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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商业进程的更大推进，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在经济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中国
社会意识形态解构与建构的过程中面临着新的困惑和生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妇女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始终呈繁荣景象，为女性主义活动在中国文学与文化领域
打下了广泛持久展开的基础。
有关妇女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发展迅速，批评对象从文学扩展到大众传媒如电影、电视、网络、广告、
时尚杂志，以及美术、设计和城市建筑等，已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及文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有关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化的课程在中国高校较之其他纯社会性别理论的课程更受学生欢迎，而文学文
化领域在过去20多年里一直处于发掘、开创最新思想和理论的前沿，加强这些领域的学科建设，从长
远意义来说，对改变人们深层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推动保护妇女权益的社会活动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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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以女
性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和言说主体的文学。
在这一界说之下，女性文学的视野是开放的、发展的系统，而不是封闭静止的，应该是女作家基于性
别主体意识、生别视角表现的关注女性命运、女性情感、女性生命的文学，或者是基于超性别意识（
隐含性别主体意识）、超性别视角（隐含性别视角）表现的包括女性生存在内的、具有人类普遍意义
的文本。
女性文学仍是一个有待探索和完善的命题。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简史>>

作者简介

任一鸣，女，汉族，教授。
1945年生于乌鲁木齐，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1993-1994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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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始专攻女性文学研究，有《女性文学与美学》《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衍进》《抗争与超越——
中国女性文学与美学衍论》《解构与建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与美学衍论》等专著，《女性文学的
现代衍进》《女性文学美学风貌的现代嬗变》《关于女性文学宏观研究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等论文
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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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十七年”与“文革"时期女性创作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十七年”女性创作，从整体上呈现出
性别意识淡漠与消解的特点。
但是艺术寻求突破的规律，使得女作家的女性视角在整体的疏离中有着潜在的认同。
《百合花》、《红豆》、《青春之歌》，均以鲜明的性别视角、创作个性和独具的女性魅力，证明了
“十七年”当代文学叙事话语中性别意识在夹缝中的存在。
而在“万马齐喑”的十年浩劫中，女性仍在“潜在写作”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第一节 性别视角于整体疏离中的潜在认同“十七年”女性创作是指1949年至l966年期间的女性创作。
当代中国文学始终与时代潮流同步而行，与社会政治运动息息相关，由此决定了“十七年”女性创作
鲜明的政治色彩。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赋予女性新的历史地位，新中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女性的参政权、工作权、
教育权、婚姻权，明确了女性在法律上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女性走出家门，开始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
领域。
。
但是，这场自上而下的妇女解放运动，尚未从根本上触及性别文化中男尊女卑的“集体无意识”。
一方面新中国刚刚建立，几千年封建主义的沉积还很浓厚；另一方面，“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这一主流话语的价值标尺，在反对性别歧视的同时，也忽略和抹杀了性别差异，它的现实后果是使女
性失落了自己的性别认同，向男性全面看齐。
泯灭性别差异的所谓“男女平等”，被当时的革命美学导引，其后果便是女性不仅在现实中被压抑了
