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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教学中的新女性主义文学及其解读

郭 剑敏
①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

摘 要
： 在 当代文学教学 中 ， ２０ 世纪 ９ ０ 年代 以 来兴起 的新女性文学是 一个重要的

命题 。
女性主义文学 的写作延展开来形成 了２ ０ 世纪 ９ ０ 年代 中 国文学创作潮流 中 的私

人化写作 、欲望化写作 、身体写作等
一

系列 紧密关联的重要现象和命题 。

关键 词 ： 当代文学 ； 新女性文学 ；身体写作

一

、 女 性 主义写 作 的 意义指 向

女性主义写作与 女性 身份认 同 以 及女性话语 表达之 间 的关联性 ， 使得女性 主义

文学在欲望写作与 身体写作 的层面上有强烈 的表达 。 因 为整 个人类书 写 的历史 都浸

透 了 男性 中 心 主义 ，所 以 女性书写理念倡 导者坚 持开创
一种全新的女性书 写 ， 即让写

作 回 归女性身体 ，从描写 女性身体的独 特经验开始 ，让 女性重建对世界 的认知 ， 让世

界正视女性的存在 。 商 品市场经济时代 ， 女性更多地被贴上 了 商品 的标签 ， 或者成为

各 种商品 的 附属 物 ， 如 豪车与 美女 ， 而 男 性成 为 消 费 者 ， 尤 以
“

成功
’’

的 男 性 为 主 。 商

品经济取代男权 文化成为女性新的主宰 ， 在这 种 背景下 ， 女性主 义写作不 无现实地具

有批判意义 。

女性主义写作与女权 主义思想之 间 紧密相 连 ， 它从一开始便 以 其对 男权文化 以及

相关的思想观念的强烈质疑而显示 着 自 己 的价值 。
２０ 世 纪 ２ ０ 年代 以 丁玲 的 《 莎菲女

士 的 日 记 》及庐隐 的 《海滨故人 》为代表 的 女性主义文学作 品显示 出 了西学东渐之后在

现代思想启蒙下女性意识在文学写作 中最初 的 自 觉 。 这一时 期 的女性主义思 想表达 ，

一方面十 分注重对深深地镶嵌在封建专制 体 系 中的男 权文化思想 的批判 ； 另
一方面也

努 力地展示觉醒 了 的知识女性决绝抗 争的 勇 气及其所承受的伤痛 与孤独感 。 从长久 的

男权文化压制下所苏醒 了 的女性解放 意识 ，具有一种强烈的对抗与批判要求 ， 它与
“

五

四
”

时期的思想启蒙 、个性解放 、人的觉醒融汇在一起 ，形成了 一股强有力的 思想解放 力

量 ，体现 出 了
一种具有现代转型意义的价值取 向 ， 成 为那个时代宏大叙事 的组成部分 ．

所 以我们可 以 看到 ，在整个 ２ ０ 世纪 的女性主义文学写作 中 ，
２ ０ 年代 的女性写作虽然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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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限 ，但却是最为醒 目 的 ， 它激起的 社会反 响也是最强烈 的 ， 同时也使得女性意识的

自 觉与解放诉求成为 三 四 十年代女性写作最 为重要 的思想资源 。

二
、 政 治解放 到 身 体 解放 ： 复 苏 的 女 性话 语表达

在新 中 国成立后 的 ５ ０
—

７０ 年代 ，

“

五 四
”

意 义层面上 的女性主 义思想表达不复存

在 ，有关女性命运及处境的描写被 纳人到 了 阶级斗争与 阶级解 放的话语体系之 中 ， 对旧

中 国妇女命运 的描写主要是揭示 旧时代妇女受压迫 的悲惨 人生 ， 以及在共产党所领导

的革命力量 的介入下 翻身 获得了 解放 ，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于延 安解放 区 由丁毅 、 贺 敬之所

