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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与建构 ：女性文学创作昀双向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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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 过对 女 性 文学现 象的分 析 ，指 出 了对 传统 的叛 离和 对新 的 创 作语 系的 建构 ，是 女性 文 学创 作 发 展 的 两 个 最基 本 

主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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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langu~e system of writing ale the two basic subjec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literary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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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 疑 问 ，女 性 文 学 的 兴 盛 与 风 靡 ，已 成 为 中 国文 坛 时 

下最令人瞩 目的现象 。当曾经十分深 刻地影响人们 的生活 

观和价值观的传统经 典“严肃作 品”被呼啸而至的商品大潮 

与躁动不安的人流冷落在历史 的喧嚣之后 ，各种 大众化文艺 

消费品和亚文化消费品成为时尚和潮流，女性作家却 以前所 

未有的斑斓与另类在文坛上建构起蔚为壮观的创 作景观并 

引起社会空前 的阅读 兴趣。在人们的商业意识 日渐厚重而 

精神家园 日渐远去的今天，这一景观的出现着实令人振奋与 

鼓舞 。 

对这一景观进行 大致的梳理 ，我们会发现 ，对传统的叛 

逆和对新的创作语系的建构 ，是女性文学创作发展的两个基 

本 主题 。 

一

、 女性 主体 意 识 和 生 命 欲 望 在 传 统 文 学 创 作 语 系 中 

“浮出历史地表”，“我”成为叙事主体和表现中心 

历史地看 ，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基本上是一部女性主体 

丧失史 。长期以来 ，女性在文学创作 中作为人的主体意识 和 

本体 欲望被强大的男权 中心社会意识、叙 事语体所覆 盖，只 

能充当女扮男装的叙事角色。因此，在传统的女性文学作 品 

中，我们很难发现女性独特的生存体 验、价值取 向以及具有 

性别特点的语义体 系。女性文学作品的存在 ，仅仅是作为被 

异化的男性角色的派生 物和公共语义的熟悉面孔陈列在历 

史文化长廊 中，换言之 ，女性文 学作品体 现的是一种男权社 

会的精神取向和价值形 态。这是 历史对女 性的扭 曲。五 ． 

四时期 ，丁玲的<梦珂》和<莎菲女士 的日记》曾经为女性文学 

创作带来耀跟的一闪，“我是我 自已的”成为千年一吼，然而 ， 

这种理性的光芒 随即便 消失在强势政治意识潮流和男权语 

境中。40年代 ，苏青的<结婚十年》和张爱玲的<金锁记》等所 

谓“欲望叙事”作 品虽然表现出女性性别取向的较强意识 ，但 

由于历史的原因 ，这些作品的意义更多地表现在对普遍意义 

上 的人 的尊重 与 解 放 的 呐 喊 与追 求 上 ，也 即是 说 ，就 作 品 的 

基本倾 向而言 ，它并没有脱离 当时历史 的主流 价值 取向 ，也 

没有形成有别于主流创作语体的独具特色 的创作语体 。同 

时 ，由于 当时 的 社 会 矛 盾 集 中 在 政 治 斗 争 和 民族 斗 争 两 方 

面 ，这些作品不大可能引起人 们的过 多注意，更不可能形成 

为文学 潮流 。在 以后 的几 十年 ，女性 文 学 和 整 个 文学 创 作 一 

同沦为强势政治的工具，成为政治概念 、精英理想的载体 ，基 

本上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80年代初 ，在对人 的生存意义和 

价值取向进行多元化探索的思想启蒙大环境下 ，女性作家开 

始重新寻找、发现 自已。铁凝的<玫瑰门》、<对面》，王安忆的 

“三恋”和<岗上的世纪》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 品。其 中 ，<玫 

瑰t-1)和<岗上的世纪》可 以看成是后来女性文学开创“性”、 

“情”时代的奠基作 。在这些作品中，传统的以男权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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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的把社会理想作为叙事 主体 的创作重心开始向“明白 

的欲望和粗鲁 ”((对 面》)的人 的生理 本能与心理 欲望这个 

“无法逃避的”领域转移 ，“将那些曾经被集体叙事视 为禁忌 

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 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把 两性关 系 

