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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汀小说中婚姻关系的价值标准研究
蒋昀茹

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呼和浩特市，010070；

摘要：简·奥斯汀是当前文学评论领域内的一个研究焦点，尽管她留下的作品不算多，但自出版以来便持续受到

读者的广泛喜爱。在 18 至 19 世纪交替之际，英国正经历着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资本”

成为了衡量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之一，并对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奥斯汀笔下反复探

讨的主题——年轻人的婚姻问题上尤为显著。本文旨在通过对奥斯汀作品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从“资本”的

角度来探讨其文本中反映出现代婚姻观念的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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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是英国文

学史上的著名小说家，也是当代文学评论领域的研究焦

点。尽管她的作品数量有限，但自出版以来，这些作品

一直深受读者的喜爱，并且影响力持续增长，以至于有

些人将她视为能够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的文学巨匠。奥

斯汀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近两个世纪里持续吸引全球

读者的目光，关键在于她用幽默和讽刺的手法栩栩如生

地描绘了 19 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反映出一

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

1“物质资本”是奥斯汀小说中现代婚姻关系

的首要价值标准

简·奥斯汀的小说表面上讲述的是绅士与淑女之

间的浪漫爱情故事，但实际上，作品中的青年男女皆是

在保证物质基础的前提下共结连理。《傲慢与偏见》开

篇便告诉读者“有财产的单身汉需要娶位太太，这是一

条公认的真理”；《理智与情感》中注重情感的爱德华

和埃莉诺在已经没有阻碍的前提下也推迟结婚，因为

“他们俩还没有热恋到忘乎所以的地步，认为一年 350

英镑会给他们带来舒适的生活”；而《劝导》中的女

主角安妮 19岁时与年轻军官温特沃斯彼此倾心，但由

于对方身份低微而不得不解除婚约，直到多年以后，当

温特沃斯取得了社会地位和个人成就后，二人才得以重

修旧好。奥斯汀的小说一方面细腻描绘了绅士淑女们参

加舞会、品茗闲谈等优雅的生活画面，另一方面也深刻

揭示了“物质资本”对于构建稳定而幸福的婚姻关系

的重要性。

当然，这些男女主角并不是贪婪之人，但他们十分

明白，一定的物质基础是确保日常生活的品质并最终获

得幸福婚姻的必要条件。简·奥斯汀在她的作品中描绘

了莉迪亚与威克姆这对夫妇，他们便是缺乏稳固经济基

础婚姻的一个例子。年轻的莉迪亚过于注重表面的荣耀，

被威克姆的外貌和魅力所吸引，或许最初她是真心希望

与威克姆共度一生。然而，威克姆迎娶莉迪亚更多的是

出于对达西财务援助的渴望而非真爱。在这种情况下，

两人的结合虽由一时的热情和欲望促成，但婚后的生活

很快便失去了平静与和谐。我们可以从中领悟到，婚姻

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它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情感交流和

个人价值观的契合。没有坚实的物质保障和共同的价值

观支撑，仅凭一时的热情很难维持长久的幸福生活。

威克姆与莉迪亚在花费上毫无节制，加上婚后两人

收入有限，导致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频繁的争执随

之而来，最终使得这段婚姻徒有其表而无其实。简·奥

斯汀通过这对夫妇的经历，向人们警示：即便拥有浪漫

的爱情，也难以抵挡现实生活的考验。缺乏经济支持的

婚姻关系往往是不堪一击的。

作家的创作往往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中，简·奥斯汀

对她笔下人物命运的深刻理解，部分源自于她自身的情

感经历。1796 年，20岁的简·奥斯汀邂逅了爱尔兰年

轻律师勒弗罗伊，这位机智风趣的年轻人让奥斯汀心动

不已。然而，当时的勒弗罗伊尚未有所成就，而简·奥

斯汀的家庭则期望她能够嫁给一位具有相当经济能力

的伴侣。同样地，勒弗罗伊的家庭也期望他能与出身富

贵家庭的女子成婚，简·奥斯汀的中产阶级背景显然不

符合这一标准。为了阻止这段恋情的发展，勒弗罗伊的

家人要求他处理完事务后即刻返回爱尔兰，于是，这段

未竟的情缘随着勒弗罗伊的离开而悄然结束。

家庭财富与地位的悬殊最终扼杀了这段短暂的情

缘。这段经历让简·奥斯汀深刻体会到经济基础对于爱

情乃至婚姻的重要性。假如简·奥斯汀与勒弗罗伊不顾

家人反对坚持在一起，在当时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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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他们可能只得选择私奔。然而，一旦失去了家

