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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妇人》写作特点评析
杨 琳

摘 要：《小妇人》 这部小说是当今深受欢迎的经

典文学作品， 也是 19 世纪美国著名的女作家路易莎·
梅·奥尔科特的成名作。 本文试图从几个方面分析《小

妇人》这部作品的写作特点，从而进一步探索《小妇人》

成为不朽的经典的魅力和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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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九世纪美国自立自强的新女性塑造

《小妇人》中塑造的每个女主人公身上都体现出了

自立自强的精神。 马奇太太在丈夫随军参战之后，用自

己瘦弱的身躯承担家庭重担，独自照顾四个女儿；虽然

家境并不宽裕， 但她还带领女儿们去帮助更为困难的

人们，在她身上体现出女性在伦理上的自强。 梅格不屑

于上流社会的虚伪，为了追求真爱而选择清贫的生活；

尽管婚后生活拮据，她仍然意识到“贫穷不是坏事”，因

为贫穷赋予她丈夫开创事业的勇气， 从而使他们的生

活更有意义，在她身上体现出女性在情感上的自强。 贝

思在母亲到前线照顾重病父亲的期间， 担负起照顾自

己姐妹的任务；她不求回报地爱着自己的家人，穷人和

弱者； 甚至因为被姐妹们遗弃的玩具娃娃的残旧而更

加珍爱他们；后来因为帮助赫梅尔一家，贝思染上了猩

红热，继而失去生命，在死亡面前，贝思坦然接受，毫不

畏惧，因为她相信死亡是与自然的融合，在她身上体现

出女性在道德上的自强。 艾米作为最小的女儿，虽然有

点娇气，她梦想成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并为此不懈努

力，即使受到挫折、嘲笑也毫不怀疑自己的能力，在婚

后，她没有按传统为家庭放弃一切，而是继续自己的艺

术追求；对贫苦民众的同情心驱使她投身慈善事业，在

她身上体现出女性在人性自我完善上的自强； 乔作为

小说的核心主人公，充当着小姐妹的领导者，时时都表

现出坚强乐观、自强自立的个性；她热爱写作,一方面因
为写作给她带来快乐 ,另一方面 ,写作是她保持自立的
一种方式,让她“能不向别人要一分钱而为自己提供所

需要的一切”；她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成为作家并开办

学校，并且在婚后也强烈要求自立,要求“我要承受我那

一份, 我要帮着赚钱养家”， 体现出女性在事业上的自

强。

二、 暗示描写

《小妇人》中四姐妹亲密友爱，但作者奥尔科特却

有意识地将她们分成两组， 文中写到：“梅格是艾米的

知己和导师，而由于某种相反性格之间的奇异吸引力，

乔也成了贝思的知己和导师， 这个腼腆女孩的心事只

说给乔听；同时她对乔的影响也比家里的其他人大。 两

个姐姐常常在一块，但是各自管着一个妹妹。 ”在这里，

奥尔科特借着把四姐妹划分成两组来暗示其不同性格

与当时社会的协调关系。

虽然乔与贝思在性格上完全是背道而驰， 一个脾

气暴躁，性烈如火，另一个却安分守己，温柔如水，但是

两人在与社会的协调性上却有很多共同之处。 乔热衷

独立，目标远大，男孩子气十足，与社会上的淑女形象

格格不入，尽管她也曾试图改变自己，听从艾美的建议

做一个端庄稳重的小姐， 可是她的天性阻止了她的改

多种文化互相承认、互相尊重、互相补充的和合过程。

其次， 探讨著译关系的意义也是对译者身份的再次关

注，作为文化传播的大使，译者的影响始终存在并浸润

着无数读者大众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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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她的独特性格与对事业的追求注定她是不为当时

