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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eminism
 

originated
 

from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s
 

in
 

the
 

West
 

and
 

encompasses
 

gender
 

equality
 

theories
 

along
 

with
 

a
 

series
 

of
 

related
 

social
 

movements.
 

Mainstream
 

feminist
 

argues
 

that
 

feminism
 

began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19th
 

century 
 

closely
 

linked
 

to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evolution 
 

and
 

overlooks
 

the
 

many
 

feminist
 

elements
 

that
 

were
 

already
 

emerging
 

at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Susan
 

Sontag
 

attempts
 

to
 

address
 

this
 

oversight
 

in
 

The
 

Volcano
 

Lover 
 

where
 

she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late
 

18th-century
 

Italy
 

from
 

a
 

pioneering
 

modern
 

female
 

perspective.
 

The
 

novel
 

narrates
 

the
 

story
 

involving
 

Sir
 

William
 

Hamilton 
 

the
 

British
 

ambassador
 

to
 

Naples 
 

his
 

second
 

wife 
 

the
 

incomparable
 

beauty
 

Emma 
 

and
 

Emmas
 

lover 
 

Lord
 

Nelson.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Sir
 

William
 

Hamiltons
 

two
 

wives 
 

the
 

mother 
 

and
 

the
 

poetess 
 

exploring
 

how
 

they
 

construct
 

and
 

understand
 

their
 

female
 

identities 
 

thereby
 

demonstrating
 

Sontags
 

interpretation
 

of
 

feminist
 

identity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nd
 

enhancing
 

read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burgeoning
 

feminist
 

consciousness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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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禁錮與自我實現
———論《火山情人》中女性意識的覺醒

宋宇鑫　 吳　 婕　 蔣方圓

重慶郵電大學

摘　 要:女性主義起源於西方婦女解放運動,是性別平權理論和一系列與之相關的社會運動的總稱。 主流女性主

義研究認為其肇始於 19 世紀的工業革命,和社會經濟文化的自我進化息息相關,忽視了在 18 世紀末期正在孕育

的許多女性主義元素。 蘇珊·桑塔格試圖在《火山情人》中彌補這一缺憾,她以現代女性的先鋒視角,系統審視了

義大利 18 世紀末期的歷史文化背景,講述了由英國駐那不勒斯大使威廉·漢密爾頓爵士,其續弦埃瑪,以及埃瑪

的情人納爾遜勳爵之間的故事。 本文將聚焦在威廉·漢密爾頓爵士的兩任妻子身上,通過兩人對自己女性身份的

構建和理解,闡釋桑塔格對新舊之交女性的自我探索,結合小說中提到的母親、女詩人等「配角」,加深讀者對 18 世

紀末期女性主義意識萌芽的認識。

關鍵詞:蘇珊·桑塔格;火山情人;女性主義

基金項目:本文系 2023 年重慶市教育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案「蘇珊·桑塔格與翁貝托·艾柯的闡釋學思想

比較研究」(專案編號:23SKGH118)和 2023 年重慶郵電大學「大學生創新訓練計畫」專案『一種新感受力:蘇珊·

桑塔格的「反對闡釋」理論研究』(專案編號:X2023106170526)的階段性成果。

一、
 

引言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是美國著名作家、小說家以及文化評論家,以其先鋒的文化觀點與文學、
影視創作者著稱,是 20 世紀獨具影響力的文化思想家之一,被譽為「美國公眾的良心」。 《火山情人》是其傑

出代表作之一,也是桑塔格本人最喜歡的作品。 小說根據真實的歷史事件與人物改編,以 18 世紀末法國大

革命影響下的義大利半島為背景,講述了英國駐那不勒斯大使威廉·漢密爾頓爵士,其續弦妻子埃瑪,以及

埃瑪的情人、英國海軍英雄納爾遜勳爵三人間的感情糾葛。 並以維蘇威火山為喻體,描繪出了一幅涉及兩

性關係、國家戰爭、政治腐敗、革命風暴等具有時代特色的歷史畫卷。 在現有的研究中,學者們把主要關注

點放在小說的敘事風格、「傳奇與愛情」主題研究、女性角色群像和歷史文化背景上,欠缺對其蘊含的女性主

義思想萌芽和社會文化歷史背景的綜合考察。
作為一種宏大理論和社會實踐,女性主義自發端起已風靡世界兩百餘年,發展至今湧現出了如自由主

義的女性主義、激進主義的女性主義、後現代女性主義等流派。 與這種社會思潮相伴而生的,除了以波伏娃

為代表的思想家和哲學家,便是專研女性主義的文學家及其文學作品。 比如英國著名女性主義先鋒作家、
意識流寫作的代表艾德琳·佛吉尼亞·伍爾夫( Adeline

 

