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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别视角建构爱默生的女性、婚姻与爱情观

杨 水 平

（川北医学院 外国语言文化系，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７）

　　摘　要：从性别视角梳理、解读爱默生的作品、日志与信件，还原了一位开明、温情、慈爱的

爱默生形象。他对女性的特质、美德与贡献的肯定，对女性追求与男性平等权利的鼓励，对爱

情中灵魂交融的执着，以及他对婚姻的赞美和责任都一扫独居离索、冥思苦想的超验主义者的

冷峻和乏味。几位重要的女性成就了爱默生，塑造了他关于女性、婚姻与爱情的观点，这在其

书信与日志中有充分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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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是美国１９世纪最

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的代表

作《论自立》被当做传世经典，进入了美国中学的

教科书。他也指出，“一个人单独走路，他肯定在

诅咒全世界。一个人若是声称无人可以为伴，这

便是非常反 文 明 的 行 为。”［１］２１６爱 默 生 强 调 自 立、
自助的同时也意识到社会关系对个体的重要性，
而人生中最基本的关系就是恋爱、婚姻与家庭关

系。在男权社会中，这些关系又与男人的女性观

密切相联。因受清教传统的影响，爱默生在正式

的演讲和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回避女性、爱情与

婚姻等话题，而他的日志和信件则能贴近其真实

生活。相对于学界对他的超验主义、个人主义及

生态美学的讨论，关注爱默生女性、爱情、婚姻话

题的学 者 算 是 寥 若 晨 星 了。其 中，莱 恩·高 根

（Ｌｅｎ　Ｇｏｕｇｅｏｎ）在《爱默生和女性问题：他思想的

演化》一 文 中 叙 述 了 爱 默 生 关 于 女 权 运 动 的 态

度［２］。埃里 克·塞 林 格（Ｅｒｉｃ　Ｓｅｌｉｎｇｅｒ）在《太 悲

惨、太可怜：爱默生关于爱的哲学》一文中梳理了

爱默生关于爱情、友谊的观点，着重探讨了他的圣

爱与普世之爱［３］。国内学者程心在谈论爱默生与

福勒的超验主义关系时，提到爱默生对女性和女

权运动的一些看法［４］。有必要对 爱 默 生 的 女 性、

爱情和婚姻观进行梳理，通过批评与建构刷新他

冷峻的形象，还原一位更全面、更真实、更温情的

超验主义文学巨匠。

　　一、爱默生的女性观

爱默生的早期教育对他一生影响深 远，而 在

他早期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均为女性。爱默生

的父亲 离 世 较 早，母 亲 鲁 斯·哈 斯 金 斯（Ｒｕｔｈ
Ｈａｓｋｉｎｓ）从小就培养他阅读的习惯，给他灌输 获

取知识与培养宗教情感同等重要。爱默生的姑妈

玛丽·穆迪·爱默生（Ｍａｒｙ　Ｍｏｏｄｙ　Ｅｍｅｒｓｏｎ）对

他的教育贡献最为突出。她引导爱默生进入古今

伟大思想家的殿堂，鼓励他独立思考。“爱默生所

接受的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由他的姑妈玛丽·
穆迪·爱默生提供的。正是她，而不是波士顿的

牧师和哈佛的教授，给年轻的爱默生和他的兄弟

们建立了真实智慧的标准。”［５］３１玛丽·爱默生拥

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和惊人的智慧，爱默生这样描

述她，“姑妈的眼睛像针尖一样具有穿透力。她有

透视万物的天赋。她讨厌所有人，因为她太了解

他们了。”［６］５９回 忆 儿 时 诵 读 她 撰 写 的 祷 告 词 时，
爱默生感叹道，“即使到现在，这些祈祷词仍旧在

耳边回响。”［６］１０９爱默生还说，“我和兄弟们都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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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她交给我们的宗教传统，在那些年，这一传统就

像安息日的宁静植于新英格兰人的心里。”［６］１６０另

一位对爱默生教育做出贡献的女性莎拉·奥尔登

·里普利（Ｓａｒａｈ　Ａｌｄｅｎ　Ｒｉｐｌｅｙ）是 当 时 社 会 极 具

影响力的女性，她懂多国语言文字，在文学、科学

和哲学方面都颇有建树。作为爱默生的亲属，她

对爱默生兄弟进行课业辅导，爱默生能入哈佛大

学神学院她功不可没。正是这些独立、坚强、聪慧

的女性用她们卓越的才华、深邃的思想共同成就

了爱默生，为他的文学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
塑造了他尊重、爱戴、支持女性的观点。

