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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詹姆斯·乔伊斯的《阿拉比》是一篇现代主义短篇小说，背景设定在都柏林，讲述了一个小男孩在成长

过程中经历的多种情感与体验，涵盖了爱情、孤独以及顿悟等多个主题。文章采用定性方法，从解构主

义视角分析《阿拉比》中的语言和符号，通过整体文章结构、叙述视角、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等角度分

析，揭示了作品中表现出的“幼稚冲动”与“理性成长”、“纯真”与“庸俗”、“落差”与“希望”

三组看似对立但实际上动态转换的现象，验证了雅克·德里达的观点，即意义是通过差异和不稳定性构

建的。研究旨在从全新视角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进行文本分析，超越了结构主义的限制，为类似作品的

文学批评与评论提供新的启示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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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ames Joyce’s Araby is a modernist short story set in Dublin, depicting various emotions and expe-
riences of a young boy during his growth, covering themes such as love, loneliness, and epiphany. 
This paper adopts a qualitative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language and symbols in Araby from a de-
constructionist viewpoint. It reveals the dynamic interplay and transformation of apparent oppo-
sites such as “childish impulse” and “rational growth”, “innocence” and “vulgarity”, “gap” and “hope”, 
validating Jacques Derrida’s assertion that meaning is constructed through difference and instabil-
ity.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on Western modernist literature, transcending 
structuralist constraints and offering fresh insights and reflections for literary criticism and analy-
sis of similar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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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学语言的本质是不稳定的，这导致了文学文本的不确定性[1]。在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阿

拉比》中，存在多种不确定的动态意义。表面上，文章似乎展示了“幼稚冲动”与“理性成长”、“纯

真”与“庸俗”、“落差”与“希望”等二元对立现象[2]。然而，实际上，这些意义相互重叠、相互冲

突，并不断转换。本文旨在通过解构主义理论深入分析《阿拉比》中这些虚假的二元对立现象并从整体

文章结构、叙述视角、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等角度切入，探讨文本中各种意识形态的复杂运作过程，揭

示其不确定性，为解读《阿拉比》提供新的视角和认知。 

2. 文献综述 

2.1. 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法国，是一种哲学和批评理论，其提出者是雅克·德里达。解构

主义反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及一切封闭僵硬的体系，大力宣扬主体消散、意义延异、指向自由

[3]。换言之，解构主义强调语言和思想的自由嬉戏，即使这种自由仅是一曲“带着镣铐的舞蹈”[4]。德

里达(1976)在《论文字学》中指出：“如果仅仅是一个新的‘回返有限世界’或‘上帝之死’的主题，则

我们并未跨出形而上学一步。我们所要的‘解构’是‘形而上学’这个观念及问题。”[5]解构的基本方

法是找到一个二元对立，并寻找维持二元对立的逻辑和支撑力[6]。 
近年来，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一些学者，如克里斯托弗·诺

里斯(Christopher Norris)和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进一步拓展了德里达的理论，探讨了语言、真

理与现实的复杂关系。他们指出，解构主义并非仅仅是破坏性的，它同时也具有建设性的力量，能够促

使我们重新审视文学作品的多元性和开放性[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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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批评实践中，解构主义鼓励读者跳出传统解读框架，关注文本中的裂缝、悖论和未完成性。

这种批评方法不仅有助于揭示文本的多重意义，还能促进文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因此，将解构主义应

用于《阿拉比》的文本分析，不仅能够揭示其中隐含的二元对立现象，还能为理解乔伊斯的写作风格和

作品主题提供新的视角。 
综上所述，通过对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深化和已有研究的分析与评价，本文旨在填补《阿拉比》

解构主义分析的空白，为理解该作品的写作手法和主题意蕴提供新的视角和深入探讨。 

2.2. 《阿拉比》 

《阿拉比》是詹姆斯·乔伊斯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的经典之作。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描绘了

一个少年在都柏林的成长过程中的一次重要经历。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深刻的心理剖析，展现了主人公在

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领悟。故事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对邻居女孩的爱慕之情，以及为了给心爱的女孩带礼

