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小说中对中国的描写体现了由表及里的过程。在小说《远航》

（1915）中，中国作为一个远东国家被提到；在《夜与日》（1919）和《雅

各的房间》（1922）中，出现有关中国瓷器、饰物的描写；在《达洛维夫人》

（1925）和《到灯塔去》（1927）中，两位重要人物伊丽莎白·达洛维和莉

莉·布利斯科都长着一双 “ 中国眼睛 ”。从笼统的地理概念到具体的文化物品，

再到传达情感和思想的眼睛，伍尔夫对中国的领悟逐渐进入思想层面。伍尔

夫像罗素、韦利等学者作家一样，“ 把目光转向东方，希望在东方文化，尤

其是中国哲学文化中找寻拯救欧洲文化危机的出路 ”（葛桂录 379），《达洛

维夫人》是她以中国之 “ 道 ” 为镜，反观西方文化，表现其伦理取舍的典型

作品。

二、中西之“道”的并置与伦理批判

《达洛维夫人》的显性和隐性结构均体现 “ 道 ”（way）的喻意。小说的

显性结构包含两条平行发展的 “ 伦敦街道行走 ” 的主线：一条表现克拉丽莎·达

洛维与亲朋好友，从一早上街买花到盛大晚宴结束的一天活动；另一条表现

赛普蒂莫斯·史密斯与妻子行走在伦敦街道，找医生看病，直至赛普蒂莫斯

傍晚跳楼自杀的一天活动。两群人互不相识，但他们同一时间在相近的伦敦

街道行走，几次擦肩而过。小说的隐性结构是由 “ 道 ”（way）这一关键词所

编织的网状结构构成的。小说中 “way” 这一单词共出现 73 次，比较匀称地

用于主、次要人物的性格和言行描写，也用于描写社会和大自然的运行之道。

这 73 个 “way” 就像飘在水面上的浮标，标示出人物的处世方式和生命态度，

浮标的下面连接着人物的意识流大网。这是伍尔夫最欣赏的俄国作家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灵魂描写模式：它用“海面上的一圈浮标”联结着“拖在海底的

一张大网”，大网中包含着深不可测的灵魂这一巨大的“海怪”（“More 
Dostoevsky” 84）。不过《达洛维夫人》中的“way” 浮标连接的是不同人物

的意识并置，与陀氏的深度灵魂探测略有不同。

整部小说是由多个人物的心境纵横交叉所构成的巨网，充分展现“生命

和死亡，健全和疯狂”（Woolf, Dairy 248）的对抗与连接，但人物的心境各

不相同：“人人都有自己的处世方式”（Every man has his ways）(31) 。伍

尔夫将人物的伦理道德融入他们的处世方式之中，用并置方式展现，然后从

克拉丽莎的视角作出伦理批判。人物并置的模式有两种：

1）不同处事方式的并置：以克拉丽莎的态度为分界线，她所赞赏的伊

丽莎白、理查德·达洛维和萨利·西顿三人，与她所批判的彼得·沃尔什、

多丽丝·基尔曼二人，其处世之道并置，前者体现中国的“无为之道”，后

者体现西方的“独断之道”。

2）不同生命之道的并置：克拉丽莎（生命之道）与赛普蒂莫斯（死亡之道）

并置，前者体现中国的“贵生之道”，后者体现西方的“无情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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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无为之道”反观“独断之道”

老子《道德经》中的“无为之道”，既是社会治理之道，也是个人处世

之道，其主要内涵有二：1）顺其自然。老子认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4）1。

有道之人以“无为”的态度来处理世事，让万物兴起而不加倡导；生养万物

而不据为己有，作育万物而不自恃已能，功业成就而不自我夸耀。无为，就

是让万物自由生长而不加干涉，一切随顺。2）无欲无争。老子说“‘道’常

无为而无不为……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74）。“道”永远是顺其自然的，

然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它所作为的……不起贪欲而归于安静，天下自然走上

正常的轨道。无为，就是无欲。

伊丽莎白·达洛维、理查德·达洛维和萨利·西顿三个人物均表现出顺

应天性、无争无欲的处世之道，体现“无为”之道的特性。

伊丽莎白，克拉丽莎和理查德的女儿，她的处世方式是“趋向消极”

（inclined to be passive）(149) 2。她是一位“黑头发，白净的脸上长着一双中

国眼睛，带着东方人的神秘色彩，个性温和、宁静、体贴”（135）的女孩。

她喜欢“自由自在”（149）；喜欢“住在乡村，做她自己喜欢做的事”（148）；

她推崇“友善，姐妹之情、母爱之情和兄弟之情 ”(152)。伊丽莎白的“消极”

