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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 中文 A 文学课程学习指导（第三版）》 

电子资源库 

 

 

IO：个人口头评论样稿 

 

明确全球性问题涵盖内容： 

全球性话题——政治、权力和公平正义。 

本话题讨论的范围：探讨政治制度、国家、阶级、法律、法规等层面产生的问题；

议题包括：财富和资源的分配，制度与法律的局限性，和平与冲突的因源，性别的

平等与权益，社会中的不公义现象，政府运作方式权力结构问题，社会的等级划分

及不公平的现象等等。 

 

 

学生讲稿：（10分钟，录音） 

 

老师好，我想通过“男女两性在婚姻中的不平等”这个从属于“政治、权力和公平正义”

的全球性问题来展开我的个人口头发言。作为一个女性，我一直关注性别平等的问题。众所周

知，由于历史和文化的限制，女性在社会与家庭中处于和男性不平等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

女性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是，男女两性在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

在婚姻关系中男女不能平起平坐，女性或者被当成男性的玩物，或者被当作货物，在精神上或

肉体上饱受伤害。今天我会通过三毛的《娃娃新娘》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来探讨两个文学

文本对这个全球性问题的呈现。 

说起《娃娃新娘》就会让人想到童婚。《娃娃新娘》是三毛散文集《撒哈拉岁月》中的一

篇。三毛的《撒哈拉岁月》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以明朗率性、俏皮幽默的语言描述了一个

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女性在落后的沙漠文化地区神秘奇妙的生活经历，对不合理的现象表示愤

懑，对弱者表达深切同情。在《娃娃新娘》这篇散文中，三毛记叙了自己目睹只有十岁的姑卡

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迫遭受成年男性以婚姻为名义的强暴而变成新娘的婚礼场面。通过对这场

极端荒谬的婚礼描述，三毛对根植于落后的沙漠文化中男尊女卑观念下的不合理的婚俗制度所

造成的女性身心伤害的现实表达了强烈的质疑与不满。 

我选择了描写婚礼场面片段。从选段中可以看到，作者首先用了象征手法描述了一个不平

等婚姻的场景：在第六行描写到“辽阔的沙漠被染成一片血色的红”，“血色”的天空，充满

了血腥的色彩，情景交融的描写为接下来姑卡即将面临的残酷的婚姻暴力埋下了具有象征性的

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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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第 15、16 行，写了三位女奴隶打鼓表演的场景，她们“随着鼓声开始唱起没有起

伏的歌，调子如哭泣一般，同时男人全部随着歌调拍起手来”，没有起伏的歌、麻木的神情、

哭泣的调子一直到天黑，这悲伤的气氛凸显了女性内心的痛苦和无奈。与此同时，作者对男性

旁观者的反应做出了描写，“鼓声仍然不变，拍手唱歌的人也是一个调子”，女人们在哭泣，

男人却“随着歌调拍起手来”。这里的描写突出了女性成为男性娱乐的对象，男性的快乐建立

在女性的痛苦之上，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烘托和讽刺批判。 

作者在第 4行写到这个大鼓“看上去起码有一百年的历史了”，鼓，在这里具有了象征的

作用，象征并暗示了这种婚俗已经是历史悠久的传统，眼前的这次婚礼表演不过是无数次的一

个重复而已。可想而知，这样的婚俗已经给多少女子带来不幸和伤害。三毛对女性的悲惨遭遇

感到了切肤之痛，强烈的愤慨溢于言表。 

为了更加突出鲜明地呈现出男女的不平等关系，作者用了行动描写具体形象地展示了这个

丑陋的婚俗对女人的迫害，在第 29 行，作者叙述了阿布迪和他的一群成年朋友，连招呼也不

打“冲进姑卡坐着的房间”后，“抓住姑卡的手臂硬往外拖”，他们的强势野蛮粗暴和弱小无

助的姑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边是一群成年男人把姑卡反扭手指疯狂地硬拖硬拉，一边是十

岁的女孩姑卡不堪男人的毒打痛苦地“低了头在挣扎”，她的尖叫和哭声“在夜空中回

响”……这哪里是喜庆的婚姻，简直就是血腥的强暴。 

阿布迪是占有者，他把这场婚姻暴力视为展现男性力量的一个好机会，姑卡是被占有者，

她像一件物品一样被人摆弄。姑卡的哥哥无视自己的妹妹被男人欺负不得不反抗却又无力反抗

的行为，竟说在婚礼上拼命打才是好女子，把对女性的暴力视为理所当然。面对姑卡挣扎的痛

苦、尖叫和哭声，听着“大家都在笑”的噪音，周围的看客们也早已习以为常并以此为乐。 

作者“看见这批人如此粗暴的去抓她”而感到“激动”和“愤怒”，直抒胸臆说出“不喜

欢这种结婚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婚姻暴力的痛恨。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忍无可忍又不能不

