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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关系危险的关系””：《：《克莱芙王妃克莱芙王妃》》与古典时期的爱情与古典时期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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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次刊载有关鲁迅报道的是明治时代的综合
性杂志《日本及日本人》。据该杂志1909年5月1日号所
载“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进
行了翻译尝试，并介绍了《域外小说集》的内容。东京大
学位于本乡，当时那里有很多面向学生的民宿。鲁迅也
曾与弟弟周作人在本乡住了3年。至今在鲁迅故居旧址
仍挂着纪念门牌。《日本及日本人》上刊登的这篇对鲁迅
的报道，甚至早于中国本土，是世界上首篇关于鲁迅文
学的报道。

此外，世界最初的鲁迅文学外译语种也是日语。那
是由鲁迅弟弟周作人对作品《孔乙己》的日译，刊载于北
京的日语周刊杂志《北京周报》1922年6月4日号。五年
后，日本国内也开始了对鲁迅文学的翻译。1936年鲁迅
逝世，翌年改造社出版《大鲁迅全集》全7卷。如此，在日
本读书界，鲁迅亦名垂青史了。

增田涉是我在东京大学中文研究室的老前辈。他于
东大毕业后的1931年前往上海，每日下午在鲁迅家接
受3小时的个人授课，也时常接受招待共享晚餐。之后，
增田教授在《鲁迅的印象》中写有如下一段：

（鲁迅）先前有转移到日本进行养病（医生亦如此建
议）的意向，看起来其自身也乐意前往日本。加之那时每
日为其出诊的须藤医生的家正在镰仓，在他的推荐下镰
仓似乎成了暂定的目的地。（鲁迅）曾说过也一定要再到
东京看看，当听说“东京变化巨大定会大吃一惊的吧”。
他回复道：其他的地方倒无所谓，只是想去“丸善”书店
看看啊。

丸善是一家位于东京的书店，鲁迅不仅在1902至
1909年日本留学的7年时间里在丸善购买了大量的书
籍，即便回国后也从北京或上海订购丸善的书籍。在上
海期间，鲁迅尤为钟爱内山完造夫妇经营的内山书店，
几乎每天出入该书店。可以说，鲁迅通过丸善与内山书
店购入大量日本及世界文学书籍，终身力学不倦。

6年前我出版了题为《鲁迅与日本文学——从漱
石·鸥外到清张·春树》的论文集。在该书封面上印有鲁
迅及环绕着他的6位日本作家的照片。

夏目漱石(1867—1916)、森鸥外(1862—1922)、芥
川龙之介(1892—1927)是近代日本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鲁迅在夏目漱石《哥儿》、芥川《毛利先生》、森鸥外《舞
姬》等作品的启发下，分别创作出了《阿Q正传》《孔乙
己》和《伤逝》。

鲁迅不仅翻译了夏目、森鸥外、芥川的作品，也翻译
了佐藤春夫（1892—1964）的作品。九州大学秋吉收教授
曾详细研究过春夫短篇小说对鲁迅散文诗集《野草》的影
响。1920年代鲁迅翻译了春夫的作品，到1930年代，春
夫开始翻译鲁迅的作品，如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5年，太宰治（1909—1948）发表了描写鲁迅在
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时代的长篇青春小说《惜别》。在
太宰晚年作品的主人公们身上多可见“阿Q”的影子。顺

带一提，在长达150年的近代日本文学史上，太宰治是
已故作家之中最被广泛阅读的。

1950年代，松本清张（1909～1992）发表了逆转《故
乡》叙述者与闰土立场的小说《父系的手指》，并以此为契
机执笔推理小说《埋伏》，向推理小说家转型。众所周知，
松本是东亚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开山鼻祖。

此外，1970年代村上春树（1949～）以《且听风吟》
（1979）在文坛崭露头角。村上在该作中写道“不存在十
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林少华翻
译）。这句话正是村上受《野草》名句“绝望之为虚妄，正
与希望相同”的影响有感而发，表达了他对鲁迅文学的
敬意。此后，村上的创作也时常触及《阿Q正传》，刻画了
诸多阿Q式的主人公。另，在世作家之中，作品最被广泛
阅读的是村上。

回首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初期鲁迅向夏目、芥川
等日本作家借鉴。及至佐藤春夫，与鲁迅彼此影响互生
友谊。后自太宰起，日本作家们便从未停止过向鲁迅的
借鉴与学习。

