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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的女性主义：中国女性主义莎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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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苏州215006)

摘要：近20年来莎学研究的女性主义批评作为较有典型性的理论批评方法在国内应用极广。

本文通过对研究概况的综述评价、核心论点的阐释分析，以及现存问题的检视探讨三个主要方

面对国内女性主义莎评研究现状展开考察，认为女性批评的东方化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认

识论、道德观、爱情观等方面的创新和观念上的突破。但仍存在着阐释循环与观念极限的限制，

与西方莎学批评的对话仍存在平台建构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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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批评特别是后女性主义是欧美普遍应用

的批评方式，而以1975年朱丽叶·狄森伯莉(Ju—

liet Dusinberre)的《莎士比亚和女人的天性》

(Shakespeare and the Nature of women)为标志，女

性主义莎士比亚批评也开始发展并形成独立的流

派，试图解开“最具父权特征”的文本中的性别编

码。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

主义文学批评思潮传人中国，女性主义开始在国

内许多学术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而女性主义莎

评也在二十一世纪逐渐走向繁荣之势。研究者们

以独特的视角挖掘文本中一直为人所忽视的性别

意识，为莎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目前，关于这二十余年间国内女性主义莎

评的发展现状、研究趋势和理论成果尚缺较为系

统的资料整理，因而文献的搜集、分析与综述等基

础性工作对于了解国内这一批评理论的发展历程

以及推动莎士比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都有现实性

的意义。

本文以《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

《国外文学》、《外国文学》、《外国语文》、《名作欣

赏》、《文艺理论研究》、《外国文学动态》、《四川

戏剧》等几本国内最重要的有关外国文学、文艺

理论和戏剧研究的学术期刊为主要资料来源，结

合其他相关大学学报、研究刊物，搜集了从二十世

纪末至2013年发表的一百六十余篇女性主义莎

评论文和相关介绍。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数据

统计、内容分析、评论总结，综述近年来国内女性

主义莎评的发展概况。

一、综述视域评价

二十世纪末期，女性主义莎评的观点在越来

越多的国际交流中，逐渐进入我国国内文学研究

者的视野。《洛杉矶纪行》⋯就记录了1996年4

月，中国第一次组团赴美国洛杉矶参加世界莎士

比亚大会的情况，“女性主义”作为重要的莎剧研

究方法成为会上一项讨论的热点内容。而《“莎

士比亚研究与英语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召

开》口1和《多重视角下的莎士比亚—2008莎士
比亚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日。也报道了这两次重

要的国际性莎学会议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重

视。可见，女性主义莎评逐渐成为国内外莎学研

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理论方面，田民的《在文学批评的漩涡中：莎

士比亚批评新潮》H J、罗志野的《二十世纪对莎士

比亚的新阐释》¨J，以及关注文学动态的《莎学研

究中的女权主义与新历史主义》【61等都是较早介

绍女性主义莎评的论文。将女性批评作为二十世

纪莎士比亚研究新潮流中的一部分加以论述，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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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莎评在当时的重要成果、

探讨话题、分析方法以及这种新形态的批评方式

对于莎士比亚研究的深入与补充意义。1995年

陈晓兰在《国外文学季刊》上发表《女性主义批评

与莎士比亚研究》¨J，可视为中国批评者以女性

主义理论分析莎士比亚作品的一个起点。文章在

对西方女性主义莎评的主要论点进行综述后，以

更大的篇幅论证莎士比亚剧作以维系“自然”父

系秩序和既定法则为出发点，呈现出鲜明的“厌

女意识”。除了理论介绍与文本分析，中国研究

者还对女性主义批评本身也提出了质疑。《不能

完成的颠覆——论莎士比亚女性主义研究》旧1就

在考察了80年代英美女性主义批评在莎剧研究

上所做的工作后，提出女性主义往往将矛头指向

传统莎评而非莎作本身，普遍表现出一种谨慎温

和的态度。《莎士比亚的现代主义解读》一1也在

肯定现代主义理论丰富、发展了莎士比亚作品文

学意蕴的同时，认为这种带有怪异色彩的批评与

解读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夸大和扭曲莎士比亚。

此外，还有不少论文则以莎士比亚研究中某

一特定主题为例，在梳理批评史的过程中分析女

性主义理论的价值与视角。例如《诠释与想象的

空间：批评史中的莎士比亚与<哈姆雷特>》¨oJ

就以名剧《哈姆雷特》为个案，提出女性主义批评

在当代莎剧诠释方法中的重要地位，从“性别身

份”的视角重新挖掘《哈》剧中被传统批评所忽视

的两位女性。《莎士比亚批评史上的性研究及其

理论倾向》¨u则将莎士比亚戏剧、十四行诗和叙

事诗中的“性”问题作为批评史中的重要研究对

象，以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为主要理论支撑追溯

其研究历程与思维倾向。

二、突破莎学的“男性神话"