Virginia
 

Woolf),當代美國作家、諾貝爾獎得主托

尼·莫裏森(Toni
 

Morrison)等。 許多人認為,哲學和文學通常只是社會現實的「鏡子」,作為社會現象和思

潮的反应是滯後的、描述性的,鮮少體現出預見性和普世性,但事實並非如此。 偉大的文學作品作為所謂

「歷史真實」的記錄,是鮮活的,所有的藝術想象和文學加工都免不了藝術處理,但是這種處理不能簡單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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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為「不真實」。 恰恰相反,筆者認為,文學敘事的真實常常比有限的歷史紀錄更能反映普遍的社會生活。
桑塔格就是這樣一位作家,她與許多更加先鋒的女性主義作家一樣,並不急於表明自己的「女性主義者」身

份,相反,她們試圖在自己的寫作中摘掉自己女性主義的標籤,把這種包裹著「追求平等」內核的思想實踐向

歷史深處和未來延展。
桑塔格在《火山情人》中考察了遠在女性主義運動之前的 18 世紀歐洲,試圖弄清仍然處在父權的規訓

與壓迫之下的女性如何突破禁錮和自我實現。 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說「女人並不是生就的,而寧可

說是逐漸形成的」(西蒙·德·波伏娃,陶鐵柱,1998:309)。
 ①②本文將焦點放在女性主義的「史前史」,通過

漢密爾頓爵士的兩任妻子對自己女性身份的構建和理解,母親、女詩人和王后對加諸自己身上的枷鎖的反

抗,探索這個時期的女性從對父權的反叛到實現自我的過程,以期更深入地理解《火山情人》中女性角色的

塑造,以及她們的獨立性和自由意識的價值。

二、
 

對傳統女性角色的掙脫和反抗

《火山情人》中漢密爾頓爵士的兩任妻子可以被看作是傳統女性和新女性的典型代表。 第一任妻子凱

瑟琳是外人眼中賢良淑德的好妻子,而第二任妻子埃瑪則被視為水性楊花離經叛道的妖豔婦人。 凱瑟琳出

身高貴,才華橫溢但思想傳統。 自從嫁給爵士,她便全身心做好爵士的賢內助。 凱瑟琳評價自己:「我從來

都不疏忽,不怠慢,也從不待人無禮———這對一個女人來說被認為是恰當的」(桑塔格·蘇珊等,2002:354)。
她極力在外人面前維持一個完美妻子的形象,即使結識了人生知己威廉,也羞於表達自己內心深處的欲望。
可以說,她無時無刻不在貫徹社會為女性定下的準則,卻仍因為夫妻雙方在這種體制下「失去了本該有的

善,所以他們婚姻不行,情愛錯位」 (年麗麗,夏維紅等,2014:36)。 反觀埃瑪,她有過很多任情人,爵士只是

其中之一,她從未將自己困在「妻子」這一個身份之中。 埃瑪出身低微,為了生計她先後做過「健康女神」、妓
女、情婦,埃瑪的命運本來會像那個年代大部分貧窮人家的女兒一樣,為賺錢東奔西走,到了年紀後相夫教

子(陳曉峰,仇俐萍等,2011:62-64)。 然而,她天生一副好皮囊,做了查爾斯的情婦,後又被查爾斯當作禮物

送給了大她三十三歲的男爵用來保證自己對爵士財產的繼承權。 埃瑪開始並不喜歡爵士,但她也並未拒

絕,並接受著爵士為她準備的一切。 她聰明、好學,凡是能提升自己的技能她統統去接觸學習,就這樣她掌

握了好幾國語言和樂器,她的表演也得到了眾多認可,使得她在上流社會的交際中如魚得水,甚至得到了王

后的青睞。 「她已經不知道她是誰,只知道她的地位在上升。 看到爵士如此愛她,她感覺到了自己的優勢。
各種技能像鳥一樣飛進來,在她的腦袋瓜裏停下來。 她喝飲料,她放聲大笑」(桑塔格·蘇珊等,2002:122),
「像很多傳奇式的美人一樣,她不在她所愛的人的身上去尋找美(一個真正的大美人經常有足夠的美供兩個

