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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Beloved, Morrison characterizes an “infanticide” tragedy that a black mother 
Sethe kills her daughter “Beloved” in the American slavery society. It displays 
Morrison’s reflections on ethical relationships and describes ethical choices of 
Sethe and other black groups. Taking Sethe’s infanticide behavior as the re-
search object, the paper mainly interprets the maternal ethical identity under 
patriarchy, the black ethical environment under slavery, and the ethical con-
sciousness of a black mo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ethics. It analyz-
es the reasons why the black mother made infanticide behavior, and focuses 
on the various helplessness of Sethe as a black mother. It hopes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ethical choices of black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ncourage them to find a broader living space in the difficulties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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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一名美国黑人女性作家，莫里森在多部作品中以黑人女性为写作对

象，主要探讨美国黑人女性的身份困惑、生活抉择及情感问题。莫里森在《宠

儿》中塑造了一个亲手杀死自己女儿的黑人母亲形象，再现美国黑奴制社会

中的“弑婴”悲剧。作品中涉及到的“弑婴”主题早在古希腊神话中就已出

现，在美国现代族裔文学作品中也多次复现。希腊神话中的美狄亚由爱生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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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自己与伊阿宋所生的两个孩子后逃往雅典。汤亭亭在《女勇士》中描写

到无名姑姑受辱后抱着婴儿投井自杀。谭恩美在《喜福会》中描述了年轻美

丽的莺莺亲手溺死儿子后逃出家庭。不管是希腊神话中因爱生恨的美狄亚、

《女勇士》中通奸受辱的无名姑姑、《喜福会》中婚姻不幸的莺莺，还是《宠

儿》中备受折磨的塞斯，她们都是孤独无助且被疏远的母亲形象，处于相似

的困境中，也许“弑婴”是她们表达伦理诉求所采取的一种手段。 
笔者发现学者主要从女性主义、叙事理论、创伤理论、心理分析等角度

进行研究，探讨母女关系、种族身份、人格缺失、精神世界等主题，也有一

些学者从部分层面对《宠儿》的“伦理”主题进行探讨。王丰裕主要聚焦“伦

理记忆”，分析塞斯个人及黑人集体在“记”与“忘”平衡中做出正确的伦

理选择[1]。黎明和曾利红将创伤叙事与诗学伦理结合起来解读，体现创伤主

体塞斯的“身体书写”[2]。修树新描绘的黑人女性的“生存伦理”，在极端

的杀子行为背后隐藏着黑人妇女塞斯对生存意义的理解[3]。不难发现，从文

学伦理学角度分析《宠儿》中塞斯“弑婴”的反母性行为，还有一定的研究

空间。 
在中国，聂珍钊教授最早提出以伦理批评为文献研究的标准。他指出“文

学伦理学批评主要指的是一种以文学为批评对象的研究方法或者是一种思维

方法”[4]。文学伦理学批评“从伦理的视角解释文学中描写的不同生活现象

及其存在的道德原因，并对其作出价值判断”[5]。聂教授也曾对莫里森的作

品《慈悲》做过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解读，指出“奴隶制和种族歧视是造成白

人–黑人以及黑人内部家庭和社区伦理关系扭曲、伦理混乱以及黑人所面临

的种种伦理困境和伦理两难的一大罪魁祸首”([6]: p. 282)，这表达了其对黑

奴制破坏黑人人伦的控诉。《宠儿》中，不管是黑人社区的伦理环境，还是

塞斯、黑尔、萨格斯等黑人个体的伦理身份和伦理意识，莫里森都有深刻的