执笔完成的歌剧 《 白 毛女 》及 ６０ 年代 的革命样板戏 《红色娘子军 》是这一写作模式的最

佳范本 。 而在这一时期 ， 另
一种有 关女性面貌及命运的讲述是对新社会 中全新 的妇女

形象 的塑造 ，在这种 塑造体 系 中 ， 主要是显示 出 男女平等 、妇女解放 、半边天等种 种意义

内涵 。 也就是说 ， 随着新中 国 的成立 ，妇女解 放问题 以 完成时的语态与 方式在被描写和

叙述 。 在这一时期 ， 妇女解放被看作是成为社会解放 以及政治革命 的
一

个组成部分 ，妇

女受压迫成为封建主义 旧 思想及封建制度罪恶性的一个证明 ， 因此 ， 革命之后的 新社会

中妇女不再受压迫 ， 妇女翻身得解 放 ，便成 为必然 的结局 。 而如 果依然 出 现不平等的 、

妇女受歧视或压迫的事实 ， 则便被看作是封建 旧思想的残余 ， 是 旧 制度 的遗 留 物 。 言下

之意 ，新制 度中 是不会产生这种妇女 受压迫的问题的 ， 或 者说新制 度没有妇女受迫害 的

问题 ，或男 女不平等的问题 。 在这
一思想逻辑下 ，

２０ 世纪 ５ ０
—

７０ 年代 的 文学作品 中 对

新社会妇女处境 的描写完 全跳出 了
“

五 四
”

时期与 男权 文化相抗争的表 达方式 ，转而 以

一套全新的阶级解放的话语体系进行书写 ，努力展现新社会下妇女全新的精神 面貌 ，小

说《李双双 》中 的女主人公李双双是这一时期新政权下社会主义劳动妇 女新形象的最具

标志意义 的代表 。

２ 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是 中 国 当 代文学 中 女性主 义思 潮 全 面 复苏 与觉 醒的 时 期 ，在这

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便是王安忆 ， 她在 ８ ０ 年代写作的作品在 两个层 面上有 着 突

出 的意义 ，

一是 以女性个体成长体验为叙事支点 的文学写作 ； 另一个便是女 性主 义意

识的强烈表达 。 前者是 以 《雨沙沙沙 》为代表 的
“

雯 雯 系 列
”

， 后者代 表性 的作 品便是

王安忆的
“
三恋

”

， 即 《小城之恋 》 （ １ ９８ ６ ） 、 《荒山之恋 》 （ １ ９ ８ ６ ） 、 《锦 绣谷之恋 》 （ １ ９ ８７ ） 。

“

雯雯 系列
”

中 始终存在的便是
一 个成长 中 的 女孩 的叙述支点 ，这 种 个体成 长体验的

层层展开 ， 形成 了王安忆小说独有 的沉静之美 ，也使得她的写作游 离于
“

政治
一历史

”

的宏大叙事之外 ， 呈现 出 一种 独有 的个人风格特点 。 而王安忆的
“
三恋

”

则 以 对女性

命运 的关 注 和对人性 的深人剖析 ， 以及对性之于 人 生 的探讨 而将 新时期 女性 文 学的

写作带到 了
一个新的 高度 。

２ ０ 世纪 ９ ０ 年代是 女性 主义 文 学 的
一 个 活跃 期 ，也是女

性主义文学 向 纵深推进 的
一个时 期 ，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 中 国 的女性文学写作 以其体

现 出 的强烈 的女权主义思想意识而令人侧 目 ， 同 时也使得女性主义文学成为彼 时最 为

突 出 的
一股文学思潮 。

２ ０ 世纪 ９ ０ 年代 中 国 女性 主义 文学 的 崛 起 与西方女性主义 理论的 东渐有密 切关

联 。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诞生于 ２ ０ 世纪六七 十年代 ， 于 ８０ 年 代初传人 中 国 ，
９ ０ 年

代 中后期开始兴起 ，成为一 种十分重要 的批评思潮 。 正是在这一时期 ， 以陈染 、林 白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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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
徐小斌 、 徐坤等为代表的新女性作家迅速崛 起 ， 成为 ２ ０ 世纪 ９ ０ 年代 中 国文学创作

