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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文本的构建 

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鲁滨逊漂流记》 

余纯洁 

摘 要：《鲁滨逊漂流记》被认为是 18世纪典型的殖民主义叙事文本，它体现了英国早期向海外扩张从事殖民实践。实现原 

始资本积累，确定殖民帝国地位的过程。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理论角度解读《鲁滨逊漂流记》，探究帝国文本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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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绝对不 

是一部简单意义上的冒险小说。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 

在字里行间渗透帝国的殖民扩张思想．折射英国海外殖民扩 

张的历史事实，体现了文化与帝国殖民实践的谋和。重读 《鲁 

滨逊漂流记》，既想再次体验那段神奇的海岛冒险旅程，又想 

感受鲁滨逊传递于我们的坚强、勇敢和机智，更想挖掘西方 

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共谋关系．探究后殖民主义视角下帝国文 

本的构建。 

《鲁滨逊漂流记》是一部独特 的“荒 岛文学 ”模式 的小说 ， 

继承了文艺复兴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传统 ．描写鲁滨逊一生生 

活和冒险。小说主人公鲁滨逊是一个理想化的英雄 ，万人仰 

慕的榜样 。新兴资产阶级中的一个突出形象。他的勇敢、乐 

观 、智慧，能把一个远离人烟的荒岛经营得有声有色。但不可 

否认 ，他 的性格中有很多殖 民者的天性 ，诸如 占据 、掠夺 、扩 

张、控制。《鲁滨逊漂流记》主张探险，主张走出所属的地理版 

图。走向世界。这恰恰表现了 l8世纪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要 

求。“人井观天，不过圆盖；登峰眺目，极于烟际。”这种根深蒂 

固的思想已经主宰着他们的世界，也借由这样的思想，创造 

了辉煌无比的大英帝国。 

赛义德的《东方学》被视为是后殖民论述的经典与理论 

依据 。他在该书中指 出，东方主义是与西方殖 民主义和帝 国 

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关 于东方 的话语形式【I】，西方对 

东方的长期误读 、歪 曲和刻板 印象 ，成为西方从事殖民扩张 

和进行帝 国构建的托词。在东方话语背后体现出来的是一种 

赤裸裸的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他的另外一部 

重要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赛义德从西方文学的角度进 
一 步详细地阐释了文化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对应关系。他明确 

指出。一个 国家在殖 民扩张和帝国构建 的过程中，文化与帝 

国构建实质上是一种“共谋”关系。圆通过对西方经典文学作 

品的解读，赛义德认为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社会文化意 

识总是干扰或左右着他们的判断和观点。因此。任何文本都 

不仅仅只是作者的单一叙事和主观愿望表达，它或多或少渗 

透出同时期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意识形态。按照赛义德的观 

点。在西方文学作品所属的西方“高雅文化”里。帝国主义意 

识形态潜藏其中。对一些西方文学的解读，不能停留在文字 

表面。因为“文化意识形态的持续力是可怕的”，口l它可以捏造 

他们认为的事实和法理依据，从而模糊了本来的事实和真 

相。当这些“事实”逐渐流传开来，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社会 

惯例，让人们深迷其中，从而失去应有的价值维度和道德判 

断。《鲁滨逊漂流记》正是这样的小说，它的创作根源于英国 

海外殖民扩张的背景。却极力掩盖罪恶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 

义，甚至为它们歌功颂德。但是，当我们撩开小说文本的帷 

幕，一部英国殖民扩张和帝国构建的真相呈现眼前。渗透在 

文本中的殖民语境深刻地体现文化对帝国构建的作用。当历 

史被翻阅到英国伊丽莎白时代 ，我们就不难理解笛福在《鲁 

滨逊漂流记》中制造的那些奇思妙想以及《鲁滨逊漂流记》一 

经出版就风靡全国、备受关注的原因。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璀璨的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伊丽莎 