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介人，在很大程度上质

疑并突破了男性“菲勒斯”意识笼罩下的莎学批

评权威，给予文本中被忽视的女性角色前所未有

的关注与讨论。总体而言，女性主义者们的关注

重点在于莎士比亚文本中的女性角色和作家自身

的女性观，讨论这些人物被赋予的角色、地位与功

能，并根据男女两性角色各自的观点分析话语背

后的深意。

(一)关于“性别身份”的新阐释

最初，作为女权运动的一部分，女性主义理论

无疑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以波伏娃等为代表的

女性主义者们力图为妇女在“作为计划和历史的

线性时间之中替自己挣得一席之地”Ll 2。，反对传

统男权社会对于妇女的种种界定，认为女性具有

与男性同样的创造力与享受同等权利的必要。而

在第二次浪潮中，两性差异的正面价值得到肯定，

女性本质上的柔和与多元则被认为比男性更有利

于社会的团结与发展。具体到莎士比亚研究，女

性主义者则不断推翻传统权威批评的男性思维，

在莎翁作品中发现了一群被制约、被忽视、被边缘

化的女性，将她们置于文本解读中央，通过分析她

们在社会、文本、两性关系中的处境，解剖一颗颗

备受压抑的心灵，并不断深入有关莎士比亚本人

女性观的探索。

《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的非凡智慧与能力、

《奥赛罗》中苔丝狄蒙娜对爱情的自主选择与坚

持一直以来都受到来自批评界热情洋溢的赞美，

认为她们是文艺复兴时代具有独立与反抗意志的

女性解放代表。然而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却在这光

环下看到女性依旧无法改变的命运。《带着镣铐

跳舞一鲍西娅形象新论》¨3。一针见血地指出鲍
西娅不过是作家按照男性理想所创造的女性形

象。而《<奥赛罗>中苔丝狄蒙娜性格的矛盾与

统一》u41与《“谁也没干；是我自己”——莎剧中

苔丝狄蒙娜的爱情解析》¨纠则分别解释了苔丝狄

蒙娜过分的天真与不成熟，以及对丈夫的爱情是

她走向悲剧的主要原因。

《哈姆雷特》一直是莎学史上关注的热点，然

而当众多赞美、思考、重构给予男性主角哈姆雷特

时，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则更关心在剧中被长期忽

视的两位女性的命运。《用女权主义解读<哈姆

雷特>中奥菲利亚的悲剧根源》u刮从社会根源探

究奥菲利亚在剧中只能通过男性言语成就自我形

象的“他者”地位，和她走向死亡的悲剧实质。而

《从“天使”到“疯女人”——奥菲利亚形象的女性

主义解读》¨7J、《她们因何受损?——从女性主义

角度简析<哈姆雷特>中主要女性人物的结

局》u8|，以及《父权制社会的牺牲品——浅析莎士

比亚<哈姆雷特>中女性形象的悲剧根源》¨刈也

都从各自的角度挖掘《哈》剧中两位女性形

象——奥菲利亚和乔特鲁德被掩盖、被损害、被弱

化的真相。

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恶女人”麦克白夫人，女

性主义莎学研究者的解读几乎是颠覆性的。他们

从多个面向反驳以往对麦克白夫人的负面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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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其悲剧性，并对麦克白的形象做出重新考量。

