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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戏剧叙事的范式始终遵循西方戏剧的传统，强调戏剧的题材必须是现实的社会生

活，需要在创作中阐明新的思想、道德及其社会意义。萧伯纳创作的各个阶段始终没

有偏离以社会问题为核心，以道德伦理为基本遵循的主线。论文同时以《华伦夫人的

职业》、《鳏夫的房产》、《卖花女》等三部作品的创作为例，集中阐释了其戏剧叙

事的伦理传统。萧伯纳的戏剧是维多利亚文学与那一时期伦理道德观念互动交流的最

直接表现。萧伯纳以戏剧这一独特的艺术方式丰富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伦理思想的内

涵，凸显了英国社会、文化观念流变中的伦理道德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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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 是继莎士比亚之后英国最伟大的

戏剧家，被誉为“20 世纪的莫里哀”。由于“那些充满理想主义及人情味的作品——

它们那种激动性讽刺，常涵蕴着一种高度的诗意美”，他于 1925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萧伯纳的剧作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和虚伪，英国内阁的危机、失业群众的

愤怒与无奈、国际联盟和海牙国际法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逐一呈现在他的戏剧创作中，

他甚至激进地宣称他创作的戏剧是“一种公然宣传教义的戏剧”。萧伯纳正是以戏剧

这一独特的艺术方式丰富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伦理思想的内涵，凸显了英国社会、文

化观念流变中的伦理道德传统。

一 

萧伯纳的戏剧最突出的特点是紧密结合现实政治斗争，敢于触及资本主义社会最

本质的问题，把剥削阶级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公众面前。无情揭露潜藏的社会矛盾，揭

示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沦丧，并对社会陋习予以抨击，是萧伯纳戏剧创作的鲜明特色。

叙事及其叙事传统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就戏剧而言，它“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大众

接受故事的主要来源，其在社会各阶层的传播远超别的叙事形式”（傅修延 5）。与

此同时，萧伯纳创造性地接受了挪威戏剧家易卜生戏剧创作的技巧，他于 1891 年发表

了唯一的戏剧理论性著述《易卜生主义的精髓》(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较全面

地表达了他对戏剧艺术的基本认识。该著作不仅客观上加快了易卜生以现实主义创作

的戏剧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的传播与接受，而且特别强调戏剧的首要任务是反映社会

的问题，因为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人们道德的堕落。他认为传统的道德标准有时未

必符合社会现实的要求，因此需要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可以说，萧

伯纳的戏剧就是维多利亚时期文学与那一时期伦理道德观念互动交流的最直接表现。 

萧伯纳在《易卜生主义的精髓》一书中盛赞易卜生创作的“社会问题剧”，认为

它们诉诸观众的良心，让观众看后对生活有新的认识、新的启迪。该书“不仅让我们

看到了易卜生的戏剧追求，同时也看到了萧伯纳初涉剧坛时对人生、社会和人类处境

的思考和探索”（谢江南 56）。可以说，《易卜生主义的精髓》较全面地阐释了萧伯

纳艺术追求的全部内容，他在书中提到的道德没有精髓，生活中提出的问题根本就无

所谓答案，也没有最终的解决办法等观点成为他日后戏剧创作最重要的思想源泉。萧

伯纳从易卜生的创作中学会了以“讨论”作为其最重要的表达思想的方式，淋漓尽致

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道德沦丧，并由此进行猛烈的抨击是萧伯纳戏剧创作的

鲜明特点。受易卜生戏剧的启发而创作的“社会问题剧”是他早期创作最重要的代表，《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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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的房产》是其讨论社会问题的开篇之作，揭示了伦敦贫民窟的生活问题，《华伦夫

人的职业》指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妓女问题和婚姻关系问题，更是直指肮脏的金钱交易、

