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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Evelyn Waugh’s first highly successful work, Vile Bodies was seen as “a 
fiction that summarizes and defines an er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
ters, their endings, and the writing techniques of combining tragedy with 
comedy.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youth from the upper social clas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as main characters depicted in the novel can lead the con-
temporary youth to moral ref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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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伊夫林·沃(Evelyn Waugh, 1903~1966)被认为是英国二十世纪最优秀的

讽刺小说家、二十世纪杰出的文体家。自 1928 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衰落

与瓦解》以来，其已出版了长篇小说 20 余部，短篇小说集两部，书信集数部，

其中的佳作有：《衰落与瓦解》《一抔尘土》《旧地重游》《荣誉之剑》《受

爱戴的》等。 
目前我国学者对伊夫林作品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类：1) 以《衰落与

瓦解》《邪恶的肉身》《一抔尘土》为例，解读伊夫林·沃早期作品中的反

讽艺术[1]；2) 解读伊夫林·沃早期作品中的人物，分析漫画式人物的艺术表

现手法[2]；3) 讨论伊夫林·沃早期作品的现代主义倾向[3]。已有的成果认

为：1) 伊夫林沃在牛津就学时结交权贵、虚度光阴和在威尔士一所私立预科

学校任职的经历塑造了他的愤世嫉俗，同时也给他的写作提供了一手的素材；

2) 伊夫林·沃的讽刺艺术表现出了对于当时社会的观察与认识，其中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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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黑色幽默、塑造漫画式人物以及情景反讽；3) 伊夫林·沃的早期讽刺小说，

作为一种通过面对荒谬来维护自己存在的手段，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基本

一致。 
《邪恶的肉身》是伊夫林•沃第一部大获成功的作品，也是他最重要的代

表作之一 1。《邪恶的肉身》的译者吴刚在译后记中对作品进行了全面解析，

也描述了他对这部作品文学价值的质疑。本研究对《邪恶的肉身》这一文本

的解读，与之前李东霏、刘锦丽的研究均有所不同——李东霏的研究侧重情

景反讽的讽刺艺术，刘锦丽的研究侧重漫画式人物的艺术表现手法。而本文

的研究基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的定义[4]以及吴刚的译本[5]，以

悲剧与喜剧相结合的艺术表现形式为视角进行探索。 

2. 基于亚里士多德悲剧观的艺术表现形式 

2.1. “悲剧”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的定义是：悲剧表现好人、高尚的人遭

遇不公与坎坷，引发读者的怜悯与恐惧，让人体味悲壮与崇高。就悲剧的性

质而言，复杂的悲剧所摹仿的是通过“突转”和“发现”两个重要因素达到

结局的行动。“突转”是指情节的突然转变，“发现”是指人物从不知到知，

导致人们的怜悯和恐惧。悲剧是对完整行动的摹仿——有开端、有延续、有

终结，读者可以看出其中的因果联系——无法一下子就看到结局，但仍是可

以知道结局。悲剧的目的在于摹仿一个行动，人物的性格决定了他们的品质，

而他们的行动决定了他们幸福与否。剧中人物并是为了在行动中表现自己的

性格，而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悲剧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引起怜悯和恐惧

使得这种感情得到陶冶，曾利文在研究中解释“陶冶”的意思为发散、平复、

疏导，并认为悲剧的作用就是让这些怜悯、恐惧的情感迸发出来，然后养成

理性的习惯。悲剧描写的可怜与可怕的行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生活，对高尚

之人的怜悯会使人趋于高尚，而对某些厄运所产生的恐惧也会因不断的迸发

形成。悲剧让人看到高尚者遭受不幸，也让人看到不幸者内心的高尚。伴随

着恐惧与怜悯的爆发，心底也一定会自发地产生道德反思。 

2.2. 悲剧与喜剧的异同 

悲剧从即兴口诵到演员的增加、面具以及开场白的使用都有着详细的记

载，而喜剧的起始源头，是由即兴口诵发展而来的讽刺诗，但实际上喜剧与

悲剧有着一个共同的起始源头，即诗的起始源头——即兴口诵。而诗的发展

鉴于作者的不同功底分为两大类——较为稳重的作者创作颂神诗和赞美诗，

而较为浅俗的作者创作讽刺诗。基于作者的差异，诗逐步发展成为悲剧和喜

剧两种泾渭分明的文类。悲剧摹仿比我们今天更好的人，而喜剧摹仿比我们

今天更错误或更丑陋的人。与悲剧中的突转相反，喜剧中的突转是作为从逆

境到顺境的转折点，最后总是以皆大欢喜收场。 

 

 

1源自上海译文出版社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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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邪恶的肉身》悲剧底色的分析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新一代的年轻人出现在英国的上流社会，在光鲜

