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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进
（中山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广州! "#$%&"）

摘! 要：女性主义是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喧嚣之地。在本土女性意识与西方女性主义先锋意识

的交杂中，西方解构主义理论的滥用，造成了当代女性主义学者对待性别差异与性别写作多

元化的激进和浮躁，也使得其无法避免性别主义批判与学术研究价值之间的矛盾。要解决女

性主义批判中的利益与价值、批判与学术之间的矛盾，就必须从根本上摆脱性别对立的意识，

实现性别研究的中国文化语境转向。在研究公共性别经验的基础上，将当代女性主义带回到

性别研究的学术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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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文学的女性主

义意识，沐浴着国内思想启蒙的春风，在与西方女

性主义理论的交流中逐渐成熟。经过 %$ 余年的

发展，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已经登堂入室，成为当

代文学文化研究中关键词之一，在文学文化研究

界涌现了一大批专治女性主义研究的女性学者

（如朱虹、韩敏中、戴锦华、荒林、艾晓明等等）；另

一方面，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男性学者（ 如王逢

振、王宁、孟繁华、叶舒宪等等）也时常声援女性

主义研究，以其特有的男性身份，从内部对父权

社会和男性话语权力进行无情的消解，促进了女

性主义的广度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

女性主义批评，以其前所未有的浩大声势，积极宣

扬介入社会，从文本与社会两个层面解构传统的

男权社会文化。事业膨胀之际，当代女性主义不

免有些浮躁甚至蛮横，在对待性别差异与性别写

作等问题上自然也就表露出一种极权的倾向。喧

嚣狂热之中，更需要逆耳的声音；盲目解构的同

时，更需要冷静的思考。因此，在本文的论述之

中，笔者试图从性别研究角度，对中国当代女性主

义批评进行相关梳理，并就性别差异与性别写作

问题进行深层次探讨，提倡从激进的女性主义批

判回到理性的两性性别研究，以期能让读者在女

性主义热潮之中，关注几分不同的声音，增加几分

冷静的思考。

一、性别差异的解构

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意识的萌芽，要追溯到 %$
世纪 +$ 年代初。在此之前，毛泽东时代从制度上

解放了女性，提倡“ 男女平等”，“ 妇女能顶半边

天”，然而“解放女性”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抹杀

了性别差异，压抑了女性性别意识和自我意识。

中国女性对自身性别特征的意识，要得益于 +$ 年

代初思想解放运动的启蒙，而并非西方女性主义

的催生。而.-$ 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进

入，在客观上改变了中国女性主义自身的发展轨

迹，促成了中西女性主义研究理论的结合。应该

说，性别平等是中西方女性主义共同追求的目标，

但对于“性别差异”的意识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

而两种女性主义在中国本土的简单结合，必然会

产生一种浮躁的研究态度，以及一种简单化的批

评方法。

关于中国本土女性的性别意识重生，根据任

一鸣的研究成果，批评界公认的“ 中国最早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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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的、原始的女性主义内核的文本是张洁写于

!"#! 年的《方舟》，接着张维安《 在文艺新潮中崛

起的中国女作家群》一文，首次对包括张洁在内

的女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评介，标志着中国本土

女性作家的性别群体意识的觉醒［!］。这些中国

女作家群体借助文学载体，从自身独特的女性经

验对社会和历史进行了反思，在呼唤人道和启蒙

的同时，也向时代宣告当代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意

识的诞生。在这些女性作家的新作品中，体现的

最多的是女性对于自我和社会的重新认识：社会

可以不是清一色的“ 灰蓝”，而女人也大可以“ 五

颜六色”。沐浴着思想解放的春风，她们开始意

识到性别之间的某些无法逾越的生理和心理差

异，开始默认女性阴柔之美，崇拜男性阳刚之美，

甚至于认同“ 男子汉”与“ 小女子”形象。在某种

意义上来讲，无论她们是女性作家，还是女性评论

家，都在性别迷茫之后经历着性别差异的自然觉

醒和性别主体性的自我恢复。

"$ 年代的世界妇女大会无疑是中国女性主

义研究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中国女

性主义批评在生成和发育过程中，在理论资源、话

语形式上，始终奉行的是“ 拿来主义”的方式。有

人惊讶，西方文艺理论走过 !$$ 多年的路，中国文

艺理论仅仅用不到 %$ 年的时间就走过了［!］。在

这种背景下，中国女性主义在西方女性主义的催

生之下实现了跳跃性的发展，而这样跳跃性的发

展的结果，也就注定了当今中国女性主义的浮躁

和极端倾向。在对“性别”概念的理解上，她们援

用法国女性主义活动家西蒙·波夫娃的经典名

言，“ 女 人 不 是 天 生 就 是 女 人，而 是 社 会 的 产

物”［%］，言下之意，“男人也并不是天生就是男人，

也是社会的产物”。波夫娃的意思很明确：传统

女人和男人的刻板形象不是自有之物，而是父权

社会的话语权力的产物。但是遗憾的是，作为西

方极端女性主义者，她没有明确在理解“ 传统女

人”这个概念过程中，怎样防止本质化和简单化

的倾向。于是，受她直接影响的对女性及女性主

义的研究中，“女性形象批判学”和“男性霸权学”

