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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形罩》中的美帝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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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钟形罩》是 20 世纪中期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一部自传体小说。 长期以来,众多学者从疯癫、女
性主义等角度分析文本中的女性榜样缺失、父权文化、理性疯癫等。 然而,综合这些主题探讨该小说,会发现小说中构建的正

是独裁、专制的权威帝国形象,帝国权力的扩张和支配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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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 世纪中期,美国发生了一场反主流文化、批
判现存制度的反文化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

运动等政治“革命冶和性解放、嬉皮文化等文化“革
命冶此起彼伏。 在这般复杂的社会形势下,文艺思

潮从理性走向非理性,大批描写疯癫形象的激进文

学作品风靡一时。 小说《钟形罩》正是在这样的反

文化运动背景下诞生的非理性文学经典之作。 它记

录了 20 世纪中期一女大学生埃斯特在权威社会里

的压抑、绝望、分裂和挣扎的心路历程,受到了广大

读者和批评家的关注和青睐。 结合当时父权社会文

化背景,很多学者从女性主义、女性榜样缺失或是疯

癫等角度解读文本。 很少有读者注意到小说中所建

构的美国帝国形象,男权只是帝国权威的冰山一角,
正是在这样的帝国权威的统治下,女主人公感到窒

息、渺小、无助。 无论是在杂志社、学校、家中,还是

在医院里,女主人公都受到了各种权力和规范的管

制和压抑,只能服从既成秩序。 小说中女主人公在

医院接受的电椅治疗,正如小说多次提到的卢森堡

夫妇因被告通共而受到电刑处决一样,便是一种纠

正偏常行为,惩处不遵守既成秩序,维护帝国权威的

手段。

一摇 帝国形象的建构

二战后,为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巩固自身政权,
美国政府一方面推行麦卡锡主义,制造白色恐怖;另
一方面加强专制统治,将极权政治渗透到经济、社

会、文化等各个层面。 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增长进

入了黄金时代,资本主义生产能力大大提高,而科学

技术作为主要社会生产力,其影响和地位大幅度提

高,不仅成为美国政府新的社会控制工具,而且为美

国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使得美国成为独占

鳌头的世界工业大国。 而在社会文化上,二战后的

美国政府为恢复社会秩序,使战争归来的男性重拾

工作岗位上的正统地位,要求二战期间接手社会工

作的女性回归家庭,并且宣传女性应该是柔弱温柔

的,任何女性想取代男性的行为是偏离常规的,都应

被制止。 而男性作为理性和权力的化身,应受到充

分的尊重和优待,只有男性才能代表美帝国形象,才
能充分表现美帝国的权威和影响力。

(一)科技至上的工业帝国

美国于二战后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这在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科学

技术的发展。 由于战后科技革命的需要,美国联邦

政府对许多新兴的工业部门、新科技产业、重大科研

项目进行大量的投资,大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提高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力。 在科技至上的西方