处世方式在小说中是一种人人喜爱的品性。她母亲克拉丽莎觉得伊丽莎白“看

上去总是那么有魅力”（149）；她的家庭教师基尔曼虽然对世界充满仇恨，

却“把她看作露天中的小鹿，林间空地里的月亮”（149）；亲朋好友们将她

比作 “ 风信子、幼鹿、流水、百合花 ”（148）。伊丽莎白自由自在、无欲无

争的性情，体现的是老子的“无为”之道。老子相信，“无为”之所以有力量，

是因为“无有入无间”（88），无形的力量能够穿透没有缝隙的东西。这也

正是伊丽莎白获众人喜爱的原因：她像大自然那样自在地显露天性，无争无

欲，尽显善意。众人被她的美丽和单纯折服，视其为自然之化身。

理 查 德· 达 洛 维 的 处 世 方 式 是“ 客 观 明 智”（matter-of-fact sensible 
way）（83），同样展现“无为”的处世方式。“他是一个十足的好人……

无论承诺了什么事，他都会以同样的客观明智的方法去完成，不掺杂任何想

象，也不使用任何心机”（83）。“他性情单纯，品德高尚……依照自已的

天性在下议院中维护受压迫民众的权益”（127）。他处世方式的亮点在于，

始终用自己的天性去看待事物，顺其自然处理事物，不掺杂偏见和欲念。他

所达到的境界就是老子所说的，“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128），以无

为的态度去作为，以不搅扰的方式去做事，视恬淡无味为味。
1　老子《道德经》原文和英文均引自：老子：《老子》，亚瑟·韦利英译，陈鼓应今译，
傅惠生校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年。此后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2　《 达 洛 维 夫 人》 小 说 的 引 文 均 出 自 Virginia Woolf, Mrs. Dalloway (London: Penguin 
Group, 1996), 均为自译。此后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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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利·西顿的处世方式是 “ 我行我素，绝不屈服 ”（gallantly taking her 
way unvanquished）（41）。她作为克拉丽莎的闺蜜，在一次散步中忽然吻了

她一下，被彼得看见了，“ 而萨利依然我行我素，绝不屈服。她哈哈大笑 ”（41）。

她喜爱花道，颇具超凡脱俗的东方神韵：“ 萨利有神奇的魅力，有她自己的

天赋和秉性。比方说，她懂花道（way with flowers）。”(38)。萨利一直 “ 我

行我素 ”：她一文不名地离开家庭，独立生活；她嫁给自己喜爱的商人，生

了五个孩子，全然不顾世俗偏见。她生性快活，依循天性自在地生活，大体

上属于老子所说的 “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 ”（76），顺其自然而无心作为的有

德之人。

伊丽莎白、达洛维先生、萨利三人共同的处世原则是依照天性、顺其自

然和无争无欲；他们从不用自已的观念去强迫和压制他人。他们是伍尔夫笔

下 “ 健全 ” 的人。与他们相对的是 “ 疯狂 ” 的人，他们试图以各种名义去压

制和改变他人，给他人带来困扰和痛苦。彼得·沃尔什和多丽丝·基尔曼便

是这类人物。前者以爱情的名义，用各种方式伤害恋人克拉丽莎，导致恋情

破裂；后者以宗教的名义，仇视世界，伤害他人，自己也陷入痛苦深渊。

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对比中西文化时，曾这样说：“ 老子这样描述

‘ 道 ’ 的运作，‘ 生而弗有（production without possession），为而弗恃（action 
without self-assertion）， 功 成 而 弗 居（development without domination）’，
人们可以从中获得关于人生归宿的观念，正如善思的中国人获得的那样。

必须承认，中国人的归宿与大多数白人所设定的归宿截然不同。‘ 占有 ’
（possession）、‘ 独断 ’（self-assertion）和 ‘ 主宰 ’（domination）是欧美国

