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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末民初思想和文学中的“英雌”话语》致力于女性英雄意识的探讨，选题新颖独到，具有学
术拓荒的理论价值。
论文追根溯源，或挖掘原始材料，或对已知材料另作解读，在对散落的史料作系统整理的基础上聚焦
问题，以极具时代特征的‘英雌’话语来指称广泛流行于清末民初思想与文学中的女性英雄意识，显
示了从历史流变中敏锐发现问题的学术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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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英雌”的出现是以“英雄”的存在为前提的。
从造词的先后和方式看，先有“英雄”，因着清末民初知识者对“英雄”在历史的实践层面逐渐演变
为特指男性性别的专有名词有强烈不满而仿造了“英雌”。
正所谓“ ‘巾帼英雄’这个词已经不足以表达时代对‘女豪杰’的呼唤，于是另一个令后人感到惊奇
和别扭的新词‘英雌’被激愤地创造出来了”①。
在这一意义上说，“英雄”、“英雌”是相互对举，具有互文性和互释性的；前者主要指向男性，后
者主要指向女性，虽然“雄”与“雌”、男与女存在着生理上的客观差别，但二者都能够成为“英才
” “雄才”却是同一的。
　　从逻辑上讲，英雌至少包括“英之雌”和“雌之英”两重含义。
前者在普遍的女性类别中彰显具有“英”质的女性；后者在人类性别模式中强调“英”质的女性性别
身份、性别特点和性别要素，突出社会性别意识中女性英雄指认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有鉴于此，我认为，“英雄”、“英雌”虽然都具备“英”质，但作为置身于社会性别建构的共时性
环境中的社会人，他们对“英”质的追求方式、表述方式和行为方式或多或少会显示出同中有异的趋
向。
　　那么，何谓“英雌”中的“英”之质呢？
　　首先，它含纳了“雄”、“豪”、“侠”等方面的内容，注重对女性戎装铁血、雄豪之风的培养
和颂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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