描写。父权制下塞斯的母性伦理身份怎样体现？黑奴制下黑人群体的伦理关

系怎样体现？在伦理意识指导下塞斯又是如何做出伦理选择？这些问题需要

进一步探讨。本文从文学伦理学视角出发，着眼于塞斯的身份、生活与情感，

聚焦伦理身份、伦理环境和伦理意识，探讨其伦理选择如何影响并导致“弑

婴”悲剧。 

2. 父权制下的母性伦理身份 

莫里森始终把黑人女性的生存命运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对其心理特质、

身份认同、身份诉求等话题进行追问和反思。不管是《最蓝的眼睛》中向往

白人生活想拥有一双蓝眼睛的黑人小女孩佩卡拉，还是《秀拉》中不畏权威

敢于挑战社会习俗的黑人女性秀拉，还是《宠儿》中为了让女儿不经受悲苦

命运而结束其性命的黑人母亲塞斯等，总体而言，莫里森一直对父权制度下

的女性和母性伦理持极其矛盾的看法。 
(一) 制度化的母性  
在《宠儿》中，塞斯身为一位黑奴母亲，对于自己的母性伦理认知受到

父权思想的影响和“制度化母性”([7]: p. 218)的束缚。制度化母性，它是父

权社会对母性赋予的一种期待，也是对母性的自主权的一种束缚。成为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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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在心理和生理上不断依附男性。这说明不管女性具备何种潜质和能力，

必须接受父权文化套在女性身上的条条框框，接受女性生理和心理被束缚的

种种可能性。母性被建构为一种没有话语的存在，即被建构成一种无需讨论

的默认状态。父权社会对于母性的这种建构，影响着女性成为母亲的选择和

如何去实践母亲身份的内容和标准。一方面，制度化母性一定程度上有助于

黑人女性获取符合时代的“合法”母亲身份；另一方面，它又留下黑人母亲

被误解的刻板印象，束缚着黑人女性主体性表达。《宠儿》中塞斯杀死女儿

的行为就是黑人母亲身份合理化诉求的最好例证，可见塞斯对得到制度化母

性庇护的渴望，但实际上塞斯并没有得到庇护，反而受到所有人的不理解与

鄙视，一直生活在身体和精神的痛苦挣扎中。塞斯做出的伦理选择，成为白

人社会污名黑人母亲的借口，反映出制度化母性压制黑人母性的一面，而塞

斯在以白人母性标准践行母亲权力时也同样陷入主体迷失的状态。 
(二) 身份迷失的母性 
母亲身份是首先是母亲作为一位社会中独立存在的个体的身份。“人的

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

([8]: p. 253)在《宠儿》中，母性体现为塞斯的个体存在主体意识以及她想保

护女儿的强烈欲望。塞斯一路逃跑，在饥寒交迫和腹背受敌的艰难环境下，

仍却没有放弃求生的意志，她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就是要在这个黑人女性受到

男权和白人压迫的社会中寻求一份自己的自由，求得孩子安全，这便是她身

为一位母亲的责任与义务。“人具有伦理意识，这种伦理意识最初表现为对

建立在血缘和亲属关系上的伦理身份的确认，进而建立伦理秩序……身份的

改变就容易导致伦理混乱，引起冲突。”([8]: p. 257)塞斯和宠儿血浓于水，

有着建立在血缘和亲属上的伦理关系。可是在她用尽全部力量抵抗艰难与不

公时，塞斯作为母亲的伦理身份改变，她发觉只有将不满一岁的宠儿杀死才

能换取真正的自由。在奴颜婢膝的活着和有尊严的死去之间，塞斯替宠儿做

了这样一个极端的决定——结束其生命。与外界隔绝的黑奴塞斯显然缺少社

会的认知，无法对“甜蜜之家”外的其它社会现象有清晰的认知，只会按父

权制下的母性伦理来行事，体现出其伦理意识的迷失。她一直想着不要让自

己的孩子过着和自己一样的生活，导致其母性伦理迷失方向，主动忽略宠儿

的生存权力，导致其陷入“弑婴”的伦理困境。 

3. 黑奴制下的黑人伦理环境 

如果说是父权制下的母性伦理直接造成了塞斯“弑婴”的悲剧，那么在

黑奴制下的黑人伦理环境更是助推了进程。“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对文学的

范例分析和阐释，强调回到历史现场，在特定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中分析

文学作品。”([8]: p. 99)它强调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

间的被认可和接受的伦理秩序。在不同的伦理环境中，人会产生不同的伦理

反应。 
(一) 黑人群体的伦理异化 
在《宠儿》中，塞斯作为独立的人类个体在进行自我伦理选择时，并没

有体现文明的行为迹象，却以极端表现方式颠覆了传统母性。在黑奴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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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黑人的伦理选择与正常的伦理道德背道而驰，欲望脱离了理性的控制。

