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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汀的代表作之一，以细

腻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十八、九世纪的英国爱情故事与当

时的社会时代背景。十八世纪末，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

的新兴期。自由平等新思想兴起，但宗教和封建时代思

想对人，尤其是女性的禁锢依旧深刻。女性接受教育的

权利受限，思想受到男性中心主义的全面渗透。马洛斯

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五层，要求人们充分发挥

自我潜能达成自我期望形象的自我实现需要是人类最高

等级的需要[1]。不同于文学作品对女性的思想压迫，在

《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展现出较强的自我教育意

识，积极追逐自我理想形象，最终完成自我实现；其好

友夏洛特虽同样具有自我教育意识，但被时代对女性的

角色要求裹挟，没有产生自我实现需要；丽迪雅懒惰不

爱学习，仅产生生理层面的需求。教育程度是否真正影

响女性自我实现进程？本文以《傲慢与偏见》中女性角

色为例，从马洛斯需求理论角度探讨教育与女性实现间

的关系。

一、近代英国工业化背景下女性地位与女性教育观

的桎梏

十八世纪末，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发展的新兴期，

工业革命的到来为英国带来开放、自由的新思潮，同时

也为旧社会生产结构带来了巨大冲击。十八世纪中期后，

资本主义的入侵宣告了以女性劳动者为主的家庭经济的

死亡。女性失去主要社会劳动场所，经济和社会地位受

到了双重削弱，成为“闲妻”，生存条件和发展空间受到

严格限制 [2]。同时，大量男性劳动力被吸纳进工厂，男

性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得到显著提升，男性角色进一步

由家庭转向社会。男性在家庭责任中的角色缺失迫使女

性进一步承担家庭内部责任，家务更多地与女性联系在

一起，呈现出一种低值化趋势，这种状况进一步固定化，

最终形成了妻子和母亲的道德责任——将其自身全部奉

献给家庭的社会观念 [3]。波伏瓦他者理论提出：定义和

区分女性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

却不是女人。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 [4]。这

一时期，封建时代与基督教所推崇的男尊女卑、阶级固

化思想依旧深刻，女性被视为男性的所有物，被异化为

男权社会权利外的他者，受教育权被基本剥夺。当时的

教育学家认为女性过多地接受正式学科教育会妨碍她们

进行家庭服务 [5]。直至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初等

教育部正式认可的初等学校女子教育项目仍仅包括家务

技能教育 [6]。自十八世纪起，大量针对年轻女性的品行

手册出版，女性的品行标准由男性决定，被要求具有鲜

明的性别特质。“所学的一切，无不明显地具有一定有用

目的：增进她肉体上自然的丰姿，形成她内心的谨慎、

谦逊、贞洁及节俭等美德；教以妇道，使她将来不愧为

家庭主妇等等 [7]。”在十八世纪欧洲社会，女性是男人的

贤妻良母和奖品，没有自我价值，是被异化在社会之外

的他者。

二、丽迪雅、夏洛特和伊丽莎白的婚姻选择与需要

理论

（一）丽迪亚的婚姻选择——生理需求

关于贝纳特家的教育情况，伊丽莎白在前往柯林斯

家做客时回应道：“我们姐妹中凡是想学的不会缺少学习

的途径。父母总是鼓励我们阅读，必要的老师我们也有。

如果有人想偷懒，当然也是有可能的 [8]。”贝纳特家可以

接触到较好的教育资源，但受教育程度全凭自我。马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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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需求理论将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物质需求与对性欲的需