俨然成为显学。在这些批评中，男权文化被普遍

认为是在进行着“对妇女象征性的歼灭”活动［&］，

与此对应的女性批评，用某些女性主义者的话来

说，“ 就 是 抵 抗 理 论，对 抗 现 行 规 范 和 判 断 标

准”［’］。

在西方女性主义模式的影响之下，中国女性

主义跨越过了 %$ 世纪 "$ 年代之前中国本土女性

作家的女性本我建构，转向了对父权和夫权的颠

覆，对女性刻板形象的解构。解构的游戏开始在

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中流行。然而，对男性的颠覆

以及对女性刻板的解构，并不能保证新型性别身

份的产生，而只能陷于解构的迷宫。比如，荒林女

士在 %$$( 年广州的一次性别研讨会中，一旦谈及

到中国男人女性化的问题就立马回到男权批判的

套路，将男人的问题又抛给了相关的男性学者。

也许对于荒林和其他一些女性学者而言，男性已

经成为女性的对立面，至少在当时是假想的反方，

沉默的“他者”，既然女性主体的建构本身就意味

着本质化的过程，那为了维护女性主义的合法性，

何必不来一场解构男权的斗争呢？这样就可以回

避女性自身的建构问题，而采取一种相对成熟而

又经济的“ 男性霸权批判”策略。也许在这场权

力解构的游戏中，性别差异已经成了延异的符号，

现实的性别平等早已经是不务之虚。

从 %$ 世纪 #$ 年代初中国本土女性意识的建

构到 "$ 年代开始的西方女性主义模式的解构批

判，中国女性主义实现了理论上的大跃进。这种

早熟的理论，在实际经验中就无法避免某种武断

和极端的倾向，甚至在实际批判中也表露出一种

简单化的倾向。“ 男强女弱”的形象开始被本质

化，而某些女性主义者习惯于将自己包装成“ 消

声”的“弱者”和“ 他者”，博得受众先入为主的同

情视角，从边缘对“男性中心”进行猛烈冲击。性

别差异既是她们批判的目标，也是她们赖以存在

的平台。也许是由于西方解构思维的影响，也许

是因为女性主义职业化的需要，她们自觉不自觉

的将性别差异当作当代文化批判中一种有效斗争

的武器，总是预先默认性别之间的对立，从而引起

“霸权”解构的游戏。阳刚的男人自然是她们批判

的对象，柔弱的男人又为她们所不齿；柔弱的女人

被认为是父权社会的产物，而阳刚的女人对她们

来说又无法想象。为了回避这种性别差异的女性

主义本质化。从理论上来讲，解构了“ 男女刻板

形象”，而没有“男女性别形象”的正面建构，性别

差异势必陷于真空的地带，英国女性主义先驱沃

尔夫宣扬的“ 双性同体”理想对她们来说太理想

化而不容易操作，她 ) 他们更愿意驻守更为时髦更

为激进的“形象批判学”研究阵地［(］。换句话说，

性别差异如何并不重要，性别理想也不重要，重要

的如何在解构的游戏中将“男性霸权”批判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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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如果考虑到当今社会女性仍然普遍