《鲁迅与日本文学》亦稍有提及大江健三郎
（1935—）。1947年在大江升入新制中学时，酷爱阅读鲁
迅的母亲送给了他佐藤所译岩波文库版《鲁迅选集》作
为礼物。根据大江健三郎在《朝日新闻》2006年10月17
日晨报中刊载的散文所述，自那之后，他便爱上了阅读
鲁迅的文字，在其执笔创作首部作品《奇妙的工作》
（1957）前，曾赋诗一行“蕴含巨大希望的恐怖悲鸣”，并
直言这“应是引用自鲁迅”。这句话出自鲁迅《白光》的末
尾，该作品以俄国作家安德烈耶夫的手法描绘了文人因
科举考试屡屡落第而产生的异常心理。

言接前文，鲁迅一生所钟爱的丸善书店，其本业是
进口西方书籍。鲁迅在丸善和内山书店不仅购买了日本
文学书籍，同时也购入了大量的日译欧美文学与德语的
文学书籍，借此学习世界文学。

去年11月我出版了一本题为《鲁迅与世界文学》的
论文集。该书以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875—
1877年）为辅线，围绕鲁迅的《故乡》《祝福》等归乡小说
与莫言的《白狗秋千架》等初期短篇小说进行比较研
究。此外亦论及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鲁迅的《伤逝》
以及萧伯纳的《伤心之家》（中文译作：心碎的屋）三者
之间的关系。同时，考察了张爱玲的《封锁》是如何于莫
泊桑《羊脂球》（1880）的影响之下创作而成的，在此过
程中，亦能看到鲁迅作品《一件小事》的影子。

《鲁迅与世界文学》受到了《每日新闻》《朝日新闻》
《中部日本新闻》等拥有数百万发行量的权威报纸的大
力推介。我想这也证明了日本的鲁迅书迷对鲁迅文学的
深切关注。

（作者系南京大学海外人文资深教授、名古屋外国
语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译者为南京师范大学
日语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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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于1910年代后期的文学革命和新
文学运动，在同一时代的日本并没有得到应
有的评价，只有少数例外，如青木正儿的介
绍文《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在新文
学草创时期的作家中，鲁迅被接受和欣赏的
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他的作品的第一
篇译文，一直到1927年才出现在日本国内。
到了1930年代，佐藤春夫在日本展开了对
鲁迅的介绍，他与增田涉共同翻译的《鲁迅
选集》被收入日本著名的岩波文库，再加上
鲁迅逝去后日本国内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
经历这些后鲁迅终于在日本也获得了中国
近代文学代表作家的地位。在那之前，日本
国内对鲁迅的评价却是多种多样的，对其作
品评价的侧重点和理由也因人而异，现在看
来倒是让人觉得很有意思。

鲁迅作品在日本的第一个译本于1927
年发表在武者小路实笃编辑的杂志《大调
和》上，作品名为《故乡》。佐藤春夫给予了
《故乡》很高的评价，1932年他亲自翻译了
这篇作品，并将其发表在当时日本最具影
响力的综合杂志《中央公论》上，在当时的
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如此，二战后
《故乡》的竹内好译本被选入日本高中“国
语”课的课本，从此《故乡》成为了鲁迅在日
本的代表作品。

除了《故乡》，佐藤春夫还亲自翻译了鲁
迅的另一部作品《孤独者》。但是后来，他在
回忆录《我翻译鲁迅的故乡和孤独者的时
候》里写道，他那时候“并没有真正理解阿Q
精神”，之所以翻译《故乡》，只是觉得这个作
品从“中国古代诗歌”的感觉“完全转化为近
代文学”了。也就是说佐藤春夫只想汲取《故

乡》中具有古典文学的情感和美感的部分，
反过来说他当时并没有注意到鲁迅作品的
社会性和政治性。

另外，1920年代继青木正儿之后，清水
安三也给日本读者介绍了鲁迅，他当时首先
关注的作品是《孔乙己》。清水安三指出，鲁
迅作品的特征是批判中国旧社会的陋习，揭
露社会的阴暗面。他还指出该作品对“孔乙
己”的描写是“用最黑漆漆的颜色描绘出了人
性阴影最黑暗的一面”，写得很深刻。清水安
三当时住在北京，开办了一所面向贫困女子
的职业学校崇贞学园，同时还担任着《北京周
报》的记者。他跟鲁迅见过面，对刚刚诞生的
中国新文学也有比较深的理解。他之所以关
注《孔乙己》，是因为他将作品与当时中国的
时代背景相结合，把鲁迅看作是擅长描写中
国社会的黑暗面的现实主义作家，并以这个
角度从作品中分析出鲁迅文学的真正价值。