物而前往阿拉比市场的经历。在市场中，主人公经历了种种复杂的心理变化，最终意识到自己初生的爱

慕之情其实是幼稚且滑稽的。 
国内外对《阿拉比》的分析大部分集中在纯文本分析方面，涉及小说的写作手法、主题、人物形象

及心理等。例如，张萌(2024)探究了《阿拉比》与《神曲》在创作形式、文本结构、人物和意象等方面的

联系与影响，提出了新的异像理论。从文学批评理论出发进行分析的学者较少，目前主要围绕拉康的精

神分析学、荣格原型理论及结构主义进行研究。李晓岚(2009)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主人公的心理旅

程进行了深入剖析[9]，而周秋宇则从原型理论出发探究《阿拉比》中的女性意象[10]。尽管已有学者从结

构主义角度分析了《阿拉比》中的二元对立现象，如张金涛(2013)提到的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童年与成

年、生与死、等待与被等待[11]，但基于解构主义理论的分析仍然相对空白。因此，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空

白，结合先前研究，对《阿拉比》中的二元对立进行解构，为理解该作品的写作手法和主题意蕴提供新

的视角和深入探讨。 

3. 研究设计 

3.1. 语料来源及研究问题 

本文选取的西方现代主义短篇小说是詹姆斯·乔伊斯所创作的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的一篇，名为

《阿拉比》。通过分析《阿拉比》文本所呈现的语言与象征，本文旨在解决以下问题： 
1) 解构主义视域下的《阿拉比》文本分析中出现了哪些二元对立的现象？如何从解构主义的角度解

构这些二元对立的意义？ 
2) 采用解构主义角度分析该文章后，能为其他类似文本的文学批评与赏析带来何种启发？是否存在

进一步的解释优化空间？ 

3.2. 研究方法与步骤 

本文主要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基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并参考张金涛(2013)对该文本中二元对

立现象的分类。从“幼稚冲动”与“理性成长”、“纯真”与“庸俗”、“落差”与“希望”三个层面出

发，通过整体文章结构、叙述视角、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等角度分析，探讨解构主义视域下《阿拉比》中

的不确定意义。重点关注这些看似对立的概念在文本中的相互关系及其对传统意义的解构。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4.1. 幼稚冲动与理性成长的交织 

从文本整体结构来看：小说通过男孩对曼根姐姐爱慕情感的发展及其最终在阿拉比市场的顿悟，构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4.125074


况思颖 
 

 

DOI: 10.12677/wls.2024.125074 488 世界文学研究 
 

建了一个从幼稚冲动到理性成长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展现了男孩内心的成长轨迹，也揭示了成长

过程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小说以男孩的主动行动为起点，通过一系列情节推进，最终在黑暗与寂静

中达到高潮，形成了一种紧凑而富有张力的叙事结构。 
小说中提到，曼根的姐姐与男孩谈及阿拉比市场时表示她很想去看看，但因其他事务未能前往。于

是，男孩主动提出要去并计划为她带礼物。这一情节显示了男孩成长的一面，他意识到应为爱情而努力。

然而，他经历了长途跋涉，最终来到阿拉比的一家瓷器店。就在此时，大厅里的灯突然熄灭，一切陷入

黑暗。男孩顿悟道：“我看到自己是一个被虚荣心驱使和嘲笑的生物，我的眼睛里燃烧着痛苦和愤怒”

[12]。他再次理性审视自己的行为，意识到自己的荒谬。从一个无知的孩童成长为热恋中的青年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了男孩逐渐恢复理智，回归现实的转变。 
从叙事视角来看：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事视角，使读者能够直接进入男孩的内心世界，感

受其情感的起伏与变化。这种视角的选择，不仅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和可信度，也使得男孩的幼稚冲动

与理性成长之间的交织更加细腻地展现出来。通过男孩的自我反思和内心独白，读者能够深刻理解其成

长过程中的矛盾与挣扎，明白实际上男孩并没有完全实现所谓的真正成长。例如，在未能到达阿拉比之

前，男孩展现了顽皮孩童独有的叛逆行为：即使老师更加严厉，他也根本不听课。他认为：“它挡在我

和我的愿望之间，在我看来是儿戏，丑陋单调的儿戏。”[4]当舅舅无视他的请求，晚归时，他拒绝对舅

舅的玩笑微笑，这也是一种微妙的反抗行为。这些反抗行为表明，男孩的行为基于情感的冲动。然而，

当他到达阿拉比时，他的冲动与理智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他在瓷器店前犹豫不决，忘记了自己为何而