受到歧视的社会现实，对男权社会的激烈批判确

实可以促使男性的自我反思与女性意识的提高，

但如果把男权批判当成女性主义的旨趣则无疑是

善良的无知。男性的批判并不是女性主义的最终

目的，女性主义的终极关怀是女性主体的建构和

女性经验的回归；对父权夫权的批判只是达到终

极关怀的重要手段，自然存在着其文化批判内涵，

然而对女性主义来说，更多的也只是在方法论上

的指导意义。热衷方法论批判而无视本体建构，

无异于买椟还珠、秦伯嫁女。换句话说，如果一味

拘泥于男性批判而忽略女性自我，最终无法避免

的重新陷入性别本质化的泥潭，沉溺于新一轮的

对立解构游戏之中。

二、性别写作的争论

如果说对中国父权文化的批判是中国女性主

义争取性别解放的必由之路，那么对中国女性写

作的批评则体现出其女性主体的建构方向。中国

女性写作，从狭义上来讲就是指中国女性作家根

据自己对女性经验以及性别理想的书写，而从广

义上来说，还应该包括部分富有同情感的男性学

者以性别差异为对象进行公允的叙述和研究文

本。在女性主义阵营扩大并开始渗透到社会文化

的每个角落的同时，其内部成分变的越发复杂化，

中国女性写作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在多元化

的发展趋势中，不可避免的是各种成分之间的碰

撞和交流，而关于女性写作的内部争论也就愈演

愈激，在此之中女性主义的批判显得有些过分武

断和极端。

从中国女性主义诞生之日起，男性及其写作

是被视为批判的对象，至少也是异类的写作，根本

不可能与女性写作有所交叉。!"#$ 年肖瓦尔特

发表《迈向女性主义诗学》，把女性主义批评分为

两种模式，一是把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研究文

本中的女性形象，批判男性霸权以及揭露文本中

的两性权力关系；其二是把女性作为文本的生产

者，研究女性的性别写作经验和文化意义［%］。应

该说，在早期的女性写作中，女性是作为文本的生

产者，建构女性意识和文化身份；而随着西方激进

女性主义文本的大量输入，中国本土女性主义研

究，在以波夫娃的《 第二性》、米勒叶的《 性政治》

等为代表激进理论的影响之下，实现了后结构批

评的转向，投向了男性霸权批判的解构游戏。尽

管日后波夫娃和米勒叶的激进女性主义在欧美受

到严厉的批评，但在中国却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

换句话说，在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中，男性整体仍然

被视为批判的对象，是解构游戏中的沉默他者。

虽然男性内部不是铁板一块，也存在着为数不少

的投身女性主义阵营的男性学者，但女性主义的

阵营中，他们身份仍然是引起争议的对象，在实际

经验中，他们要不接受女性主义的性别解构逻辑，

要不就被排除在女性主义研究之外。应该说，考

虑到当代女性主义的文化批判实践，这种武断的

做法可以理解：性别差异在批判中既是颠覆的对

象，也是颠覆存在的基础，因此女性主义一方面要

解构性别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也必须与性别对

立的意识保留有一定的同谋关系。在这种若即若

离的暧昧关系中，女性主义在性别对立的解构游

戏中，无法回避将性别重新本质化的现实，也不可

避免武断和偏执的批判实践。

如果说对女性主义的男性学者性别身份的争

议，反应了当代女性主义性别解构策略的矛盾性，

那么当代女性主义对女性内部出现的多元化倾向

的批判，更体现出批评理论上的不成熟和批评实

践中的极权性。事实上，关于女性写作本身，在女

性作家之间与女性主义研究者之间也存在着相当

大的争议。首先来自女性作家之间，应该说，中

国的许多女性作家都不愿意被称作女性主义者，

当然更不会自称是女性主义者。例如，张抗抗

!"$& 年在西柏林举行的国际女作家会议上，在

《我们需要两个世界》的发言中，提及女性写作的

两个世界，一是指关注女性生活、女性问题的独特

的女性的视域，一是指更为宽阔的“ 社会生活范

围”［#］。张抗抗极力鼓励女性作家跳出性别的小

圈子，超越肖瓦尔特所提出的两种写作模式，去

描写男人女人都要面对的现实“ 大世界”，既不鼓

励对抗的女性写作，也不鼓励对立的女性写作。

“两个世界”的说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少争议，而争

议的焦点无非是关于“女性写作”定位问题。

一方面，对于女性主义学者来说，女性写作应

该与男性写作划清界限，而且必须保持一定距离

以防止两种写作的权力同谋。因此女性写作必须

旗帜鲜明且立场坚定，必须是属于她们自己的写

作。然而，排除了男性作家的女性主义写作，一旦

没有了女性主义作家，当然也就不会存在女性主

义的文学，而一旦失去女性主义文学这个研究对

象，女性主义批评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了，这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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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反映了在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