人享用)。 她並沒有因為查爾斯體面的好模樣而更喜歡他,也不因爵士是一個胸口凹陷的老頭而少愛他一

點」(桑塔格·蘇珊等,2002:122)。
和凱瑟琳相比,埃瑪更像是我們現代人所欣賞的女性。 她並不是傳統農業社會中「以夫為綱」的賢妻,

在爵士的身心狀況無法再滿足她的需要後,她便不再像教條妻子那樣忠誠與安分,而是跟隨自己的心意與

旁人互生情愫並產下一個私生女。 爵士臨終前說:「一只手壓著我,但是感情已經沒有了。 維納斯似的漂亮

女人不會保持忠誠,何況我不是戰神」(桑塔格·蘇珊等,2002:344),「對別人來說,我是一個傻子。 她讓別

人把我看成一個傻子,她應該受到懲罰」 (桑塔格·蘇珊等,2002:346)。 從這些描述來看,在爵士的心裏埃

瑪絕對算不上是一個好妻子③。 而在民眾的心裏,埃瑪算不上是一個好女人,在那不勒斯革命失敗後,埃瑪

和爵士、英雄都參與了屠殺革命者的行動,但她卻是遭受民眾譴責最深的角色,只因她沒有扮演好傳統女性

帶孩子、做家務的賢內助角色,轉而去參與政治,和同樣遭人詬病的王后交好,這些在民眾看來都是離經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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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反傳統行為,為人所不齒(陳曉峰,仇俐萍等,2011:62-64)。 「女人對男人的影響一直就遭人蔑視,令人

生畏,因為它讓男人變得溫順,充滿愛意———沒有力量」 (桑塔格·蘇珊等,2002:221),「這個女強人過度行

使了她的權利,她超越了適合於女人的許可權(帶孩子、做家務、涉獵某些藝術領域),變成求權若渴的卑鄙

小人。 她用她的性手段奴役了一個軟弱的男人,並腐蝕了一個正直的男人」 (桑塔格·蘇珊等,2002:282)。
自古以來,女人被社會主流賦予的義務就是襯托男人,當一個女人對男人的影響過大或女性的風頭勝過男

性時,人們往往會將一切罪責歸因於女人身上,畢竟這與傳統女性的形象大相徑庭且不為人們所接受。
由此可見,凱瑟琳和埃瑪在妻子的傳統定位這一點上理解不同,所作所為亦是大相徑庭。 凱瑟琳是順

應傳統的賢妻,而埃瑪是反抗傳統的獨立女性。 且埃瑪的表現恰恰反映了作者的認知,即囿於傳統的女性

並不只是在工業革命之後才開始尋求反抗,這種萌芽在 18 世紀末期的歐洲就已經開始出現。

三、
 

感情與欲望的自由表達

自中世紀以來,面臨基督教和羅馬父權制文化傳統的雙重壓力,歐洲的女性對於愛情和性的追求長期

處於嚴格的限制中。 女性通常沒有選擇自己結婚對象的權利,她們的婚姻主要是「父母之命」,鮮有愛情可

言。 在這場被稱為婚姻的合作裏,婦女的貞操承擔了遠超其現代生理學存在的符號意義,失去貞操則成為

了道德敗壞的代名詞。 啟蒙運動後,伴隨著思想界對「人」的重新發現,愛情成為婚姻中的重要考量,此時女

性對婚姻的自主性也開始提升。 但是,文化習慣的改變相比社會浪潮總體上更加滯後,18 世紀的女性仍然

面臨著社會對她們忠誠堅貞的期待。 《火山情人》中的女性角色就面臨著這種順應規範還是面向自己的艱

難抉擇。 爵士的第一任妻子凱瑟琳作為傳統封建婚姻的典範,她與爵士的婚姻始於「門當戶對」,但是凱瑟

琳非常自然地接受了「妻子」這個角色,逐漸愛上了爵士。 即使與爵士的生活並不幸福,也沒有任何抱怨。
筆者認為,這種清晰的自我認知和行為的不一致,主要跟她的成長和受教育環境有關。 解決這種不一致的