爱默生与美国早期杰出的女权主义者玛格丽

特·福勒（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Ｆｕｌｌｅｒ）的友谊也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他的女性观。当时社会主流观念认为妇女

的角色属于家庭，而福勒却是爱默生超验主义俱

乐部的成员，超验主义杂志《日晷》发行的前两年

她还负责编辑工作。福勒频繁地出现在爱默生的

日志与信件中，“对于她，我一直仰慕；当我近距离

面对她时，最为崇敬，有时候是爱。但当我俩似乎

有望最接近对方时，我冰冷了她的心，她也让我冷

得无言以对。”［７］１６７爱默生一直试图克制自己对福

勒的感情，有时故意冷落她。“如果说爱默生对她

有防卫心理，是因为他不得不这么做。他爱她，这
一点他 自 己 很 清 楚。玛 格 丽 特 福 勒 比 其 他 任 何

人，或许除了爱伦，更多地占据了爱默生的情感生

活。”［５］３３７１８４２年，爱 默 生 给 福 勒 的 信 中 如 是 说，
“多么可爱、勤劳、仁爱又无眠的孩子！拥有这样

的抱负！又背负着疑虑和自责！叫我崇 拜 你，责

备你还 是 安 慰 你 呢？”［７］２７５另 一 封 信 他 这 样 赞 赏

她，“你这个坚定、慈爱、智慧而亲爱的朋友。我总

是被你的信仰和真理所震惊。”［７］２９７爱默生惊异于

福勒的独立、智慧与仁爱，也隐现出他对以福勒为

代表的女性的崇敬和钦佩。
福勒呼吁 女 性 独 立 自 主，积 极 争 取 政 治、经

济、教育、家庭等各方面的权利。她的代表作《１９
世纪的妇女》“开创了文化女权主义的传统”［８］４７，
充分体现了她的女权思想，也对后来的女权运动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勒认为，“我们终将发现妇

女拥 有 独 一 无 二 的 特 征，她 们 与 男 人 根 本 不 同。
‘如果她们是自由的，如果她们的智慧足以帮助她

们培养女人的实力和女人特有的美，她们将不愿

意变 成 男 人，甚 至 不 愿 意 像 男 人 那 样。’”［８］４９－５０福

勒的女权思想也侵染了爱默生，正如理查森所言

“她还让他了解了１９世纪妇女的一些情形。”［５］３３９

在这一点上爱默生与福勒很相似，他也希望女人

不要像男人那样，不要同男性争抢承担公共事务

的职责，在他看来，担任公职也许会让女性失去女

性特有的气质。因此，在支持女性获取与男性同

等权 利 的 问 题 上，爱 默 生 也 表 现 出 保 守 的 一 面。
爱默生自己曾高度评价自己与福勒的交往，并把

“这种亲密的思想交流看作是分享真理、获取智慧

的源泉。正如 他 在 日 记 中 写 道，与 福 勒‘那 富 饶

的思 想 为 伴，日 子 从 来 没 有 长 得 难 以 消 磨

过’。”［９］１１３１８５０年 福 勒 不 幸 在 船 难 中 丧 身，爱 默

生这样赞 扬 在 他 人 生 扉 页 上 留 下 浓 墨 重 彩 的 女

人，这个国家不适合这个“勇敢、善辩、细腻、渊博、
忠诚而永恒的灵魂！”［６］２４９与福勒的交往让爱默生

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女性及她们特有的内在力量。
爱默生的女性观也体现在他对女权运动的态

度中。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逐渐摆脱

了封建思想的束缚与禁锢。女性也开始质疑她们

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开始大胆要求与男性同

等的权利和地位，女权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在美

国，“第一次妇女权利会议于１８４８年在纽约的西

尼卡 弗 尔 斯 召 开，这 次 会 议 具 有 划 时 代 的 意 义。
此后，妇 女 们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形 成 了 积 极 的 组