卖淫等社会问题。正是通过对形形色色社会问题的揭示，萧伯纳表达了对当时英国社

会伦理问题的关切。萧伯纳和易卜生的最大共同点并不在于其具体的戏剧创作技巧，

而在于强调戏剧的社会教化功能与作用。

萧伯纳本人特别强调戏剧是教育与宣传的工具，其主要功能在于鞭挞社会的弊端。

他认为戏剧的题材必须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更要在创作中阐明新的思想、道德及其社

会意义。萧伯纳在创作手法上的创新以及对现实问题、社会意识、政治意识的关注，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 20 世纪英国戏剧的发展与繁荣。他始终秉承的信念是戏剧要承载

重要的社会使命。同时，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坚持一切伟大的艺术

都是“载道”的。戏剧是教育与宣传的工具，其目的不是供人娱乐，而是鞭挞社会。

因此，戏剧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作家在处理题材时，须阐明其社会意义。为了表明

思想冲突，萧伯纳采用了争辩式对白，这样，在演出过程中就要求观众积极参与到剧

中来，在互动交流的碰撞中最大程度地达到了教化与启发的作用。

文学伦理学作为方法论，强调文学及其批评的社会责任，突出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

从中获得伦理选择在历史上和现实上所给予人们的道德教诲与警示。萧伯纳所属的维

多利亚时代的文学无论创作还是批评方面，大致说来是侧重道德与宗教的意义，认为

文学是有益世道人心的。这一时期的阿诺德、罗斯金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虽然宣扬

艺术之美，却没有忘记道德的重要。王尔德和萧伯纳的出现打破了沉寂、乏味的英国

剧坛。王尔德以其机智、华丽、幽默的语言对抗着维多利亚时代虚伪的道德，他以唯

美主义的艺术风格消解了当时盛行的伪善道德。萧伯纳在接受易卜生戏剧创作技巧的

同时，更加强调戏剧所特有的惩恶扬善、教诲人心的功能。

萧伯纳的戏剧大胆讨论当时敏感的社会问题，并且明确指出戏剧是思想的工厂，

良心的提示者，社会行为的说明人，驱逐绝望和沉闷的武器，歌颂人类上进的庙堂。

萧伯纳的戏剧一方面具有揭露社会丑恶的勇气与正义，另一方面更具有重建社会道德

新秩序的责任与担当。19 世纪末期的“易卜生曾在自己的戏剧中尝试过将理性的思辨

转化为形象生动的戏剧情节，将充满理性的问题讨论融入他的社会问题剧中，通过这

种叙事范式的转换将充满理性色彩的部分变成可感知的形象艺术”（冉东平 46）。萧

伯纳继承并发扬了易卜生的戏剧创作技巧，他在创作手法上的创新以及对现实问题、

社会意识、政治意识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 20 世纪英国戏剧的发展与繁荣。

二

萧伯纳的戏剧创作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的戏剧作品关注的中心有所侧重，

因而也会呈现不同的艺术思想特点，但始终没有偏离以社会问题为核心，以道德伦理

为基本遵循的创作主线。 

第一个阶段（1891年到 1900年）的创作主要为社会问题剧，包括《不愉快的戏剧》、

《愉快的戏剧》、《为清教徒写的三个戏剧》在内共十个剧本，社会问题无疑是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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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戏剧关注的主要内容。社会问题剧开启了萧伯纳以戏剧的形式认识现实社会的大

门，也是萧伯纳在其创作中关注伦理道德问题的首次尝试。他的社会问题剧创作始终

坚持戏剧必须担负重要的社会使命，而不仅仅是为了消遣的戏剧理论。萧伯纳的第一

部戏剧《鳏夫的房产》在 1892 年上演后，立即引起了伦敦社会的激烈争辩，因为该剧

以极具讽刺的手法抨击了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的虚伪与残酷。《华伦夫人的职业》揭示

了生活在底层的妇女为了过上维多利亚时代体面的生活而不得不遭受的侮辱和辛劳，

涉及了肮脏的交易与金钱的重要主题。萧伯纳这一时期形成的创作思路基本指向了他

未来戏剧创作的一贯思想：以知识分子特有的担当在讽刺中表达道德情感，既有对现

实社会的无情讽刺，也有对历史人物不乏崇拜的关注，历史剧《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