忍的苦痛，她为自己无能无力不能够保护姑卡而感到痛心和愤怒。叙述与描写生动地呈现出了

在这样的婚姻关系中女性不被当成人而是被当成了男性占有的货物来对待，男性无视她们基本

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她们被迫承受着婚姻所带来的痛苦，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触目惊心的婚礼

场面描写，让我们看到了“政治、权力和公平正义”这一问题中男女地位不平等的严酷性。 

我选讲的另外一个文本是十九世纪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 

19 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王当政却女权低落。中产阶级的女性婚前是父亲的财产、

乖巧的女儿，无条件听从父亲的安排；婚后则是丈夫的财产、温顺的妻子、家里好看的装饰品，

任由丈夫摆弄。《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娜拉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 

我选取的片段是第三幕前半部 40 行。在这一部分，剧作家设计了精彩的对话，并通过操

作表情的提示，让男女主角围绕借据一事展开了激烈的冲突。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在这一幕

戏中，夫妻之间的冲突是这个剧的主要冲突，一方是主宰家庭的男权主义者绝对强势的丈夫，

一方是附属于丈夫弱小卑微的妻子。男女主角的语言、行为、性格的形成鲜明对比取得了极为

强烈的戏剧效果。以此凸显了作品的主题，也形象地展示出婚姻关系中男女及其不平等的地位。 

在前面的剧情中已经揭示了借据一事的由来。娜拉深爱自己的丈夫，为救丈夫性命伪造签

字贷款，单纯的她没有料到丈夫会因为此事受到要挟，在担心焦虑中千方百计想要挽回后果。

海尔茂知道了娜拉伪造签名借钱的事情，先是惊恐害怕：“（惊慌倒退）真有这件事？他信里

https://readmoo.com/book/2100044760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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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难道是真的？不会，不会，不会是真的。”对于娜拉的冒险救人的行为，他没有心存感激，

反而觉得有损自己的名誉，对娜拉严厉指责谩骂。 

这幕戏中，作者给海尔茂安排了大段大段的道白，他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审判妻子的法官，

不断长篇大论滔滔不绝，让观众感受到他在家庭中绝对优势的地位。他丝毫没有考虑对方的感

受，一味地指责咒骂娜拉：“你这坏东西——干得好事情！” 

平时口中的“我的小鸟儿”、“小松鼠儿”娇妻，变成了“伪君子，是个撒谎的人——比

这还坏——是个犯罪的人。真是可恶极了！”“下贱女人”。 

不但咒骂娜拉，还牵连她的家人：“你父亲的坏德性你全都沾上了——不信宗教，不讲道

德，没有责任心。” 

他狂怒抱怨娜拉：“你把我一生幸福全都葬送了。我的前途也让你断送了。喔，想起来真

可怕！现在我让一个坏蛋抓在手心里。他要我怎么样我就得怎么样，他要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

么。他可以随便摆布我，我不能不依他。我这场大祸都是一个下贱女人惹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几个动作提示非常传神。海尔茂面对羞愧得要去自杀的娜拉，

“（把出去的门锁上）”，训斥她：“不用装腔作势给我看。（把出去的门锁上）我要你老老

实实把事情招出来，不许走。你知道不知道自己干的什么事？快说！你知道吗？”言行举止无

情且残忍。 

他只顾破口大骂，不给娜拉任何解释的机会：“其实我早就该知道。我早该料到这一步。

你父亲的坏德性——（娜拉正要说话）少说话！”娜拉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 

这一幕中娜拉的道白短少，充分显示出她没有发言权利，只有被动受训斥的卑微地位。但

剧作家通过她简短的言辞和准确的动作提示，刻画了女主角娜拉所经历的激烈而复杂的内心斗

争，不但展示了两个主要人物之间的冲突，也展示了女主角娜拉内心的矛盾冲突和发展变化。 

娜拉先是解释，想要让丈夫相信自己：“全是真的。我只知道爱你，别的什么都不管。”

