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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的解构主义解读 

 
 

周双 

（湖南大学，湖南省、长沙市，410012） 

 

摘要：本文用德里达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伍尔夫的小说《岁月》进行了新的解读。细读文本，发现作
者在这部小说中体现了对“ 逻各斯中心主义” 的颠覆，并且有意无意地解构了几组二元对立的模式--过去/
现在，男性/女性， 时间/空间，同时文中某些重要概念还存在意义的不确定性。正是这些解构主义的特点
为后人解读伍尔夫的意识流作品开辟了新的道路。 

 

关键词：《岁月》  解构主义  二元对立  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 (I1)       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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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 1937 年出版的《岁月》是一部以时间为背景的随笔小说。这位生活在英国维多

利亚时期的女作家被誉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本文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与

作者本身的经历有关，她成长于一个九口之家，家庭之间的矛盾以及她同母异父的兄长对她

的伤害给伍尔夫留下了永久的精神创伤。作品形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着深刻的历史背

景。 

小说主要讲述了帕吉特家族三代人的故事，即：以上校帕吉特为代表的第一代，以帕吉

特上校的七个子女、迪戈比·帕吉特两个女儿、马隆院长的女儿构成的第二代，以莫里斯的

子女为代表的第三代。其中，第一代人的人物构成相对简单，第二代人物构成阵容最强大，

作为上下两代的夹层和过渡，这一代人经历维多利亚与爱德华时代的更迭，经历了一战，经

历了英国妇女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是历史的最佳见证者。第三代人的人物则开始聚减。书中

的十一位女性由于沉浸在漫长的历史中而显苍老，她们对生活的觉悟也随之发生变化。小说

包括了十一个年份，岁月以这样一种看似无情的方式讲述了一种生活的现实。作者介绍了一

个在小世界里各色人物的内心活动，对上流社会和底层社会人们的外在生活和内在心理做了

较为准确的分析描述。 

近年来这部小说引起了我国评论界的关注，学者们主要从女性主义、时间观、意识流等

角度来解读这部作品。细读文本后，发觉对该文本的分析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本文试从解

构主义的角度来对其进行分析。 

解构主义哲学思想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德里达作为解构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其解构

主义方法是从批判对象的理论中抽出一个典型的例子，对它进行剖析、批判和分析，通过自

己的意识而建立对于事物真理的认识：反中心，反权威，反二元对立（豪威尔斯：21）。解

构主义的任务之一就是“颠覆文本中不对称的二元对立概念或等级秩序”（王先需：182）。

《岁月》的情节发展便是对小说中过去/现在，男性/女性，时间/空间三个主要的二元对立

概念的消解。此外，解构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意义的不确定性或对终极意义的否定（张

首映：433）。在《岁月》中，伍尔夫对其中涉及的一些社会问题，很少发表自己的见解，

而是将其留给读者去思考。正如作品中“新世界”这一概念，作者并未给予它明确的界定或

意义，而是留给了我们一个开放自由的思考空间。本文结合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分析伍

尔夫的《岁月》，并从中揭示文本所呈现的深层问题：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消解二元

对立。 

《岁月》起初为读者呈现的是一个顽固守旧、受封建传统束缚、令人压抑的旧社会。这

是一个以帕吉特家族中的第一代人为主，以帕吉特上将为代表，以帕吉特家族的老房子为中

心的英国封建社会。在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上层社会，父权制盛行，女性基本没有地位，

只能是作为男人多附属品呆在家中劳作，而像帕吉特上校之类的男人则过着无拘无束的奢华

生活。就拿帕吉特上校对其大女儿埃莉诺的束缚来说，在他在世时，埃莉诺哪也不能去，帕

吉特上校作为英国传统封建文化的代表，严控她的自由。另外，从埃莉诺在主持家务时其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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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们却在学校里接受着良好教育，孩子们看到父亲回来时各种惊恐的表情，以及帕吉特上校

对女儿花钱学音乐的不满，却对儿子马丁给予六便士作为学习进步奖等细节中，我们可以看

出，这种充满各种弊端的封建家族制社会是缺乏自由，且无所谓公平的社会。其中喜欢冒险

的小女孩罗斯夜晚骑马穿过街道的画面，以及书中多次出现的女性人们站在窗边向外张望的

情形之类的细节描写都传达了人们对当前时代不满，及其对自由、平等的憧憬。传统的旧社

会向自由的新社会过渡的转折点是父亲的去世。父亲离世后，埃莉诺毅然将老房子卖掉，独

自一人居住在一间工人公寓里，有了自己独立自主的物质空间。从此她可以随时去看望她的

亲戚朋友，可以出国旅游，做着自己想做的一切来拓展自我的视野，丰富自己的人生。 

除了描述英国守旧落后的维多利亚时期之外，作品中也不乏对美好自由新社会的描写。

在此，埃莉诺有了相对自由的活动，在她出游的同时还外出做义工，与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

