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Unit 1  
单元一

※单元目录

第 1讲	 核心概念：身份认同

第 2讲	 文学理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第 3讲	 作者、文本与读者

	 	 3.1	研读作品：剧本《玩偶之家》

	 	 3.2	比较作品：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

第 4讲	 时间与空间

第 5讲	 互文性

第 6讲	 全球性问题：政治、权力和公平正义

	 	 （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及社会地位与生存困境）

第 7讲	 评估演练

※学习目标

■		学习分析戏剧剧本如何使用各种技巧来吸引读者阅读、影响读者接受。

■		领悟作品如何帮助你理解身份认同对人的观念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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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概念：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指的是人对主体自身身份的一种确认和描述。人不能离开身份

而存在。为了明确自己的身份，人们常常会问：我是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从何而来？到何处去？

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决定了他 /她的信仰与价值观念，他 /她的信仰与价值

观念又决定了他 /她的言谈举止。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认定了自己是一个具

有国际视野、心胸开阔的学习者，那他就会崇尚知识，他就相信通过不断学习

获得知识才能成就自己。于是，他就具有努力追求知识、刻苦学习的行为。反

过来说，从一个人的举止行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断出他的身份认同。优

秀的文学作品，往往是通过展示人物的言谈举止，来呈现作者及其人物的身份

认同。

身份认同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个概念，可以有多个层次，例如家庭、国

家、民族、世界等。身份认同会因历史、文化、国籍的不同而嬗变。身份认同

可以因为与其他拥有相近价值取向、生活态度等的人互相认同和接纳而产生归

属感。一个人可透过服从社群规范，发展出对社群的投入和认同感，成为该群

体的一员，从而得到“自己人”的身份认同感。

思考判断

请根据自己的理解向其他同学解释下面的陈述：

身份认同是一个自我认识的过程，不同的身份会影响人们的日常

行事，也会影响人在人生不同阶段所作的决定。身份认同与个人成长

有密切关系，对于自我身份的寻求与确认可以伴随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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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交流

细读下面的陈述，说明你的观点，并举出一些例子加以说明。在

班级分享你的看法。

1.	每个身份都有他附带的角色，每个角色又受一定的行为规范

限制。

2.	身份也是一个人身处的社会位置，有些身份是在出生时已被赋

予，不会因环境不同和时间流逝而改变。

3.	生活环境的改变，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语言、服饰、饮食、

风俗习惯的变化都可能影响一个人的身份认同。

归纳条理

请根据下面的题目说说自己的观点，举出你所学过的作品实例，

并用一段文字记录下来：

作家的身份认同与其作品中人物的身份认同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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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法国 20世纪著名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西蒙娜 •德 •波伏娃在她的《第

二性》里指出，女性的历史和现状是由男性的需要和利益决定和形成的“第二

性”。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她认为在由男人控

制的等级社会里，妇女作为一个由男性定性和诠释的物体而存在，处于“他者”

地位，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主体，也没有权利来选择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男

女不平等。女性的命运被男性掌握，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个人尊严和价值。

女性主义理论，检视女性的社会生存困境……女性主义理论认为，女性在

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认知、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处于和男性不平等

的地位，即使在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里也是如此的性别秩序，绝对不是自然形

成的，因为它显然已经跨越了历史和文化的限制，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

现象。所以，这是由社会和文化人为构建起来的，是可以改变的。女性主义运

动就是努力向传统的劳动分工方式进行挑战、向所有造成女性无自主性、附属

性和屈居次要地位的权力结构、法律和习俗挑战。

“女性主义”就是强调男女两性的平等，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发挥了重要的

宣传作用。1929年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1949年波伏娃的《第二性》、

1970年米利特的《性政治》、1981年玛格丽特 •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

这些关于女性的文学作品都在试图揭示女性当下的困境是什么、女性应该去追

求什么，以及一个女性该如何成为女性的问题。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是这样一种文学理论流派，它受到女性主义理论和政