中最引人注 目 的潮流 。

三 、 ２ 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女 性主义 文 学 中 的 成 长表达

２０ 世纪 ９ ０ 年代 以来的女性主义文学写作呈现 出 强烈 的 叙述
“

自 我
”

的特征 ，作家

们常常将 自 我对外在世界一切的感知 作为叙事 的主体 内 容 ， 从而使得作 品具有一种十

分突 出 的 自 我体认意识 。 正 因 如 此 ，
２ ０ 世纪 ９ ０ 年代 以来 的 女性 文学常常是在

一种 自

我 心理 的书 写 中展现个体独特的成长体验 ， 可 以 说 ， 就成长叙事 而言 ，
２ 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女性 文学 中 的成长叙事体现得最为强烈和 纯粹 ，

“

成 长
”

成为 作家 寻找 自 我 、体认世界 、

感知时间 的
一种 重要 的方式 ， 这在陈染 的 《私人生活 》 、 林 白 的 《

一

个人的战 争 》 、 绵绵 的

《糖 》以至春树 的 《北京娃娃 》等作 品 中都有着鲜 明 的体现 。

陈染 的写作一直是 中 国文学 中最强烈地追寻个人世界 的 隐秘表达 的一脉的代表 。

她总是活在一个高度 个人化的世界之 中 ， 从不屈 服于外界的 冲击和压力 ，也并不 向 自 我

的孤独和寂 寞低头 。 她始终在 内心 的禁 区 中 守望 ，不断试探 内 心 与外部 的边界所在 。

她的作 品有一种 强烈的从个人的 内 心出 发 的倾诉欲望 ，也有不断清理个人记忆的愿望 。

她一面 向读 者敞开 自 己 的 内心世界 ， 向 外部 的他者发 出询唤 ， 期望得到他者的理解 和认

同 ，

一面不断拒绝外部世界的 冲击和侵扰 ，强化 了个人在社会 中的孤绝感和个人世界的

自 主性 。 陈染 的作品有一种强烈 的 自 我倾诉的特色 ，她总是不惮于将 内 心最复杂 和最

微妙的感情加 以表达 。 陈染善于捕捉那种 复杂 、微妙和难 以 表达的 心灵世界 ，她 的这种

表达是极具人性开掘的 突破意义 的 。 从这个 角 度看 ，陈染 的写作标志着一个新的个 人

化的时代 的 到来 。 而这个时代正是今天 的 市场化与全球化的新的 时代 。 个人确实得到

了实现 ，而个人的 自 由也意外地变成了不受拘束 的 放纵 的身体和 急于 被满 足 的欲望 。

女性得到了 身体的 自 由 ，但却被消 费 和时尚 的 潮流奇观化 ，变成 了 被享用 和 消 费之物 ￥

自我不是一个孤立的绝对主体 ，它不能不在和 他者的相遇 之 中存在 。 陈染 的 内心独 白

式 的倾诉总是试图期待 、接纳 、认可他者 ， 将 自 身 的希望寄托于他者 。 但随 着他者面貌

的展开 ， 她却 发 现他者 的 面貌总 是破坏 、侵 越 自 我 的安 宁 和尊 严 ， 于是个人试 图逃 离

他者 。

陈染 的作品 不断地书写着对童年 和少 女时代 的追溯 和 回忆 ， 这种 回忆成为确 认 自

我 的一种方式 。 陈染将童年和少女 时代的经验 中朦胧 的 、不清晰 的 过程通过 回忆来加

以 展开 ， 这种展开 的 目 的 是理解 和认知 自 我 ， 将我是谁的 问题通过 回忆再度提出 来 。 陈

染 的 回忆里经常有少女和成人男 性接触的奇诡经验 。 这些经验是少女告别童年的不可

逃避的过程 ，但这种 和他者面貌 的相遇却也是幻灭 的过程 。 少女幻想 的浪 漫 被坚硬 的

现实击碎 ，少女失掉 了天真 ，体验 了 实在世界 的无法消除 和忽视的残酷 。 人脱离天真进