尤其是同低于自己阶级的人相处。这体现了新社会所特有的自由与平等。从职业观来看，新

社会的人们大多过着独立自主的生活，有了更多的选择。佩吉作为战后新一代女性的代表，

有着作为女医生的职业、未婚、经济独立。作为牛津大学教授之女的吉蒂是一个争强好胜的

女商人，有一份在剧院里的工作。而作为男性代表的诺斯，去往了英国的殖民地—非洲服务，

从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被看做是新社会多元化特征的体现，人们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

活了。从受教育的程度上来看，这个时期的人们无论男女几乎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拥有

了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的自由权利。受过大学教育的佩吉便是个很好的例证，她想象力丰富，

思想新潮独特。博学多才的她毕业后找到了体面的工作，实现了自我在社会中的价值。 

很显然，小说描写独立自由的现在，是为了与顽固守旧的过去作对比。然而这种过去与

现在的对比是不稳定的，因为并非每个人都对现在十分满意，至少第二代人中的埃莉诺、帕

特里克等人就对现在仍有不满，且经常回忆过去的生活。比如在故事的第八部分，马丁与萨

拉外面午餐时，当萨拉开始读祷告书中的内容时，马丁叫她停下，因为旁边有人在听。而正

当马丁说起他极不情愿地被征入伍时，萨拉又立马打断他，因为旁边有其他人在听

（Woolf :177）。看来，新社会的人们并未享有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在故事最后一部分

中，当艾莉诺带佩吉去参观以前的老房子时，眼前浮现了对过去的无限回忆与留恋。她希望

自己能回到过去那有趣的，安全的八十年代，但这一切在她看来是美好却不真实的

（Woolf :255）。显然，埃莉诺并不是真心想要回到过去，她时常对过去的回忆实际上是对

现在的逃避和否定。在迪莉娅所举办的聚会上，迪莉娅感慨道：“英国是个多么富有的国家

啊！”帕特里克也说道：“大英帝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的国度。”（Woolf :304）可见

他俩对旧社会时期的英国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但这也进一步表明了人们对战后生活的不满与

逃避。小说一方面塑造了一个自由平等的美好现在，一方面又告诉读者这种现在充满了弊端

与矛盾，因而我们可以看出小说文本的分裂性。正如解构主义批评家们所说，“文本自身具

有矛盾性和颠覆性”，任何文本都是不确定的，均表现出一种自我分解的性质。所以，是小

说本身解构了封建保守的过去与自由独立的现在的对立，而过去与现在之间界限又具有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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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过去的特征—不平等、少亲情，所谓美好自由的现在在文中

只不过是人们美好的愿景而已。此外，文中还多次提到了“新世界”这一概念，最初是在埃

莉诺与尼古拉斯的第一次谈话中提出的。“有关新世界…”她大声说道。“你认为我们的生

活将会得到改善么？”埃莉诺问道。接着，埃莉诺又问道：“但是，我们该如何改善生活…

让我们活得更自由…更好…我们该如何做是好？”她降低了声调以免吵醒身旁熟睡中的人

（Woolf :255）。在他俩如此激动且兴致勃勃的讨论中，不难看出“新世界”在此指代的是

人们心中对和谐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虽然生活在以独立自由著称的新社会，心底却仍然对

这种不确定的现实表示不满，依旧对所谓的和谐美好的世界充满向往。但他们对“新世界”

这一概念所代表的社会也不能给以确切的实现年限，说明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这种对意义的不确定，以及对终极意义的否定正好是对解构主义中延异这一概念的最佳

诠释。对“延异”这一概念有两个方面的指示意义，一指时间上的推迟，二指空间上的差异。

它揭示了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认为文本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和环境的变

化不断延异的 

（周蓉蓉：1）。延异是一种不稳定的语言思想，它代表着意义的不断消解。这就解释了《岁

月》中人们对代指美好生活的概念一再改变，却无法确定的原因。因为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定义也是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这种对概念定义的不确定性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其

所代表的意义的消解。 

在《岁月》这部家族式的小说中，伍尔夫描绘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到 20世纪 30 年代左

右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讲述了女性为争取平等权利所付出的艰辛及由此取得的巨大进步，

讨论了新形势下两性关系的和谐发展（段艳丽：1）。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几乎没有属于自

己的自由，正如小说开始讲述的被束缚在病床上的母亲：“她躺在凹陷的枕头上，一只手放

在面颊下，轻轻地呻吟着，仿佛她在一个即使在梦境里前面的道路上也依然布满了障碍的世

界里漫游。” （Woolf : 17）这里描述的是一个为家庭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形象，从其表