求一起归类为生理需求，生理需求是人类需求中最初级

的部分 [1]。由于母亲的溺爱和父亲的疏远，丽迪雅懒惰

不爱学习，“没有教养、不知羞耻、吵吵嚷嚷、无知无

畏”[8]。她的性格特征和家庭教育在她的婚姻选择中起

到了关键作用。与积极抓住机会通过教育完成自我塑造

的伊丽莎白不同，丽迪雅对教育的看法完全继承于母亲，

认为教育对女性无用。丽迪雅忽视教育的态度，限制了

她对自我价值和社会角色的深入理解，减弱了她分析和

评估潜在伴侣品质的能力。缺乏足够的家庭指导和正面

榜样，她过于偏重于表面的魅力和短暂的情感满足，对

即时满足的需求高于对长远利益的考虑。因而，在她的

爱情幻想中：“自己坐在一顶帐篷里，柔声细语地同时和

至少六个军官打情骂俏”[8]。痴迷于和军官打情骂俏，丽

迪雅完全忽略了财产安全对于女性的利害。在她看来，

“这些财产与军官们佩戴的徽章相比一文不值”[8]。因此，

当英俊的军官威克姆对她展开追求时，丽迪雅立刻接受

并与其私奔，完全不在意伴侣的品性。教育在形成个人

价值观和判断力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对教育的

忽视，丽迪雅只能看到最低级的生理需求。她并未发展

出财产安全乃至个人尊严的需求，心甘情愿成为男性的

战利品与男性社会的他者。

（二）夏洛特的婚姻选择——安全需求

夏洛特是伊丽莎白的好友。与贝纳特家五姐妹相比，

她年纪略大、相貌普通，家境也不太好。她同样通过自

我教育得到了一些知识，这使她在婚姻选择上树立起明

确的目标——稳固的财产安全保障；但不足以支撑她在

社会意识的压迫下向内寻求自我，跳脱出社会对女性的

角色定义。十八世纪的英国奉行长子继承制。除嫁妆外，

女儿无法从家族中获得任何财产。在财富积累的工业革

命时期，没有财产就意味着没有生活的保障。马洛斯需

求理论提出：个体希望获得安全的心理活动即对安全的

需求 [1]。夏洛特深知女性在这一时代的悲惨地位。她希

望为自己谋得合适的婚姻来获得生活保障，以满足自己

的安全需求。得益于一定程度的自我教育带来的思考能

力，夏洛特对婚姻有着深刻的认识。她对婚姻持肯定而

消极的态度：“对于一个受过教育但家境不好的年轻女子

而言，婚姻是防止她们日后生活捉襟见肘的最好保障”[8]；

“婚姻幸福与否完全是一种偶然。”[8]。夏洛特在肯定婚

姻对女性的必要性的同时对这样的婚姻感到悲观，展现

出她的自我觉醒：她不认同普世择偶观中女性以牺牲自

我价值的方式可以换来美满婚姻的观点。在向众人解释

婚事时她说：“我只想有个舒适的家”[8]。她的选择反映

了一个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的过程。她的婚姻选

择不仅是对安全需求的直接回应，也是她个人价值观与

现实情况妥协的结果。这种妥协揭示了夏洛特对自己处

境的清醒认识和对可行性选择的理性评估。她明白，在

当时社会的背景下，作为一个既不年轻也无财产的女性，

她的婚姻市场价值受到限制。因此，她选择了一条能够

确保她经济安全和社会地位的道路，即使这条道路并不

完全符合她对婚姻的理想期待。尽管夏洛特的自我觉醒

意识远远胜于丽迪雅，但由于时代的教育禁锢，她对婚

姻的选择仍被裹挟在男权社会的意识压迫中。马洛斯需

求理论指出，人的需求都是逐级满足后诞生的。夏洛特

虽然通过自我教育取得了一定的自我独立，但她的教育

程度不足以使她挣脱社会禁锢，寻求尊重以及自我实现

的需求。

（三）伊丽莎白的婚姻选择——尊重与自我实现的

需要

“伊丽莎白敏锐，个性也更强势一些，判断力也不受

外界的任何影响”[8]。作为贝纳特家最伶俐的女孩，在

教育资源对女性紧闭大门的十八世纪，伊丽莎白积极利

用家族资源进行自我教育，并最终培养出了独立的自我

和敏锐的洞察力。正是教育使她脱离其他麻木个体，能

够敏锐察觉出他人对女性的傲慢，绝不容忍自我尊严受

侵犯。“如果他没有怠慢我，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原谅他的

傲慢 [8]。”与《傲慢与偏见》中的其他女性不同，伊丽莎

白在开篇就展现出对尊重的需求，这反映出她在社会对

女性自我牺牲式“贤妻良母”要求下对独立、自尊理想