镰田政国于1920年代后期翻译了许多
鲁迅的作品。他认为鲁迅文学的特点是站在
人道主义立场上，以“纯客观的手法”描绘了
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和意识状态，尤其
是对于农民心理活动的描写非常详尽准确，
值得赞扬。镰田政国最喜欢的作品是《白
光》，他认为这是一部具有“空灵”之美的短
篇小说名著。他本人是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
书院的文学青年，对中国的社会情况以及新
文学的发展过程都颇有了解。尽管他的评价
中有些部分跟清水安三的评价相同，可是他

的评价更侧重于鲁迅作品和托尔斯泰作品
类似的文学性。评价《白光》的文章在日本并
不多见，但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大江健
三郎曾经提到，他是在1950年代自己还年
轻的时候，读《白光》后受到启发获得了灵
感，提笔写下了自己的处女作——短篇小说
《奇妙的工作》。

1929年，《阿Q正传》的译本首次登上
日本的刊物，译者是井上红梅。这个初译本
当时刊登在一本奇闻怪事刊物《奇谈》上，
标题竟被改成了《支那革命畸人传》。在作
品的附记中，《阿Q正传》被这样介绍：该作
品描述了“作为革命牺牲者的贫苦农民的
一生”。井上红梅是一位中国文化评论家，
他专门收集中国之“奇”，特别是颓废和享
乐主义的部分，并把这些介绍给日本读者。
鲁迅本来是为了克服民族劣根性而塑造了
阿Q这样一个典型的文学人物形象，而井上
红梅却把《阿Q正传》看作用于了解中国风
土人情的信息来源。不可否认，这种看法现
在看来是有点浅薄的。所以后来鲁迅得知
井上红梅要翻译出版《鲁迅全集》时，跟增田
涉谈到了自己的不满，这也是事出有因的。

与此相反，山上正义却把鲁迅当作左翼
进步作家，把《阿Q正传》当作有先见之明的
文学作品介绍到了日本。他于1926年在广
州拜访过鲁迅几次，对鲁迅的思想有很深的
理解。基于这种理解，他把《阿Q正传》的内
容和清末以来中国的革命潮流联系起来，将
《阿Q正传》评价为预测了国民革命之动向
的进步作品。他于1931年以林守仁的笔名
编译了一本后来被命名为《国际无产阶级丛
书》的中国革命文学选集，并把自己翻译的
《阿Q正传》收录在卷首，标题也采用了《阿
Q正传》。同年，松浦珪三也翻译了《阿Q正
传》，并将其收录在《中国无产阶级小说集》
第一卷。他对鲁迅的看法跟山上正义比起来
相对模糊，但是把鲁迅评价为左翼进步作家
这一点跟山上正义是相同的。

1920年代后期鲁迅在中国受到了以太
阳社、创造社为中心的革命文学团体的攻
击，被批判为时代的“落伍者”。有一些当时
住在大陆的日本评论家受到这些左翼潮流
的影响，也跟风写了批评鲁迅和《阿Q正传》
的文章。比如铃江言一、大内隆雄等人当时
曾写道《阿Q正传》缺乏阶级意识，阿Q的革
命活动也并不彻底。

这样看来,对于早期的鲁迅在日本的接
受情况，与其说是多种多样的，还不如说是
极其杂乱的，而且评价中存在许多属于误解
误读之类的言词。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这
些“杂乱”的情况却恰恰证明了鲁迅文学具
有多层次的内容和多方面的价值。

（作者系东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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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8年，被称为法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
意义的小说”——《克莱芙王妃》问世。由于小说
是匿名发表，它的作者引发了广泛猜测，最后聚焦
于两位著名作家：拉法耶特夫人（1634-1693）和
拉罗什富科（1613-1681）——二人恰好是情人
关系。

与两位作家熟谙的斯屈代里小姐（1607-
1701）半开玩笑地将《克莱芙王妃》叫做“可怜的
孤儿”，因为它“既无父也无母”；同时夸赞“这是有
史以来，写得最好的一本法国小说。”作为回应，拉
法耶特夫人一方面公开承认自己是作者，一方面
坚持本书并非文学创作，而是“历史纪实”。书中
描写的宫廷爱情，不仅是作者所见所闻，很大程度
上也是她（和拉罗什富科）的亲身经历。当代法国
文学史家卡斯泰（Pierre-Georges Castex）将
《克莱芙王妃》誉为“法国古典主义风格的一个最
纯粹的典范”，并认为书中倡导的古典时期的情爱
论对三个多世纪以来的法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
响，其中的原因至今仍值得探究。