治女性主义的启发。女性主义理论自 20世纪初期开始发展，通过各种方式研

究文学作品，如，研究男人和女人的代表以及他们如何反映社会的压力和期望；

分析如何使用语言、图像和叙述来构建这些性别角色；研究文学世界中女性作

家的平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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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交流

1.	通过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学习，你是否更加关注两性间的关

系问题？

2.	在你的周围有没有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在你读过的文学作品中

作者如何呈现出性别不平等的问题？

3.	你怎样看待重男轻女的现象？

4.	你读过的哪些文本表现了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社会地位，以

及生存困境的问题？

5.	为什么说在男性社会中，女性的性别、权利、身份认同是至关

重要的问题？

6.	你认为“婚姻”问题是本地还是全球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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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本与读者

3.1  研读作品：剧本《玩偶之家》

一、作者

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 1828 - 1906），19世纪挪威剧作家。被誉为 20

世纪以来的“现代戏剧”的始创者。易卜生的一生中创作了 26部戏剧，《玩

偶之家》（A Doll ’s House, 1879）称得上是中国人最熟悉的西方现代剧本。易卜

生对戏剧的发展有重大影响，20世纪以来的“现代戏剧”就是从他开始的。《玩

偶之家》这部剧作在欧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并奠定了易

卜生作为“现代戏剧之父”的基石。

课堂活动

1.	查找资料，了解作者生平及其写作的背景。

2.	为什么易卜生被称为“现代戏剧的创始者”？请利用网络，查

找资料，做出自己的解答。

3.	小组讨论作家的身份认同，并在班级展开交流：易卜生和他的

创作有什么特殊之处？在你们看来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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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本

探究驱动

以小组为单位，整理自己已有的相关知识，说说戏剧剧本有哪些

文体特征要素。可以采用 PPT 和全班同学分享。

（一）戏剧剧本的文体特征

剧本是供演员在舞台上演出的文学脚本。剧本主要由剧中人物的对话、独

白、旁白和舞台指示组成。剧本的基本特点是要突出舞台的表演性：

其一，时间、人物、情节、场景要高度集中在舞台范围内。剧本中通常用

“幕”和“场”来表示段落和情节。“幕”指情节发展的一个大段落。“一幕”

可分为几场，“一场”指一幕中发生空间变换或时间隔开的情节。剧本一般要

求篇幅不能太长，人物不能太多，场景也不能过多地转换。

其二，戏剧中的矛盾冲突要尖锐突出。没有矛盾冲突就没有戏剧。因为剧

本受篇幅和演出时间的限制，所以要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反映尖锐突出的矛

盾冲突。剧本中的矛盾冲突大体分为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尾四部分。矛盾冲

突发展到最激烈的时候称为高潮。

其三，剧本的语言要表现人物性格。剧本的语言包括台词和舞台说明两个

方面。台词，就是剧中人物所说的话，包括对话、独白、旁白。独白是剧中人

物独自抒发个人情感和愿望时说的话。旁白是剧中某个角色背着台上其他剧中

人从旁侧对观众说的话。剧本主要是通过台词推动情节发展，表现人物性格。

因此，台词语言要求能充分地表现人物的性格、身份和思想感情，要通俗自然、

简练明确，要口语化，要适合舞台表演。

舞台说明，又叫舞台提示，是剧本语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舞台提示是以

剧作者的口气来写的叙述性的文字说明，包括剧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服装、

道具、布景、灯光、音响效果以及人物的表情、动作、上下场、形象特征、形

体动作及内心活动等。这些说明对刻画人物性格和推动、展开戏剧情节发展有

一定的作用。这部分语言要求写得简练、扼要、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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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玩偶之家》的内容简介