女性形象的追求。伊丽莎白将自我视为追求目标，跳脱

出女性仅是男性实现自我满足附体的视角，普遍地拒绝

被审视，展现出对自我的追求。在意识到达西的转变后，

伊丽莎白立刻察觉并摒弃自己潜意识中未被发觉的傲慢，

在追求自我理想形象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自我，完成自

我实现。马斯洛认为，自我尊重的需要被满足时会导致

自信、价值和能力体验、力量及适应性增强等多方面感

觉；而阻挠这些需要将产生自卑感、虚弱感和无助感
[1]。伊丽莎白在故事开篇就展现出对尊重的需要，但这种

尊重需要在男性社会得不到满足，反而引发她的自卑与

无助感。伊丽莎白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变化，但由于教

育与角色禁锢，她无法理解这种情感产生的原因，只能

用对他人的偏见将自己伪装起来，将自己推离追求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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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女性形象。因此，她将达西的傲慢视为不可更改的品

行，直到亲眼见证达西的改变后才羞愧地意识到自己陷

入社会对女性“虚荣”性格的捏造中：“我的愚蠢不在于

爱情，而是虚荣 [8]。”此外，男权社会的意识覆盖强调男

性必须是强势的，这实际上也是对男性的角色压迫。朱

迪·巴特勒在性别表演理论中指出：主体的性别身份不

是既定和固定不变的，而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是表演

性的 [9]。这意味着性别实际上是由不断重复在某种性别

观点下的扮演性行为决定的，而不是天生固有的。这一

点在男女主身上尤为明显。伊丽莎白本身受到社会“女

性”观念的教化较浅，展现出一种“男性”的自信与坚

强。然而，达西的傲慢刺痛了她的自尊心，难以被满足

的尊重需求不断打压她的自我，使她产生自卑与虚弱感，

变得“虚荣”，不自觉地被禁制在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中。

而达西本人也同样被禁锢在家庭教育与社会对他“男

性”要求的禁锢中，直到被心上人以与社会主流观点相

反的反叛态度回绝时才开始正视自我角色：“是您让我知

道，对于一位值得自己付出感情的女士而言，单凭口头

上去博得她的欢心是远远不够的 ... 我的双亲，尽管为人

很好但是却允许、鼓励，甚至是教会了我成为一个自私、

傲慢的人 [8]。”达西的傲慢是社会意识与父母教育下对

“男性”角色的反复扮演。他同样不属于男女性角色的

理想定位中，但无法达到更深层次的思考，直到伊丽莎

白的反叛式自白才终于打破他的“扮演性”行为，开始

展现一种谦虚的“女性”特质。二者的性别气质流动是

性别表演理论的有力佐证。在这一过程中，达西因伊丽莎

白而完成自我革新，伊丽莎白也借助达西完成自我实现，

女性不再是男性的点缀品，而是自我与他人的影响者。伊

丽莎白成功跳脱出女性的他者形象，完成自我实现。

总结

十八世纪的英国是女性教育的黑暗时期，教育封闭

剥夺了女性的生存权利与社会地位。在《傲慢与偏见》

一文中，简·奥斯汀借伊丽莎白、夏洛特与丽迪雅三人的

婚姻与自我实现情况体现了教育对女性自我实现的重要

意义：帮助女性从十八世纪男权社会下女性的他者身份

中跳脱出来，否定社会强行赋予女性的角色定义，实现

由他者到自我的角色转变并最终完成自我实现。在现代

社会，针对女性的教育封闭已得到很大改善，女性能够

得到更多的教育机会，但社会对女性的教育歧视仍然存

在，男性主导的社会意识仍对女性呈现出性别与角色上

的压迫。为此，我们可以从《傲慢与偏见》中获得启示：

以自我教育突破社会对女性的角色限制，最终完成自我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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