白一世，这位终身未嫁却超群绝伦的女人成就了英国历史上 

的“伊丽莎白时代盛世”。她踩着殖民扩张的步伐，拉开海外 

扩张的序幕，引领英国这艘大船驶向世界海域，满载而归。女 

王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并通过强硬的政治和外交手段极力保 

护本国商人的经济利益。同时．从宫廷到民间都充斥着许多 

宣扬热爱国家和效忠于女王的人。他们大都受过良好教育、 

拥有家族财富、具备商业头脑；他们狡猾、贪婪、时常处于无 

法抑制的对外扩张的亢奋状态中；他们随时都在挑动这个古 

老王国因循守旧的神经 。英国历史把这一时期书写成探险时 

代 。本质却是赤裸裸的海盗掠夺 。种种历史事实表明，殖民扩 

张和对外贸易在英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对整个经济发展与 

变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拉开海外殖民扩张的序幕，到 

血腥暴力的海外殖 民实践 ，再到 18世纪在亚洲 、非洲、美洲 、 

大洋洲建立殖 民地，英国获得源源不断的原材料 和劳动力 ， 

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确立世界殖民霸权地位，成为首屈一指 

的殖民帝国，建立起“日不落”帝国文化。英帝国享受着荣华 

盛事，被它奴役、掠夺的国家却繁华落尽，乱世成殇。英国资 

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民族意识前所未有高涨，二者形成强 

大合力，加速了海外扩张和海外殖民进程。受到社会环境影 

响，航海和探险成为这一时期文学领域作家和读者热衷的主 

题。毫无疑问，《鲁滨逊漂流记》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 

运而生 。它与大英帝 国的殖 民实践密切关联。笛福的殖 民思 

想穿梭在鲁滨逊的探险叙事中。并构成了东方主义的描述，其 

目的是要维护和宣扬殖民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赛义德认为小说的产生与西方 

帝国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 

帝国主义霸权就没有今天的欧洲小说。他把每一部小说都看 

作是帝国主义在海外出现和控制国内的衍生物。是对空间扩 

张的实际叙述。” 出生在商人家庭的笛福是中小资产阶级的 

代表，他拥护殖民制度、种族歧视，不遗余力地赞美资产阶级 

并维护其利益。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所在时代的探险精神鲜 

明地表现在他的作品《鲁滨逊漂流记》中。 

“这部小说的叙事风格与形式都与 16到 17世纪的探险 

旅行这一奠定大殖民帝国的活动有关，鲁滨逊作为一个新世 

界的开创者，使一种海外扩张的思想明晰化了。”圈从一开始， 

鲁滨逊就有明显的殖民动机。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中产 

阶级的安逸生活，决心出洋探险。驱使他五次航海的动力就 

是一个英 国人对于海外财富的渴望和对陆上权力的神往。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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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思想也是落后和未开化的。麦克贝恩牧师来这里传道， 

兢兢业业地为宗教事业奔走，但许诺要修建教堂的人 ，将对 

神的承诺丢在一角而忙着 自己的进账。人们虚伪自私，毫无 

信仰。牧师得了重病。而他的住所肮脏又嘈杂。楼下围着火堆 
取暖的 “尽是些醉酒的灵魂和最污秽的傲慢之徒”。【 。代表 

着光明与希望的生命承受着身心上的摧残和痛苦，两年时间 

不到便在孤独中去世了，“留下了一些书，没有人要”。 基 

督教信仰是西方社会的价值核心和精神支柱，但我们看到， 

这群欧美移民弃信仰于不顾，在加拿大的荒野上退 、野蛮 

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荒野，就像魔鬼一般，侵蚀人内心最纯净的领地，驱赶人 

类的善良和博爱之心，让人露出动物般的兽性。乔治，这个受 

过教育的十五岁孩子，身上所有的文明教化都灰飞烟灭，在 

蛮荒野地的庇护下做出残忍极端的行为，让人不寒而栗。 

文明的人退化了，抛开秩序和理性，去满足内心深处的 

原始欲望。荣格说：“人类真正的生活乃是由无情对立的情感 

所组成的，日和夜，生与死，幸福与灾难，善与恶。我们甚至不 

能肯定谁压倒谁，善良是否能战胜邪恶，或快乐能否战胜痛 

苦。”圆任何人也都是这样一个矛盾混合体．我们必须承认浮 

士德所说的：“两个灵魂，唉，都装在我的胸膛。”[61想那古埃及 

的狮身人面像 ，人头象征着仁慈、智慧和人性，而狮身则象征 

着残忍、野蛮和野性，真无法分辨它是人呢，还是动物。门罗 

在《荒野小站》的故事中揭示人这一心理现实 ，让我们认识 

到，在人性与野性的较量博弈过程中。人们需要不断地自我 

警醒和反思．当文明的限制解除或者面对利益的诱惑和冲突 

(上接 29页) 

在巴西。他通过购买黑奴、雇佣佣人来帮助他建立和经营种 

植园，并在海外贸易活动中获得丰厚的利润。鲁滨逊的这段 

经历，一方面说明小岛屿国家已经无法支撑恢宏的殖民帝国 

梦想 ，扩张已俨然成为一种 国家心态 ：另一方面证明殖民扩 

张和殖民贸易能创造丰厚利润．可以为英国带来无数财富。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正面典型，鲁滨逊骨子里所具有的 