织。”［２］１６７１８５０年 女 权 主 义 代 表 宝 琳 娜·赖 特·
戴维 斯（Ｐａｕｌｉｎａ　Ｗｒｉｇｈｔ　Ｄａｖｉｓ）邀 请 爱 默 生 参 加

她们的集会，他回信道：“我赞成女性拥有财产权，
赞成她们像男性那样有资格担任公职，如果女性

要求或是男性拒绝给予……但我想女性会谢绝这

样的特权。”［７］３５９－６０爱 默 生 拒 绝 参 会，但 他 主 动 提

出，“如果你希望利用我的名声来吸引更多的人参

会，你有这 个 自 由，我 不 会 阻 挠 你 的”［７］３６０。爱 默

生还在第一次妇女权利会议提出的“原则宣言”上
签了字。１８５１年 女 权 主 义 者 露 西·斯 通（Ｌｕｃｙ
Ｓｔｏｎｅ）再次邀请爱默 生 参 加 她 们 的 大 会，正 忙 于

福勒传记 的 他 委 婉 拒 绝 了［２］。１８５３年 女 权 运 动

代表温德 尔·菲 利 普 斯（Ｗｅｎｄｅｌｌ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又 一

次邀请他参会，爱默生回信写道，“我会支持她们

争取选举权，如果她们想成为律师或者法官；我会

赞成这些职业为她们开放，但是我认为明智而谨

慎的妇女是不希望成为选举人或法官的。”［７］３６９爱

默生拒绝出席女权主义大会也许是因为作为公众

人物不希望在外界引起争议与批驳，但是他始终

不反对女权主义者借助他的声望来扩大影响。

１８５５年，宝琳娜再次情真意切的邀约终于打

动了爱默生，他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女人》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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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了女性天生的优势和潜质，“女性有她们自己

的力量，她们感情笃定，拥有与其丈夫相当的心灵

高度。丈夫们需要艰辛获取的心灵高度妻子们用

同情和 怜 悯 就 能 取 得。男 人 是 意 志，女 人 是 情

感。”［２］１６９他还说，“女人是人类文明的教化者。什

么是人类文明？让我来回答你。那就是好女人的

力量。”［２］１６９他公开 呼 吁“女 性 要 去 获 取 她 们 的 另

一半世界。”去取得“她们各种权力———受教育权、
就业权、财产权，婚姻平等权、职业管理权和选举

权。”［２］１７０爱默 生 宣 称，“女 人 有 毋 庸 置 疑 的 财 产

权。并且如果女人要求选举、从政以及与男人平

等的 政 治 权 力，这 不 应 该 被 拒 绝。”［２］１７０１８６９年，
爱默生再次作了关于女性问题的演说，支持女性

争取她们应得的权力。他还同意自己“被选为新

英格兰 妇 女 选 举 权 协 会 的 副 会 长。”［２］１７２由 此 看

来，爱默生对女权运动的态度是渐变的，由中立、
回避到公开支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爱默生感

动于女性在反对奴隶制运动中做出的杰出贡献。
“她 们 在 支 持 联 邦 事 业 上 表 现 出 无 私 和 辛

劳。”［２］１７１爱默生对美国女权运动做出的贡献不容

忽视。作为公众人物和演说家，他无疑扩大了女

权运动的影响范围。他公开颂扬女性的优点以及

她们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杰出贡献，鼓励她们获取

与男性平等的权力，这些都增强了女性追求自由、
权利的信心与勇气。

二、爱默生的婚姻观

男性看待女性的观点与他们的婚姻、爱 情 观

密切相连。从爱默生的女性观中，可以窥见他的

婚姻、爱情观；同时，探论他的婚姻、爱情观也有助

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他关于女性的观点。在讨

论爱默生的婚姻、爱情观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首

先对美国清教主义背景下清教徒的婚恋观作一简

述。清教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严苛，特别体现在

对爱和性的表达上。清教主义将人对上帝的爱凌

驾于所有的爱之上，对父母、妻子、儿女以及邻居

的普 世 之 爱 都 统 一 于 圣 爱，即 对 上 帝 的 爱 之 中。
这一点也体现在爱默生早期的布道和作品中，“我
们是上帝的孩子，不是象征意义而是更加严格意