是一部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全方位审视历史人物的成功剧本，剧本除去了神明传说的虚

伪，将代表西方文明的凯撒大帝写得丰富而具体，践行了萧伯纳“只有一个强烈地感

到自己时代存在的人才能了解过去的时代”（王佐良 周珏良 41）的根本观点。

第二个阶段 (1901 年到 1913 年 ) 主要是对伦理道德问题进行自觉探索的阶段，创

作了《人与超人》、《英国佬的另一个岛》、《芭芭拉少校》、《匹克梅梁》、《凯

瑟琳女皇》等二十个剧本。萧伯纳这个时期戏剧的主要特点是塑造了众多具有鲜明个

性的典型人物，如《芭芭拉少校》中的恩德沙夫特，《匹克梅梁》中的语言学家赫金斯、

卖花女艾丽莎等。对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塑造是萧伯纳艺术创作的重要特点，也是作家

关注现实社会的具体体现。萧伯纳从创作社会问题剧起，对伦理问题的思考就一刻也

没有停止。如果说萧伯纳在其创作的第一个阶段是借社会问题剧来表达对英国社会伦

理道德等问题的关注，那么进入第二个创作阶段后，这种关注就变得更加自觉，并且

涉及了伦理问题的多个方面，如伦理身份、伦理环境等即是其最直接的体现。身份问

题是这一时期大多数作品共同涉及的问题，萧伯纳借此思考伦理身份与社会环境的紧

密联系。萧伯纳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表现出艺术创新、题材多样的特点。尤为重要的是，

萧伯纳在戏剧中对伦理道德的关注更加自觉，公然反对当时流行的关于经济关系和两

性关系的伦理道德。他甚至认为自己赢得的声誉是靠坚持不懈的斗争而迫使观众考虑

他们的伦理道德的结果。萧伯纳在戏剧中对资产阶级所谓的“身份”问题给予了极大

的关注，《人与超人》以梦幻的形式，在人与超人的不断转换中，凸显人的“生命力”

与人类进步的永恒联系；《芭芭拉少校》中柯森斯不愿承认自己的“弃儿”身份，在

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当时的伦理环境；《匹克梅梁》中语言学家将满口伦敦土话的卖花

女训练成谈吐文雅的“上等女人”既显讽刺与幽默，更暗示对某种身份的企盼。萧伯

纳戏剧中所呈现的人物复杂的伦理身份也与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特定的文化观念存在某

种必然的联系。萧伯纳这一时期创作的戏剧吸引了伦敦的更多观众，甚至包括当时的

社会名流与政要。萧伯纳的诸多剧目在伦敦剧院成功上演，不仅让他彻底摆脱了贫困，

使他更能专心致力于戏剧创作，同时也给萧伯纳带来了很多荣誉，他在英国戏剧界的

声望越来越高，地位越加巩固。可以说，这一时期是萧伯纳戏剧创作的黄金时期，也

是舞台演出最辉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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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阶段 (1914 年到 1928 年 ) 的创作主要为对伦理问题持续、深入思考且艺术

成就达到顶峰的阶段，创作了《伤心之家》、《吉达的赎罪》、《回到麦修色拉》、《圣

女贞德》等戏剧。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全世界人民笼罩的黑暗与痛苦之中，萧伯纳的作

品带有非常明显的反战情绪，并以早年所养成的政治热情公然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

这是他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生活的最有力呐喊。萧伯纳在这一时期戏剧的创作日臻成熟，

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明确提出了戏剧的使命在于振奋人心，迫使人们去

进行思考。一战的爆发不仅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对这一时期英国戏剧艺术的

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幸运的是，萧伯纳却在此期间创作了他自认为最好的作品《伤

心之家》，他以现代戏剧的表现手法，描写了混乱无序的西方世界和荒诞的生存状态，

阐释了作家的人生感悟和社会思想。作为 1925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经典之作，历