从温情 、体面的婚姻与道德的窠臼中拖扯 出来 ，骇然直面“性 

爱 ”，从 而把 人 的 问题 摆在 了历 史 面前 ，令 人 震 憾 和 深思 。通 

过 这类 作 品 ，我们 开 始窥 视 到女 性 真实 的 内心世 界 独 特 的个 

体感悟与生命欲求 。亦如陈染所言 ：“对女性来说 ，性的觉醒 

就 是 思想 的觉 醒”。可 以 说 ，这些 作 品 开 启 了女 性 文 学 在 中 

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思想启蒙运动。90年代以后 ，物欲主义进 

一 步 动摇 了男 权 中心 政 治话 语 的桎 梏 ，女 性 文 学创 作 开 始 进 

入刻意追求表现女人和男人“不一样”的情调与 内容的阶段。 

开创这一阶段女性文学之风的代表是陈染、林 白与海男所谓 

的“新三巫”。她们的作品以固执地立足于女性“个性视角”， 

刻意追求 内心独特“性情”而在文坛上大放异彩 ，效仿者不绝 

其尘 ，从而揭开女性文学“性”、“情”时代 的序幕。陈染的《私 

人生活》和林 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在书商的炒作下 ，开启 了 

一

大 批“绝 对 隐私 ”作 品的滥 殇 ，同 时也 洞 开 了文 学 创作 和 商 

业包装 、炒作、联姻这种亚 文化现象的潘多拉之盒。这种极 

力张 扬 女性 特点 、大 胆表 现 自我 的创 作模式 在 90年代 后期 愈 

演愈烈 ，仿佛沉睡千年的女才子们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猛 

然觉醒 ，一时 ，个性鲜明、锋芒毕露的女性文学作品在中国文 

坛上 争 妍斗 奇 ，妇 女 红遍 整 个 天。“在 这 些 小 说 里 ，女 作 家似 

乎就 是 ’我 ’，所 有 的 口吻 是一 致 的 ，目的 也 很 明显 ，就 是要 以 

自己的故事吸引读者”。她们 中比较有代表性 的有 陈染的《私 

人生活》、<声声 断断》、<无处告别》，林 白的<一个人的战争》、 

<守望空心 岁月》，海男 的<女人传》、《我 的情人们》，铁凝 的 

<大浴女》，王 安忆 的<富萍》，池莉 的《口红》，方方 的《乌泥湖 

年谱》，虹影 的(饥饿 的女儿》、(一个流浪女的未来》，皮皮 的 

<比如女人》，王芫的《什么都有代价》，卫 慧的<蝴蝶的尖 叫》、 

<上海宝 贝》，棉 棉 的‘啦 啦啦》、《糖》，安妮 宝贝 的《告别 薇 

安》、<彼 岸花》，周洁茹 的《小妖 的网》、<长袖善舞》，赵波 的 

<心空》、<情色物语》，九丹 的<乌鸦》等。这些作 品的共 同特 

点是 ：摒弃宏大叙事 与厚重题材 ，把 女性 自已推向表现的前 

台，将创作的重心移位到女性生存状态 、生命体验及本体欲 

望，以空前的反传统姿态 ，把笔触深入到女性生存 状态深层 

结构 中 的“生 理场 ”和 “情 感 场 ”，大 胆 描 写 女 性 生 理 的 、心 理 

的、感觉 的广阔空间 ，把“性”、“情”和人的本能欲望作为审美 

主体和叙述主体 ，追求生命 的放浪不羁 和情感 的 自由 自在 ， 

从 肉体 到灵 魂 表现 出强 烈 的反 叛 精神 。尤其 是 所 谓 “美女 作 

家”的作 品，其叛逆矛头不仅指向束缚 自我的传统 ，同时也指 

向栖息在现实中的我 。她们所追求的 ，似 乎只是游离 于现实 

与虚无之间的 自由精灵。女性文学创作对叙事 主体 的大胆 

突破和对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情 ”领域的涉 足，意 味着男 

权话语体系大一统时代的结束 ，同时也意味着统治 中国当代 

文学创作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以社会精英理想为表现 目的 ，以 

客观再现为表现方式的的“现实主义”创作格局的终结 ，使文 

学创作重新走 向“人”的起点 ，并使文学创作朝 自身的多元化 

纵深发展具有了可能。换言之 ，女性 文学创作是 以叛逆者和 

