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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  
單元一

※單元目錄

第 1講	 核心概念：身份認同

第 2講	 文學理論：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

第 3講	 作者、文本與讀者

	 	 3.1	研讀作品：劇本《玩偶之家》

	 	 3.2	比較作品：小說《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第 4講	 時間與空間

第 5講	 互文性

第 6講	 全球性問題：政治、權力和公平正義

	 	 （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及社會地位與生存困境）

第 7講	 評估演練

※學習目標

■		學習分析戲劇劇本如何使用各種技巧來吸引讀者閱讀、影響讀者接受。

■		領悟作品如何幫助你理解身份認同對人的觀念行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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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概念：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指的是人對主體自身身份的一種確認和描述。人不能離開身份

而存在。為了明確自己的身份，人們常常會問：我是誰？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從何而來？到何處去？

一個人的身份認同決定了他 /她的信仰與價值觀念，他 /她的信仰與價值

觀念又決定了他 /她的言談舉止。舉個例子：如果一個人認定了自己是一個具

有國際視野、心胸開闊的學習者，那他就會崇尚知識，他就相信通過不斷學習

獲得知識才能成就自己。於是，他就具有努力追求知識、刻苦學習的行為。反

過來說，從一個人的舉止行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斷出他的身份認同。優

秀的文學作品，往往是通過展示人物的言談舉止，來呈現作者及其人物的身份

認同。

身份認同是心理學和社會學的一個概念，可以有多個層次，例如家庭、國

家、民族、世界等。身份認同會因歷史、文化、國籍的不同而嬗變。身份認同

可以因為與其他擁有相近價值取向、生活態度等的人互相認同和接納而產生歸

屬感。一個人可透過服從社群規範，發展出對社群的投入和認同感，成為該群

體的一員，從而得到“自己人”的身份認同感。

思考判斷

請根據自己的理解向其他同學解釋下面的陳述：

身份認同是一個自我認識的過程，不同的身份會影響人們的日常

行事，也會影響人在人生不同階段所作的決定。身份認同與個人成長

有密切關係，對於自我身份的尋求與確認可以伴隨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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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交流

細讀下面的陳述，說明你的觀點，並舉出一些例子加以說明。在

班級分享你的看法。

1.	每個身份都有他附帶的角色，每個角色又受一定的行為規範

限制。

2.	身份也是一個人身處的社會位置，有些身份是在出生時已被賦

予，不會因環境不同和時間流逝而改變。

3.	生活環境的改變，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語言、服飾、飲食、

風俗習慣的變化都可能影響一個人的身份認同。

歸納條理

請根據下面的題目說說自己的觀點，舉出你所學過的作品實例，

並用一段文字記錄下來：

作家的身份認同與其作品中人物的身份認同有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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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理論：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

法國 20世紀著名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第

二性》裏指出，女性的歷史和現狀是由男性的需要和利益決定和形成的“第二

性”。一個女人之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形成的。她認為在由男人控

制的等級社會裏，婦女作為一個由男性定性和詮釋的物體而存在，處於“他者”

地位，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主體，也沒有權利來選擇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男

女不平等。女性的命運被男性掌握，沒有社會地位，沒有個人尊嚴和價值。

女性主義理論，檢視女性的社會生存困境⋯⋯女性主義理論認為，女性在

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認知、觀念、倫理等各個領域都處於和男性不平等

的地位，即使在家庭這樣的私人領域裏也是如此的性別秩序，絕對不是自然形

成的，因為它顯然已經跨越了歷史和文化的限制，是在世界範圍內普遍存在的

現象。所以，這是由社會和文化人為構建起來的，是可以改變的。女性主義運

動就是努力向傳統的勞動分工方式進行挑戰、向所有造成女性無自主性、附屬

性和屈居次要地位的權力結構、法律和習俗挑戰。

“女性主義”就是強調男女兩性的平等，女性主義文學作品發揮了重要

的宣傳作用。1929年伍爾夫的《一間自己的屋子》、1949年波伏娃的《第二

性》、1970年米利特的《性政治》、1981年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

事》⋯⋯這些關於女性的文學作品都在試圖揭示女性當下的困境是什麼、女性

應該去追求什麼，以及一個女性該如何成為女性的問題。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就是這樣一種文學理論流派，它受到女性主義理論和政