方法就只能是「自我說服」或「自我洗腦」。 「哎,凱瑟琳歎了一口氣,並注意到自己居然這麼長時間都生活得

不幸福,可又沒有任何權利去認同,所以她至今還是感謝爵士娶了自己。 因為她認為自己不漂亮———因為

這種想法揭示出的虛榮心使她瞧不起自己,她像醜小鴨那樣尊敬她那位高雅的丈夫」 (桑塔格·蘇珊等,
2002:81)。 凱瑟琳即使在死去之前仍然想通過寫信來留住丈夫的對她的記憶與愛,而爵士卻並未來看她最

後一眼,甚至在凱瑟琳生病時多次責怪她的不體面,只有在失去後才感到了短暫的悲痛。 可見,文學作品中

男子薄幸,古今中外皆然。 我們不能通過這些個案簡單歸咎於性別,但是,彼時貴族女性的婚姻生活尚且如

此,遑論平民。
值得注意的是,桑塔格在創造埃瑪這個人物形象的時候,傾注了自己對於和凱瑟琳截然相反的女性的

理解,或者說希冀。 埃瑪出身低微,家境貧困,和爵士雲泥之別,因此他們的結合註定不為世俗所接受和看

好,但埃瑪從未妄自菲薄,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愛情追求的腳步。 我們很難把故事還原到 18 世紀的歐洲,但
我們或許可以做這樣的理解:底層女性由於沒有受到長年累月的「教育」和「規訓」,她們身上還帶有天然的

革命性。 換句話說,她們本就不太符合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對於女性的期待。 桑塔格把小說放置在 18 世紀末

法國大革命影響下的義大利半島,彼時的義大利經歷了歷史的陣痛:革命、修復和統一。 雖然最後沒有被法

國吞併,但是戰爭也深刻地改變了這個國家,作為最初資訊革命載體的報業開始興盛,結合美國女性獨立運

動的事實回看,義大利的報業興盛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女性主義事業的萌芽和發展。
埃瑪就是身處這段大歷史中的小人物。 生逢亂世的她,前十九年的人生過得顛沛流離,不得不在不同

的男人身邊虛與委蛇,最終在給查爾斯做情婦的時候墜入愛河,雖然後來被查爾斯當作禮物送給了爵士,但
她也沒有停止過對查爾斯的愛戀。 埃瑪不像其他女人嫁了人後便將全身心都獻給了丈夫,她最初被送給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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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時候,仍舊堅持給查爾斯寫信,期望他能夠回心轉意,這何嘗不是她對愛情的追求呢? (陳榮香,李霞

等,2008:43)站在今人的立場,我們也許會對這種道德上的「不完美」持保留意見,但是她追求愛情、獨立和

自由的勇氣仍然值得嘉許。

「她在給查爾斯的信中顯得更多的悲傷,更多的痛苦,她告訴她親愛的查爾斯,她屬於他,她只屬於

他,沒有人能夠取代他,她告訴查爾斯,她參觀過所有那些奇妙的風景點,並且說,如果有他陪伴,她會

更喜歡。 她求查爾斯給她寫信;求他馬上就按照原來的約定來那不勒斯,或者派人接她回去」 (桑塔

格·蘇珊等,2002:116)。

包括埃瑪後來與英雄在一起,這些都是埃瑪對自己感情的自由抒發與追求。 伍爾夫提到如果女性要完

成感情的自主表達,就需要打破男性語言的桎梏,創造出屬於自己的話語表達方式(劉美鷺等,2021:139)。
埃瑪的一生愛過很多人,她努力爭取了每一段愛情,她沒有受制於社會對她的看法與譴責,真正做到了打破

傳統限制,自由表達自己的感情與欲望。 這種在今天看來都十分大膽的行為,放在工業革命以前的歐洲,其
革命意義也是不容忽視的。 桑塔格的寫作層次是豐富的,小說看似以漢密爾頓爵士為中心,凸顯他身邊不

同女性的情感選擇和命運。 其實不然,如果我們把埃瑪看成敘事的中心,此時的凱瑟琳、男爵、英雄等男女

角色都成了陪襯。 其意義不言而喻,這種對於人性、情感和欲望的表達理應被推向敘事的前沿。

四、
 

對傳統母性觀念的批判

法國存在主義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主張不存在天生的、神秘的

母性本能,她認為「本能」一詞對人類不適用(西蒙·德·波伏娃,陶鐵柱,1998:326)。 「母親的態度,取決於

她的整體處境以及她對此的反應」 (西蒙·德·波伏娃,陶鐵柱,1998:579)。 因此,這是因人而異的。 一位

母親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在每一個時代都有著定性,任何一個時代都對母親這一個角色下了一個固執的

