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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之行》是英国作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的一部

著名小说。文章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人与儿子的未婚妻一同

去印度看望儿子，以及她们在印度发生的一系列戏剧性的事

件。本文选择从人物角色入手，通过分析主要人物的形象和

运用对比的手法来展现出不同人物之间的矛盾和人物自身前

后的矛盾以进行分析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为引发矛盾的根

源是种族主义，尤其是白人至上主义。

一、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和《印度之行》

1、爱德华·摩根·福斯特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是 20 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和

散文家。尽管他在英国文坛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他

却一直秉持着低调做人的态度。福斯特出生于伦敦，他的父

亲是一名建筑师。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所以他是被母亲、

姑姑和奶奶带大的。福斯特十几岁时在肯特郡的唐布利奇学

校学习，但是他的校园生活并不是很顺心如意。也正是因为

这段不愉快的校园生活经历，使得他对英国的公立学校制度

非常的反感。1897 年，福斯特考进剑桥大学，并加入了使徒

会。在那里，他遇到了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约翰·梅纳德·凯

恩斯和著名学者利顿·斯特拉奇。

在那时，弟子会推崇哲学家托马斯·摩尔的思想，即抛

弃旧制度，创立新伦理的思想。也是在那个时期，福斯特的

追求个人自由的人文主义思想开始形成。福斯特的小说极具

表现力和洞察力，展现了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的社会生活，其

中也蕴含着福斯特对英国人拥有“发育不良的心”的看法，

这里的“发育不良的心”指的是英国人在性格方面有缺陷。

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分离。福斯特认为

这种缺陷的特征是固执、谨慎、自我感觉良好、市侩、缺乏

幻想和虚伪。而这些特征也都成了当时的英国人的民族特色。

2、《印度之行》

《印度之行》是福斯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其风

格与他的其他作品截然不同。《印度之行》聚焦于英国殖民

时期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具有揭露性和批判性。

小说以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城市昌德拉帕尔市为背景，

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人摩尔夫人和她儿子的未婚妻阿黛拉小

姐一起去印度看望他的儿子罗尼，以及她们在印度发生的一

系列事件。小说通过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展示了印度平民

与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矛盾，揭露了英国殖民统治者对印度平

民的歧视和侮辱，以及印度平民对英国殖民主义的仇恨和反

抗。

二、人物间的矛盾

1、阿齐兹与卡伦达夫妇

某一天，印度医生阿齐兹去往朋友家与他们一起诵读诗

歌。在读诗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市医疗官员卡伦达上

尉的信。上面写着卡论达上尉要求阿齐兹去他家见他。但是

阿齐兹不愿意去，因为卡伦达并没有告诉他是去干什么的。

他清楚地知道卡伦达这么做只是为了取笑他捉弄他，他明明

知道现在是中午，阿齐兹该吃饭了，但是他就是想打扰阿齐兹，

借此来炫耀他的权力。尽管如此，阿齐兹还是从位于郊区的

朋友家中赶到了卡伦达上尉家。但是因为半路自行车轮胎爆

了，阿齐兹只能改租了一辆马车。然而当他到达时，佣人告

诉他卡伦达上尉已经离开了，甚至连一个字都没留下，让阿

齐兹白来了一趟。

随后，卡伦达夫人和她的朋友们也从家中走了出来，不

仅对阿齐兹视而不见，还很傲慢的抢走了阿齐兹雇来的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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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长而去，甚至连一句谢谢都没说，仿佛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无奈之下阿齐兹只能步行回家。

通过上述矛盾可以看出英国人对印度人的态度非常恶劣，

他们傲慢自大且缺乏对人最基本的尊重，认为印度人所做的

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以上这些矛盾也从侧面表明英印矛盾

的根源其实是殖民主义背后的种族歧视和白人至上主义。

2、阿黛拉小姐

阿黛拉小姐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女孩，有自己的独特的见

解和丰富的想象力。从小在西方长大的她，对神秘的东方有

着强烈的好奇心，所以她想弄清楚真正的印度是什么样子的。

碰巧摩尔夫人要去印度看望她的儿子，也就是阿黛拉小姐的

未婚夫。所以阿黛拉跟随摩尔夫人去了印度。当阿黛拉和摩

尔夫人怀着兴奋和好奇的心情来到印度时，在那时她们仍然

对印度充满了美好的幻想，认为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且充满了

神秘感。他们与当地人交流，学习当地文化，参观当地著名

景点，但当阿黛拉独自一人去乡村，看到了印度的真实情况时，

她感到幻灭了。她所看到的景象与她脑海中想象的浪漫而神

秘的场景完全不同。真实地印度看起来很低俗，有些地方还

透露出色情和野蛮，这让阿黛拉感到害怕和慌张，这也在阿

黛拉的内心深处埋下了对印度的恐惧和怀疑的种子，这也是

阿黛拉在马拉巴山山洞里产生幻觉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3、马拉巴洞穴中的阿黛拉小姐和阿齐兹