家和个人趋之若鹜的信念 ”（194）。如果说伊丽莎白、达洛维、萨利具有 “ 生

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 ” 的中国之道的特性，那么彼得和基尔曼所

操持的正是西方文明所推崇的 “ 占有 ”、“ 独断 ” 和 “ 主宰 ” 的信念。

彼得·沃尔什的处世方式是 “ 对抗 ”（be up against）（52）。他用自己

的观点去对抗社会、习俗和所有人，“ 我知道我对抗的是什么，他一边用手

指抚摸着刀刃一边想，是克拉丽莎和达洛维以及所有他们这样的人 ”（52）。

他被牛津大学开除，遭遇各种挫折，一生都很失败。他与克拉丽莎相爱，却

不断指责她 “ 懦弱、无情、傲慢、拘谨 ”（66），“ 用一切办法去伤害她 ”（69）。

克拉丽莎认为他很愚蠢，“ 他从不遵从社会习俗的愚蠢表现，他的脆弱；他

丝毫不理解别人的感受，这一切使她很恼火 ”（52）。他也觉得自己很荒谬，“ 他

向克拉丽莎提出的许多要求是荒谬的……他带给她许多痛苦。她原本会接纳

他，如果他不是那么荒谬的话 ”（70）。彼得体现了 “ 独断 ” 信念的某种后果。

基尔曼的处世方式是 “ 自我中心主义 ”（egotism）（146）。“ 她知道是

自我中心主义导致她一事无成 ”（145-46），但是她觉得 “ 这个世界鄙视她，

讥讽她，抛弃她，给了她这种耻辱 ”（142）。“ 她心中激起一种征服的欲望，

要战胜她，撕碎她的假面具 ”（138）。“ 控制 ” 和 “ 主宰 ” 是她个性中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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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特征。

伍尔夫通过克拉丽莎的意识流，对彼得和基尔曼以爱情和宗教的名义，

独断专行地去占有和征服他人的行为作出激烈的伦理批判。“爱情和宗教是

世界上最残忍的东西，她想，看着它们笨拙、激动、专制、虚伪、窃听、嫉妒、

极度残酷、肆无忌惮，穿着防水布上衣，站在楼梯平台上”（139）。他们的

可怕之处在于，他们从不尊重生命，从不理会生命的差异，从不知道他们正

在毁灭最美好的东西——人的生命本身。

通过两组人物的并置，伊丽莎白、达洛维、萨利所代表的‘生而弗有，

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与彼得和基尔曼所代表的“占有”、“独断”和“主

宰”，两种处世之道的利弊不言自明。无为之道的根基是善，它的立场是利

人利己，因而人人和谐相处，人人各得其所。独断之道的根基是一种偏狭的善，

它的立场是利己损人，只能导致对立和冲突，结果是害人害己。仇恨、冲突、

战争是独断之道的产物。

二）以“贵生之道”反观“无情之道”

老子倡导珍爱生命，他从生命本质、处世原则、生命法则和生死关系等

多个方面突显了呵护生命的“贵生之道”：1）生命的本质是“柔弱胜刚强”。

老子从鲜活的身体是柔弱的，生机勃勃的草木是柔脆的这些生命现象出发，

阐明生命的属性即柔弱，死亡的属性即刚硬，进而提出“柔弱胜刚强”的生

命本质：“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

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154）。2）处世的原则是“无为”。“故‘道’

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长而不宰。是为‘玄德’”（104）。也就是说，道生成万物，德蓄养万物；

使万物成长发育；使万物成熟结果；对万物抚养调理。生成万物却不据为己有，

兴作万物却不自恃已能，滋长万物却不加以主宰。这就是最深的德。3）生命

的法宝是“以慈卫之”。老子指出保全生命的三大法宝是，慈爱、俭朴、不

敢为天下先。慈爱赋予勇气，俭朴带来宽广，不敢居天下先才能成为万物之首。

“我有三宝，持之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慈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

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136）。4）生死的关系是“死而

不亡者寿”。“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66）。不迷失本性的人活

得长久，身体死亡后不被人忘记是真正的长寿。

老子所阐释的生命以柔弱、无为、慈爱、死而不亡为特性，在《达洛维夫人》

中得到了生动的描写，主要体现在克拉丽莎的生命之道上。

克拉丽莎的处世之道是“慈爱”：“她的态度中有一种自在（ease）、

一种母爱（something maternal），一种温柔 (something gentle)”（69）：1）

她的慈爱表现为对自我生命的珍爱。她凭直觉感悟到生命的脆弱，常常有“危

机四伏”（11）的感觉，因而果断拒绝不断伤害她的恋人彼得，嫁给了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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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厚的达洛维，她明白彼得的极度嫉妒会“毁了他们两人”（10）。2）她的