史剧《圣女贞德》早在 1923 年就在纽约戏剧公会组织排演并演出多场，1924 年在伦敦

新剧院及先后在欧洲各大城市上演。《圣女贞德》仍然以嘲讽的笔触对宗教问题、妇

女问题、社会形态以及影响历史发展和个人命运的政治因素等诸多问题都进行了发人

深省的讨论，该剧是确立萧伯纳在英国戏剧史上领导地位的经典之作。萧伯纳对现实

社会伦理道德持续、深入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第四个阶段 (1929 年到 1950 年 ) 的创作主要为全面展示其政治诉求与伦理理想构

建的阶段，创作了《苹果车》、《真相毕露》、《女百万富翁》、《日内瓦》等十三

个剧本。他在这一时期基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创作的政治剧，既是其戏剧艺

术新发展的全面呈现，也是戏剧关乎现实政治与伦理道德的具体体现。萧伯纳认为戏

剧艺术必须服务于政治，是宣传思想的工具。经历了对社会伦理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萧伯纳在关心现实政治的同时，更表现出对伦理理想秩序的渴望及在复杂的政治环境

下所面临的艰难选择。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使英国社会陷入了极度动荡与不安之中。

包括萧伯纳在内的作家们对社会问题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同情下层社会、希

望改革社会结构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萧伯纳更是表现出对实际政治的极度关心，还创

造了“政治幻想剧”这一新的戏剧形式，《苹果车》呈现了英国社会的内阁危机和美

国侵吞英国的阴谋，他深入思考了所谓的民主、政治与金钱的密切联系，针砭时弊，

一针见血；“冲突并不是在国王与民主政治之家，而在这二者与富人政治之间。富人

们先以民主政治为借口公开用暴力推翻了王权，现在又收买了和吞没了民主政治。

〔……〕富人们已经不再用钱去收买民主政治，而是分文不给，欺骗了事”（王佐良 

周珏良 44）。《日内瓦》中则有国际联盟、海牙国际法庭等时事背景与题材。所有这

些都表明，萧伯纳正是把对政治方面的诉求以全新的艺术形式得以展现，在纷繁复杂

的政治斗争中表达对构建理想伦理道德秩序的渴望。

萧伯纳在其创作的四个时期，以其精湛的戏剧技巧、富于洞察力的思想对英国社

会的伦理道德持续深入关注并贯穿始终，构成了萧伯纳戏剧创作的逻辑线索与基本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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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华伦夫人的职业》是萧伯纳社会问题剧的代表作，它生动地描绘了经营不正当

行当的华伦夫人与女儿薇薇之间由于社会黑暗造成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生活方式

的不同，导致母女俩关系恶化并分道扬镳的场面，从而揭示了维多利亚时期资本主义

社会对底层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的现实。华伦夫人所处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资本

主义发展已呈上升趋势，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政治

力量和经济力量快速壮大，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无疑是建立在统治阶级对底层劳动人民

特别是女性的无情压迫和残酷剥削的基础上。因为缺乏特殊的技能，大多数女性被当

作廉价劳动力，在肮脏的工作环境里饱受欺压。女性为了改变生活窘迫的状况，不得

不依附男性，甚至不得不从事卖淫的行当。黑暗的社会现实是妇女走向堕落的根本原因，

正如萧伯纳所说：“卖淫的出现，不是由于女人的堕落和男人的放荡，而是由于给妇

女的工作报酬太低，轻视妇女和虐待妇女到了无耻的程度，使比较贫苦的妇女不得不

为活命而卖淫。〔……〕首恶者不是个人而是社会”( 转引自黄嘉德 58)。萧伯纳客观

地指出了卖淫等社会问题的真正根源，深刻揭露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贫穷无助的社会

境遇，表达了对这些贫苦女性的同情和怜悯。在对华伦夫人栩栩如生的刻画中，萧伯

纳表达了其深厚的伦理关怀。

“伦理环境就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必须回到

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 : 基本理

论与术语” 19)。《华伦夫人的职业》中华伦夫人与女儿薇薇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是简