终结者的身份走在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前列 ，是中 国当代 

文学创作朝 向自我发展的一次新 的开始。女性 文学创 作成 

就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表现 出来 的咄咄逼人 的女权 主义思 

想和对个体生命的关注 ，以及向我们提供的大量可咀嚼的阅 

读 文本 ，它的 真正 意义 在于 ：对 我 们 身 在其 中 ，却 又 常 常感 到 

无能为力的传统和权威的篾视与否定 。从 这个意义讲 ，它给 

我们带 来 的社会 意 义上 的认 识作 用 远 远 大 于 文 学 方 面 的 冲 

击力。另外 ，女性作家在多姿多彩展示女性 自由意 志、生 理 

需求、生存状态，远离传统经典文学的说教和精英意识 的同 

时，丰富、扩展 了文 学创作 的认 知疆野 、创 作领域 与审美 范 

畴 ，从这个意义讲 ，这种特点带来的成果也是空前的。 

二 、“私人 空 间”和“个人 化 写作 ”成 功地 建 构 起 女 性 文 学 

创作的话语平台和语义体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创 

作 由面 到点 、由外 向 内的多元 化 深度 发展 

前面我们 已经 谈到 ，由于 中 国的文 学创作 长期 以来为 

“礼”、“义”、“道”、现实政治等男权社会意识形 态强势语体所 

支配，女性文学创作长期处 于“失语状态”。即使在五 ．四新 

文化 时期 ，对 女 性 群 体 的 人格 关 注 ，如 “娜 拉 走 后 怎样 ”那 一 

场颇具声势的讨论 ，也是由觉醒的男性站在普遍的人性 的立 

场上对同类投去的一瞥，谈不上女性的 自我觉醒。正是 由于 

性别角色的压抑和对长期 以来 的不平等地位的反弹 ，肇始于 

上世纪 8O年代初 ，鼎盛于 90年代 中、后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一 

开始就表现出长期作为弱势群体对男性强权社会观念 的冲 

击与挑战。如<玫瑰 门》中司猗纹用“露阴”对道貌岸然 的男 

权社会的沉重一击 ；<对面》中肖禾与窗外那个女人 用鲜活、 

美丽的肉体对“我”的嘲弄 ；<荒山之恋》中金谷巷的女孩对现 

实的不屑以及(岗上的世纪》中李 小琴 用粗野 和疯狂对“性 ” 

的诠释，直到 90年代所谓“美女作家”群对情欲的泛化和对肉 

体的随意都可以看到这种性别对抗的明显倾 向，这是女性心 

理结构 中典型的 自我补偿情结。长期以来 ，两性禁忌是男权 

社会最典型的特点 ，“我们 的传统文化对女性性 欲的禁 锢较 

之男性 来 说要严 重 得多 ，而 且 由来 已 久 ，盘 根 错 节 ”。在 这 种 

禁忌 的森 严 中 ，女性 的性 别意 识 被排 斥 在 社会 生 活甚 至 女 性 

自已之外 ，成为男性的私有附属。由于这个特点 ，“妇女解放 

和女性革命运动的 同时萌生 ，并非纯属偶然 的巧合 。”因为 ， 

女性 的觉 醒 ，女 性 的个 性要 求 与人 格 尊 严 ，必 然 要 以 对 男 性 

特权的否定和对缺损 的女性意识的修复 和扩 张为前 提。在 

女性文学创作 中，这种特点表现得十分 明显 。可 以说 ，这种 

一

开始就带有明显性别对抗色彩的女性 文学 创作注定 了传 

统文学创作话语平台的裂变 ：大一统的男性话语平台的解体 

和女性话语平台的建构。这种潜蜇 在女性作家群 中的对 性 

别的修复与扩张的欲望在裂变中寻找着 自我 ，这种寻找的结 

果，是带有明显女性特点的“私人空 间”和“个人化写作”模式 

的出现。这种创作模式的集大成 者是九十年代名噪 一时的 

陈染 与林 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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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谓私 人 空间 和个 人化 写 作 ，即是 从 个 人 的 视 点切 入 的 