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钟形罩》中列出了电休克疗

法、麻醉药、胰岛素、脑白叶切除术、子宫帽等一系列

新型现代医疗科学技术,这充分展示了工业社会所

取得的成就硕果累累。
比如小说第 6 章详细地描述了医院产房现代设



备和女性借助麻醉剂生产的场景。 医生们把产妇抬

上一张产床,“在台子的一端,金属脚蹬支起在半空

中,另一端则放着各式各样我不大知道的仪器、线
缆、瓶管,看起来这就像一张可怕的刑台。冶 [1]54接着

在麻醉剂的作用下,整个手术过程中产妇就如同物

品般任凭手术刀纵横。 “我听见剪刀剪开产妇皮肤

的声音,像剪布料似的,血开始往下流———血红得让

人发怵。冶 [1]54 孩子取出来后,用针和一根长线缝合

刀口即可。 在医生眼里,麻醉剂让女性生产更简单

顺利,是他们最得力的工具,是时代的杰作。 20 世

纪以前,女性分娩多由助产士在家进行。 1938 年,
美国硬膜外麻醉被运用于女性分娩,女性生育开始

转入医院中进行,到 1955 年,美国大约 95% 的婴儿

都在医院出生。 这种转变被认为是生育史上最重大

的变化。 正是因为麻醉剂的产生,在方便医生的同

时,也使得手术台上的“病人冶乐意情愿,因为她服

用的是一种“忘却痛苦的药冶,尽管在生育时,“她处

在极度痛苦之中,显然每一分痛苦她都感受得到,不
然她不会呻吟成那样。 然而,她一回到家,马上就会

怀上第二个孩子,因为那种药物使她忘却了所经历

的一切痛楚。 事实上,自始至终,在她内心的隐秘之

处,那条长长的、漆黑的、无门无窗的痛苦隧道正等

待开启,好再度将她禁闭。冶 [1]54

此外,小说中多次提及电休克疗法和电椅,这两

者都是当时广为流行的最新科学技术,分别用于医

疗和刑罚。 其中电休克疗法始于 1938 年,随后立即

得以流行推广。 它主要被用来治疗严重精神病患者

和重度抑郁症患者,其疗法是让短暂适量的电流通

过病人的大脑,使病人暂时失去意识,全身抽搐,给
病人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对死亡的恐惧。 比如小说

中女主人公埃斯特在第一次接受电疗时,仿佛经历

“世界末日冶一般, “哦—啊—咦—这个东西尖声嘶

叫着凌空而来,空中噼噼啪啪闪着幽蓝的光。 伴随

每一次电闪,一股巨大的力量便给我一通乱棒,直到

我想我的骨头架子要散了,骨髓迸溅,像被撕裂的植

物一般。冶 [1]122历经电疗的摧残后,埃斯特彻底绝望,
开始想尽各种办法自杀。 然而,电休克疗法一般需

反复实施多次方可使病人的情绪回归正常,之后病

人会变得安于现状,不再愤世嫉俗,丧失对社会的批

判力以及对自由的渴望。 在诺兰大夫处再次进行电

击治疗的埃斯特,感到“所有的闷热和恐惧都荡涤

一清,我感到异乎寻常的平和。冶 [1]184随后,经过一周

三次的电疗,埃斯特终于获得了重生,不再反感抱怨

社会,选择遵守并支持统治者设定的社会秩序,投入

到主流社会的怀抱。

而电椅则是用来惩罚犯罪的一项死刑执行工

具,于 19 世纪末正式投入使用,到 20 世纪成为美帝

国经常使用的处决工具。 电椅和电疗在工作原理方

面有着部分相似之处,都是通过电流使罪犯或病人

不同程度地触电,从而达到致命或治疗的效果。 在

小说《钟形罩》中电疗与电椅处决两者被巧妙地结

合在了一起。 文章以埃斯特阅读了卢森堡夫妇被电

刑处决的报道开场,认为这与自己“毫无关系冶的埃

斯特却“老是禁不住去琢磨,电流沿着人的一根根

神经烧下去,将人就那么活生生烧死,那是一种什么

样的滋味冶 [1]1。 卢森堡夫妇被指控向苏联提供了原

子弹制造机密而构成叛国罪,被送上电椅处死。 然

而精神失常后的埃斯特终究还是尝到了电击的滋

味,虽然是为了治疗,但是其电疗意义对于埃斯特而

言却是如同处罚罪犯般是一样的,“我不知道我到

底做了什么坏事。冶 [1]123如果说,电刑是 20 世纪中期

美帝国为排除异己、打压敌对势力的一种惩罚手段,
那么,电疗则是帝国专制为麻痹社会思想、消除反抗

意识的统治工具。
(二)建立在性政治上的父权帝国

性政治这一术语来自于美国女作家凯特·米利

特的著作《性政治》。 她认为男女两性关系实质上

是一种政治关系,两性之间的状况是一种支配与从

属的关系。 男性按天生的权力统治女性的古老而普

遍的格局从历史传承至今,“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
基本上未被人们检验过的甚至常常被否认的(然而

已制度化的)是男人按天生的权利统治女人……是

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识、最根本的权力概

念。冶 [2]小说《钟形罩》描绘的便是一个男权制社会、
一个建立在性政治基础上的男权帝国。 在这帝国

里,男子集“积极进取、智慧、力量和功效冶于一身,
而女子被定格为“顺从、无知、贞操和无能冶 [2]。 小

说中的人物由此分为男女两大阵营,男性骄傲自大

虚伪狂妄,如伪君子巴迪,肆意践踏女性的马科;女
性则保守懦弱无知,如任劳任怨的巴迪的母亲,乖巧

天真的贝特西。 社会实行双重道德标准,工作职位

有明确的划分,是一典型的由男性统治女性的权力

帝国。
就工作职位而言,“我们的军队、工业、技术、大

学、科学、政治机构、财政,总而言之,我们这个社会

一切通往权力(包括警察这一强制性权力)的途径

都完全掌握在男人手里。冶男性是社会的主导者,而
女性则如同配饰般渺小轻微。 “性角色将料理家

务、照管婴儿之事划归女性,其他的人类成就、兴趣

和抱负则为男性之责。冶 [2] 小说中这种划分理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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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客观真理般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不可撼动。 不