单的母女矛盾，将其放置在当时的社会伦理环境中，挖掘出矛盾冲突产生的根源，就

能更好地对华伦夫人和薇薇的行为做出恰当的评判。

出生在贫穷单亲家庭的华伦夫人在已迈入上流社会的利兹的鼓动下，踏入卖淫行

业，并逐步从饱受欺压的妓女成为经营妓女行当的老鸨。不同于华伦夫人受人压制的

恶劣处境，女儿薇薇从来就不用担心物质生活上的窘迫。她接受高等教育并取得优异

的成绩，从事律师职业；然而，她并没有被荣誉冲昏头脑，反而以自身接受高等教育

的经历看清了当时教育制度的腐朽，强烈谴责其对女性品质和工作能力的扼杀。母女

二人不同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不同的人物性格，为此后母女关系的走向埋下了伏笔。

“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 聂珍钊，《文学

伦理学批评导论》263)。伦理身份受客观伦理环境和道德规范的制约，其客观性要求

人们必须根据自身伦理身份承担相应的伦理责任和义务。华伦夫人和薇薇的职业以及

华伦夫人和薇薇的母女关系呈现了本剧复杂的伦理身份。

作为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从业者，华伦夫人显然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当时的社会

道德规范要求妇女应该相夫教子、勤俭持家，做正经女人。然而，华伦夫人却放弃成

为她眼中没骨气的糊涂女人而成为妓女，并一步步向上流社会靠近，与上流人士打交道。

正是扭曲的社会现实使得华伦夫人沦为妓女，她既是受害者，而后由于经营妓院行当，

又成为施暴者。但是，作为母亲的华伦夫人，对女儿薇薇表现出来的母爱却是毋庸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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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的。她供女儿上剑桥女子学院，使其成为当时伦敦极其少见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

并希望她做一个体面的人，嫁给有钱的男人。薇薇对母亲长久以来的偏见和误解造成

了母女俩关系的紧张，特别是当她获知母亲所从事的职业时，更是对母亲没有丝毫的

好感与敬意，最终与母亲一刀两断。

维多利亚时期甚嚣尘上的金钱价值观扭曲了华伦夫人的家庭观，认为金钱是维系

良好家庭生活的根本，导致母女亲情成为金钱社会的试验品和牺牲品。薇薇最终没能

够以包容之心引导母亲放弃目前的职业，而是毅然决然地决定独自生活。她无法谅解

华伦夫人从事的不当职业，更无法尽到女儿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萧伯纳的戏剧生动地刻画了现实的政治斗争，敏锐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最本质

的问题，把剥削阶级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公众面前。无论是伦敦贫民窟的生活问题，还

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妓女问题和婚姻关系问题，以及肮脏的金钱交易、卖淫等社会问题，

都表达了萧伯纳对当时英国社会伦理问题的关切，进一步说明文学最重要的目标即是

从伦理角度为人类提供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

供道德指引，并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华伦夫人的职业》编织了一张复

杂的社会关系网，将形形色色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华伦夫人的合伙人，上流社会的代

表克罗夫；华伦夫人的另类朋友，富有浪漫气息的普瑞徳；华伦夫人的老情人，道貌

岸然的牧师赛密尔。华伦夫人选择的职业摧毁了其与薇薇的母女关系，异化了薇薇与

弗兰克的情人关系，颠倒了弗兰克与赛密尔的父子关系。萧伯纳作为社会问题的揭露者，

在对华伦夫人这类卖淫从业者给予深切同情的同时，通过薇薇的新女性形象，更有力

地抨击了虚伪残酷的资本主义社会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华伦夫人的职业》

呼吁更多像薇薇一样的新女性来改变这个肮脏的世界。时代呼唤进步，华伦夫人的职

业选择必将承担失去亲情的沉痛代价。

萧伯纳选择与现实直接关联的主题，通过母女关系及其相关人物展开冲突。母女

情感的聚合冲突与女儿对母亲职业的追问、对卖淫问题的对立观点交织在一起，构成

了该剧浓郁的道德激情。王佐良先生曾评价萧伯纳，认为其胸中始终燃烧着对资本主

义社会深恶痛绝的感情，是一种恨不得拿一把火烧了它的强烈感情。

萧伯纳社会问题剧中的伦理环境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其人物的伦理选择更能

反映那一时代伦理观念的复杂性。剧中“扬善”的主题主要通过“惩恶”的情节加以

表现，其中所蕴含的伦理教诲功能使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读者和观众也能产生共鸣。