定義,似乎女人生來就註定,有一天要擔任起、履行好母親的責任。 但是,一位女性,首先是人,是她自己,然
後才是一位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親。 桑塔格在《火山情人》中創造的母親就很好地詮釋了這一點。

埃瑪的母親卡多根太太非常愛自己的女兒,像大多數人們對母親的定義那樣———母親應該毫無保留地

愛著自己的孩子,她也同樣認為「對女人來說,孩子就是她最大的幸福」(桑塔格·蘇珊等,2002:395)。 但是

卡多根太太也是一個「不稱職」的母親,因為她常常丟下自己的女兒去找自己的心上人,「我認為把她丟一丟

沒有錯,畢竟女兒已經十三歲了,何況當她的母親並不是我的全部生活」 (桑塔格·蘇珊等,2002:395)。 這

在別人的眼中是絕對不被允許的,畢竟大家普遍認為母親要以孩子為重。
卡多根太太在獨白中強調了很多次「我是她的母親」,她很在意自己的母親身份,而且她認為只有母愛

是至高無上的,她渴望女兒對她給予的母愛表達認可與感謝。 母愛是無私的,這是傳統的母性觀念,母親被

認為是一味地奉獻且不需要回報的。 但卡多根太太認為母愛是需要被讚頌的,是不能被忽視的。 且她認為

母親不是一個孕育過生命的女性的唯一身份,作為母親也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時間與空間,母親也可以享樂、
追求愛情,不必每時每刻都對孩子寸步不離關心備至。 卡多根太太對於母親這個角色有著自己的理解,她
重視自己的母親身份,同樣也重視自己的個人感受與自由。 《火山情人》通過卡多根太太這一人物向我們展

現了當時的女性開始對傳統的婚姻和母性觀念持有批判性態度,進而更加關注自己個人的發展與自由。 這

種追求也暗含了桑塔格的人生態度,我們可以從她的傳記裏看到她對於自己作為女人、作為母親在處理感

情問題和親子關係時的深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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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靈魂獨立與自我實現

「我願意放棄特權,我不懷念過去。 我相信未來,我唱我的歌,因而喉頭被割掉了;我看見了美麗的東

西,所以眼睛被剮了出來。 也許我是幼稚可笑的,但我不讓自己受到迷惑。 我從不沉溺於個人的情愛」 (桑

塔格·蘇珊等,2002:395)。 這是《火山情人》中的愛國女詩人方塞卡在死刑前的內心獨白。 桑塔格在小說

中描繪了一幅 18 世紀歐洲封建社會中的女性眾生相:埃瑪重視個人自由與欲望、凱瑟琳恪守傳統忠誠堅貞

等,方塞卡是另一種女性,她是追求進步與獨立。 方塞卡自認為是一個勇敢的女人,她敢於訴諸法律和丈夫

離婚,在法庭上指證丈夫的不忠誠行為,儘管也被丈夫反控花費大部分時間讀書、不信教、與數學老師有染

等放蕩行為,但方塞卡最終還是成功與丈夫離了婚。 彼時的歐洲,女性主動要求離婚十分罕見,因此方塞卡

的行為在當時來看是「古怪」而「放蕩」的。
方塞卡的「古怪」,不僅在於她處理情感問題的果決,她對政治這項傳統意義上便被視為是「男人的事

業」顯示出了極大的熱情,並在離婚後專心讀書、寫作、翻譯、搞研究。 此外,身為一個女人的她參加了那不

勒斯革命,甚至還自稱她「引爆了革命」。 方塞卡自幼聰穎,她對國家大事有著自己的見解,不願被蒙蔽,始
終保持清醒。 她在進行革命的時候全然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女人,敢於和男人平起平坐,從不認為身為女性