性别特质，在文学艺术中也被压抑从而消解了自己的性别特性。
女作家在创作中大多隐去自己的女性视角和个性，有意识地回避表现女性的真实情感，由此造成女作
家与男作家在创作上的“男女都一样”。
一时间，模糊了性别特征的“铁姑娘”成为女性审美的范本。
如果把五四女性创作作为一个参照系，“十七年”女性创作从整体上呈现出性别意识的淡化与僵化以
及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失，是30年代革命女性文学的延续。
不同的是，主题由20世纪30年代盼着黎明、鞭挞着黑暗，转变为对革命的讴歌。
昂扬奋发、激情满怀地吟唱赞歌，是“十七年”女性创作的基本风貌。
这一时期的女性创作有两大主题：第一是对革命战争年代生活的深情回忆；第二是热情讴歌革命和建
设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形象。
草明继50年代初期反映铁路工人生活的《火车头》之后，又完成了反映钢铁工人的长篇《乘风破浪》
；曾以《倦旅》和《工作着是美丽的》而闻名的陈学昭，写出了反映农村土改与合作化的《土地》和
《春荣》；以文笔优美著称的女散文家函子，或讴歌朝鲜前线的英雄，或赞美安徽农村的新貌?写出了
《万妞》等；刘真则从家乡胶东半岛走来，沿着《长长的流水》弹奏出《英雄的乐章》。
此外，一些作品在表现革命战争主旋律的同时，还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女性心理、情感及命运的关
切。
其中，表达女性自身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成长的题材产生了较大影响。
如茹志鹃的《百合花》、宗璞的《红豆》、杨沫的《青春之歌》。
茹志鹃的《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心愿》，韦君宜的《阿姨的心事》、《女人》，草明的
《姑娘的心事》，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则着眼于讴歌时代，讴歌新人、新风尚，尤其注重描写女
性走向社会，投身建设，获得社会价值的欣喜与自豪。
同时她们也创造了一些英姿飒爽的女性形象，反映了“十七年”中普遍的价值追求和审美观念。
真正的艺术总是不甘于循规蹈矩，而要寻求突破。
尽管“十七年”中有“左”的文艺政策的种种束缚限制，尽管性别差异、女性特质在当时是一个不屑
一提的话题，但是，女性视角在整体的疏离中还是有着潜在的表现与认同。
与同一时期男性作家的作品如《红旗谱》《红日》《创业史》等相比，宗璞、茹志鹃、杨沫等女作家
描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在艺术上，在表现的视角上还是有着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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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女作家们如何努力使自己的创作汇人时代的宏大叙事和主流话语，从感情的层面、女性的视角对
生活予以切入和表现，仍是女作家们一贯倾心和擅长的。
无论是江玫、林道静的爱情（《红豆》、《青春之歌》），还是新媳妇和通讯员之间动人的情谊（《
百合花》），皆因显露了较为鲜明的性别视角和创作个性，表达了人性的善良、美好而超越了时空，
从而产生了特定的基于女性自身的品质而生发的委婉细腻的别样美感。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曾被指为表现小资产阶级意识并遭受批评与批判。
但这恰恰证明了“十七年”当代文学叙事话语当中性别意识在夹缝中的存在。
这些独具艺术个性和探索勇气的作品，正是“十七年”女性创作的珍品。
及至十年浩劫，随着“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全面失落，女性创作中的性别视角被意识形态极端压抑、
遮蔽，但依然有一些女作家于“万马齐暗”中“潜在写作”，发出自己的声音。
第二节 散发着人性芬芳的“百合花”茹志鹃是“十七年”女性创作中十分重要的对妇女解放予以深情
关注和探索的女作家。
在反映革命历史的作品中，茹志鹃的《百合花》①是“十七年”女性创作中最具性别意识、艺术个性
的优秀作品。
《百合花》体现了刻画普通人情感世界的美学追求。
作品选取的不是当时流行的正面描写革命战争的题材，塑造的也不是当时流行的英雄人物，而是战争
年代的普通人。
女作家独辟蹊径，通过解放战争期间某前沿包扎所一位小通讯员向当地老百姓借被子的故事，描写了
年轻战士与刚结婚才三天的新媳妇之间的情感碰撞与交流。
作品取材于战争生活而不写战争场面，涉及重大题材而不写重大事件，有意回避对小通讯员英雄形象
的正面塑造，而只是写英雄平常平凡的一面，枪林弹雨只是为了烘托三个人物之间诗意化的情感交流
。
小说引人注目的叙事特色就是女性视角。
虽然作品主要刻画的是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之间圣洁的感情，但两者之间穿针引线的是作为叙述人的“
我”。
品中的“我”是一个有着强烈性别意识的角色。
小说一开始就写，因为“我”是女性，被团长安排在前沿包扎所，从而引出了小通讯员的护送。
一路上“我”的撒娇，如走不动路啦，与小通讯员认老乡啦，甚至俏皮地问小通讯员娶媳妇没，等等
，表现出女兵思想的开放以及新女性的泼辣性格，反衬小通讯员的腼腆纯朴。
通讯员和新媳妇的内心世界完全是通过叙事者“我”的所见、“我”内心的真实感受来表现的。
作品通过小通讯员借不到被子引出了新媳妇。
俊俏的新媳妇一出场就“笑个不停”，这正好与结尾时的庄严肃穆形成强烈对比。
作者还是通过“我”——一位女性的眼睛，反复渲染小通讯员肩头那个被挂破的口子，因为只有女性
才会对衣服上的破口子那么敏感，这个破口子永远地留在了新媳妇的心上。
通过破口子，一步步将新媳妇的感情闸门打开，细腻地表现了新媳妇内心的感情波澜。
作品最后，当新媳妇为她心目中的英雄——小通讯员盖上了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
”时，那象征纯洁的花，散发着人性芬芳的花，盖在了小通讯员身上，也开在新媳妇和“我”的心上