仅男性以此骄横跋扈,受压制奴役的女性角色们也

都循规蹈矩、甘于平庸。 女大学生们的梦想只是把

自己装扮得漂漂亮亮以赢得男性欣赏,获取男性肯

定。 “美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像我一样的大学女生

……梦想的无非是像我一样,穿着某次午餐时间从

布卢明代尔公司买来的七号漆皮鞋子,配上黑色漆

皮腰带和黑色漆皮手袋,脚步轻捷地招摇过市。冶 [1]2

作为精英分子的女孩子们在平时也只是“在屋顶日

光浴场懒洋洋地躺着,打打哈欠,涂涂指甲油,千方

百计地保养在百慕大群岛晒出来的漂亮肤色。冶 [1]4

而已结婚生子的母亲们更是全身心服务男权社

会,一方面她们任劳任怨地整理家务,尽管这些付出

从不会被感激。 小说中巴迪·威拉德的妈妈是一位

大学教授的夫人,并且曾在私立学校教过书,成家后

她“从早做到晚的正是烹饪、洗涤和打扫冶,她花了

好几个星期精心编织成的毯子只是被“拿来换下了

厨房的地毡,没几天它就污渍斑斑、黯然失色,跟你

用不到一美元在廉价商店买得到的地毡毫无差

异。冶结婚后的女性“就像被人洗了脑……就像某个

与世隔绝的专制国度里的一个奴隶,麻木不仁,任人

使唤。冶 [1]70另一方面,她们悉心教导子女,传播女性

从属男性的正统思想,是男权社会出色的代言人。
巴迪母亲教导儿子说“男人需要的是配偶,女人需

要的则是无限的安全感冶,或是“男人是射向未来之

箭,女人是箭的出发点冶 [1]59。 有钱的父母亲都会把

女儿送进时髦的秘书学校就读,以便让她们毕业后

“一边给经理们做秘书一边在纽约瞎晃荡,只等着

嫁个事业有成的如意郎君。冶 [1]3

再者,小说中描述的社会实行性的双重道德标

准,男性可以随意追求自己性欲的满足而毫无羞耻,
并且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肯定,再多风流韵事后的

他们也依旧是正人君子。 巴迪是小说中一个被人人

称为“优秀正派的青年冶,出身于“优秀正派的家庭,
教堂的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是个模范青年,健康、英
俊、聪明,而且对父母和老人那么和善。冶 [1]56 然而,
他自始至终却都只是在假装单纯,在与女朋友埃斯