接着她想要自杀来独立承担责任，她勇敢地选择：“让我走——你别拦着我！我做的坏事不用

你担当！”但是海尔茂不相信她并把她锁起来。 

面对海尔茂无情的指责和谩骂，娜拉：“（眼睛盯着他，态度越来越冷静）现在我才完全

明白了。”盯着的动作，表明了她正在用心重新认识眼前的人。“我死了你就没事了。”她愿

意牺牲自己以求退让。 

海尔茂却不善罢甘休：“哼，少说骗人的话。你父亲以前也老有那么一大套。照你说，就

是你死了，我有什么好处？一点儿好处都没有。……这些事情我都得谢谢你——结婚以来我疼

了你这些年，想不到你这么报答我。现在你明白你给我惹的是什么祸吗？” 

无中生有的侮辱、指责，让她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冷静安详）我明白。”这一个动作

和心理描写非常精确地描述了娜拉的心理变化，她从惊慌混乱到平静，从幻想到彻底破灭，看

清了海尔茂的面貌。 

绝情的海尔茂随意剥夺娜拉作为妻子和母亲在家中的地位和权利，命令她：“把披肩摘下

来。摘下来，听见没有！”，对她进行任意的处理：“咱们俩表面上照样过日子——不要改样

子，你明白不明白我的话？当然你还得在这儿住下去。可是孩子不能再交在你手里。” 

海尔茂对娜拉无情的怒吼和唾骂抱怨，让曾坚信海尔茂深爱自己的娜拉看到了他的自私胆

小、虚伪丑陋。爱情和婚姻只是海尔茂获取个人名誉的手段，一旦危及到个人利益，他便无情

地将其抛弃。娜拉看清了自己貌似美满幸福的婚姻真相，同时也完成了自我的觉醒，意识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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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制度里，自己不过是“玩偶”“替罪羊”，从来没有被当作平等的人看待，在这个自己付

出了所有的家庭里，她没有任何人格尊严与权力地位。 

剧作家让海尔茂用气急败坏的谩骂和诋毁呈现出了这个家庭主宰者的真实面貌，刻画了女

性在婚姻中可怜卑微的真实处境。这里的冲突是婚姻关系中男权统治者与女性被统治者之间的

冲突，是无法调和的，这就为后来的两人决裂、娜拉决定抛夫弃子、为追寻平等对待独立人格

的道路而离家出走做了充足的铺垫。 

在这一部分，剧作家设计了男女主角的对话和动作表演，传神地揭示出了 19 世纪资本主

义制度下男女婚姻的真实状况。社会是男权中心的社会，家庭是男权统治的家庭，女性被当作

玩偶，没有任何地位和权力，她们用丧失独立人格为代价换来的爱和幸福是经不起考验的，随

时会被抛弃。八年恩爱夫妻，一事反目成仇！娇妻变成罪人，彻底撕开了婚姻脉脉温情的面纱，

让我们看到了“政治、权力和公平正义”中婚姻中男女地位不平等的丑恶面。 

两部作品都采用对比的方式呈现了男女双方在婚姻中不平等的地位，控诉了婚姻制度和男

性主宰者对女性精神及其身体的残害。（《娃娃新娘》中的男女双方力量、地位、权力形成的

鲜明对比。《玩偶之家》中人物形象的前后对比，外在与内心的对比，突出了海尔茂卑鄙可耻

的一面，在前两幕，海尔茂像是一个“正人君子”、“模范丈夫”，很爱他的妻子。最后一幕

暴露出极端自私和虚伪冷酷无情的真相。）从两部作品中也都能看到作者以女性的视角揭露出

婚姻的真相。可见在 19世纪和 20世纪男权主导下的婚姻关系中，女性无自主权，是男性的附

属玩物或货品。这个全球性问题跨越了不同的时空和文化环境具有深远的历史根源。 

法国 20 世纪著名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里指出，

女性的历史和现状是由男性的需要和利益决定和形成的“第二性”。女性主义理论告诉我们，

男女地位不平等不是自然形成的，是由社会与文化人为构建起来的，因此也是可以改变的。文

学作品对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所进行揭露和控诉，启迪人们——女性为争取应有的独立和

尊严必须不断努力与奋斗。 

 

 

教师提问：（5分钟，录音） 

 

提问重点 1：对文体、语境、受众、交流效果的考察。 

例子：请你谈谈两种文体呈现这个问题的效果以及对受众的影响。 

（提示：戏剧与散文作品各自的交流方式，对受众的影响） 

 

提问重点 2：对具体文本和片段的理解的考察。 

例子：你为什么选择这两个片段来讨论对这个问题的呈现？ 

（提示：这两个片段作家和在整部作品中的作用、价值） 

 

提问重点 3：对这个问题理解的深度与广度的考察。 

例子：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在今天的社会中存在的情况。 

作为一个女性，你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发现身边有哪些男女不平等的问题？ 

（提示：女性的流产问题的决定权利，职场上的机会与权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