《克莱芙王妃》以法王亨利二世时代为背景，
讲述了一个哀婉的宫廷爱情故事。王妃年轻貌
美，出身名门望族；克莱芙亲王英俊潇洒，温文尔
雅。二人相敬如宾：亲王对妻子充满柔情蜜意，王
妃对丈夫也极为尊重，但只是出于妻子应尽的义
务，而不是亲王所期待的炽热的情爱。风流倜傥
的内穆尔公爵从英格兰回朝复命，与王妃邂逅，一
见倾心。王妃的情感也极为矛盾：既渴望与之见
面，又不得不刻意回避。在丈夫追问下，王妃袒露
心迹，并获得亲王谅解。于是她决定暂时离开宫
廷，去乡下小住，以此逃避感情的纠葛。与此同
时，饱受爱情折磨的内穆尔公爵也赶至乡下，打算
借机向王妃表白，以消除此前的误会。亲王闻听
此事，内心悲愤不已：尽管他宽宏大量，但强烈的
嫉妒心理摧垮了他的意志。克莱芙亲王抑郁而
终，王妃心灰意冷。她最终拒绝了内穆尔公爵的
求婚，进入一家修道院了却余生。

正如拉法耶特夫人本人所说，书中除了人物
姓名是虚构，其他材料无不来源于真实的历史事
件，特别是主人公的情感历程。小说家21岁那年
嫁给拉法耶特伯爵，后者是鳏夫，比她年长18
岁。婚后生活平淡无奇，在生育两个孩子后，她和
丈夫友好分手。1661年，拉法耶特夫人独自前往
巴黎，以经营沙龙为主业，业余从事写作。其文学
友人包括法国第一位“蓝袜子”（Bluestocking）
斯屈代里小姐、书简作家塞维涅夫人（1626-
1696）以及法兰西学院院士佩列松（Paul Pellis-
son）。

1665年，拉法耶特夫人结识拉罗什富科，并
通过后者引见与拉辛、布瓦洛成为好友。拉罗什
富科家世显赫，早年从政，“投石党”运动失败后归
隐山林。据说他每天长途跋涉，来到位于巴黎“左
岸”的拉法耶特夫人府上谈诗论艺，莫逆于心——
他的传世名作《箴言集》和《克莱芙王妃》一样，都
是这一阶段“相与论文”的结晶。1680年，拉罗什
富科去世。拉法耶特夫人精神遭受沉重打击，从
此关闭沙龙，远离上流社会，重归乡居田园生活。

拉法耶特夫人和拉罗什富科的亲密关系究竟
到什么程度，后世多有揣度。阿尔贝·加缪断言二
者之间仅存在柏拉图式的爱情，因为“在她的爱情
观念里……对拉法耶特夫人来说，爱情是一场灾
祸，危机四伏”。另外有论者认为拉罗什富科中年
时期感情受挫，早已勘破红尘，与拉法耶特夫人纯
粹是“文学之谊”。其中最有力的论断来自塞维涅
夫人：她称赞拉法耶特夫人一向特立独行，尤其在
和拉罗什富科关系亲近后变得日益“冷漠、薄
情”——拉罗什富科断言：“真爱如鬼魅，凡人但闻
其名，无缘得见”，拉法耶特夫人则声称：“我不相
信爱情能使人陶醉，恰恰相反，我确信它的存在是
造成烦恼的原因。”

与此同时，塞维涅夫人也高度评价拉法耶特
夫人与拉罗什富科“友谊”的可贵之处。在17世
纪，女性普遍处于屈从地位，生活和社交范围狭窄，
整个社会淫靡之风盛行——在这样的年代，古典风
格的男女友谊确实属于珍稀品。拉法耶特夫人对
此也倍加珍惜：尽管她本人情感热烈，但她秉持古
典主义思想观念，相信情感必须受到压制；反之，一
旦情感泛滥，必将造成悲剧性结局。从心所欲而