当代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义写作的迫切依赖性。另

一方面，女性作家们对当代女性主义学者这种无

视作者生拉硬套式的做法很是不满。在大连大学

性别研究中心组织的一次“ 性别论坛”上，张抗抗

明确表示不能接受部分女性批评家根据理念图解

自己作品的做法，她肯定了 !" 年代女性写作关注

女性自身价值合理性，但明确表示对女性主义写

作的否定以及对女性主义学者做法的反感，“ 实

在不大赞成那些女性批评家，好像不那样去写女

性文学，就不是好的作家，甚至有愧于女作家的身

份。不跟她们一样，就是不好，我觉得这种评论方

法很机械，有画地为牢之感。”［#］$% 另一位当代文

坛颇有影响的作家毕淑敏，也指出了女性主义批

评的格式化、机械化的批评的矛盾，“ 如果是女作

家，就不能去写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那种致命的

挑战，包括哲学和思考⋯⋯我觉得这是剥夺一个

女性作家对这种重大问题的发言的权利”［#］$&!。

面对张抗抗等女性作家桀骜不逊的言语，部

分女性主义学者展开了激烈的批评，将她们视为

男权社会文化的牺牲品、女性群体中的后进分子：

“正是在这种男权文化的长期熏染、浸淫之

下，不光男性社会对女权充满蔑视和敌视，甚至连

女性自身也对女权怀有莫名的偏见而缺乏正视的

勇气，思想新锐且颇具女权倾向的许多女性作家、

评论家诸如张洁、张抗抗、王安忆、李子云、崔卫平

等等，她们有的甚至对‘ 女性文学’的提法都讳莫

如深，更拒绝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

在指斥女性作家与男权社会合谋的同时，女

性主义学者没有重视或者根本没有去关注这些女

性作家的解释，也没有试图去理解她们的写作心

理，而只是挥舞着女性主义的大棒，蛮横的驱赶着

女性作家的写作。她们的批判逻辑异常简单，要

不就是男性写作，要不就是女性写作，根本没有什

么性别写作的中间地带。她们不是不清楚女性作

家对女性主义格式化倾向的批评，她们只是不能

或者不愿意去肯定中性写作的前景，因为对中性

写作的肯定也就意味着对女性写作的削弱，对女

性写作的削弱恰恰意味着女性主义的背离。因

此，当代女性主义者们宁愿固守着文学中弱者和

他者的角色，鼓励一种格式化的女性写作，而充耳

不闻地批判和打击超越性别的写作形式。与此相

对的，倒是更多与女性主义保持了一定距离、居于

旁观者位置的女性作家们，比其女性主义学者更

早地看到了当代女性主义批评逻辑中的硬伤，而

试图超越女性写作的条框，提倡性别写作的中间

地带，倡导性别写作的文学价值。

当代女性主义学者对张抗抗等女性作家的反

叛并没有给予太多认真思考，与此相反，!" 年代

后期出现的一群被媒体冠以“ 美女作家”的作者

群和她们的“ 身体写作”却受到了狂热的追捧。

卫慧、棉棉和木子美之类提倡用身体或者肉体写

作的女性写手们，凭借自己女性的自然身份，在网

络的比特世界中，对身体和情欲进行了渲染，用数

码符号构筑自己的性爱和肉体经验。作品的文学

价值没有人评价，而作品的内容，尤其是作品人物

以及作者本身的生活方式却为当代女性主义所称

道。对于这种“身体经验”写作，当代女性主义者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荒林在“各自表述：性别视角

与个人立场”中将其列入女性写作的媒体阶段，

称为“第四阶段”［$"］。这种女性写作的发展阶段

划分，俨然宣告着张抗抗等人成为了传统女性作

家，而卫慧、棉棉等人成为先锋女性作家。传统意

味着逝去的光彩，而先锋却昭示着潮流的力量。

且不论卫慧、棉棉之类的写作初衷和性爱取向问

题，但从其作品影响来看，称之为先锋当之无愧而

冠之于作家却不够分量。对这种发展阶段的划

分，忽视的女性写作深层次的文学意义，而彰显的

却是女性写作显在层次的喧闹，而显态的喧闹，透

露的无非是一种女性主义的身份政治学。对这种

现象，国内文化学者高小康指出，“ 身体写作不仅

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群落的生活

方式”［$$］。由此看来，这些女性主义学者和美女

作家实际上形成了知识和权力的共谋。对女性主

义学者来说，大众文化潮流的力量预示着某种无

法拒绝的学术诱惑；而对美女作家来说，学术批评

的力量无疑是其进入知识领域的商业中介。

当代女性写作的内部争议，恰恰表现了当代

中国女性主义内部呈现出的价值多样化以及发展

多元化的趋势。而部分女性主义学者，对这种多

样性的忽视甚至压制，更多的体现出来一种理论

建构上的缺陷和批评实践中的极权。在多元性的

压制中，当代女性主义学者排除了男性作家的女

性主义写作可能性，忽略了女性写作的本体意义，

而片面的强调了男性批判和女性身体写作；在批

评中，鼓吹的是聚焦女性身体和情欲的狂热写作，

不但没有促进女性性别意识的建构，反而将女性

自我意识消退到肉体意识。在身体作家和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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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谋下，对女性身体的强调、对性别价值的标