义上说。我们始于他，我们居于他，就像树叶长在

树上。”［３］９４虽 然 清 教 徒 强 调 婚 姻 属 灵 上 的 目 的，
但并未低估其现实作用。婚姻的依据始于《创世

纪》，上帝从亚当身上取下肋骨创造了夏娃，让她

陪伴和帮助亚当。因此，婚姻的目的就是提供陪

伴和 协 助。亨 利·史 密 斯 也 说 婚 姻 是 上 帝 的 方

式，“如果上帝没有赐给男人妻子去陪伴他，去除

他的烦扰，那么男人的生活将是悲惨、苦恼、不适

的。”［１０］３１８托 马 斯·咖 塔 克（Ｔｈｏｍａｓ　Ｇａｔａｋｅｒ）也

认为，“再也没有比丈夫与妻子的联合更亲密、更

完整、更必需、更有恩、更可喜、更舒适、更忠贞、更
恒久的联合了。”［１０］３２７

爱默生的两次婚姻经历体现出他对清教徒婚

姻观 的 继 承，也 投 射 出 他 追 求 以 爱 情 为 基 础，和

谐、完满的婚姻关系的信念。他曾说，“一些融洽

的关系使人生变得美好，给人最诚挚的启迪与滋

养。”［１］３６３美 好 的 婚 姻 会 促 进、滋 养、启 迪 人 的 灵

魂。“爱默生将会对人关注更少，如果他多多少少

婚姻不幸福或性欲受到压抑。”［３］９３爱默生与第一

任妻子爱伦·塔克（Ｅｌｌｅｎ　Ｔｕｃｋｅｒ）的相识与相爱

是美妙的。给威廉姆的信中，他对爱伦的美丽、聪
慧溢于言表，“她非常简单，但行为端庄、优雅；她

有常识，充满想象，能鉴别诗歌，而且自己也写诗。
她优秀，虔 诚，美 丽。总 之，我 爱 她。”［７］１０２爱 伦 也

全心爱着他。在相恋的第二年他们在女方家结为

了夫妻，但是他们幸福的生活不到两年就被无情

地剥夺了。尽管爱默生在婚前已经预见了这一结

局，爱伦的早逝还是给他留下了无尽的伤痛和永

远的遗憾。爱伦去世后整整两周，爱默生都游荡

在山间、湖泊，内心呼喊着，“亲爱的爱伦！我怎么

也找不到 你，但 又 发 现 你 无 处 不 在。”［６］４８带 着 对

爱伦的思念，他开始思考永生，相信人的灵魂在离

开肉体后还继续存在，他甚至还在一年之后打开

了她的棺木。爱默生也用诗歌表达了其内心的苦

痛与无法修复的遗憾，“时间从我身边流逝，／我仍

然无动于衷。／生命的芬芳已经消失／就如芳香的

花儿曾 经 开 过 一 样。”［５］１５５爱 伦 就 是 他 身 上 的 芳

香，爱伦的离世让他这朵花失去了花的芳香、花的

本质。爱默生在日志中还写道，“她从来没有让我

失望过，除 了 她 的 离 世。”［６］９５又 说，“逝 者 不 能 生

还，有时候我们会忘掉他们的样子。但 是，爱 伦！

我却忘不了你的模样。”［６］４８后来爱默生的长女也

名叫爱伦，以此纪念他的第一任妻子。
如果说“爱伦意味着青年时代，那些短暂时刻

和美好会面。”那么，爱默生的第二任妻子“莉迪亚

意味着心灵的交流和碰撞。”［５］２７０爱伦去世三年之

后，爱默生遇到莉迪亚·杰克逊（Ｌｙｄｉａ　Ｊａｃｋｓｏｎ），
第二次坠入爱河。爱默生向她表白，“你唤醒了我

内心的情感，我 的 女 王 莉 迪 亚！”［７］１４２并 祈 求 着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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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我强烈地希望你会爱我，希望我们能永远