叙事 ，他们 的 姿 态 是 绝 对 自我 的存 在 。“个 人 化 写 作 建 立 在 

个人体验和个人记忆的基础上”，大体上说，她们的创作视点 

迥异于传统的“向外”而立足于“向内”，聚焦 于“我”这个 主体 

上 。在 叙事 手法 上 ，不 在 乎 事 情 的 “完 整 ”与 “连 贯 ”，也 不 追 

求细节的展开 ，追求的只是个人对外界的独特感受和情绪 的 

瞬 间变 化 。按 陈染 自已 的说 法 ，个 人 化 就 是 “把 写 作 的立 足 

点放在个人或者叫作私人这样一个很小的元素上”，“没有进 

行宏大叙事”，“没有去写时代历史的什么洪钟大 吕主旋律”， 

只是 “一 个 人站 在 角 落 里 ，在 一 个 很 小 的位 置上 去 体 会 和 把 

握 只 属于 人类 个 体 化 的世 界 ”。这 种 “’无 关他 人 ’，‘无关 社 

会 ’，不为时代立 言，也 ‘不试图整体反映时代现实 ”’，“叙事 

仅仅是个人经验 ，个人性情 ，个人情调基础上的艺术想象”的 

创作方式带有鲜明的个人经验主义和孤傲 的贵族化色彩 ，这 

正是 女性 对 自我 意识 修 复 与扩 张 的极 端 化 结果 。如 果 非 要 

探 寻 其形 成 的动 因 ，深 层 的 原 因应 是 ：重 新 发 现 自我 的 女 性 

意识对长期禁锢 自已的男性强势话语平 台和传统文学创作 

模式 的本能 出逃 与 反叛 以及 女 性生 存 经 验 、生 理 特 点对 创 作 

模式 自我选择的合理契合(对男性话语体系“宏观”、“群体”、 

“主 流意 识”、“完美 ”等特点 的否 定 和“私 人 空 间”、“个 人化 写 

作”与长 期处 于 幽闭 生存 状 态的 女 性含 蕴 、内 向 、情 绪 化生 理 

特点、心理特点的一致性 )；外 在原 因是：现 代文 明的强劲 冲 

击 使 本土 传统 观 念 日见稀 薄 以及 西方 女 权 主 义 、女 性 主义 文 

艺理论 和 文 艺 作 品 的 大 量 登 陆 (社 会 对 这 种话 语 模 式 的包 

容，现代经济社会功能理性原则对文化领域 自我表现、自我 

满足的要求以及西蒙 ．波娃 、贝蒂 ．弗里丹、弗吉尼亚 ．伍尔 

芙、波莱娜 ．西苏 、玛格利特 ．杜拉斯、玛格丽特 ．尤瑟纳尔 

等人 的 文艺 观 和 创作 风格 对女 性 作 家群 显 而 易 见 地 影 响 )。 

尽管 这 种创 作 模 式 带 有 强 烈 的 极 端 化倾 向 和 排 他 性 ，但 陈 

染 、林 白的作品仍然以无与伦 比的个性色彩 和性别色彩令人 

眩 目。“个人 化写 作 ”模 式在 经 过 商业 包 装 和炒 作 后 ，近乎 掀 

起 一场 文体 革 命 ，女 性作 家 大量 介 入 与 摹仿 ，很 快 成 为 一 种 

时尚 与潮流 。这 些显 得 十 分 “另类 ”的作 品 以前 所 未 有 的 主 

观色彩和聚焦角 度把女性长期 被压抑 的性 别意识 ，生存 经 

验，个体感悟通过优美、细腻、新奇的文字表现出来，直达 人 

性的深层领域，给人带来极大的感官刺激和心灵震动。这种 

模式的出现 ，把人们的视角从传统 的对现实生活的“宏观”把 

握转 移 到“个 人 ”对 现实 的 主观 感 受 这个 点 上 ，使 读 者 从 这个 

点 上能够 更深 入 、更 强烈 地触 摸 到个 体 对 现 实 的 细微 感 知 和 

独特 感受 ，增 强 了阅 读 的 近 距 离 和 亲 切 感 。同 时 ，女 性 作 家 

在对 传统 文 学创 作 的 “宏 观 ”和“重 大 ”视 角 移 位 并 对 人 的生 

理 和心理 进行 深及 入髓 的剖析 与诠 释过 程 中 ，把 人们 已经 习 

惯 了的男 性 视 阈移位 到全 新 的 以女 性 意识 、女 性 视 角 为 中心 

的位置 上 ，给人 以 耳 目一新 的认 知 感 受 与 审 美 愉 悦 ，从 而 成 

功 地建 构起女 性 文 学 创 作 的话 语 平 台 与语 义 体 系 。如 果 说 

五 ．四新文化运以其成 功建 构以现代 白话 文为文本的创作 

话语平台而成为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革命 ，那么 ，我 

们 是不 是有 足够 的理 由说 ，女 性 作 家 建 构 的 以 个 人 题 材 、主 

观叙事 、粘附大量时尚与潮流信息的创作话语模式开启了中 

国 当代 文学 史 上 的第 二次 革 命 。 这 种 话 语 平 台与 语 义 体 系 

的建构 ，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多元化格局 的开始 ，为中 

国 当代 文 学真 正意 义上 的量 和质 的发 展 打 下 了坚 实 的基 础 。 

这种基础所包孕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具有 的更加广 阔的 

生存空间、发展空间 ，创作活力与价值期盼。这一切 ，正是时 

代和我们所需要 的。进行这样 的评价和定位 ，有助于我们对 

女性文学崛起现象 的合理解释 ，也有助于对这一现象 的恰 当 

评价。从另一个意义上看 ，这种 以主观诉求 为核心 ，以 自我 

体 验为基 础 、以张扬 个 性为 特 点 的语 义 体 系 不 仅 弥 补 了 五 ． 

四新文 化运 动时 期 曾经 盛 行 一 时 的 表 现 主义 创 作 潮 流 在 以 

后大半个世纪中的失阙 ，从而使 曾经长期沦为政治工具 和理 

念说教的文学创作重新回归到朴素而真实 的人的位置 ，而且 

它比传统的所谓现实主义更高地概括 了人与现实 的能动关 

系 ，从而 为文 学创 作朝 自我 的 纵 深发 展 拓 宽 了 视野 。综 上所 

述 。女性文学的兴起虽然有其时代文 明的铺垫 ，但其 承上启 

下 的意义 无疑 是十 分重 大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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