榜，有可能使女性主义成为“推销横陈的肉体、将

陈旧的颓废淫靡装扮成新潮先锋的广告词”。

三、从性别主义到性别学术

综观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上个世

纪 !" 年代以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输入影响着

本土女性主义的性别写作和批判策略，而中国女

性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向西方理论的转

向。#" 年代初的女性作家们坚持女性性别和道

德意识的建构，而 !" 年代之后接受西方女性主义

影响的女性学者更倾向于男性权力的批判和性别

差异的解构。在这种方法论的转变中，西方“ 后

文化逻辑”的影响，使得当代女性主义批评明显

表现出性别的宗派意识与解构的利益意识，以至

于在现实的批评当中涉及到价值和利益的判断就

难免有失公允，在性别研究中也就难以保证其相

应的学术价值。

在中国女性主义话语的转换中，西方解构主

义批评模式成了女性主义批评的范式。在西方社

会中，解构主义理论是“$!%# 年那种欢欣和幻灭、

解放和溃败、狂喜和灾难的结果”，通过对语言结

构的破坏以图颠覆传统成规［$&］，目的是在“ 延

异”、“播撒”、“ 补足”的术语网络中，证明“ 在二

元对立之外，在他者的未知结构存在着一种不确

定性，既无法估算又灵活多变，超越任何推测的范

围”［$’］。按照解构的逻辑，当代女性主义应该试

图在解构男权女弱的二元对立中，揭示“ 女性的

未知结构与其不确定性”。事实上，解构主义指

明了“解构男权”和“解释女性”的这两条性别战

线，而前者又是作为后者的前沿阵地，也就是说，

“解释女性”的目的只能通过“解构男权”而达到，

“解构男权”的努力也就必然指向“ 解释女性”。

于是，对于当代女性主义来说，既然“ 男权解构”

与“解释女性”之间被认为是存在着充分必要条

件关系，两者之间也就自然划上了等号。解构主

义的性别逻辑忽略了女性主义两条战线的独立存

在意义，而片面强调了性别批判的“ 主义”意识，

在批评男性权力之后无法避免地又陷入了性别对

立的泥潭。随着女性主义的学科化，性别主义的

批判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格式化和机械化的利益批

判，并试图以激进的先锋姿态介入当今社会文化

生活。

西方社会中产生的解构主义理论，从某种意

义上来讲，与其说是解构主义思维在语言文化领

域的扩展和延伸，不如说是为了转入相对比较安

全的学术领域而对社会现存结构的妥协和逃避。

换句话说，在西方语境中，女性主义的解构理论是

对其社会实践和文化批判的学术反思，至少也是

自下而上的理论生成；而对于当代中国女性主义

理论来讲，其解构理念是西方泊来品，至少缺少相

应的社会根基，至多只是自上而下的理论推介。

当代女性主义对西方解构主义理论的这种断章取

义式的误读，在理论批评中造成了其对复杂性的

忽视以及对多样性的压制，在社会介入中也就无

法避免预设的价值和利益关系。既然无法避免性

别对立模式，无法回避价值和利益的介入，也就很

难保证女性主义在性别研究中的学术态度，更不

能保证这种研究的学术价值。

诚然，如果考虑到中国几千年父权社会对女

性的压制和束缚，这种激烈的性别主义批判具有

深远的道德和思想启蒙意义。当代女性主义虽然

深谙“重病仍需猛药医”，但仍然不是很明了“ 身

强何必惧重病”的真理。她( 他们沉迷于激进的

性别解构中乐此不疲，在学术界扬起阵阵尘土，殊

不知尘埃落定之后毕竟是空空如也。因此，失去

了社会文化公共经验的根基，缺乏严谨的学术研

究态度，当代女性主义研究，在脱离了公共经验和

知识标准之后，只能沦为性别解构游戏的“ 专业

化”写作。在激进先锋的光环之下，掩盖不住的

是性别身份政治学之后的利益写作和价值批判，

无法回避的是“ 主义”批判和学术价值的矛盾。

因此，要解决女性主义批评中的利益与价值、批判

与学术之间的矛盾，就必须从根本上摆脱性别对

立的意识，实现性别研究的中国文化语境转向：必

须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实现话语转换，建设中国

本土性别理论；摆脱男权解构的游戏，关注两性并

且建构合理的性别意识；改变研究中的“ 主义”倾

向，进行性别学术研究。只有实现从激进的性别

主义批判回到理智的性别学术研究，才能从根本

上摆脱性别批判的利益与价值矛盾，在研究公共

性别经验的基础上，将女性主义带回到性别研究

的学术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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