庭的支持，他们的爱情或许最终也会如同莉迪亚与威克

姆的婚姻一般，只剩下空洞的形式。

2“精神资本”超越“物质资本”跃居现代婚

姻关系的核心价值标准

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正

值经济上升期的英国社会愈发重视人的理性、学识与个

人修养的提升。奥斯汀强调个人教育与成长的重要性，

认为这是追求幸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层面。她认为，

仅仅依靠物质财富保障的婚姻，如果没有精神上的共鸣，

同样是不被认可的。

在小说中，伊丽莎白的父母以及她的好友夏洛特与

牧师柯林斯的结合，展现了另一类型的婚姻模式。这些

婚姻往往建立在稳固的经济条件之上，但却缺乏情感的

深度。伊丽莎白的父亲原本经济状况良好，年轻时他或

许以为，迎娶一位外表出众的伴侣便足以确保婚姻的美

满。因此，在缺乏深厚情感基础的前提下，他步入了婚

姻。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意识到仅仅外貌上的吸引

力并不能弥补情感交流的缺失，尽管物质生活充裕，但

在精神层面上，他却感到孤独终老。夏洛特相貌平平，

家庭条件普通，而牧师柯林斯则拥有稳定的收入，并且

由于伊丽莎白的父亲没有儿子，柯林斯未来有望继承他

的财产。在被伊丽莎白拒绝之后，柯林斯对于择偶标准

并不苛刻，最终他与夏洛特结为了夫妻。这对夫妇的结

合虽保障了经济上的稳定，使他们生活无忧，但却缺乏

情感上的共鸣，未能带来真正的幸福与欢愉。

从简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她对于那种仅以财富为基

础而缺乏爱情的婚姻持批判态度。尽管这两对夫妇最终

获得了相对安稳的生活，但由于缺乏爱情的滋养，他们

的日常生活难免显得乏味和平淡。在世俗的生活需求之

外，人们追求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充裕，更是精神层面

的愉悦与充实。人生短暂，如果仅仅是为了追求生活的

稳定，那么对于那些有条件追求更高层次幸福的人而言，

没有爱情的婚姻可能还不如不要。夏洛特与柯林斯的婚

姻可以被视为一种典型的物质联姻，两人结合之初并未

包含任何爱情的成分，更多的是各取所需：柯林斯需要

一位妻子来管理家务，而夏洛特则希望找到一位有经济

能力和地位的伴侣。对于这对夫妻而言，爱情并非必需，

他们更像是为了结婚而结婚，体现了一种“只重视实际

利益而不顾及个人情感尊严”的婚姻观念。简·奥斯汀

对于这样的婚姻态度显然是持批评立场的。

丽迪雅是班内特家的幼女，排行第五，由于在家中

的宠爱，她从小就被允许涉足社交场合。她年纪轻轻就

表现出了短视和虚荣的特点，经常与军官们嬉笑打闹。

尤其被军官威克姆的英俊外表所吸引，她不顾家族的声

誉，与威克姆私奔。两人在选择伴侣上都表现得不够慎

重，最终因为一时的放纵而不得不仓促完婚。

班内特先生与班内特太太的婚姻，作者并未予以过

多着墨，但从细微之处仍可窥见这对夫妇之间存在的问

题。由于他们在婚前过于注重对方的经济条件和外在条

件，而忽略了性格、兴趣及价值观的匹配，导致婚后双

方难以真正沟通，关系表面上维持，实则心神疏远。这

样的婚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相互间的煎熬，只能在痛苦

中勉强存续。

简是班内特家的长女，也是众人心目中的理想伴侣。

简与宾利在一次舞会上初次相遇，便彼此心生好感。两

人的性格都较为内敛，有时显得缺乏决断力。简对宾利

怀有深情，但她的情感表达十分含蓄，使得这份心意不

易被人察觉。他们之间的关系发展是一个相互适应、价

值观融合以及误解消除的过程。这段感情不仅有坚实的

经济基础作为支撑，更有真挚的爱情作为纽带，因而成

为一种令人憧憬的理想状态。

伊丽莎白是班内特家的次女，也是简·奥斯汀笔下

描绘最为详尽的角色之一。她对于婚姻持有坚定的态度，

绝不轻易妥协，坚信爱情是构成幸福婚姻不可或缺的要

素。在作品中，达西是一位出身显赫、风度翩翩的绅士，

因其卓越的家世和迷人的外表，成为了当时许多女性心

中理想的伴侣。随着对达西的逐渐了解，伊丽莎白对他

的成见也慢慢消散，最终两人携手步入婚姻。这段令人

称羡的结合，是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不仅有

着坚实的经济支持，还得到了真挚爱情的保障，正体现

了作者所推崇的婚姻模式。

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中，男女主角通常需要经历一

个自我认知与修正的历程，才能赢得爱情的圆满结局。

例如，在《傲慢与偏见》里，达西和伊丽莎白经历了种

种挑战，通过克服自身性格上的缺陷如傲慢与偏见，最

终达到了彼此间的深刻理解。而在《劝导》中，安妮则

是在与初恋情人分手后的八年时间里，通过不断的个人

反思，并且不为外界的压力所左右，最终得以与旧爱重

归于好。奥斯汀笔下的女主角们往往有着各自的局限性，

但她们并不愿意盲目地追随潮流，而是凭借坚定的决心

和个人智慧，在生活的考验中不断成长和完善自己。

奥斯汀不仅描绘了浪漫爱情的美好，同时也揭示了

婚姻生活中缺乏情感交流的现实，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在她的笔下，婚内的互动往往充满了策略性的较量