情中可得知：她一生都深受束缚，毫无自由可言。而与之相比，她的丈夫却过着无拘无束的

生活。这位老兵可以去俱乐部找人喝酒聊天，甚至还可以去找情妇寻欢作乐。而到了第二代

妇女，她们的选择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开始有了一定的自由。埃莉诺在父亲离世后，卖

掉房子，去往各地旅游。他摆脱了父权制生活的束缚，可以做任何自己喜欢的事。第三代女

性则更自由了，想象力丰富的佩吉有着新潮独特的思想，她比以往任何一代女性都更具有批

判性和攻击性，敢于用言语和行动来维护女性自我的权利。再从学校教育这块来看，在埃莉

诺那一代，学校几乎就是男性的专属地，女性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正如小说中帕吉特上校对

其子女学习的态度的区别一般，他认为女儿迪莉娅去上音乐课是在浪费钱，而对于成绩有所

进步的儿子马丁则给与其六便士以作奖励。但第三代的佩吉则拥有同男性一样的受教育权，

并学会了用自己所学得的东西为自己辩护。此外，我们还可以从职业观的角度来分析，小说

中以埃莉诺的母亲为代表的第一代女性几乎就是男性的附庸，她们的职责就是做贤妻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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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埃莉诺操持家务的时候，他的弟弟们都外出工作：莫里斯成了法官，爱德华成了牛津

大学的教授，马丁则成了军人，这些都是埃莉诺望尘莫及的。但第二代的女性中也不乏独立

自主的女性，牛津大学教授之女吉蒂就是一位争强好胜的女强人，她拥有一份在剧院里的工

作。而他们当中极具冒险精神的罗斯，作为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代表，她参与了从 19 世纪

末到 20 世纪 20 年代妇女运动的第一次浪潮。正是经过了第二代妇女们的努力，以佩吉为代

表的第三代女性才能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工作，从而可以像当时的男性一般实现自己的社会

价值。 

由此可见，小说描写了从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到男女两性和谐平等的过渡。小说最后描

写男女两性在自由空间上，受教育的权利上，以及工作的权利上达到了互补相融的程度，表

明文本自身对男女两性不对称的二元对立的消解。《岁月》中起初描写的男性和女性间的对

立就是不稳定的，它引发了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这也就预示着男女两性间的二元对立

终将消解。但伍尔夫在小说中的安排暗示我们：寻求女性解放，并不是要女性凌驾于男性头

上，也不是要女性失去固有的温柔，变得和男性一样。而需要两性相互映衬而存在，因为无

论哪个性别都是不完美的，都是有缺限的（段艳丽：5）。从伍尔夫的女权主义观中，我们

可以得知，她是主张男女平等，强调男女差异的。她意识到世界由男女两性构成，只有男女

对话与融合才能构成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正是伍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具体体现，它一方

面解构了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关系，一方面使妇女突破性别偏见，为社会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沈渭菊：2）。因此，她的这种双性同体思想既避免了传统的父权制的继续，又消解了两

性间不稳定的对立关系，同时还避开了当今一些极端女性主义者提出的女性中心论的观点，

她的这种观点是一种多元化的、开放的思维模式，是顺应当代社会历史环境的。 

《岁月》中一个重要的空间线索是“伦敦”，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而是英国的现代

文明与传统闻名交锋的战场。伍尔夫在此描述的正是英帝国主义由殖民扩张的鼎盛走向衰竭

的时期，而伦敦作为大英帝国的首都，是当时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因此“伦敦”这一地

名在小说中顺理成章地担当了英帝国主义的象征（沈渭菊：2）。而那座一度人气鼎盛的老

房子则是伦敦这一空间里的主轴，作品中莫里斯上班的法庭，帕吉特弟弟迪戈比·帕吉特家，

萨拉、麦基的住所，以及茱莉亚布置的宴会厅等其他空间场合则是围绕着“老房子”这根轴

在转换变动着的。 

从时间来看，作者按编年史的方式，描绘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到 20 世纪 30 年代间普通

民众的生活。文本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打破了时间的线性发展，使时间在过去、现在与未

来融会。这是一种淡化故事情节，在同一时间内展现不同人物意识的共时性写作。在这种意

识流的叙述中，还夹杂有些许的倒序成分。在小说的最后一个部分中当埃莉诺回顾自己的一

生时的心理描写就运用了倒叙的叙事技巧。如“我的一生几乎是为别人而活的，为了我的父

亲，为了莫里斯，为了我的朋友，为了尼古拉斯……。顿时与尼古拉斯交谈时的片段涌上她

的心头（Woolf :281）”。又如，当萨拉重新在诺斯面前提及诺斯信中的内容时，诺斯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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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到了非洲农场上，似乎又看了了曾经那个年轻却孤独的自己。这种叙述技巧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更进一步地打乱了文本的时间顺序，使小说中人物的意识之流具有更大的跳跃性、