亮丽的外表之下，暗藏着阴郁与脆弱，他们就是代表了二十年代浮华和绝望

精神的“妖艳的青少年”。他们既天真又老练，不知疲倦地把不安的心和邪

恶的身体一次次投入到任性的不端行为中，饮毒解渴，寻求无尽的感官刺激

和欲望满足，但远远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欲望。《邪恶的肉身》描绘这一代“妖

艳的青少年”群像、深挖时代精神，被誉为“总结并界定了一个时代的小说

宝藏”。 
吴刚在译后记中记述，书中的人物脸谱化程度很高，全书没有一个福斯

特所谓的“圆形人物”。亚当是“圆形人物”最有可能的候选人——因为亚

当的生活经历了感情和金钱的背叛、对婚姻和成就的幻想破灭，照理来说应

该在性格上发生重大的变化，然而对于亚当遭遇的痛苦打击，作者对此的描

写仅仅只是点到为止，虽然在最后“美满的结局”一章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亚

当在性格上的变化，但却又是毫无铺垫以至于略显突兀。而如果将目光的范

围放得更广，《邪恶的肉身》无疑是一本对上世纪二十年代光彩青年群像进

行全景式素描的书——明了的因果关系、起承转合，让读者不至于一眼看到

结局的同时也不会看不到结局，这正是符合对于悲剧演出时间的界定。本研

究对主人公亚当以及并不是主人公、却极具代表性的人物迈尔斯进行分析，

通过分析两者完整的行为，浅窥其性格及思想，与此同时分析伊夫林沃对当

时青年的摹仿，及其如何给当代读者带来恐惧、怜悯等情感，从而进行道德

上的反思。 

3.1. 对《邪恶的肉身》代表人物的分析 

3.1.1. 对亚当的分析 
文本中的亚当是一个懦弱无能的男性，并且对与尼娜结婚十分执着。但

现实是残酷的，唯有他拥有了财产，尼娜才会嫁给他，亚当将自己撰写的自

传作为这笔财产来源，然而出于可笑的原因这本自传被海关收走并焚烧，雪

上加霜的是，他又被少校骗走一千磅，成为话匣子先生却又无缘无故地失去

工作，一系列的遭遇让亚当和尼娜的婚事再无可能。最终，亚当将尼娜卖给

了金杰，又与她成为情人。亚当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那个特定时期的年轻一代

的缩影——薄弱的存在感和虚无带给他们痛苦，但又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3.1.2. 对迈尔斯的分析 
迈尔斯也是那个时代年轻一代的代表之一，他对于爱情有着特别的愿望，

但他所追逐的爱情在当时的英国是不被允许的。《邪恶的肉身》中对迈尔斯

的描述，主要着笔于亚当求娶尼娜的过程，期间埋藏着迈尔斯鲜明的感情线，

从而藉此进一步揭露了当时的社会制度下，为了爱情不断反抗、并与世俗作

斗争的同性恋群体地位低下的社会现象。迈尔斯是反叛的、悲惨的，虽然常

常作为上流小报的主人公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但他的母亲认不出他，他的

好朋友因车祸死去，他被迫出国、被迫与世俗作斗争，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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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着庞大的社会制度，可他空虚的生活和最终的失败也昭示着他无力反抗

的事实。 

3.2. 对《邪恶的肉身》故事结局的分析 

第三章中，亚当把用于和尼娜结婚的一千磅给了少校，后续第十章他再

次遇到少校，但仍是没有追回这笔钱，这一遭遇引发了后续亚当把尼娜卖给

金杰、在尼娜和金杰结婚后又与尼娜偷情的悲剧，老实无能的亚当让人怜悯，

他无法和爱人结婚的原因让人恐惧。怜悯亚当无法与尼娜结婚，恐惧亚当卖

掉爱人的结局，是读者阅读《邪恶的肉身》自然会产生的感受，读者们嘲笑

着去抒发，不仅是一种阅读后的输出，更是表明读者读懂了文本，读懂了作

者的真正意图：用悲剧的方式摹仿比我们今天更加错误或丑陋的人。 

3.3. 对《邪恶的肉身》写作特点的分析 

悲剧与喜剧的结合是《邪恶的肉身》的写作特点。根据亚里士多德在《诗

学》中对喜剧摹仿对象的定义，喜剧摹仿的坏人并不是指恶，而是指某种错

误或丑陋，但这种错误或丑陋又不致引起自身的痛苦或者对自身的伤害。《邪

恶的肉身》中人物都有一定的不高尚之处，如亚当的懦弱无能、尼娜的贪恋

钱财、阿加莎和迈尔斯的胡作非为，但都不至于引起痛苦或者伤害。一场场

派对嬉闹过后的凄凉，如死亡、战争，一次次别离过后的希望，如亚当和尼

娜的关系，《邪恶的肉身》让悲剧变得可笑、喜剧变得可悲时——读者体会

到的是一种更为高明的艺术表现。 

4. 结语 

《邪恶的肉身》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悲剧与喜剧结合这样一种独特新颖、

高明狡猾的艺术表现形式。小说表面上看似是简单幼稚的讽刺，实则充斥着

挣扎的痛苦与不忍的怜悯。伊夫林·沃结合悲剧与喜剧的手法，刻画了英国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流社会的青年，他们乖张却又空虚、引人发笑却又让人

怜悯、发人深省。当代年轻人在阅读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流社会青年的混乱

派对生活和他们所获得的、如今看来是必然的结局时，若明白故事情节的荒

唐，并做出自己的思考，找到摆脱困境的方法，这无疑是是养成理想习惯的

基础，也踏出了道德反思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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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可笑的悲剧——浅析《邪恶的肉身》 

摘要：《邪恶的肉身》是伊夫林·沃第一部大获成功的作品，被视为“总结

并界定了一个时代的小说珍品”。本文对这一文本的人物、故事结局与写作

特点进行分析。本文认为：伊夫林·沃结合悲剧与喜剧的手法，所刻画的英

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流社会青年可以引导当代青年进行道德反思。 

关键词：《邪恶的肉身》，喜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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