人世界 的过程是无奈 ，又是期望 。 陈染在 这里提供 了个体生命 的最真切 、 最 切实 的表

达 ，这种表达也意外地变成 了 中 国告别天真 、进入世界的隐喻 。 天真少女发现了外部与

自 身 的疏离 ， 发现形成的 自 我在外部的 冲击 中进退失据 的慌乱和犹疑 。 于是 ，个人失掉

了天真 ， 变成 了成人 。 陈染在这里将不间断的 、绵延的 回忆展开成为今天 中 国记忆的重

要部分 。 它的关键之处在于陈染用小说表现的个人经验在此变成了
一个社会在 曲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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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 中探求和寻找 的可 能性 的 表征 。 陈染 自 己 也 曾说过 ，

一

个好 的作家作 品 ， 都会有
“

心灵 自 传
”

的成分 ，无论他 书写社会人生什么 样 的话题 ，都会包含他 自 己 的价值观 、 思

想 、 情感和爱憎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
《私人生活 》可看作是作者 自 己 的精神成长史 。

陈染的作 品呈现 出 鲜 明 的 身体写作 的特征 。 在 陈染 的 《 与 往事 干杯 》 《无处告别 〉〉

《私人生活 》等作 品 中 ，涉及了青春少女时代 的经验和 极为个人隐秘 的生活情史 。 在叙

述 中 ， 陈染对青春少女性意识觉醒后既惧怕 男性而 自 守 ，
又渴望男 性而含情脉脉 的躁动

不安 ， 以及女性在生命 内 部重大变动时期 （如初潮 ） 、既张皇失措 又甜蜜沉静的矛盾心情

做了极为细腻 、 清晰地描述 。 在代表作 《 私人生活 》里 ， 陈染以倪拗拗这个出 生在都市 书

香家庭的女孩子为 主人公 ，讲述 了她敏感 、封闭而又隐秘的成长体验 ． 高 中老师 Ｔ
、邻居

独居的女人禾 、大学时代的 同学尹楠 ，成为她记忆这种 成长的重要节点 。 而在这种成长

的体验与叙述 中 ， 与身体有关 的性 的体悟成为
一种 十分重要的 方式 ， 陈染 以这样的 途

径 ，找到 了 回到 个人心灵世界 的路途 ， 由 此而专注于女性 自 我 内 心世界 的抒写 ，从而传

递 出对男性话语所营造 的空间与生活 的怀疑与拒绝 。

林 白 是 ２ ０ 世纪 ９ ０ 年代女性主义写作中另一位颇具标志性 意义 的作家 。 林白 的写

作与陈染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都 以
一种独语体的 方式 对

一个女性的 成长在心灵 的层

面上进行追忆和展开 。 同时 ，林 白在其作品 中对热衷于对女性个人体验进 行极端化 的

描述 ，专注于讲述绝对 自 我的故事 ， 她还善于捕捉女性 内心的 复 杂微妙的 涌动 。

《
一个人的战争 》是部相 当具有 自 传色彩 的长篇小说 。 借着这本小说 ， 林 白 有意 总

结她早期的生 活及创作经验 ，并思索一个女性 为写作所必须 付出 的代价 。 全书始 自 五

六岁 （叙述者 ）林 白抚摸 自 己 ， 初识身体 的欲望 ，

一路描写她的少年学 习 经历 ， 初燃 的创

作野心 ，流浪 四方的奇遇 ，

一再受挫的 恋爱 ， 被迫 堕胎 的悲伤 等情节 。 她最后辗转由 家

乡 来到北京 ，

“

死里逃生 ，复 活过来
”