根深蒂固的思想 ，如同我们周 围存在的空气一般 ，绝不会 因 

个人意识的控制．甚至于屏住呼吸而有所改变。他便是在这 

样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却又坚定不移地紧守着资产者的优良 

品质，义无反顾地投入对新事物新世界的欲求与掌控之中。 

当鲁滨逊在绝境中流落到荒岛后。并未绝望。他利用文明社 

会的工具和知识，凭借勤劳的双手和聪慧头脑建造了一个全 

新世界 ，并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然而，当审视鲁宾逊 的这 

段经历时 。我们会发现鲁宾逊是运用殖 民主义 和种族主义的 

强盗逻辑完成 了小岛帝国的缔造 。对小岛的绝对 占有 ，崇 尚 

武力征服 ，改造并奴役“星期五”，扼杀本土文明，掠夺式的开 

发小岛资源 ．从各个方面深深切切地透视 出强烈 的殖民思想 

和清晰的资本主义管理模式 ，这带来了无尽财富的思想 ，对 

殖民地及殖民地人们来说却是无尽的痛苦。历史上，英国对 

土著黑人的殖民罪恶简直是罄竹难书．屠杀、贩卖、奴役。渴 

望探险、海外经商、购买黑奴、流落荒岛、创建家园、“驯化”星 

期五、统治荒岛、缔造荒岛帝国。鲁滨逊的经历实质上是英国 

从事殖民扩张。建立殖民帝国的缩影。 

弗农对殖民主义形象提出过批判，他在《地球上不幸的 

人们》一书中指出，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中，“殖民者创 

造历史，他的生活是史诗、是伟大的航程”，f】1《鲁滨逊漂流记》 

正好印证了这一点。鲁滨逊在“野蛮地”建立了全新的“文明 

世界”，在东方主义的描述下，西方是理性的、文明的、先进的、 

而东方则是野蛮的、落后的、丑陋的。于是他们一边高扬着救 

世主的旗帜，一边却独断地掌控别人的行为，面貌甚至于思 

想却又难以自觉。随着时光流逝，这样的矛盾已经在要征服 

世界的野心中显得微不足道了。就像《鲁滨逊漂流记》，笛福对 

时，我们应该坚守善和美，保护内心最纯洁的圣地，而非泯灭 

良知丧失人性 ，变成欲望与野性 的牺牲品。 

《荒野小站》中，门罗细腻的笔触记录了惊人的故事情节 

和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这出悲剧，是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 。 

本文用荣格精神分析心理学分析了乔治的人格和心理变化， 

为这场荒野弑兄案寻找一种合理的诠释。《荒野小站》从人们 

在自然荒野以求生存的挣扎中，揭示了人性的荒芜与邪恶， 

使读者从中认识人性与自然、人性与野性、人性与宗教信仰 

的冲突。人性泯灭 。信仰崩溃，这是不堪回首的经历，它告诉 

人们要不时地警醒自我，避免悲剧重蹈覆辙 ，这也是作品深 

刻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 

【1】爱丽丝·门罗．公开的秘密[MI．刑楠，陈笑黎等译．译林出版 

社．2013． 

【 年燕．人格心理学fM1．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荣格，国彬，德友．回忆·梦·思考：荣格自传【M】．辽宁人民 
出版社，1988． 

[41项丽娜．荣格心理健康思想解析【M】．浙江教育出版社，2013． 

[5】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等．人类及其象征 】．张举文，荣文库 

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6]C．G．Jung．Jung on Evil．Edited and with all introduction by 

Murray Stein 【M】．First published 1995 by Routledge 1 1 New 
Fetter Lane．London EC4P 4EE：l08． 

责任编辑 ：魏明程 

土著黑人进行恣意妄行 ，毫无顾忌的野蛮叙述。在他的笔下 ， 

他们是未开化的族群 。不穿衣服、吃人 、肮脏、愚笨。来 自文明 

社会的鲁滨逊是极具人道主义精神的救世主 。他拯救 了星期 

五，并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信仰对星期五进行改造 ，把星期 

五训练成一个很好 的基督徒 、最忠诚 的奴仆和小岛帝国的卫 

士。表面上，鲁滨逊与星期五之间突显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 

立关系。事实上，星期五代表的美洲文明并不逊于鲁滨逊代 

表的欧洲文明。鲁滨逊对星期五的改造充分体现殖民者强势 

的文化殖民策略，目的是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纵观英国殖民 

历史，他们把本国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化、价值观念等意识形 

态对外传播，从而确立文化霸权，维系殖 民统治。 

鲁滨逊是英国海外扩张时期殖民者集体群像的一个典 

型。登上鲁滨逊建立的岛国殖民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17 

世纪英国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模式。《鲁滨逊漂流记》的文本 

叙事，实际上体现了英国殖民帝国的构建过程。在历史潮流 

的颠簸中，帝国之首的荣耀已逝 ，曾依赖于殖民经济的英国 

走向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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