《玩偶之家》讲述了海尔茂和娜拉夫妻结婚八年貌似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

故事。海尔茂生病时，娜拉为了让他疗养，悄悄假冒已经去世的父亲的签名借

了一笔钱。当海尔茂升任银行经理时，他要开除的柯洛克斯泰以此来要挟他以

求保留工作。海尔茂知道了娜拉伪造签名借钱的事情，觉得有损自己的名誉，

对娜拉严厉指责谩骂，娜拉看清了他们婚姻的真相，决定离家出走。

（三）《玩偶之家》的艺术特色

1.改写了戏剧传统

《玩偶之家》改写了戏剧传统，从“浪漫”理想的传奇激变剧，转向正视

现实问题的写实剧，用戏剧的形式反映社会问题，被誉为“社会问题剧”。戏

剧情景的设计接近日常生活的真实，令观众感到亲切熟悉，认同和亲近剧中的

人物。现实主义戏剧 /写实戏剧，把日常生活情景搬上舞台，把“讨论”带进

戏剧，故言改写了戏剧的传统。

2.结构完整冲突集中

结构完整，巧妙运用了“追溯法”，把剧情安排在矛盾发展的高潮，然后

运用回溯手法，把前情逐步交代出来，使得矛盾的发展既合情合理，又有条不

紊。运用了悬念与伏笔，使矛盾更加集中，更有张力。主要矛盾是围绕“假冒

签名”所引起的娜拉和海尔茂之间的矛盾，次要矛盾有娜拉和柯洛克斯泰、林

丹太太与柯洛克斯泰、海尔茂与柯洛克斯泰之间的矛盾。

3.对比刻画人物突出

作者把剧情安排在圣诞节前后三天之内，借以突出渲染节日的欢乐气氛和

家庭悲剧之间的对比。他以柯洛克斯泰因被海尔茂辞退，利用借据来要挟娜拉

为他保住职位这件事为主线，引出各种矛盾的交错展开。同时让女主人公在这

短短三天之中，经历了一场激烈复杂的内心斗争，从平静到混乱，从幻想到破

灭，最后完成娜拉自我觉醒的过程，取得了极为强烈的戏剧效果。

男女主角的语言、行为、性格形成鲜明对比。女主角经历了前后的心理对

比、真爱与虚伪的对比，和娜拉相比，男主角海尔茂是一个自私且虚伪的资产

者的形象。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正人君子”“模范丈夫”，很爱他的妻子。

实际上，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社会的利害关系所完全异化的人物。

4.语言日常生活化

将诗剧的诗化语言改用平易的散文，用日常生活的语言来配合角色的口吻。

人物的个性化台词，把握了人物的心理和个性，展示出戏剧冲突的原因和层次。

剧中的对话也非常出色，既符合人物性格和剧情发展的要求，又富于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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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助于揭示主题，促使读者或观众对作者提出的社会问题产生强烈的印象，

对后来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影响很大。

剧中引进讨论的形式，使戏剧可以与观众就社会问题进行交流，并得到共

鸣。萧伯纳评价易卜生说：“他在戏剧中所引进讨论的技巧正是新旧戏剧的分

水岭。”

课堂活动

一、阅读作品，可以配合观看影视节目。细读剧本，完成下面的题目，和同学交流：

1.		从这部作品中，你对 19 世纪晚期挪威的婚姻有了哪些了解？

2.		角色扮演：

（1）假设你和同学是一对生活在 19 世纪挪威的夫妻，你们一起观看了这部戏。请各自表达

自己作为妻子、丈夫的感受。

（2）其他同学观看表演，并展开讨论：他们的反应是恰当的吗？为什么？

（3）请设想你是一位生活在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家庭主妇，看了这部戏你有什么感受？为

什么？

二、以小组为单位阅读文本，找出《玩偶之家》中的相关细节，填写下表：

文本特征 作品实例

分场分幕的结构

各种戏剧冲突

人物对白

舞台提示

人物关系

主要角色的特点

配角的作用，
如林丹太太的作用

例子：配角林丹太太是娜拉从小就认识的朋友，从一开始就以一个久
经世事、稳重的形象出现。在剧中，她既是娜拉的引导形象，又是一
个补充的形象。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