特交往期间,他竟一个暑假与另一酒店女招待睡了

几十次。 而对于这样的行为,埃斯特的女同学们却

只是表示理解:“男孩子嘛,都是那样的。 你根本没

办法指责他们,除非你们有约在先,或者已经订婚

了。冶 [1]58他们可以“过双重生活,一种清白,一种不

清白冶,而女人“只有一种生活,必须清清白白。冶 [1]67

父母会把女儿安排在“男人绝对碰不到、骗不了的

地方冶,女孩子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洁身自好,否则会

抱憾终身。 “女孩子除了丈夫之外不可跟任何人上

床,而且只能在婚后才能与丈夫同房。冶 [1]66

二摇 帝国形象的解构

二战后随着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繁荣,人们

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 世

纪初兴起的消费主义文化亦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

展而迅速蔓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高消费、高需求

成为社会的主流生活价值观。 人们物质生活膨胀的

同时,精神生活却苦闷空虚,人的意志被瓦解,个性

被剥夺,社会批判力丧失,人们成为技术统治世界里

的奴隶。 技术万能主义、工具理性至上观念、启蒙现

代性等使得机器、科技、货币成为社会主人,对人们

进行控制、操作,造成人的异化和精神家园的缺失。
然而没有精神支撑的美帝国不管其经济科技如何强

大,终究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长久下去必然引

起社会动荡,最终导致各种革命的爆发,例如青年反

主流文化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
(一)审美现代性———精神的批判

“现代性冶是指 17 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新

世界体系所具有的特性。 一方面,现代性提倡对传

统社会的改造,“现代性公然反叛传统的规范功能,
它以反抗的经验为生,反抗所有的规范。冶 [3] 另一方

面,现代性以启蒙运动所强调的理性主义为第一大

原则,并将理性精神灌输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各大领

域,使得科技革命、经济增长、工业生产、都市生活等

成为现代性的核心内容。 “现代性是由以都市为基

础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所组成的冶 [4]。 随着

现代性理论的发展,现代性被分化为启蒙现代性和

审美现代性,前者崇尚理性科技,后者推崇个人情感

反对工具理性,两者一正一反形成现代性的两大张

力。 启蒙现代性强调物质世界,审美现代性强调精

神世界,两者正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 倘

若片面追求社会生产力,使人沦为机器的零件,金钱

的奴隶,而忽略人的精神力量,那么这样一个帝国就

会如同一外观辉煌的空心木架一样不堪一击。 而小

说《钟形罩》中描绘的便正是一个由物质堆砌而成

的可悲帝国形象。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美国纽约,纽约是 20 世纪

一个典型的现代化都市。 作为美国的第一大城市,
纽约是美国工业、金融、经济中心。 20 世纪中期联

合国成立后总部设在纽约,使得纽约也成为国际政

治中心,其国际影响力大大提升,成为一座世界级城

市,被人们誉为世界之都。 纽约堪称美帝国形象的

象征,喧嚣神秘繁华,整个社会工业化、物质化、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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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经济上层阶级追求时髦、奢侈、新奇炫耀的消费

生活方式,下层人们则一心为积累财富而处心积虑。
人们工作、学习、生活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赚钱、花
钱、炫钱。 人们羡慕医学院学生无非是因为他们将

来“会成为美国医学协会的会员,挣大把大把的钞

票冶 [1]113;年轻女孩子们羡慕杂志社获奖女孩们的好

运无非是因为她们能够穿着时尚、打扮时髦地招摇

过市;学生们努力学习、对学校的科学事业全力以赴

无非是为了拿到丰厚的奖金和奖学金;人人都在为

了谋生而工作,每个小孩都被教育要学习几门能谋

生赚钱的技能,每个研究机构都在为研制、发明、使
用现代新工具、新机器而兴奋得意。 整座城市在理

性、科学、现实三面旗帜的指挥下如同一部万能机

器,为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而日夜运转着。
然而过度重视物质生活的现代都市却束缚了人

的自由、压抑了人性,粉碎了人的价值观和信仰,使
整个社会变得浮躁喧嚣,使人们失去了精神家园,使
很多人走上了精神崩溃和自杀的道路。 小说《钟形

罩》在描述纽约繁华拥挤一面的同时,也深刻地揭

露了纽约的无奈和悲凉。 人们就如同处于无尽的黑

暗中生活乏味、精神空虚。 比如风华正茂的女大学

生们每天百无聊赖,“她们看起来实在是无聊得要

死。 我跟其中一个女孩聊了聊,发现她对乘帆船兜

风腻味,对坐飞机旅行也腻味,对圣诞节到瑞士滑雪

腻味,对激情澎湃的巴西小伙子还是腻味。冶 [1]4而稍

有觉悟的女青年,比如埃斯特和琼则因为精神无处

可依、生存意义迷惘、生活失去目标而精神崩溃,最
终被送入精神病院治疗。 另一方面,物质的泛滥和

精神的匮乏也导致了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自
杀、精神分裂、犯罪等现象普遍,比如小说中女主人