“不逾矩”堪称是她和拉罗什富科共同的道德准则。
小说结尾克莱芙王妃的顿悟正是拉法耶特夫

人婚恋观的真实反映。出身于上流社会的王妃对
宫廷生活的一套把戏了如指掌，照她的看法，宫廷
是一个“每天在同一个时间，与相同的人，做相同
的游戏”的场所。这里的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为
政治与财富而联姻，为情感与虚荣而偷情——“野
心和艳情是这个宫廷的灵魂。男男女女都为此而
忙碌”，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依靠这种爱情游戏来
消遣：这既是一时的风尚，也是公开的秘密。

然而，正如王妃母亲教导的那样，这里其乐融
融的景象只是表面文章——“在这里，人的感情是
被压抑的，无论谁也不提高嗓门说话，只是微笑，
绝不纵情大笑；只是静静地流泪，而不嚎啕痛哭。
在这里，快乐与痛苦都被极文雅的上流社会的风
度掩盖着。”然而在这表象背后，却是各种勾心斗
角，令人心惊胆寒——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陷入

错综繁复的爱恨情仇，而宫廷的“潜规则”又使得
这一切变得更加险恶：“表面上人们对一切都漠然
视之，然而潜藏着的却是奔涌的怒涛急流。”

克莱芙王妃显然属于宫廷贵妇的“另类”。她
贞洁娴静，洁身自好，在别人想方设法希冀君王

“圣眷”的时候，她却期盼早日离开这是非之地。
身为年轻女性，她的理性时刻在提醒自己：“在宫
廷里，人们经常处于某种不安的动荡气氛中，然而
秩序并不混乱，这使它特别富有吸引力——不过
对于年轻人却非常危险。”除了亲王，她和所有人
一直保持适度的距离（包括她的教母），就是不想
让自己置于“危险的关系”之中——直到她遇见内
穆尔公爵。

内穆尔公爵是情场老手，居留英国期间颇受
伊丽莎白女王青睐，他对气质卓尔不群的王妃立
即展开了攻势。在对方步步紧逼之下，王妃陷入
两难境地：一面是宽宏大度的丈夫，自己不忍心欺
骗，另一面是平生从未体验过的浪漫爱情——可
惜它来得太迟。在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她选择向
丈夫坦白，希望能够借此摆脱感情的困扰。这一
段人物心理描写——《克莱芙王妃》享有法国“第
一部心理小说”的美誉——无疑是文学史上不朽
的篇章。然而读者的疑问是，既然王妃坦承内穆
尔公爵是她的真爱，在亲王去世后，之前的障碍已
不复存在，她为何拒绝内穆尔的求婚？

传统的观点认为王妃拒婚的原因有以下三
点。首先，是她自幼接受的家庭教育。她的母亲
具有普罗旺斯的浪漫情怀，同时更强调家庭责任
感。此外，对她影响更大的是教母德·沙特尔夫
人，后者经常向她描绘男女之爱，并指出爱情既有
愉悦的一面，也有危险的一面。沙特尔夫人时常
警告说，男人大多虚情假意，爱情转瞬即逝，结果
是不幸的婚姻比爱情更加漫长（survive）。事实
上，在拉法耶特夫人朋友圈，奉持这种观点的也不
乏其人。斯屈代里小姐尽管与佩列松长期保持密
切关系，但她从不考虑成婚，因为她深信：“如果必
须与人结合，我一定会陷入苦恼的深渊。”塞维涅
夫人25岁起守寡，追求者众多，但她明白宣示终
身不会再嫁，为了维护“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其次，克莱芙亲王临终前尽管接受了王妃的
告白，也相信她的忠贞，但不无隐忧（担心内穆尔
公爵始乱终弃）。王妃没有口头宣誓，却在心底已
立下誓约，并对这一段夺走丈夫生命的恋情悔恨
不已。正是这一种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促使她拒
绝了内穆尔公爵（间接凶手）的求婚。从这个意义
上说，王妃的理性战胜了内心的激情，并最终成为
古典主义道德理想的化身——评论家认为拉法耶