的自己低於任何男性。 儘管方塞卡的行為會為她帶來殺身之禍,但她依然奮不顧身,即使面對絞刑,她也從

未後悔參與這場為人民而戰鬥的革命。 方塞卡敬佩寫出《女權辯護》的作者蘇珊·沃斯通克拉夫特,但卻拒

絕在報紙上提出婦女的權利問題,只因為在她心裏革命事業高於一切,任何阻礙事業發展的個人情感都應

該被摒棄,這種思想對於一個 18 世紀的女性來說著實是過激的,但也是進步的。 包括從方塞卡對埃瑪的評

價「如果把埃瑪·漢密爾頓的國籍變一下,我能夠理所當然地將她想象成一個共和國的女英雄,她會在絞刑

架下最勇敢地結束自己的生命(桑塔格·蘇珊等,2002:395)中,可以看出方塞卡非常欣賞才華和能力都十

分出眾的女性,她認為這樣的女性理應擁有更加崇高的事業,而非囿於妻子和母親的身份之中。 同樣《火山

情人》中的王后也是這樣一位「女強人」,「王后相當聰慧,其程度超過她的夫君,但是王后要為生養相當可觀

的子女而操盡心思」(桑塔格·蘇珊等,2002:395)。 如果王后不曾被束縛於生兒育女的職責中,相信她也定

能有所建樹。 方塞卡、埃瑪和王后身上都有著當時的女性所缺少的品質———獨立與進步。
伍爾夫在其著作《一間自己的房間》 (A

 

Room
 

of
 

Ones
 

Own)中這樣寫道:「一個女人如果要寫小說,那
麼她必須擁有兩樣東西,一樣是金錢,另一樣是一間自己的房間」 (Woolf,Virginia,2003:7-8)。 這裏屬於自

己的小屋與薪金不僅僅是指物質實體上的,更是指女性個體精神上各個方面的獨立。 伍爾夫主張:獨立,對
於一個女人來說,是首要的需要。 這與我們所論述的方塞卡身上所擁有和堅持的「獨立」是同理的。 她的進

步在於不僅突破了傳統兩性關係的禁錮,要求在中和男性「平起平坐」,而且將這種模型推廣到了更大的社

會舞臺:這一點可以在 20 世紀女性追求政治權利的運動中得到印證。

六、
 

總結

女性主義作為一種理論和社會運動,發展到今天已經取得了矚目的成就。 她們不畏懼父權社會體系化

的壓迫,在經濟上追求獨立,在政治上要求平等,在家庭生活中要求實現權力結構的翻轉。 在一切向好發展

的同時,有許多問題是不能被忽視的。 縱觀現在的互聯網,越來越多極端的性別對立話題充斥著賽博空間,
而現實生活中的性別衝突、情感糾紛和與性別相關的經濟糾紛、勞動糾紛等話題也屢見不鮮。 這一切是否

只能有二元對立這一套解法? 文學或許能夠提供更加中立和人性化的視角。 桑塔格以一個先鋒女性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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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一位母親、一個大學講師和作家和雙性戀者的視角,尋找 18 世紀歐洲女性主義的濫觴,創造出了「火

山」「情人」這兩個精妙的喻體。 男性為山,女性潛意識的暗流像是火山之中的岩漿,蓄勢待發。 桑塔格將這

種危險意象與「情人」並置,其用意不言自明———早在工業革命之前,經歷了啟蒙運動和戰亂的義大利土地

上的父權之山已被撼動,「她死得很難過,叫我不要把她埋在地下」的凱瑟琳和認為「火山是避難所」的埃瑪

的對比,昭示了作者的選擇:突破禁錮才有自由。
然而,這種自由最終指向何方? 雖未言明,但是從作者對其他女性的描寫,我們或許可以管窺一斑。 積

極參與政治活動,尋求突破兩性對立之後更大的利他主義,是埃瑪和王后都想實現的理想,這種理想的化

身———女詩人方塞卡在獨白中寫道「至於當個女人有多麼複雜,我會去哄騙自己。 所有的女人都會如此,包
括這本書的作者在內」(桑塔格·蘇珊等,2002:395)。 這是左翼知識份子代表桑塔格的自白,亦是故事和現

實的耦合,女性的個性並非偏見中的愚蠢與情緒化,她們有思想,有追求。 此刻的作家桑塔格和女詩人在靈

魂上達到了高度的共鳴,她們都是通過文字向讀者傳達女性對自由獨立的嚮往與追求,希望通過作品喚起

女性甚至社會對平等的思考。 在此,桑塔格和這位理想女性化身的詩人合而為一,展現了女性在掙脫性別

桎梏後更進一步的追求———自我實現。 桑塔格站在 20 世紀下半葉回望 18 世紀的歐洲,她看到了女性意識

的覺醒,見到了自己,也讓讀者感受到了女性主義誕生之前的黎明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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