公多次看到的各种自杀的新闻报道,“报纸充斥着

当地谋杀、自杀、殴打、抢劫的新闻冶 [1]116。 正是纽约

的繁华浩大烘托出了生命的渺小和无足轻重,使得

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人们比如小说中的琼,都宁愿大

老远飞往纽约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想在纽约自

杀要容易一些吧。冶 [1]170

而审美现代性以拯救人的精神世界、帮助人们

寻找自我为主要目的,抗议机器、工具、理性对人的

统治,反对社会的商业化、物质化,提倡精神的解放

和自由。 小说《钟形罩》正是从审美现代性的视角

来审视和批判冷漠的工业帝国的。 首先,审美现代

性以人类情感来反抗现代科技,同样目睹着产妇生

育,女主人公埃斯特和男权帝国代表者巴迪两人的

心态却是完全相反的,前者看到的是女性分娩时的

极度痛苦和恐惧,后者看到的却是医生精湛的医术

和麻醉药这一高效的现代发明。 其次,审美现代性

以浓烈的直觉意识反抗冰凉的现实主义。 小说中埃

斯特主要以直觉来选择和评价朋友,在她看来,直觉

是“他所认识的美国男人都没有的东西冶 [1]61,比如

虚伪的巴迪和自大的戈登大夫,他们理性、现实但都

吝啬、贪婪,是帝国科学事业最忠实的拥护者和支持

者。 另外,审美现代性以自然风貌反抗城市的工业

化,比如被现代工业社会和帝国权威逼上绝路的琼,
最终选择在树林结冰的湖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让
自己回归了大自然。 而埃斯特也选择了让一月的鹅

毛大雪将自己昔日的“地貌冶覆盖,以便重新回到她

的家乡。 相比嘈杂繁盛的工业大都市,她更盼望的

是回到那清新幽静的自然村落。 “我眼前浮现出那

一个个雪花纷飞、宛若摩西婆婆风俗画境的村落,那
一片片干枯香蒲飒飒作响的沼泽地,那一个个青蛙

和癪鱼在冰层下做着美梦的池塘,还有那一丛丛在

风中战栗的树林。冶 [1]203

(二)女性主体意识———帝国秩序的质疑

二战使得美国女性的社会身份地位发生了深刻

变化。 尽管随着战争的结束,很多战时走向工作岗

位的女性被遣回家中继续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但
是女性对自身价值和社会地位的思考之苗却开始慢

慢发芽成长。 历来男性是一家之主,是国家的栋梁,
享有绝对的权威和特权,而女性则依赖于男性,屈从

于男性权威,家庭和婚姻就是女性人生的全部,女性

应该自觉地将男性对女性的标准要求变为自己的生

活追求和标准。 男尊女卑是男权帝国最基本的社会

秩序,自古以来,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便根深蒂

固、不可动摇。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却对这一坚不可

摧的社会秩序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冲击力。 不仅女性

的就业状态发生了一定的变革,而且女性主体意识

被唤醒,现代女性新形象、新面貌也逐步拉开了

序幕。
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一个主体,尤其是

作为女人在客观世界中的身份、地位、价值的醒悟和

认知。 一方面,女性肯定自身价值和个人需求,自觉

承担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关注自身生存环境,积极实

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社会价值。 另一方面,女性反

对男性主宰女性的传统价值观,敢于质疑男性权威,
能正确地看待两性关系,认清自身特点,并力争做自

己命运的主人。 小说《钟形罩》主要以女性为主体,
既描述了一批保守落后的传统女性形象,又描述了

一批颇具时代特征的“新女性冶形象。 埃斯特和巴

迪两人的母亲代表着传统女性形象,她们是当时代

优秀女性的典型代表,每天为家庭事务尽职尽责,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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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传统道德价值观。 而杰西、诺兰大夫等则是时代

“新女性冶的代表,她们都是走上了社会工作岗位的

事业女性,她们的主体意识被逐步唤醒,有自己的追

求和理想,虽然她们不符合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对成

功女性的定义和标准,但是她们却给美国社会注入

了新血液,让年轻女性看到了新希望。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女性

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感知。 二战期间的工作机遇使部

分女性意识到,女性同样能作为社会主体,同样有能

力跻身工作岗位,同样可以发挥自身价值,所以应当

同样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力。 她们认识到不应

该把自己局限于家庭这个小圈子,平平淡淡终其一

生,而应该走出去,去体验更丰富多彩的人生,重塑

现代女性形象。 小说中的新型女性可分为两类,一
类是勇于追逐人生目标,证明自身价值,积极投入到

社会事业中。 比如女主人公所在杂志社的编辑杰·
西,她老练、成熟、睿智、事业有成,为了拼搏事业她

毫不在乎自身女性形象。 “她可不是时装杂志社里

那种装假睫毛、首饰戴得叫人眼花缭乱的装腔作势

的货色。 杰·西是个有头脑的人,所以她尽可以丑

得像个母夜叉。 她会好几种语言,认识这一行里所

有的一流作家。冶 [1]5另一类则是以多琳为代表的年

轻女性,妖艳、漂亮、开放、充满朝气。 她们沉迷消遣

娱乐,每天出入各种宴会派对,享受时髦新潮的生活

方式;她们主张大胆宣泄人的感情欲望,追求内心的

自由和随性的生活态度;她们善于用自身的魅力征

服男性,收服男性为自己服务;她们玩世不恭,没有

明确的奋斗目标。 例如,当杂志社要十二个女孩选

择自己的道具,以表达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时,
多琳选择了一件金色绣花纱丽,“表示她愿意去印