随意性。 

《岁月》这部作品中游走着两条主线，一条是以时间为轴叙述从1880年到1981年间帕吉

特家族中发生的事情，一条是以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结合而成的空间为轴的叙述。在这里，

时间与空间的对立是不稳定，不清晰的，因为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

时间来理解和衡量，两者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岁月》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人物在

变化着的空间场合穿插上演，起初是在帕吉特上将的家，接着转移到了莫里斯上班的法庭，

而后又随着帕吉特上将转移到了他的弟弟迪戈比·帕吉特家，紧接着跟随萝丝来到了萨拉和

麦基的住所，后来又随着埃莉诺转移到了莫里斯在西班牙的家，之后又随着埃莉诺回到了她

在伦敦的老家，就此又转移到了凯蒂的派对上，后来又随埃莉诺来到了麦基婚后的家中，最

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聚集到了迪莉娅所布置的宴会厅。期间，每一地点所发生的事情都发

生在一天时间里，这表明：空间可以超越时间，而时间也能包容空间。再如，维多利亚时期

的女性空间基本上是在家庭之内，没有公共空间。《岁月》中，“窗户”这一意象就表明了

当时女性对于自由空间的渴望。“米莉和戴利亚只能悄悄站在客厅窗帘后偷偷注视着年轻男

子进邻居的屋子”，“一个妇女将头探出窗外四处张望”等都足以证实这一点（段艳丽：2）。

但是随着时间的递进，新社会的到来，女性的自由空间渐渐扩大。特别是以佩吉为代表的第

三代女性，她们拥有自己的职业、未婚、经济独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时空间存在一种

正相关的联系，同时也表明了文本自身对时间与空间二元对立的消解。 

伍尔夫作为主要的意识流作家之一，在时间观念上，她侧重心理时间的描写。心理时间

代表往昔记忆、经验与现实沉思和未来畅想的交叠，是内在意识无尽的“绵延”（李萌萌：

2）。在意识流小说中，时间是不确定的、朦胧的、无序的，空间在颠倒的时间中成为碎片，

作者在这颠倒的时序中展示颠倒的意义（刘加媚：5）。意识流小说不受时空的束缚，不按

照客观时空顺序创作。它将人物从时间顺序中解放出来进入各自的心理空间。下面我试着分

析下意识流在诺斯这一人物身上的应用，全文对诺斯的心理空间的构造是根据人物的心理时

间跳跃性的将回忆、现实、与想象穿插起来的。当诺斯开车在伦敦街上游走时，他的心思开

始转回到他在埃莉诺家聚会时的场景。而当他看着正在跳舞的人时，他的心理空间又开始从

眼前的事物无限延伸，开始想象另一种背景……（Woolf :284）。当诺斯目睹了他眼中所谓

的混乱的物质世界时，他又开始怀念小时候平淡而纯真的生活。入睡后，他又梦到了一幅山

水田园般的画面，以及自身与大自然的融合，此处的意识流描写寄予了诺斯对内心自由的向

往（Woolf :323）。如此看来，叙述者为人物构造了三个叙事维度，分别是诺斯的现实生活、

他所回忆的过去、以及他想象中的世界。人物的思想将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层面统一到一

起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心理意识空间。此处的时间很短暂，甚至只停留在那么一瞬间，而人物

的心理空间却进行了全方位的位移。文本自身的描写消解了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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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三种时间重叠在一个物理时刻，把不同的空间并列在一个时间点（刘荡荡：6）。这表明

了时间对空间的超越，空间对时间的体现。此外，本来时间是有先后性的，但作者在意识流

描写中却统一采用过去时把他们置于同等的地位，让人物的心理空间与现实中的时间共时。

这再一次摧毁了时间与空间的壁垒，将时间与空间融合起来。《岁月》这部意识流作品割裂

了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将时间转换成空间，把一切彻底空间化，正是通过这种形式，作

品才消解了时间与空间的二元对立模式。 

总之，《岁月》一文主要向我们讲述了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其中，伍尔夫对女性

的地位转变做了较好的诠释。在小说的进程中，我们发现过去/现在，男性/女性，时间/空

间这三个主要的二元对立概念在文本中都能找到相互融合的因素，说明这些二元对立是不稳

固的、摇晃的、不成立的。这也许就如人们对“新世界”这一概念的憧憬一般，是飘渺、模

糊、多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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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Virginia Woolf’s The Years from Derrida’s deconstructionism, and 

embodies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Logos- centralism. This paper further deconstructs the mode of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males and females, time and space. Some meanings in 

this paper are multiple and changing. Th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constructionism have found a new 

way to analyze Woolf’s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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