，开在无数饥渴的心田上，引发了读者对人与人之间纯洁朴素美好情感的无限眷恋与渴望。
 与“十七年”诸多作品将人消融于事件的描写不同，《百合花》将人置于主体的位置，突出了作为感
性个体存在的人的地位和价值。
作品通篇流溢着情感的美、温馨的美，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
女作家着力表现的是人、人的内心世界，细腻人微的情感波澜，人与人之间像百合花一样纯洁美好的
情感。
作品细腻独特的女性视角和表达方式，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委婉、柔和、细腻、优美的艺术风格。
除《百合花》外，茹志鹃的其他作品主要通过描写“家务事”、“儿女情”，涉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的妇女解放这个主题，对女性人物还是不由自主地投入了一份女性的认同感、亲切感，细腻的笔触体
贴温暖地抚摸着生活当中那些普通妇女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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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愿》、《春暖时节》、《静静的产院》、《高高的白杨树》等，旧社会的家庭妇女翻身做主人
的幸福感被描述得十分逼真。
而且茹志鹃所表现的劳动妇女的翻身感，“并不是那种浅薄的对于得到的物质上某些改善的感谢，而
是表现了被压在最底层的群众，主要是妇女，从精神上的屈辱自卑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自己也可以直
起腰来做一个大写的人”①。
作为一位女作家，茹志鹃以鲜明的性别意识和对女性心理、处境、追求的感同身受来塑造女性形象，
与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情感倾向和价值选择是完全一致的。
女作家坚持自己的美学风格而不为当时流行的创作思潮所左右，这正是茹志鹃“十七年”创作不同于
男性作家，也高出其他女作家的地方。
从某种意义上说，茹志鹃的上述作品是20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追寻女性自我价值的先声，仅就这一点
，茹志鹃及其作品毋庸置疑地应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史，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占据一个位置。
第三节 知识女性人生道路选择的凄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的作品大多未能真实地开掘
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过程中灵魂深处自我搏斗、挣扎的痛苦，以及知识分子在成长过程中丰富的情感和
精神升华。
女性知识分子更不必说。
宗璞的《红豆》②不仅从知识分子的叙事视角，而且从女性的视角，以饱含诗意和深情的笔触，讲述
了一位知识女性在时代巨变面前，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艰难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故事。
这是一出新旧交替时代的爱情悲剧，这是一个真挚的女性内心情感的故事，其主旨是歌颂爱情中的政
治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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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5年在北京参加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非政府论坛之后，回到新疆昌吉学院，利用职务之便，以权
谋“私”，在中文系开设了“女性文学研究”课程，教材即为我的专著《女性文学与美学》与相关论
文。
这一开，就是9年。
2005年，福特基金会资助、新疆大学刘云教授主持的“新疆高校女性学学科建设”项目启动，由新疆
大学、昌吉学院与新疆师范大学联合实施，推及新疆多所院校和单位，主要是在教学中推动女性学、
女性文学相关课程的建设，推进性别平等理念。
我开设9年的“女性文学研究”更名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式纳入课程建设项目。
与此同时，总结9年开设女性文学课程经验与教训的念头，“水到渠成”地与“新疆高校女性学学科
建设”相遇，一拍即合。
于是，《当代女性文学教程》一书，遂列入“新疆高校女性学学科建设”项目。
此后不久，我的生活重心由多年奔波于新疆与北京之间，逐渐转移到北京。
安逸的生活使我的雄心大打折扣，甚或将撰写《当代女性文学教程》视为畏途。
就这样，教程的构架早已搭就，撰写却难以进入“角色”。
2006年冬，考虑到《当代女性文学教程》的学科专业范畴，在征得有关各方同意后，加盟同样由福特
基金资助，荒林主编的“中国女性文学文化学科建设丛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签订出版合同时，责任编辑廖佳平女士和荒林教授提出将《当代女性文学教程》更名为“中国当代
女性文学史”，这是一个具有创意和远见的提议。
我未及深思便欣然允诺。
及至进入实质撰写中，方发觉原先的构架和已完成的部分均不适合文学史撰写的要求，必须推倒重来
。
这样，我勉为其难，几乎一切重新开始。
既已承诺，就得践约，为自己的信誉负责。
其中，全书的整体建构方式、构架及章节内在关系的梳理、提纲的拟定，颇费思量与周折，变更达20
次之多。
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台湾女性文学、香港女性文学随后纳入，均增加了许多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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