在福斯特笔下，离昌德 20 里远的马拉巴山洞不仅混乱，

而且还很神秘。正如摩尔夫人所说：“这是一个令人恶心和

压抑的地方。”这个曾是印度著名景点的马拉巴洞穴，并没

有给英国人带来惊喜，带来的只有窒息和恐惧。阿黛拉独自

一人待在黑暗空旷的山洞里，再加上夏天闷热的天气，陌生

的环境和山洞里压抑的气氛让她深深地感到恐慌。同时，这

也让她想起了看到雕像时和对陌生环境的恐惧。紧接着，洞

穴四周传来阿齐兹的呼唤声。这刺激了她脆弱的神经，使她

处于一种高度紧张且易怒的状态，由此她产生了阿齐兹试图

侵犯和侮辱她的幻觉。这就是阿齐兹和阿黛拉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阿齐兹并没有对阿黛拉做任何事，他也没有试图侵

犯和侮辱她。他所做的只是带阿黛拉和其他英国人去参观马

拉巴洞穴，并在寻找她的时候呼喊她的名字而已。实际上，

阿黛拉认为阿齐兹企图侵犯她实际上只是她的一种幻觉，而

不是事实。在山洞里压抑和陌生的环境下，阿黛拉害怕了：

她害怕印度，因为她对印度美好的幻想破灭了；也因为阿齐

兹的呼唤使她本就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崩溃了。所有这些因

素一起作用，在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阿黛拉神志不清，

产生了被阿齐兹侵犯的幻觉。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由是阿黛拉

对印度的恐惧和对印度人的不信任引发的。她意识到真正的

印度并不美丽和浪漫。这是一个粗俗野蛮的地方，她很害怕。

此外，她潜意识中对阿齐兹的不信任使她产生了幻觉，这也

表明阿黛拉仍然对印度人抱有歧视。

4、图尔顿夫人

图尔顿夫人是“英国上流社会贵族形象”的典型。她不

仅憎恨和鄙视印度和印度人民，也鄙视“下等的”英国人。

图尔顿夫人在桥牌会上表现得很冷漠，在有一些印度女士参

加的时候，作为东道主，她根本没有想要招待印度客人的意思，

甚至不希望那些印度人来参加活动。因为在图尔顿夫人的意

识里，印度是一个下等民族，他们一定没见过世面；而英国

人非常高贵，所以这些下等的印度人根本不配得到她的款待，

只有高级官员才能得到她的关注和她的热情款待。这从侧面

表明，图尔顿夫人不仅在思想上认为印度人低人一等，而且

在言行上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当图尔顿夫人和印度妇女交谈

时，她听说印度妇女会说英语，她非常震惊，用难以置信的

语气说道：“什么！我的天啊。你竟然会说英语！”，好像“下

等的”印度人能说“高贵的”英语是很不可思议的。

图尔顿夫人与印度人的矛盾在于，图尔顿夫人一直以一

种“优越感”的态度对待印度人民，她的言行举止都反映出

了她对印度及其人民的诋毁、蔑视和歧视。她的行为举止是

非常典型的白人至上主义的体现，这也是引发矛盾的根源。

5、菲尔丁

菲尔丁在福斯特的作品中被描述为一个完美的、理想的

西方人。他看上去对印度人没有任何偏见和歧视，态度也和

其他英国人完全不同：对所有被英国人看不起的印度人都和

蔼可亲；他和印度医生阿齐兹成了好朋友；他还在桥梁会议

上安慰印度人。菲尔丁是如此的真实、坦率和善良，是一个

完美的英国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尽管菲尔丁与其他英国人完全不同，但事实上，仔细理

解他的话还是可以发现许多矛盾之处的。他说阿齐兹是个愤

世嫉俗、无能的人，经常因为懦弱而哭泣。他认为聚集在一

起营救阿齐兹的印度教派是一群乌合之众；他认为印度人民

的正义示威是荒谬的；他还希望阿齐兹原谅阿黛拉，并免除

她的赔偿。种种行为表明，在菲尔丁的潜意识里，他对印度

人还是抱有偏见的。菲尔丁因为阿齐兹的审问引发的一系列

问题，失去了对印度的热情；而菲尔丁和阿齐兹之间也因此

产生了矛盾。此时，菲尔丁的内心开始向英国人民倾斜，他

对阿齐兹非常不满，认为他应该大度一点，原谅阿黛拉并免

除她的赔偿，尽管他知道阿齐兹是被冤枉的。在和阿齐兹谈

过之后，他们的关系也因争吵而渐行渐远。菲尔丁打算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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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一段时间。也正是在回英国的路上，菲尔丁内心深处的