。 林 白洋洋洒洒写来 ， 颇有不能 自 已 的时候 ； 但全书

的形式虽不够精致 ，仍有
一股直率动人的力量 。 往事不堪 回首 ，但也只有真诚地检视过

去岁 月 的希望与虚惘 ， 自 剖年少 的轻狂与虚荣 ，作家才能开拓 出 更成熟的视野 。 林白 写

自 己成名 心切 ， 曾 贸然抄袭 了别人的作品 ， 留下洗不清 的污点 ；写 自 己
一心壮游他乡 ，却

在最可笑 的骗局 中失去贞操 ；也写 自 己 为爱献身 ，几至歇斯底里 的绝望 。 自 揭疮疤 ，不

是易事 。 但林 白 告解忏悔的动机无他 ： 生命最绝望的 时刻反 而成就她对创作最深切 的

执着 。

一个女作家的 成长 ，真是用身体来作为赌注 。

以 陈染 、林 白 为代表的 ２ 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女性文学写作以其强烈 的女性 自 我表 白 与

自我体认意识而打造 出
一种独特 的叙事风格 ， 回到 自 我个体 的 成长体验 中去寻找 自 我

的历史影像与心灵记忆 ， 由 此构筑女性个体历史空间成为作家们不约而同 的叙事走 向 。

的确 ，
２ 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女性文学正是 以其强烈 的 自 我 体认而表达 出 对 以往男 权 文化压

制下 的女性书写的拒绝与 反抗 ，女性个体成长体验的细腻呈现 ，恰恰表达出 的是对男 权

文化为 代表的政治权力话语 的排斥 。 独 白 的语体风格 、身体感性的认知方式 ，都显示 出

２０ 世纪 ９ ０ 年代的女性文学写作在文体层面上 的大胆探索与 坚决的转型 。

女性文学 中 自 我言说式的心灵独 白 看上去将文学 写作带 向
一

个狭小 的写作空 间 ，

境界与格局都十分有限 ，这在从王安忆 ２ 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 的小说创作 中便有着十分

突 出 的体现 ， 到 陈染 、林 白 等 的创作 中更是走 向 了成熟 ， 但正是这种带有
“

排他性
”

的 自

我叙述 ，使得女性文学写作能够远离现代 以来
一

系列 的宏大叙事命题 ，而这种刻意的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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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 ，恰恰是女性写作确立 自 身价值体系必须要做 出 的选择 。 女性文学的 写作常常 与欲

望写作及身体写作相关联 ，在她们对历史的追叙 中 ，传统文学 中 的时代风云面貌被极大

地淡化 ，

一切都聚 焦到 了 自 我个体 的生命成长记忆 中 而加 以 过滤和展开 ， 身体而不是语

言成为 与外界世界对话的 重要途径 ，从而使得女性文学写作 中 的这种对世界的 感知方

式更具个人的真实性 ，而不是在某种 现成的话语体系 中来完成对世界的认知 。 所以 ， 陈

染 、林 白 等人创作 中所体现 出 来的那种身体写作的倾向 ，其内在的是
一种女性写作立场

的表达 ，这与后来卫慧小说《上海宝 贝 》 中 的那种感观化 、 肉 体化的 身体写作有着很大 的

不同 。 陈染 、 林 白 等人的 身体是另
一 种言说世界 、感知历史 、体验生命 的方式 ，卫慧 以 及

春树小说 中的身体则是后工业时代的消 费语境 中被物化的 欲望 的表达 ， 是以身体欲望

的直接书写来呈现在碎片 化的物质世界 的存在状态 。 陈染 、林 白 等的文字书写则有着

诗的特质 ， 个体记忆沿着身体的点点 滴滴的感知而展开 ，对身体记忆的追叙成为个体对

生命 、情感 、历史 、社会 、人际等
一切认识的重要方式 。 因此 ， ２０ 世纪 ９ ０ 年代以 陈染 、林

白 等为代表 的女性文学 中 的 身体写作是女性主义话语体 系 的 承载 ， 也可 以说它本身 就

是一种女性话语的体现 ，而对个体成长 的追忆和叙述则成为女性重建 自 身历史体 系的

一种策略和 ｇ 说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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