在一起。我坚信我们的结合是现实的、合适的；我
期望结局的完美，以至于不能承受你的犹豫、你的

拒绝。”［７］１４１爱默生醉心于夫妻之间灵魂相似和意

气相投，他把莉迪亚当成智力和心灵的伴侣。正

如理查森所言，“莉迪亚不仅是一个受过教育的、
聪明的女性，她也是一个知识女性。朋友和家人

看到 了 她 的 思 想 与 爱 默 生 的 思 想 的 共 同 之

处。”［５］２７１但是，历 经 了 爱 伦 离 世，辞 去 牧 师 职 务，
游历欧洲之后，此时的爱默生对待感情和婚姻更

成熟、更理性，“我娶你是为了更好，而不是更糟。
我结婚很冷静。”［３］９４尽管他的第二次婚姻少了第

一次婚姻的浪漫与激情，但夫妻两相互扶持，相互

理解。后来，他 们 育 有 四 个 子 女，爱 默 生 爱 戴 子

女，一家其乐融融，幸福美满。
爱默生也将他的婚姻观融入了他的 作 品 中，

他写道，“爱情是暂时的，它将终于婚姻。婚姻是

爱的完美目标。…… 婚姻是美好的，只有处于婚

姻中的人才清楚，它是完美的理解、帮助、满足和

占有自己和世界的关系。”［６］２４７爱默生颂扬和谐的

婚姻，主张夫妻间的理解和心灵交流，这才是婚姻

的最高境界。伟大的母亲“悄悄地在人类婚姻的

潘多拉之盒中置入了一些深奥和重大的利益，以

及一些伟大的快乐。我们在孩子们的美貌和幸福

上找到了一种快乐，那种快乐使得身体无法再容

纳心脏。即便在最不相称的婚姻中也总是混淆着

某种真正婚姻的因素。假如爱尔兰人和他们的荡

妇能够现在就开始着手，他们同样也能够获得诸

如相互尊重、体贴周到的相互扶助这样一些正常

合理的关系；他们同样也能够学会一些东西，并且

更加明智地 为 人 处 事。”［１］１　２６０爱 默 生 明 确 指 出 婚

姻能够让人学会尊重、理解和体贴，帮助人明智地

与他人相处。他也强调婚姻中的男女要对婚姻与

家庭要负起应尽的责任，即使发现婚姻中不尽人

意之处，也应该忍耐并不断学习相处之道，让关系

变得融洽。爱默生曾借用婚姻比方宗教，“一个青

年匆促之中结了婚；后来，他的心灵豁然开朗，明

白了生活行为的道理。有人问他，他对婚姻制度，
对正当的两性关系有何看法？他也许会回答，‘如
果这个问题仍容许争论，我就有很多话好说，可是

我 现 在 有 老 婆 孩 子，一 切 问 题 对 我 来 说 已 成 定

论。’”［１］９７３爱默生也 曾 抱 怨 过 生 意 与 家 务 有 碍 于

自己专心写作，“作家就不应该结婚，不应该组建

家庭。”［６］１５９在与福 勒 的 交 往 中，爱 默 生 对 她 持 有

较特殊的情感，在日记中他写道，“你想让我爱你。
我能爱你什么呢？你的身体？这个假设会让你呕

心。……我能爱你的勇气、你的胆量、你正在萌发

的爱慕之情、你开放的思想、你的祈祷。除此之外

还有别的什么呢？”［９］１１３但是，与妻子的分歧、对家

务的抱怨以及与福勒微妙的感情都没有影响他对

婚姻的忠诚和负责任的态度。

三、爱默生的爱情观

爱默生的爱情观与他的女性、婚姻观 互 为 体

现，主要表现在散文《论爱》与部分的诗歌中。学

者张云岗曾说，“诗歌、真理和思想源于自然，离开

了‘周围世界’也就无所谓诗歌、真理和思想。爱

默生认为艺术创作的过程是一个学者和周围的世

界相 互 影 响、相 互 交 织 的 过 程。”［１１］除 了 大 自 然，
“周围世界”当然也包括与自己最亲近的爱情和婚

姻关系里的人。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几乎人

人都 渴 望 爱 情，都 对 爱 情 有 自 己 的 诠 释 与 理 解。
爱默生曾说：“人们对爱的需求就如同他们需要理

解力。”［１］５７重 读《论 爱》时，他 坦 诚 地 说，“我 很 清

楚它的不足。我冷漠是因为我热烈，冷漠是表面

上的，是 一 种 自 我 保 护 和 补 偿 内 心 流 动 的 柔 情。
我所经历的比我写在这里的多，比我将来和我能

够写出的都多。”［６］１５３－５４年轻的爱默生与爱伦的美

妙相遇、与莉迪亚的灵魂相通、与福勒的心心相惜

都让他体味到爱情的美好与魔力。他在日志中这

样感叹，“爱情具有一种魔力。它将一把椅子、一

只盒子、一张纸片、一条随意画的线、一绺头发、一
棵枯草变成值得全世界付费的护身符。”［６］１４３爱默

生高度赞扬了爱情的伟大与美好。显然，爱默生

个人的爱情、婚姻经历影响了他的创作。如若爱

默生未曾真切体会爱情的甜蜜和婚姻的幸福，他

可能难以写出《论爱》这样感人至深的美文。
在代表作《论爱》中，爱默生用寥寥数页颂扬

了爱情的美好与魔力，阐述了爱情对个人与社会

的积极意义，“这种关系正是人生的魅力；它像一