与计算，夫妻之间表现出冷淡、嘲讽甚至轻蔑的态度，

这种不理想的婚姻状态从侧面强调了理性、个人修养等

“精神资本”对于构建现代幸福婚姻的重要性。以《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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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与偏见》为例，班纳特先生选择退居书房以躲避家庭

纷争，并用讽刺的方式表达对妻子言行的不满，显示出

他对处理家庭事务的极度厌烦。而在《理智与情感》中，

不满意的婚姻关系表现得更为复杂多样：约翰·达什伍

德夫妇之间的关系形同虚设，他们相互忽视；而帕默先

生则疏远他那热情洋溢的妻子，在公共场合也对她表现

出冷漠，迫使帕默太太只能通过自嘲来应对这种困境。

这些情节展示了奥斯汀小说中已婚夫妇间普遍存在的

沟通障碍和感情疏离，进而证明了理性思考和个人修养

作为“精神资本”，是维系现代幸福婚姻不可或缺的核

心价值。

3 奥斯汀的婚姻观

简·奥斯汀认为婚姻是一个社会性议题。丽迪雅与

威克姆的私奔给全家带来了巨大的恐慌，大家担心这一

消息传开后，不仅会损害丽迪雅的名声，还会让家族蒙

羞，特别是对丽迪雅的姐妹们未来的婚姻产生负面影响。

最终，是达西出面解决了这一危机，避免了丽迪雅做出

有损名誉之事。相反，简和伊丽莎白都嫁入了当地有声

望的贵族家庭，这不仅为她们自己赢得了荣誉，也为她

们的妹妹们创造了更多机遇和正面的影响，有助于她们

未来的婚姻。由此可见，对待婚姻应当保持理智的态度。

在《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汀着重阐述了爱情

是幸福婚姻基石的观点，她认为缺乏爱情的婚姻是不明

智的，这也是小说的核心思想，并通过书中呈现的五种

不同的婚姻状态得以体现。主角伊丽莎白可以视为

简·奥斯汀的化身，也是她最为喜爱的角色之一。作者

借伊丽莎白表达了自己关于婚姻的看法，即婚姻的幸福

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强调两人结合的前提必须是相

爱。在与达西相处的过程中，伊丽莎白见证了达西克服

了自己的傲慢，同时她也克服了对达西的偏见，逐渐对

他产生了感情，最终迎来了美满的结局。

在简·奥斯汀的婚姻观念中，“真正的幸福婚姻应

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两情相悦”。她认为，如果

婚姻仅仅基于物质条件而忽视情感，则可能导致夫妻间

表面和谐但实际上心灵疏远，这是不被倡导的。然而，

完全不顾经济现实而单纯追求爱情的婚姻态度也显得

过于极端。最理想的状态是，在理智的前提下，将爱情

与经济条件相结合，实现二者的统一。

文学承载着价值观念，通过作品传达给读者。简·奥

斯汀的作品中展现了这样的理念：在婚姻关系中，爱情

是基石——缺乏爱情的婚姻难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

结合。这表明了爱情对于婚姻的重要性。然而，我们也

应认识到，爱情并非婚姻的全部；现实中的种种挑战可

能会考验爱情的坚固性，并非每个人都能如童话中的公

主般幸运。因此，除了爱情之外，婚姻还需要考量诸如

经济状况、个人性格及共同兴趣等因素。例如，在《傲

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拒绝了达西初次的求婚，尽管

对方富有且地位显赫，但她并未因此而妥协自己的原则，

而是指出了达西为人处事上的不足。最终，两人在相互

理解和改变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彼此的关系。伊丽莎白

在确认了双方的感情以及相互间的兼容性之后，才接受

了达西的再次求婚。他们的结合证明了一个道理：一段

成功的婚姻需要综合考虑情感、个性、生活方式及经济

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对于当今社会中的女性而言，追求

真诚的爱情并实现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意味着要具备

自尊、自立的精神，并以理性态度面对个人的情感选择。

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发展的步伐快速发展，而如何正确处

理关于社会婚恋中的新现象仍然会是我们的重要议题。

在 2005 年，英国 BBC4台在读者中评选对女性爱情婚姻

观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傲慢与偏见》位列第一。虽

然奥斯汀所处的时代已经远去，《傲慢与偏见》中的婚

姻观并没有与现代社会脱节，对当代女性的爱情和婚姻

方面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启发我们现代人如何正确对

待爱情和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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