治女性主義的啟發。女性主義理論自 20世紀初期開始發展，通過各種方式研

究文學作品，如，研究男人和女人的代表以及他們如何反映社會的壓力和期望；

分析如何使用語言、圖像和敘述來構建這些性別角色；研究文學世界中女性作

家的平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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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交流

1.	通過對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學習，你是否更加關注兩性間的關

係問題？

2.	在你的周圍有沒有性別不平等的問題？在你讀過的文學作品中

作者如何呈現出性別不平等的問題？

3.	你怎樣看待重男輕女的現象？

4.	你讀過的哪些文本表現了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社會地位，以

及生存困境的問題？

5.	為什麼說在男性社會中，女性的性別、權利、身份認同是至關

重要的問題？

6.	你認為“婚姻”問題是本地還是全球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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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本與讀者

3.1  研讀作品：劇本《玩偶之家》

一、作者

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 1828 - 1906），19世紀挪威劇作家，被譽為 20

世紀以來的“現代戲劇”的始創者。易卜生的一生中創作了 26部戲劇，《玩

偶之家》（A Doll ’s House, 1879）稱得上是中國人最熟悉的西方現代劇本。易卜

生對戲劇的發展有重大影響，20世紀以來的“現代戲劇”就是從他開始的。《玩

偶之家》這部劇作在歐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都佔據著特殊的地位，並奠定了易

卜生作為“現代戲劇之父”的基石。

課堂活動

1.	查找資料，了解作者生平及其寫作的背景。

2.	為什麼易卜生被稱為“現代戲劇”的創始者？請利用網絡，查

找資料，做出自己的解答。

3.	小組討論作家的身份認同，並在班級展開交流：易卜生和他的

創作有什麼特殊之處？在你們看來作者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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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本

探究驅動

以小組為單位，整理自己已有的相關知識，說說戲劇劇本有哪些

文體特徵要素。可以採用 PPT和全班同學分享。

（一）戲劇劇本的文體特徵

劇本是供演員在舞台上演出的文學腳本。劇本主要由劇中人物的對話、獨

白、旁白和舞台指示組成。劇本的基本特點是要突出舞台的表演性：

其一，時間、人物、情節、場景要高度集中在舞台範圍內。劇本中通常用

“幕”和“場”來表示段落和情節。“幕”指情節發展的一個大段落。“一幕”

可分為幾場，“一場”指一幕中發生空間變換或時間隔開的情節。劇本一般要

求篇幅不能太長，人物不能太多，場景也不能過多地轉換。

其二，戲劇中的矛盾衝突要尖銳突出。沒有矛盾衝突就沒有戲劇。因為劇

本受篇幅和演出時間的限制，所以要在有限的空間和時間裏反映尖銳突出的矛

盾衝突。劇本中的矛盾衝突大體分為發生、發展、高潮和結尾四部分。矛盾衝

突發展到最激烈的時候稱為高潮。

其三，劇本的語言要表現人物性格。劇本的語言包括台詞和舞台說明兩個

方面。台詞，就是劇中人物所說的話，包括對話、獨白、旁白。獨白是劇中人

物獨自抒發個人情感和願望時說的話。旁白是劇中某個角色背著台上其他劇中

人從旁側對觀眾說的話。劇本主要是通過台詞推動情節發展，表現人物性格。

因此，台詞語言要求能充分地表現人物的性格、身份和思想感情，要通俗自然、

簡練明確，要口語化，要適合舞台表演。

舞台說明，又叫舞台提示，是劇本語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舞台提示是以

劇作者的口氣來寫的敘述性的文字說明，包括劇情發生的時間、地點、服裝、

道具、佈景、燈光、音響效果以及人物的表情、動作、上下場、形象特徵、形

體動作及內心活動等。這些說明對刻畫人物性格和推動、展開戲劇情節發展有

一定的作用。這部分語言要求寫得簡練、扼要、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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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玩偶之家》的內容簡介