种圣神的狂热，一个时期突然把人抓住，在他的身

心中掀起一 场 革 命；…… 给 他 的 性 格 增 添 英 勇、
圣 神 的 品 质，缔 结 婚 姻，使 人 类 社 会 永 世 长

存。”［１］３６２爱默生认 为 爱 情 是 婚 姻 的 基 础，婚 姻 是

社会延续的基础，爱情使人类社会持续演进。他

描述了青春期少男少女懵懂的恋情，村里的野小

子跑到学校帮助女孩子整理书包；女学生借故与

男店员闲聊，推心置腹。他还谈到人到中年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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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一见那种从天而降的狂喜和神魂颠倒的花容

玉貌，但“对这种情景的回忆比其他的一切回忆都

要 持 久，而 且 是 一 顶 戴 在 白 发 苍 苍 额 头 上 的 花

冠。”［１］３６５爱情不仅属于青年人，它也能给中年人、
甚至老年人带来美好回忆与精神慰藉。爱默生相

信爱情能带出一个人的艺术天赋，能成就一个人

的文学、音乐等艺术才能。爱情的力量“使万象更

新；这种力量是一个人身上音乐、诗歌、与艺术的

曙光；它 使 大 自 然 红 光 满 面，使 昼 与 夜 魅 力 无

穷。”［１］３６５他生动地 描 述 了 恋 爱 中 男 女 的 狂 喜、痴

迷和神魂颠倒的状态，“那时候月光是一种令人愉

快的狂热，星星是文字，鲜花是密码，微风被谱成

歌曲。”［１］３６６

爱默生还将爱人与爱社会结合起来，他 认 为

爱情施与人的愉悦与力量能增进人对他人和社会

的热爱，从而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安宁。“于是他

从爱一个人身上的这类事物推广到爱一切人身上

的这类事物，所以那个美丽的灵魂仅仅是一扇门，
他从中穿过，走进那所有的纯真的灵魂构成的社

会。”［１］３７０在爱默生 看 来，爱 情 能 化 解 人 对 他 人 与

社会的仇恨，增强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爱、人与社会

间之间和谐。同时，他也隐晦地表达了性在深化

爱情上的作用，“激情把它的对象看成浑然一体。
灵魂 完 全 体 现 为 肉 体，肉 体 完 全 被 赋 予 灵

魂。”［１］３７１灵肉的结合正是美满婚姻的基础。
爱默生的诗歌也反应出他追求真挚爱情的信

念，在《为爱奉献一切》中，他鼓励人们为爱放弃外

在物质及其他所有，“为爱奉献一切／顺应你的心／
朋友、亲人、光 阴／财 产、规 划、名 声／信 誉 和 灵 感／
什么都能舍弃。”［１２］７２他的另一首诗《爱》也鼓舞人

坚定不渝地追寻爱，坚信爱的力量能战胜一切艰

难险 阻，最 终 让 有 情 人 终 成 眷 属，“爱，肩 负 着 使

命，注定要启程，／涉过洪流，穿过雪地，／那里没有

路，它蜿蜒爬行／翻过阿尔卑斯山脉，找到 了 它 的

家。”［１２］２１０爱默生 认 为 男 性 应 该 看 重 女 性 丰 富 的

内心世界，而非关注她们姣好的容颜。他也批判

男性择偶时以貌取人的偏见，“年轻小伙只看到了

他们要买 的 房 子 的 外 表。”［６］４１显 然，爱 默 生 赞 扬

爱情对个人和社会的裨益，赞许恋人间心灵相通

与灵魂交融，追求属灵的高尚的爱情。
在清教主义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爱默生

对女性和女权主义运动的观点是渐变的，由保守、
回避到公开支持，这实属不易。他赞扬女性天赋

的美德与潜质，肯定女性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特

殊贡献，鼓励女性争取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在爱

情观方面，爱默生颂扬爱情的伟大力量，赞许它对

人类心灵与社会发展的裨益。在婚姻观方面，他

信奉以真挚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强调双方对婚姻

的责任，倡导夫妻间相互尊重、扶持与慰藉。这对

于当下多元价值社会体系中脆弱的婚恋关系与持

续走高的离婚率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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