四

《鳏夫的房产》以上流社会青年医生屈兰奇和资本家女儿白朗琪的婚事为故事主

线展开，再现了屈兰奇在遇到人生重大事件婚姻和财产收入时所面临艰难的伦理选择

以及尴尬的伦理身份。萧伯纳认为戏剧的首要任务是反映社会的问题，而一切社会问

题的根源是人们道德的堕落，若想恢复“理想的社会状态，当下需要做的事情便是摧

毁虚伪的道德价值”(吴元迈 30)。萧伯纳的戏剧具有重要的社会教育作用，文学伦理

学批评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以便能更加客观地窥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社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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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更深入地了解屈兰奇当时的伦理环境和他所面临的“艰难”的伦理选择，更能体

会到萧伯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希冀“理想社会状态”的伦理关怀。

伦理选择即人物在面临人生重大事件时所作出的社会性选择，屈兰奇遭遇了两次

“艰难”的伦理选择，并让自己陷入了尴尬的伦理身份中。第一次是在萨托里阿斯的

别墅里，他从李克奇斯口中无意得知萨托里阿斯的钱财全部来自其在伦敦贫民窟出租

房屋所得的租金时，他显得愤愤不平，而且他一想起没有办法阻止这种事情，就感到

无限的愤慨。他也因为不愿让萨托里阿斯的脏钱玷污他的生活而宁愿解除婚约。在萨

托里阿斯巧舌如簧的诡辩论前，屈兰奇面临一次到底是维护穷人的利益还是自己的利

益的重大伦理选择，令人遗憾的是，屈兰奇幼稚浅薄的义愤顷刻间化解为和解的自嘲（李

兵 D18）。第二次重要的伦理选择发生在剧中第三幕，当李克奇斯又找到一条发财捷

径并与萨托里阿斯一起寻求屈兰奇入伙时，屈兰奇最开始表现得犹豫不决，因为他知

道这样做本身是有违社会道德的。最终，屈兰奇内心对穷人的同情开始动摇，在爱情

和利益双重驱动下，他做出了与萨托里阿斯同流合污的选择。

在一定程度上，文学的产生最初就是为了伦理和道德的目的。萧伯纳在《鳏夫的

房产》中用生动的笔触尖锐地指出了中产阶级手中的金钱来自无耻的剥削与欺诈，中

产阶级温情脉脉的爱情面纱背后是充满铜臭的金钱交易和自私自利的权宜之计，温文

尔雅的上流社会绅士在时机成熟时也会与房地产商沆瀣一气，做出人所不齿的诈骗勾

当，真实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的本质和当时社会道德的堕落。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贫

富差距悬殊，社会道德风气低下也让萧伯纳憎恶不已——社会上虚伪的伦理道德盛行，

萨托里阿斯就是地地道道的伪君子。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金钱和财富是衡量一个人

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萨托里阿斯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英国资产者精心粉饰其虚伪

