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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命”是文学的母题，因其临界终极而魅力永恒，无法诠释又多种诠释。
“生命意识”是对待生命的态度及表述，体现人们如何安顿人生，调节人的生命秩序。
其可以理解为由精神理念的各个层级的符号所组成的生命象征系统，关于人生的种种指涉都可以关联
性地涵盖其中。
诗学是建立在性别和谐基础上的理论，在诗学的大背景下探讨性别角色的复杂性，探讨由种族、性别
、阶级、时代及经济因素所铸成的两性角色和身份之间的交叉和矛盾及由此指导的文化表述。
如果说“双性和谐”是性别关系在文化中的理想，那么诗学则是性别关系在美学中的理想，是文学／
文化摆脱庸俗社会学，向人的生命本体回归，向文学、批评的本位回归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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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女性文学的意义主要在于呈现，她们提供了女性生存的本真状态，向未来展示了她们在面向
现代／西方之际所面临的艰难选择：她们如何在取得社会角色的过程中重新定位既定的、先验的传统
命运，如何打破与扰乱原有的两性和社会秩序，又如何试图在当下寻找一种新的男女认同的关系图景
。
中国女性文学精神可以理解为由理念的各个层级所组成的系统表征，关于人生的种种指涉都关联性的
涵盖其中。
生命意识是对待生命的态度和表述，体现女人如何安顿人生，调节人的生命秩序；性别意识是在性别
和谐的背景下探讨女性角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以生命意识、性别意识切入中闺女性文学精神，使文学回归到其本身的净化精神、陶冶性灵的审美层
面上来，使女性文学向着健康，和谐的轨道迈进，是《中国女性文学精神》的向往与最终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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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巍，1975年生，辽宁沈阳人。
辽宁大学文学院讲师，文艺学博士。
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的教学、研究工作。
曾在朝鲜、罗马尼亚、土耳其、阿联酋、希腊、塞浦路斯、埃及、澳大利亚、斐济、瓦努阿图等国教
学和访问，传播汉语言和文化。
主要文学创作有长篇《远离罪恶》等，主要文学评论被收入《当代文坛》、《中国现代。
当代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等，曾主持辽宁省社科联“中国女性文学精神与和谐
理念”项目，曾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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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世纪初，女性写作刚刚如出水芙蓉般争奇斗妍，她们当中的大多数采用的是“我”的人称视角
，似乎只有这样，文化传承对她们来说才能是空白，而且至少在接受者那里，形成“我”无可动摇的
中心位置。
当然，对比以后的情况看，这时的第一人称只能称为普泛的第一人称，除了营造真实的叙事效果和强
烈的主观抒情外，不具备其他的意义。
而她们对“生命”的书写也大都合流于“五四”文化语境中个人要求从传统中赎回“人”的呼声，不
过更多地“消融了内在世界与外在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①，但其震撼力远不及鲁迅、
郭沫若和郁达夫在思想领域和社会舆论上所达到的高度。
这种情况到革命年代里表现得更为突出，“忘我”乃叙述策略的需要。
虽问或有《呼兰河传》、《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作品，但大多数女作家几乎忘了“我”，即使有“我
”，也不过是旁观或陪衬，如《百合花》中的“我”更多的是作为情节的贯穿物而存在。
作家们更多的是以第三人称的开合自由表现或是英雄或是叛徒或是平民的死亡，虽未丧失认同，却将
叙述者、接受者与被叙述者问离。
至新时期，《我是谁》、《我在哪儿错过了你》，重新让作家们在丢失的自我中站立起来，以种种不
同的情绪继续写“我”。
《爱，是不能忘记的》用第一人称讲“别人的故事”，作间接、有限、蛛丝马迹的猜测和叙述，抛弃
了传统写故事、写心理的超验。
就像三毛说的：“有一次，我试着写第三人称的文章，我就想：我不是‘他’，我又怎么知道‘他’
在想什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女性文学精神>>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