度当一名社会工作者冶,而事后她对埃斯特说,“其
实她并不真那么想, 她只是手痒, 想摸摸纱丽

而已。冶 [1]85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另一个表现就是对女性

身体的认知。 男性和女性生来生理构造的不同导致

了男女性关系注定的不平等,继而导致了男权社会

建立的性的双重道德观。 女性为追求自由和平等,
解决性过后的生育问题,提倡避孕措施的合法化和

性关系的平等。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避孕已经被

多数人认可,世界各地研发出各种避孕措施,如口服

避孕药、宫内节育器、子宫帽等等。 “避孕术导致了

性的解放。 性同生育剥离,从而获得快感,女性就此

获得自治性,她们才能同男性达成一种纯粹关系。
纯粹关系传播出了权力的控制性因素,它使双方

———无论是异性双方还是同性双方———在性和感情

方面处于平等的位置,双方都获得一种自制能

力。冶 [5] 比如小说中埃斯特最终给自己戴上了子宫

帽便是女性为维护自身权力、反抗男权的表现。 子

宫帽让埃斯特如获新生,当她“爬上检查台时,心里

想着: 我正在爬向自由呢,不用再担忧恐惧,不必因

为跟人发生了关系就非得嫁人,尽管不合心意冶,
“我是我自己的女人了。冶 [1]191 “拒绝生育是埃斯特

争取权力的另一种方式,子宫帽手术帮助她摆脱了

对生育的担忧,自由地追求身体的权力和自我。冶 [6]

埃斯特准备好后,随便找来了一个男人,他叫欧文,
是一位收入十分丰厚的数学教授。 然而她并不在乎

这个男人背景,她只想借助一个陌生人来摆脱男权

帝国强加给她的贞操观,有意识地对这种传统贞操

观进行颠覆。 而后对于这个害得她大出血,差点送

掉生命的欧文教授, 埃斯特也没要求他负任何责

任,让他永远消失在她面前。 而她也感觉终于摆脱

了束缚,“我完完全全地自由了。冶 [1]208 对埃斯特来

讲, 最初坚守着贞操是对社会还抱有自由的希望,
而遵守着男权社会对女人的约束。 然而男性社会的

虚伪让他绝望,她只能通过主动失身来反叛男权社

会对女性身心的摧残。 她在出血不止、 近乎死亡的

体验中寻求自毁式的解脱, 并试图牢牢掌握自己的

命运。

三摇 结语

20 世纪中期的美国实行帝国政治统治,对外扩

充帝国国际空间,对内排除异党,实行大美国主义。
小说《钟形罩》向读者呈现出一个独裁、专制、权威

的权力帝国形象。 它既是一个以科技为基础的发达

工业帝国,又是一个以性政治为基础的传统父权帝

国。 然而,这样的帝国是病态的反常的极端的,整个

社会体系令人窒息,人们或丧失了批判意识,思想被

麻痹,行为被约束,或奋起反抗,勇敢维护自己的权

利,最终走向疯狂。 小说通过叙述帝国统治下人们

精神的空虚、女性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批判了当时

美国的物质商业化,有力地抨击了性别歧视、秩序失

衡的社会制度,从而对美帝国形象进行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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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ag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in The Bell Jar

JIANG Tian鄄ping,LI Sai鄄x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摇 The Bell Jar is 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of Sylvia Plath, an American female poet in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Many scholars have explored its themes like the lack of female role models, patriarchal culture, rational madness from the point of mad鄄
ness, feminist, etc.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se themes, we will find that the author has constructed an autocratic, dictatorial empire
in the novel, and the expansion and controlling of the imperial power are ubiquitous.

Key words:摇 The Bell Jar;摇 medical imagination;摇 construction;摇 de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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