“社会的伦理规则是伦理秩序的保障，一个人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就必

然要受到伦理规则的制约，否则就会受到惩罚。”[5]塞斯是奴隶主的私有财

产，一旦被奴隶主抓回去，不仅她难逃悲惨的命运，儿女也定会重蹈覆辙。

面对奴隶主的追捕时，塞斯毫不犹豫选择结束宠儿生命，打破了社会的伦理

秩序。“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

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关系。”([8]: p. 13)女性黑奴在劳动之

外还有随时被奴隶主和其他男性凌辱的风险。“甜蜜之家”的男性黑奴都与

塞斯发生过性关系。这表明身为奴隶的黑人群体并没有形成自然和谐的伦理

关系，黑人伦理在混乱的伦理关系中发生异化。塞斯将宠儿的喉咙锯断，以

此来逃脱被摧残的命运。“两个男孩在一个女黑鬼脚下的锯末和尘土里流

血……只顾把婴儿摔向墙板，没撞着，她又在做第二次尝试。”([9]: p. 149)
在生与死的抉择上，塞斯用孩子的死亡作为自己母亲身份的伦理责任的支撑，

在伦理道德的制高点上保留她认为的无私母爱，造成了“弑婴”悲剧。 
(二) 丈夫黑尔的伦理缺失 
在《宠儿》中，塞斯的丈夫黑尔是非常渴望亲情的。在和塞斯短暂的婚

姻中，他珍重并爱惜塞斯。“比起一个男人的基本要求，他的关怀更接近家

庭的亲情。有好几年，他们只有星期天才能在阳光下看见对方。其余时间里，

他们只能在黑暗中说话、抚摸或者吃饭。”([9]: p. 25)黑尔是有很强的伦理意

识的，可在黑奴制的残酷剥削下，黑尔不能真正承担起自己的伦理责任，他

对发生在妻儿身上的一切都那么无助。“他看见啦？”“他看见啦，肯定的。”

“他说了什么吗？”“没有。”“一个字没说？”“一个字没说。”([9]: pp. 
68-69)怀孕的塞斯被奴隶主和两个侄子欺辱。被关在马厩里的黑尔也只能看

着，他目睹别人对自己妻子的暴行却无能为力，他无力挽救妻子和未出生的

孩子。黑尔被剥夺享有人伦和维护尊严的权利，他作为一位父亲和丈夫的伦

理身份在此刻全然消失。痛苦、耻辱和绝望终使他的精神支柱坍塌。也正是

黑人奴隶丈夫的夫位和父位伦理的缺失，进一步导致塞斯在面对奴隶主的凌

辱时毫无可助之力，才会选择结束宠儿的生命。“这一行为也是人与伦理道

德的冲突。塞斯的‘弑婴’行为在表象上违背了起码的人伦道德。”([10]: p. 98])
这种“弑婴”行为是绝对违反伦理道德的，它不仅体现了塞斯对人性和自由

的渴望，也揭示了社会剥夺其享受人伦的呐喊，最终留下悲痛的伦理悲剧。 

4. 黑奴母亲的伦理意识 

不管是父权制下的制度化母性伦理，还是黑奴制下的黑人伦理异化与缺

失，导致塞斯做出“弑婴”之举。“由于伦理意识的产生，人类便开始渴望

从伦理混乱(Chaos，又称混沌)中解脱出来而走向伦理秩序。”([8]: p. 13)塞斯

与宠儿之间有着割不掉的血缘纽带，在她的伦理意识中，摆脱混乱的伦理关

系，走向稳定的伦理秩序，这也表现出塞斯的伦理意识觉醒。 
(一) 黑人母亲塞斯的情感愤怒 
回归到个人本身，塞斯“弑婴”来源于自身的情感：一是对母亲权力的

自主把控，二是保护子女而进行的反抗。塞斯“弑婴”之举是母性愤怒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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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时产生的极端行为。“《宠儿》无意于提升被剥削动物的权益，它所关