英国思想觉醒了：离开印度让他感到无比的轻松和快乐。正

如他所说的：“威尼斯的建筑就像克里特岛的群山和埃及的

田野一样，都找到了最合适的位置，而在贫穷的印度，一切

似乎都错了位”，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就像是错位了的

景物，无论如何也无法真正融入印度，说明菲尔丁已经完全

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英国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菲尔丁更倾向

于英国人阿黛拉，而不是他的好朋友阿齐兹：因为菲尔丁是

英国人，是殖民者，他在潜意识里把自己放在了殖民者的位

置上，认为印度人作为被殖民者应该认同他听从他，这也是

菲尔丁和阿齐兹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

三、人物间矛盾的根源

1、矛盾根源

英国人和印度人是两种对立的身份，他们之间的矛盾和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的立场不同：英国人是殖民者，

代表着统治与压迫；而印度人被殖民，他们希望得到尊重和

自由。从表面上看，引发矛盾的原因是由英国的殖民统治带

来的殖民主义。事实上，殖民主义背后的种族主义和白人至

上主义才是引发这些矛盾的根源。

卡伦达夫妇和图尔顿夫人是白人至上主义的典型代表：

他们对待印度人都很傲慢无礼，尤其是对阿齐兹的礼貌与善

良嗤之以鼻，不仅视之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且内心毫无感

激之情；图尔顿夫人非常骄傲，她看不起那些印度女人，好

像能和她说话是她们的荣幸，因为在图尔顿夫人看来她们是

没见过世面的“下等人”。他们认为印度人的粗俗不仅表现

在印度的环境和印度人的行为上，也表现在他们的肤色上。

在他们看来，白色是高贵的，因为白色代表纯洁无瑕；而黄

皮肤的人看起来很脏，一点也不干净，看着就很卑微，所以

黄皮肤的人也是卑微的。

阿黛拉和菲尔丁则更能体现出英国人对印度人持有种族

歧视的态度。他们不像卡伦达夫妇和图尔顿夫人那么坏，他

们对印度人的态度相对友好。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观察，就

会发现他们潜意识里对印度人仍是抱有偏见的：阿黛拉产生

了阿齐兹试图侵犯她的幻觉，这说明在内心深处阿黛拉其实

是不信任阿齐兹的，认为不论是印度还是印度人都很野蛮低

俗且危险。菲尔丁也一样，尽管他对印度人很友善，但他所

表现出的偏见和歧视是他潜意识里就有的，只不过是他自己

还没意识到。

所有的矛盾表明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因

为身份的对立，即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在

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对其他种族的歧视和白人至上的思想。

2、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

种族主义指的是对某一种族持有偏见甚至是仇视的态度；

而白人至上主义则是认为白人优于其他所有人种甚至可以主

宰其他人种。种族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在于心理：不仅认为

自己高人一等，更文明更优越，还将其他种族贬低的一无是处，

其实这就是白人至上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我们可以说，

种族歧视源于白人至上主义，而白人至上主义则来源于欧洲

中心主义。

欧洲中心主义认为欧洲是世界的中心，且怀有一种优越

感，认为欧洲优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这种观点认为，与其

他地区相比，欧洲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因此欧

洲是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先锋，也是引领非欧洲地区现代文

明发展的灯塔。欧洲中心主义是资本主义向世界扩张的产物。

它出现在十八世纪中后期，发展到十九世纪，最终形成了一

种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也就是白人至上主义。

四、结论

仅仅着眼于表面的殖民主义问题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的。种族歧视和白人至上是殖民主义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

它们是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和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种族歧视

的本质是白人至上不仅仅表现在英国人身上。许多其他国家

也有白人至上的问题，尤其是美国。认真分析问题，认真对

待并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才是我们面对问题，思考问题，处

理问题的最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世界上的每个人，无

论身处何处，是何人种，职位高低，贫穷与否，我们都是人，

既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又都是平等的人类。解决种族主义甚

至是白人至上主义最好的方法就是人人学会去平等的尊重每

一个人，也许实现的过程会很曲折漫长，但未来一定会是和

谐而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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