《玩偶之家》講述了海爾茂和娜拉夫妻結婚八年貌似美滿幸福的家庭生活

故事。海爾茂生病時，娜拉為了讓他療養，悄悄假冒已經去世的父親的簽名借

了一筆錢。當海爾茂升任銀行經理時，他要開除的柯洛克斯泰以此來要挾他以

求保留工作。海爾茂知道了娜拉偽造簽名借錢的事情，覺得有損自己的名譽，

對娜拉嚴厲指責謾罵，娜拉看清了他們婚姻的真相，決定離家出走。

（三）《玩偶之家》的藝術特色

1.改寫了戲劇傳統

《玩偶之家》改寫了戲劇傳統，從“浪漫”理想的傳奇激變劇，轉向正視

現實問題的寫實劇，用戲劇的形式反映社會問題，被譽為“社會問題劇”。戲

劇情景的設計接近日常生活的真實，令觀眾感到親切熟悉，認同和親近劇中的

人物。現實主義戲劇 /寫實戲劇，把日常生活情景搬上舞台，把“討論”帶進

戲劇，故言改寫了戲劇的傳統。

2.結構完整衝突集中

結構完整，巧妙運用了“追溯法”，把劇情安排在矛盾發展的高潮，然後

運用回溯手法，把前情逐步交代出來，使得矛盾的發展既合情合理，又有條不

紊。運用了懸念與伏筆，使矛盾更加集中，更有張力。主要矛盾是圍繞“假冒

簽名”所引起的娜拉和海爾茂之間的矛盾，次要矛盾有娜拉和柯洛克斯泰、林

丹太太與柯洛克斯泰、海爾茂與柯洛克斯泰之間的矛盾。

3.對比刻畫人物突出

作者把劇情安排在聖誕節前後三天之內，藉以突出渲染節日的歡樂氣氛和

家庭悲劇之間的對比。他以柯洛克斯泰因被海爾茂辭退，利用借據來要挾娜拉

為他保住職位這件事為主線，引出各種矛盾的交錯展開。同時讓女主人公在這

短短三天之中，經歷了一場激烈複雜的內心鬥爭，從平靜到混亂，從幻想到破

滅，最後完成娜拉自我覺醒的過程，取得了極為強烈的戲劇效果。

男女主角的語言、行為、性格形成鮮明對比。女主角經歷了前後的心理對

比、真愛與虛偽的對比，和娜拉相比，男主角海爾茂是一個自私且虛偽的資產

者的形象。表面上看，他是一個“正人君子”“模範丈夫”，很愛他的妻子。

實際上，是一個被資產階級社會的利害關係所完全異化的人物。

4.語言日常生活化

將戲劇的詩化語言改用平易的散文，用日常生活的語言來配合角色的口吻。

人物的個性化台詞，把握了人物的心理和個性，展示出戲劇衝突的原因和層次。

劇中的對話也非常出色，既符合人物性格和劇情發展的要求，又富於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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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助於揭示主題，促使讀者或觀眾對作者提出的社會問題產生強烈的印象，

對後來現實主義戲劇的發展影響很大。

劇中引進討論的形式，使戲劇可以與觀眾就社會問題進行交流，並得到共

鳴。蕭伯納評價易卜生說：“他在戲劇中所引進討論的技巧正是新舊戲劇的分

水嶺。”

課堂活動

一、閱讀作品，可以配合觀看影視節目。細讀劇本，完成下面的題目，和同學交流：

1.		從這部作品中，你對 19世紀晚期挪威的婚姻有了哪些了解？

2.		角色扮演：

（1）假設你和同學是一對生活在 19世紀挪威的夫妻，你們一起觀看了這部戲。請各自表達

自己作為妻子、丈夫的感受。

（2）其他同學觀看表演，並展開討論：他們的反應是恰當的嗎？為什麼？

（3）請設想你是一位生活在中國 20世紀 80年代的家庭主婦，看了這部戲你有什麼感受？為

什麼？

二、以小組為單位閱讀文本，找出《玩偶之家》中的相關細節，填寫下表：

文本特徵 作品實例

分場分幕的結構

各種戲劇衝突

人物對白

舞台提示

人物關係

主要角色的特點

配角的作用，
如林丹太太的作用

例子：配角林丹太太是娜拉從小就認識的朋友，從一開始就以一個久
經世事、穩重的形象出現。在劇中，她既是娜拉的引導形象，又是一
個補充的形象。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