慈爱表现为对他人的“无为”善意。面对彼得的伤害，她除了偷偷哭泣和主

动割断恋爱关系之外，从未批驳或反击彼得，而是努力保持对他的善意和友

情。面对基尔曼出于宗教信仰的仇恨目光，她虽然大为震惊，但尽量让自己

明白，她恨基尔曼的思想而不是她本人，因此将仇恨化为“哈哈一笑”（139）。

但是，她内心始终严厉批判用爱情和宗教指责和压制他人的行为，认为它们

最大的危害是毁灭生命本身：“生命中有某种神圣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

但是爱情和宗教却要毁掉它，毁掉灵魂的隐私”（140）。她为此发展出一套

无神论准则：“为善而行善”（87）。3）她的慈爱表现为对生命和世界的热爱。

她善待彼得和基尔曼即使他们伤害她，因为她爱他们，她明白每个个体都有

自己的生存方式，她不能侵犯他们。她热衷于举办家庭晚会，因为她热爱生命：

“他们都想错了。她喜欢的不过是生命本身。这就是我办晚会的原因”（134）。

4）她对生死关系有一种本能的理解，类似老子的“死而不亡者寿”。她问自己：

“她的生命某一天会终结，这要紧吗？”她的回答是：“在伦敦的大街上，

在世事的沉浮中，这里，那里，她会幸存下去……她像薄雾一样飘散在她最

熟悉的亲人中间”（11）。她相信，死亡是生命的延续，生命将以记忆的方

式留存在亲朋好友的心中，死而不亡。

而赛普蒂莫斯的 “ 死亡之道 ” 所体现的是克拉丽莎 “ 贵生之道 ” 的反

面，以理想、无情和绝情为主要特性：1）赛普蒂莫斯的处世之道是无情（He 
could not feel）(96)。他的无情表现为理想主义膨胀，心中充满 “ 虚荣心、雄

心、理想 ”，且急于 “ 完善自己 ”（94）。他的思想与国家意志一致，但缺乏

对自我天性的认知。2）他的无情表现为对生命的漠然和绝望。世界大战初期，

他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他英勇善战，却漠然地看着亲密战友阵亡，“ 无动

于衷 ”（96）。战争结束后，他经历了 “ 巨大的恐惧 ”，从此彻底 “ 失去感受

力 ”（96）。他对生活感到绝望，认为 “ 世界没有意义 ”（98），认为 “ 人类

没有仁慈，没有信念 ”（99）。3）他的无情表现为对生命的绝情。医生诊断

他没病，于是他觉得他精神出问题是因为他对战友的死亡没感觉，他犯罪了，

“ 人性已经判处他死刑 ”（101）。于是他宣布，“ 他要自杀 ”（18）。当医生

要将他从妻子身边强制带走，送医院隔离治疗时，他便跳楼自杀了。

对于赛普蒂莫斯的死，伍尔夫作出了严厉的伦理批判。她批判了被医学

界置入神坛的 “ 均衡 ” 理论，以及它所代表的 “ 只重理性精神，漠视情感需求 ”
的荒唐理论被神化后所产生的巨大危害。“ 均衡 ” 理论坚信 “ 健康就是均衡 ”
（110），病人必须被隔离，不准会友、看书和发表观点。它像宗教 “ 劝皈 ”
一样，打着博爱、自我牺牲等幌子，“ 吞噬弱者的意志，将自己强加于人，

将自己印刻在公众脸上，并为此而洋洋得意 ”（111），它的欲望是 “ 践踏它

的对手，将自己的形象不可磨灭地刻入他人的殿堂 ”（113）。在它的强大压

力下，“ 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崩溃了，哭泣屈服了；而另一些人则极度疯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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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质骂威廉爵士是该死的骗子 ”（112）。赛普蒂莫斯属于后一种人，他不

愿违反本性臣服于 “ 均衡 ” 理论，因而跳楼自杀了。克拉丽莎称他的 “ 死亡

是反抗 ”（202）。他年轻时候的思想是被他的老师点燃的，里面全都是放入

神坛的理想主义思想。由于它们从未与他的自我本性相融，因而这些思想 “ 没

有活力，闪烁着虚幻、脆弱的金红色光泽 ”（94）。当虚幻的理想被世界大

战的惨烈击碎后，他便精神崩溃了，同时丧失了他原本就发育不良的感受力，

他的世界和生命变得毫无意义。伍尔夫通过克拉丽莎的意识流， “ 为他的自

杀感到高兴 ”（204），认为他的死亡是 “ 一种反抗 ”（202）；有了这样的反

抗，人们才能推开被宗教和理性主义置于神坛的权威理论；只有这样，人们

才能用自己的生命去直观感受世界。

伍尔夫这种超越神学和理性主义的思想，一方面来自 20 世纪的英国伦

理学家 G. E. 摩尔的《伦理学原理》的启示。摩尔批判了自然主义伦理学、

快乐主义伦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分别视自然、快乐、超感觉的实在为善的

观点，提出 “‘ 善 ’ 是不能下定义的 ” 的观点（摩尔 13）。摩尔的论述使伍尔

夫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其他学者们豁然开朗，他向他们展示了对真理、自

明以及普通常识的追求，也传达了他所认可的一些价值，其中包括 “ 纯净 ”
（purification）（Leonard Woolf 24-25）。伍尔夫的写作风格中就流露着这种