道德的本来面目。

《卖花女》（又被译作《皮格马利翁》）不仅展现了剧作家萧伯纳高超的语言写

作能力，更展示了其对当时英国社会不同阶层的细致刻画和深入观察。《卖花女》讲

述的是社会底层人物的悲惨遭遇，客观地展示了当时英国的社会面貌，同时更深入地

揭示了当时英国的社会问题。因此，伊莉莎所处的伦理环境、对社会的伦理诉求及伦

理身份的转变是萧伯纳关注社会问题的最佳注脚。伊莉莎的下层阶级身份不仅表现在

她糟糕的居住环境，也表现在与他人交往的方方面面。

糟糕的生存状况和下层阶级的身份迫使卖花女必须屈从当时的的社会规范及道德

准则。主人公伊莉莎的口音被希金斯斥为“难听”和“粗俗”，她不得不忍受希金斯

对她颐指气使的态度。所有迹象表明，即使伊莉莎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上层阶

级的说话方式，她也不可能真正消除其下层阶级身份的特征，正如剧中所揭示的，希

金斯教授始终认为她是他在大街上捡回来的“一块料”，一个试验品，根本谈不上伊

莉莎是作为平等的个体而存在。伊莉莎永远也不可能摆脱其作为下等人的伦理环境。

伊莉莎无法改变的、作为下等人的身份与她渴望受到尊重的矛盾无时不刻在折磨她 ,

她无法摆脱内心的焦虑与困惑。



刘茂生：萧伯纳戏剧叙事中的伦理传统   75  

伊莉莎最终还是没能逃脱“不正经的女人”的耻辱身份，从而使自己陷入更大的

伦理困境：一是伊莉莎与希金斯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六个月后，伊莉莎获得了成功，

正如希金斯所说的那样“创造发明新的伊莉莎”，她学会了装扮自己，也学会了优雅

的文法、美妙的语音，更学会了“上等人的礼貌和习惯”。希金斯并不关心伊莉莎内

心的感受与未来的生活困境，实验结束之后的伊莉莎愈加惶恐不安。希金斯对伊莉莎

的关注和帮助，只是出于工作的需要，他眼中的伊莉莎只是一个赌注，一个可雕琢的

物件。实验结束后伊莉莎无法被上流社会所接纳，内心始终深处矛盾的焦虑之中；二

是伊莉莎伦理身份发生的转变加重了其面临的困难。事实上，真正让伊莉莎陷入困境

的是她身份的转变。她由流浪街头的卖花女被教导成了上等人家的小姐，但却不能拥

有上层阶级的财产，没能自力更生地生活；她虽然穿着光鲜，谈吐优雅，却是一个不

自由的奴隶。

《卖花女》深刻揭示了当时的英国社会个体在自我重塑过程中遭遇的伦理困境。

卖花女伊莉莎试图通过学习上层阶级的言谈举止来跻身上层社会，从而改变她卑微的

身份，但是她并没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这种愿望。最终，伊莉莎仍然是借助意外

获得大笔财产的父亲才摆脱她耻辱的下层阶级身份。伊莉莎最初看似美好的愿望让她

失去了自食其力的力量，也迷失了真正的自我。伊莉莎虽然取得外表、谈吐等自我转

变的成功，却陷入了更为糟糕的伦理困境。她在追逐所谓高贵社会身份的同时，更失

去了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萧伯纳通过讲述伊莉莎的故事，集中

再现了当时英国社会个体阶级身份与伦理诉求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在伦理秩序混

乱和伦理道德失衡的年代”（刘茂生 刘甜 126），对该社会中个体寻求自我实现的可

能性寄予了关注，从而传递出深刻的伦理意蕴。

维多利亚时期形成了独特的道德传统，“随着维多利亚道德传统的发展，它获得

越来越多的支持者，而对于感觉敏锐的人来说，它却变得令人窒息，难以容忍”（希

尔斯 47）。同处维多利亚时期的王尔德与萧伯纳确有其相似的地方，但是“这些相似

性中产生的差异才是最重要的，包括萧伯纳和王尔德对艺术——对他们各自艺术的实

践以及艺术本身在生活中的位置等对立观点”（Innes 127）。王尔德以唯美主义艺术

对抗那一时期的伪善道德，在艺术与道德的矛盾之间又试图获得某种程度的融合。萧

伯纳则更加直接与尖锐，他的戏剧创作针砭社会问题的各种弊端，较全面彰显了维多

利亚时期道德批判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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