的主流社会所接受的。 而同样不为人们所接受的贝思，

既温顺又害羞，由于无法适应学校的生活而辍学在家，

她在家中是个贤妻良母型的小姑娘，任劳任怨，无私付

出而从不求回报，她仿佛是为别人而存在，甚至因为帮

助别人染病去世。 书中的贝思就像天使一样单纯圣洁，

而不属于现实的社会。 很显然，奥尔科特将乔和贝思分

为一组，是在暗示她们两人都不符合 19 世纪美国社会
对传统妇女的界定。

相比较而言，美丽大方，聪明伶俐的梅格和艾米她

们两人都深受上流社会的青睐。 梅格向往贵妇人荣华

富贵的生活，她的目标就是充当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

而艾米有点娇气， 她重视上流社会的礼节和自己的容

貌，从小梦想着长大后打进上流社会。 尽管梅格看清了

上流社会的虚荣，最终选择嫁给了贫穷但诚实的男人；

艾米也在生活中放弃了“理想”与邻居劳里结合，但不

容置疑的是， 梅格和艾米比乔和贝思更能被世俗的社

会所接受容纳， 将这两人分为一组无疑也是作者对读

者的暗示。

三、 人物性别上的不平衡

《小妇人》的一个显著特色是男性角色很少，而且

出场次数也很有限。 小说中的几个主要男性人物像马

奇先生、劳伦斯先生、劳里在小说中出现的次数都不多,
即使他们出现,也是因为作者需要强调女性角色对他们
的关爱。

文章开篇四姐妹在讨论圣诞礼物时， 就交代了马

奇先生的缺场， 这也为全文的整体叙述做好了铺垫。

“因为乔伤心地讲道：‘可是父亲没有跟我们在一块，而

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也不会和我们在一块。 ’”

后来马奇先生重病卧床,最终还是依靠马奇夫人无微不
至的照顾恢复了健康。 劳伦斯先生由于曾经失去小孙

女女而多年沉浸在悲痛中,贝思天使般的温柔体贴使他
倍感欣慰， 当他把钢琴作为礼物送给带给他很大快乐

的贝思后， 贝思向他道谢时亲吻了他，“这一充满信任

的亲吻大大地感动了他，让他高兴，他冷冰冰的严厉样

子霎时间消失殆尽；他把她放在膝头，用皱纹纵横的老

脸和她红润的脸蛋贴在一起， 觉得他所爱的小孙女又

失而复得了。 ”劳里,虽然身处上流社会，但还是被贫穷

的马奇太太一家特有的母性气氛和温暖所吸引。 奥尔

科特这种大胆的写作风格使她在同代的作家中脱颖而

出。

《小妇人》中的男性人物都基本无法给他们的女性

亲人提供应有的帮助和支持 (有的是因为战争而负伤,
有的是因为曾经受到感情的伤害,还有的是因为自己本
就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因此小说中的女性不得不承

担起日常生活和社会中的各种责任,并用脆弱的肩膀支
撑起自己的每一个家庭。

四、 以小见大

《小妇人》的另一个成功之处在于作者没有花大篇

幅去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而是把家庭这一组
成社会的小单元设置为人物具体的活动环境， 处处细

节都显示出作者以小见大的独特之处。

首先,作者主要描写的是一群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家
庭生活 ,由于社会地位低下 ,小说中的马奇一家以及他
们的朋友们, 都在生活中经历着自身无法改变的苦难。

在小说的开篇,作者表面上描写的是四姐妹由于生活困
窘不得不接受母亲的建议取消自己盼了一年的圣诞礼

物,实则是想从中体现当时美国社会穷苦大众的苦难生
活 :忙碌一年的他们 ,居然不能实现孩子们小小的圣诞
愿望。 可以说,这样的大环境对于人物的身心成长是非
常不利的。 但作者的精妙之处在于她不去着力描述小

说人物的苦难生活,而是浓墨重彩地展现他们在困境中
如何相互安慰、相互取暖的动人情景 ,让和谐幸福的家
庭生活给从而让苦难的人们从和谐幸福的家庭生活中

得到心灵上的慰藉， 藉此实现主人公们的自我成长和

自我救赎。

其次 , 奥尔科特非常擅长通过细节描写来体现家
庭生活的温暖。 每天的家庭生活都是伴随着喜怒哀乐

等各种情感度过，平淡中总会蕴含着无数的小小惊喜。

小说的情节源自现实生活,奥尔科特不仅借助人物的言
行举止来直接反映家庭生活的美好,而且注重利用环境
等细节烘托小说的主旨。 例如:在小说前段部分,作者描
绘了圣诞节化装舞会时的飘雪， 是象征着女孩们的纯

洁心灵 ;在小说中段部分 ,当乔得知妹妹艾米与曾经向
自己求婚的劳里订婚的消息时,作者提到天空突然下起
了阴雨，从而烘托乔失恋时的孤单;在小说结尾部分,作
者描写了满地郁郁葱葱的庄稼， 似乎预示着马奇太太

马上将要享受的天伦之乐,同时也暗示四姐妹真正成长
为年轻有为的小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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