由自明、光亮和真实带来的纯净。另一方面来自中国之道带给她的启示。就

如荣格所说，中国思想 “ 不是仅仅诉诸于头脑而是同时诉诸于心灵，它给沉

思的精神带来明朗，给压抑不安的情绪带来宁静。”（255）。“ 同时诉诸于

头脑和心灵 ” 正是伍尔夫所渴望，伍尔夫的伦理选择体现的是对善的全新诠

释。

三、伦理选择

通过两组人物的处世之道和生死之路的并置和伦理批判，伍尔夫已经

隐在地表明了她对无为之道和贵生之道的赞赏和对独断之道和无情之道的批

判。伍尔夫作为对西方社会和思想有透彻领悟的作家，她在汲取道家思想的

长处的基础上，对西方理念进行修正，提出了适合西方社会的伦理观。

她接受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将伦理思考聚焦于 “ 作为目的是善的 ” 这一

本质层面，而不是置于 “ 作为手段是善的 ” 这一方法论层面，前者在一切情

况下都是善的，后者只有在一些情况下是善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是恶的（摩

尔 25-31）。就比如，‘ 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 ’ 的信念在一切情

况下都是善的，它是 “ 作为目的的善 ”；而 “ 占有 ”、“ 独断 ” 和 “ 主宰 ” 等

信念只有对自己是善的，对他人却是恶的，因而只能归入 “ 作为手段是善的 ”。

伍尔夫所做的，就是借助中国之道，将西方的伦理观提升到 “ 作为目的是善的 ”
这一本质层面。

伍尔夫的伦理选择是 “ 珍爱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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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她推崇 “ 以生命为本 ” 的伦理立场。她通过克拉丽莎的意识流阐明：

生活的奥秘就是呵护每一个个体的天性，不要用宗教和理性去压制和毁灭它。

“为什么还需要信条、祷告词和防水布衣服呢？克拉丽莎想，既然

那就是奇迹，那就是奥秘，她指的是那个老妇人……基尔曼会说她已经

解开了这个至高无上的奥秘，彼得或许会说他已经解开了，但是克拉丽

莎相信他们两人一点都不知道怎样解开它；其实那奥秘很简单，它就是：

这是一间房间，那是一间房间。宗教解开它了吗？爱情解开它了吗？”

（140-141）

生活至高无上的奥秘就是那个 “ 老妇人 ” 和那些居住在房间里的 “ 生命

个体 ”。尊重他们，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那是最根本的。“ 以生命为本 ” 的

原则体现了伍尔夫用老子的 “ 贵生之道 ” 对西方 “ 真理为本 ” 的主导观念的

适度修正。

其次，她呼吁 “ 尊重生命 ” 的伦理原则。“ 人都有尊严，有独处的愿望，

即便夫妻之间也存在着鸿沟；必须尊重这一点 ”(132)。伍尔夫表达了对维护

自我尊严和自我隐私的强烈关注。只有消去 “ 占有 ”、“ 独断 ”、“ 主宰 ” 信

念中的 “ 好斗 ” 的成分，学会尊重生命，那样自我意识才会对自我、他人和

社会都大有裨益。“ 尊重生命 ” 原则体现了伍尔夫对 “ 无为 ” 之道与 “ 独断 ”
之道的适度融合。

最后，她倡导 “ 联结生命 ” 的伦理实践。伍尔夫相信，生命的价值就在

于感受生命本身，并为人与人的融合做出奉献：

“她称之为生命的东西对她意味着什么呢？哦，很奇怪。某人住在

南肯辛顿，另一个在贝斯沃特，另一个在梅费尔，比方说。她不断感觉

到他们的存在，她觉得那是多大的浪费啊，多大的遗憾啊；若能将他们

聚集在一起有多好；所以她就那样做了。这是一种奉献；去联合，去创造”。

（135）

而生命的幸福归根结底来自人与自然的交融。她这样揭示克拉丽莎的

幸福：“ 有一次，她在伯顿的平台上散步……突然间她惊喜地获得了幸福，

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在白日逝去的时候，没有任何快乐能与这种幸福相比 ”
（203-04）。西方一向关注人与人的联结，而中国一向关注天与人的联结。

伍尔夫将两者均视为伦理实践最重要的因素，以此获得真正的生命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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