来。当店员询问他时，他含糊地说他只是随便看看。 
因此，所有这些幼稚冲动与理性成长之间的模糊，揭示了男孩成长过程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4.2. 白昼与黑夜传统意义上的打破 

从语言风格来看，乔伊斯在描述白昼与黑夜时，运用了不同的语言风格和表现手法。白昼的描写往

往显得平淡无奇，甚至有些压抑；而黑夜的描写则充满了神秘和张力，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种语言风

格的对比，不仅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效果，也使得白昼与黑夜的对比更加鲜明有力。 

例 1： 

“一个漆黑的雨夜，我独自一人来到牧师去世的房间，这里寂静无声……双手紧扣，直到颤抖，我一遍遍地自

言自语：‘哦，我的爱，我的爱！’”[12] 

“我起身离开了房间，来到了顶楼，这里平时没什么阳光，所以有些冷，但没人打扰到我。我觉得自己挣脱了

某种束缚，于是放声歌唱起来，身上暖洋洋的。黑暗中，我猛然认清了自己：我只是个被虚妄驱使、嘲弄的被造物罢

了。凝视着无尽的黑色，我的心里痛苦与愤怒在熊熊燃烧。”[12] 

无论是小男孩对曼根姐姐强烈情感的表达，还是最终的理性顿悟，这些场景都与黑暗和寂静密切相

关。然而传统意义上，黑夜象征着黑暗和绝望，但在这篇小说的语境下，它同时也是情感抒发和自我顿

悟的背景。在漆黑的雨夜、空无一人的屋顶和断电的大厅中，男孩得以释放对邻居姐姐的强烈情感，并

在黑暗中寻找慰藉。 

例 2： 

“每天早上，一切照旧。只是我从未真的和她搭讪，大多是些只言片语的交流，她的名字就像个魔咒，一听到

我就会心头撞鹿，激动不已。”[12] 

“后面几天我都精神恍惚，彻夜难眠。辗转反侧之间，我的心恨不得立马就飞到阿拉比去，那几天，学校生活

变得无聊，我也什么事都定不下心来，什么都不耐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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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人眼中，白天充满希望、明朗和理性，但在小男孩眼中，却充满了混乱、暧昧和失望。从接

受去阿拉比的任务开始，白天上学的时间变得模糊，学校的功课成了他追求爱情的障碍，早晨与曼根姐

姐短暂的邂逅转瞬即逝，充满遗憾。只有到了傍晚，男孩才能欣赏到女孩在敞开的门缝中的衣着和动作。

白天和黑夜的传统地位变得模糊，黑夜和黑暗不再仅仅象征着绝望，它们也获得了启示、唤醒和希望的

功能。 
因此，在本篇小说中，白昼和黑夜的地位不再固定，而是以一种非层次和非线性的方式互为补充，

审视这两个文本组成部分。 

4.3. 纯真与庸俗边界的模糊 

从语言风格来看，乔伊斯在小说中运用了丰富的象征和隐喻，强化了纯真与庸俗之间的模糊性。例

如，“白色”、“衬裙的白边”等词汇，不仅描绘了曼根姐姐外表的纯洁，也象征了男孩内心对纯真的渴

望。然而，当男孩来到阿拉比市场，面对的是冷漠的店员和毫无意义的打情骂俏，这种现实与幻想的冲

突，通过语言的反差得以凸显。此外，小说中的黑暗与寂静，不仅是物理环境的描绘，也是男孩内心世

界的写照，反映了他在纯真与庸俗之间的迷茫与挣扎。 
从人物形象来看：曼根姐姐的形象趋于庸俗化。起初，她被描绘成男孩心中的圣女，纯洁而美好。

然而，随着故事的深入，读者逐渐发现，曼根姐姐的真实形象可能并不如男孩所想象的那样完美。她渴

望的阿拉比市场，实际上只是庸俗无聊的象征，这种反差进一步模糊了纯真与庸俗的界限。男孩对曼根

姐姐的爱慕，更多是基于自己的幻想和理想化，而非对真实个体的了解与认同。 
因此，在《阿拉比》中，纯真与庸俗的元素并存，且彼此之间的界限模糊。读者可以感受到男孩对美