特夫人借鉴以“洞察人的精神生活”为特征的拉辛
悲剧手法，并将其运用到小说创作中，是她的重要
贡献——像拉辛笔下的安德洛玛克一样，拉法耶
特夫人笔下的王妃始终保持清醒理智，意识到心
中激荡的爱情其实“是一种罪”。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理由：王妃对爱情的嫉妒
心理有过亲身体验，心有余悸。当她听说有人向
内穆尔公爵递送情书时，立刻生出强烈的嫉妒，饱
受痛苦——“而一旦他使她确信这封信与他无关
时，这种恼怒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宽慰和乐滋滋
的心情。”于是她感到自己“被一片痴情所俘虏、制
服，不由自主地被它牵着走”，并为自己的软弱无
力而自责。此外，她明智地觉察到，内穆尔公爵对
她的狂热追求一方面出于情感冲动，一方面也是
虚荣心和征服欲使然，因为这种求爱明显存在障
碍；而一旦他如愿得手，极有可能重蹈旧习去追求
其他情妇，留给她自己无尽的痛苦——在王妃看
来，婚姻与爱情的割裂，对女性的桎梏远远大于男
性。为了摆脱这种“危险的关系”带来的束缚和烦
恼，王妃甘愿选择“孤独以终老”。

对于这一结局，拉法耶特夫人无疑极为赞赏，
正如她在小说结尾所说：“她的一生，虽然相当短
促，但却留下了不可企及的精神力量的榜样。”这
种精神力量，照文学批评家的观点，拉罗什富科和
拉法耶特夫人共同奉持的斯多亚派哲学和伦理思
想。与伊壁鸠鲁享乐派主张相反，斯多亚派是消
极厌世的宿命论者，鄙弃荣华富贵，强调清心寡
欲，宣扬“肉体是灵魂的桎梏”，认为只有通过远离
诱惑，保持内心宁静，才能真正抵达真正的幸福
——“幸福的生活是顺应自身本性的生活”。

在斯多亚派看来，激情是理性（灵魂）的大患，
人正因为受到激情支配而导致灵魂的疾病和德性
的丧失。因此，该派代表人物如塞涅卡认为克服
激情获得德性是人生的至善——“德性没有任何比
自身更好的东西了，它本身就是自己的奖赏”。换
言之，哲学家相信人只要能在激情和困境中保持内
心强大和宁静，就能获得独立于身外之物的自足，
不畏惧命运的挫折打击，从而实现真正的自由。

与斯多亚派相比，拉罗什富科的伦理道德学
说更多了一层愤世嫉俗的色彩。比如他对爱情的
怀疑：“若根据爱的主要效果对爱进行判断的话，
则爱情类似仇恨之处多，像友谊的地方少。”再比
如他对“美满”婚姻的质疑：“有好的婚姻，可是不
存在美满甜蜜的婚姻。”照这位怀疑论者的看法，
女性的幸福可遇而不可求——用小说家伊迪丝·
华顿的话说，“女人的天性就像一栋满是房间的大
房子。而在最里面的那一间，是圣地中的圣地，女

人的灵魂独自坐在那里，等待一阵从不曾传来的
脚步声。”

但拉法耶特夫人并不甘愿止步于此：与其端
坐一隅听凭他人摆布，她更坚信女性完全有能力
做出自己的抉择，主宰自己的命运。她的一位好
友、红衣主教马扎林的甥女霍滕斯·曼西尼
（Hortense Mancini）婚后才发现丈夫患有间歇
性精神病，于是选择抛夫别子离家出走，上流社会
一片哗然。拉法耶特夫人却宣称“这就是上帝给
这位漂亮女人指出的道路”。可见，与传统的解读
不同，小说《克莱芙王妃》的结局显然具有更深的
寓意：王妃的言辞及行动代表了“女性自我意识的
觉醒”，由此体现出女性的独立自由与自我赋权。

1950年，旅居巴黎的英国著名作家南希·米
特福德（Nancy Mitford）决定将《克莱芙王妃》翻
译成英文。她认为拉法耶特夫人在本书中倡导了
一种以理性和节制为特点的“前浪漫时期”的婚恋
观，与19世纪浪漫运动以来所崇尚的个性张扬、
极度自恋的资（中）产阶级式价值观截然不同：后
者以浪漫为旗号，背后其实是“稳健的算计”——
大张旗鼓的恋爱仅仅是幸福婚姻的前奏，随后则
是生儿育女循序渐进的必然过程。相反，米特福
德更向往拉法耶特夫人讴歌的带有贵族气质的古
典情爱论：庄重典雅、不事张扬、情意深沉，纯粹是
心有灵犀的两情相悦，与婚姻生育并没有必然关
联。与此同时，这种侧重描绘“精神真实”的笔法
也成为法国现代小说的传统（从巴尔扎克、司汤达
到福楼拜），其中最能得其精髓的则为18世纪小
说名家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的《危险
的关系》——这两部相隔百年的文学名著，“同法
兰西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密切相关，为法国文
学的黄金时代做出了杰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