注的是受剥削的人类。莫里森的这部杰作似乎把剥削动物看作是解放奴隶的

一个条件。”[11]这说明母性愤怒情感源于种族与性别不平等，从种族主义和

物种主义的角度折射出塞斯行为的非人性特征。在极端愤怒的情况下，塞斯

“弑婴”行为实则与动物无异。“六七个黑人从大路上的房子走来：猎奴者

的左边来两个男孩，右边来了几个女人。他用枪指着他们，于是他们就原地

站着……”([9], p. 148)塞斯面临着奴隶主的围捕，她做不到对母亲权力的把

控，不能保护自己的女儿。“伦理意识才开始出现，善恶的观念才真正产生。

人的生物性选择与伦理选择说明，知性是通过自然选择获得的，但是理性则

是通过伦理选择获得的。”([8]: p. 6)塞斯出于母性保护本能杀死宠儿，却把

自己置于未同兽区分开的境地，这种伦理意识并不出于理性，这一行为也不

是理性伦理选择，而是保护孩子免受迫害而不得已的愤怒选择。她就是不要

让自己的孩子被奴隶主带走。那种被奴役被羞辱的过去使塞斯清晰认识不可

能保护自己的孩子，此刻积聚成一股愤怒力量，所以塞斯不惜以残酷的方式

结束宠儿的生命，表达对奴隶制的控诉。 
(二) 黑人母亲塞斯的自我反抗 
塞斯的逃亡之旅使她清晰认识到当时社会不允许她把控自己和子女命

运。“伦理选择过程是人必须经历的通过具体的自我伦理选择活动获取人的

道德本质的过程。通过伦理选择，人才能走出蒙昧，脱离野蛮。”[12]塞斯“弑

婴”行为不是由自己决定的，这不应该是一种伦理选择的结果，实际上却直

接造成了野蛮行径。塞斯知道不管怎样都难逃此劫，与其让奴隶主抓住自己

和孩子，还不如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她顾不得伦理道德，在紧要关头

做出她的伦理选择。塞斯逃出来后意识到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生活。在奴隶主

追捕之际，塞斯理想中的生活即将破灭。塞斯除了杀死宠儿已别无他选。这

一伦理选择束缚了塞斯的母爱表达，却未能消解她对宠儿的深深爱意。在保

罗·D 了解到塞斯“弑婴”真相后，他心情复杂地说：“你的爱太浓了。”

而塞斯答道：“要么是爱，要么不是，不浓烈的爱根本就不是爱。”([9]: p. 164)
他把塞斯的行为看作是不理智的，但在塞斯眼中，黑奴制下的母爱必须是浓

烈的，淡淡的爱只会让宠儿走上被奴役被羞辱的道路，而这份浓烈的爱在无

法掌控的局面下演变成了悲剧。 

5. 结论 

黑奴制下的黑人女性作为社会的边缘群体，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莫里

森在《宠儿》中深刻地再现了黑人那段不堪回首的悲惨遭遇，描述了黑奴制

下一位母亲塞斯“弑婴”的反母性行为，揭示了美国黑奴制对黑人精神和肉

体上所造成的创伤。黑人母亲的责任是巨大的，她们需要在种族主义主导的

声音下，在黑人男性传统的话语中寻求生存空间。时代的发展，使得文学作

品中的黑人女性形象与行为更加符合真实的她们。在理想与现实的抗争中，

黑人女性意识不断觉醒，不断自我成长、自我救赎。生活在困境中的黑人女

性，尤其是黑人母亲，需要勇敢地冲破樊笼，争取平等，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和主体性，才能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在生活中激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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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光芒，寻找到自我的价值，和黑人同胞一起寻找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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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黑奴制下的“弑婴”悲剧：莫里森《宠儿》中塞斯的伦理选择  

摘要：在《宠儿》中，莫里森描写了美国黑奴制社会中一位黑人母亲塞斯亲

手杀死自己的女儿宠儿的“弑婴”悲剧。其中，莫里森不乏对伦理关系的思

考，描写了塞斯及其他黑人群体的伦理选择。本文以塞斯“弑婴”行为为研

究对象，从文学伦理学视角出发，主要从父权制下的母性伦理身份、黑奴制

下的黑人伦理环境、黑人母亲的伦理意识方面进行解读，对这位黑人母亲做

出“弑婴”举动的原因进行探析，发现塞斯作为一名黑人母亲的种种无助，

以期对美国黑人女性的伦理选择提供借鉴意义，鼓励她们在生活困境中寻找

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关键词：《宠儿》，弑婴，伦理选择，文学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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