好理想的追求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种交织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解读空间。 

5. 研究结论的深化与新意 

5.1. 解构主义视角下的成长叙事与个体身份构建 

在《阿拉比》中，詹姆斯·乔伊斯通过细腻的笔触解构了传统成长叙事中的线性进步模型，揭示了

主人公在情感与认知上的复杂交织。本文认为，这种解构不仅是对个体成长过程的真实反映，也是对当

时社会环境下个体身份构建困境的深刻洞察。乔伊斯通过主人公的经历，探讨了身份认同的流动性和不

确定性，暗示了个体在追求自我认同过程中所面临的内在冲突和外部压力。 
将这一观点置于 20 世纪初爱尔兰的社会转型背景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爱尔兰正经历着政治、经济和

文化上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不仅影响了社会的整体结构，也深刻影响了个体的身份认同。乔伊斯的作

品正是对这一时期个体心灵状态的敏锐捕捉和深刻反思，为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独特的

视角。 

5.2. 二元对立的解构与性别角色的重新审视 

本文在解构《阿拉比》中的二元对立时，特别关注了性别角色的构建与解构。传统文学中往往存在

对男女角色的刻板描绘，而乔伊斯则通过主人公对邻居女孩的爱慕及其在市场中的心理变化，挑战了这

些刻板印象。本文认为，乔伊斯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了性别角色在个体成长过程中的动态变化，

以及性别身份构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将这一观点置于性别研究的学术脉络中，可以看到乔伊斯的作品对当时社会性别观念的挑战和反思。

20 世纪初的欧洲社会正处于性别观念逐步转变的时期，乔伊斯的作品无疑是对这一转变过程的敏锐感知

和深刻反映。通过对其作品中的性别角色进行解构，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时社会对性别身份的多元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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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和接受度的提升。 

5.3. 语言的延异与爱尔兰文化的再审视 

解构主义强调语言的延异性和不确定性，这一理论在《阿拉比》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8]。乔伊斯通

过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叙事技巧，展现了都柏林城市生活的细腻纹理和复杂情感。本文认为，乔伊斯的语

言实践不仅是对传统叙事方式的革新，也是对爱尔兰文化身份的一种重新审视和表达。他通过语言的延

异，打破了爱尔兰文化中的固定形象和刻板印象，为理解和呈现爱尔兰文化提供了新的可能。 
将这一观点置于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的框架中，可以看到乔伊斯的作品在构建和表达爱尔兰文化

身份方面的独特贡献。作为一位具有深厚民族情感的作家，乔伊斯在作品中既展现了爱尔兰文化的独特

魅力，又对其中的局限性和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通过语言的延异和叙事的创新，他为我们呈现了一

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爱尔兰文化形象，为后世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启示。 

6. 小结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运用解构主义理论重新解读现代主义短篇小说《阿拉比》，旨在探索解构思想

在文本中的体现，并挑战二元对立的狭隘观念。通过对《阿拉比》的解构性分析，从文章结构、叙述视

角、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等角度出发，揭示了成熟与成长、纯真与庸俗、绝望与希望等二元对立在文本

意义上的复杂性和流动性。这种方法通过破坏固定意义的稳定性，拥抱不确定性，丰富了对乔伊斯叙事

技巧的理解，并对传统的文本解读提出挑战。此外，本文还进一步在此基础上作出创新性阐发，从解构

主义视角下的成长叙事与个体身份构建、二元对立的解构与性别角色的重新审视以及语言的延异与爱尔

兰文化的再审视三个方面进行观点陈述，进一步证明《阿拉比》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成长故事，而是对

错综复杂的人类经验和感知的深入探索。尽管本文在应用解构主义解读文本时存在局限性，未能完全涵

盖德里达及其他相关学者的全部观点，但也进一步揭示了乔伊斯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哲学基础，为类似文

本的文学批评与赏析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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