《重读麦克白夫人》Ⅲ】、《谁是<麦克白>中的悲

剧主角?——解析麦克白夫人的性别编码》心u都

在深入分析麦克白夫人前后精神变化，以及与丈

夫的关系后，发现她实非“恶魔”，其“野心”与最

终覆灭都出于一个传统女性愚昧的“爱”。而

《“女巫”亦“女神”——解读麦克白夫人》旧2|、《麦

克白夫人的性别典型性和悲剧性》旧J、《麦克白里

的人物对照》Ⅲ1等文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麦克

白夫人过人的才智与坚强的意志，以及反抗男性

的现代女性意义。

除以上种种对莎作中典型女性形象的新批评

外，《强扭的瓜：莎剧<终成眷属>婚姻关系初

探》旧副还探讨了对爱情、婚姻关系的看法；《<泰

特斯·安德罗尼克>中的主要女性人物分析》忙叫

则谈到，剧中“纯洁”的典范拉维尼娅和“奸恶”的

化身塔摩拉这两位看似互为对比映衬的女性背后

有着共同的父权社会意志。而《徘徊在边缘——

四大悲剧女性形象解读》旧1和《女性主义视野中

的悲剧性——以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女性

形象为例》Ⅲ1则通过综合分析莎士比亚四大悲剧

中的女性角色探讨妇女被边缘化、被忽视、被压抑

的命运形态。

(二)莎士比亚女性观的大讨论

除了对文本中人物“性别身份”的探索，关于

莎士比亚本人在创作中所持的女性观也成为女性

主义莎评关注的焦点。然而，不同批评家针对这

一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肯定者、批判

者、中立者都大有人在，一时间形成众声喧哗的繁

荣局面。

在女性主义莎学研究初期，许多研究者继承

了国内以人文主义与现实主义视角关照女性角色

的传统批评思路，认为莎士比亚是超越男女性别

歧视的人文主义者，是女性解放的支持者，作品中

形形色色集“真善美”于一体的女性人物，以及美

好动人的爱情故事都透露着莎翁人文主义的理

想、人格独立的信念以及对女性群体的厚爱。与

此同时，作为天才的现实主义作家，莎士比亚更有

对现实社会的敏锐洞察，那些“恶”的女性则是他

以悲剧的方式反映社会的罪恶，是对现实“恶”的

披露，以此证明时代的混乱与黑暗。《莎士比亚

剧作中的女性形象——兼评莎士比亚的女性

观》拉9|、《莎士比亚的长诗<维纳斯与阿董尼>与

女性主义视角》Ⅲ1、《<鲁克丽丝受辱记>与女性

主义视角》口¨和《人性的探索者——悲剧时期的

莎士比亚》[321都肯定了莎翁所塑造的女性角色具

有反观社会现实的重要意义。而《真善美的化

身——莎士比亚“四大喜剧”女主角形象简

析》[33I、《试论<第十二夜>中莎士比亚的女性主

义意识》∽】、《透过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形象解读

其爱情观》口5|、《试析莎士比亚笔下的妇女形象揭

示的创作思想根源》m1等等众多研究成果也从不

同角度探索莎士比亚富有人文关怀与现实指向的

女性价值观。

然而，也有不少评论家持全然相反的态度，他

们在莎士比亚作品中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男性中

心社会。男性身份使作者不可避免地在塑造不同

女性形象以及两性关系时表现出明显的父权价值

观，而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又往往在菲勒斯中心

话语的统治下强化了人们对莎士比亚作品中两性

想象的认同。女性主义批评家们要试图揭开这一

性别欺骗的面纱，对莎士比亚的性别观做出新的

考量。《论莎士比亚戏剧中以父权意识为主的道

德观》∞¨对莎剧中女性与家庭成员关系的分析，

以及《莎士比亚妇女观之人文主义说质疑》H8。、

《女性主义批评与莎士比亚研究》等颠覆性的评

论都谈到莎士比亚作品有着维护、肯定“自然”父

系秩序与既定法则的基本倾向，由此形成了文本

中潜在的“厌女”情结与对妇女的否定性评价。

而《从<驯悍记>看莎士比亚的男权思想》¨引、

《“莎粒”中的她者——与西方女性主义莎评商

榷》【柏1等更是通过对莎翁不同类型文本的分析，

反驳20世纪以来许多文学评论赋予莎士比亚超

越性别歧视的女权幻想。

当然，也有学者采取折衷的看法，在总体上承

认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与现实主义价值，但也不

否认由于时代与性别的局限，对女性有着不同程

度的误解。他们通常将莎士比亚的作品，特别是

戏剧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认为前期的喜剧作

品普遍有着积极的女性关怀，而之后的悲剧、历史

剧的创作则可能流露出不同的性别态度。这一类

评论文章有《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H1|、《试论莎

剧中的女性形象》m J、《从<冬天的故事>看莎士

比亚中立的女性观》H3|，以及《莎士比亚的人文主

义在女性形象中的隐现》Ⅲ1等等。

三、后女性主义的解构与重建

通过以上综述可以发现，国内传统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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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评的分析重点不外乎两个方面，即通过分析女

性角色在内容上作为父权社会的牺牲品和创作中

的文本边缘化位置来探讨她们的悲剧真相。这种

分析视角无疑具有较强的批判性，是莎学研究中

的一大突破，但也往往可能陷入本质主义的陷阱。

天然地将女性划人弱势群体，而忽略其内在特质，

实际上是并未真正脱离潜意识中“男尊女卑”逻

各斯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即使那些肯定女性抗

争精神的评论也往往将“反叛”归结为为了追求

与男性平等地位而超出女性所能的表现，仿佛只

有经过“男性化”的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自由。与

此同时，由于莎士比亚创作不可动摇的经典地位，

以及一直以来批评思路的影响，女性莎评者在针

对作家妇女观的评析时也显得较为温和。

针对这一系列现象，后女性主义在西方掀起

了第三次浪潮。他们反对西方传统中的本质主义

与二元对立，解构女性身份所具有的社会符号性，

并将语言、社会意识形态、阶级、性别、家庭、种族、

身体和心理欲望、历史记忆等众多因素纳入研究

视野，追究那使男性和女性区分开来的主导文化

意识形态的表现体系，试图建立起关于“女性话

语”的权力界说。因此，迪帕纳·卡拉翰(Dympna

CaUagharI)指出西方20世纪末的女性主义莎学研

究者“不再只是纯粹的文学研究者，而是文化历

史主义者。他们更关注的是女性自身从诗歌的知

识生活到刺绣的家庭生活中的自我呈现”ⅢJ。国

内女性主义莎学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后女

性主义的批评方法，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开始更

为深入广泛地探索莎士比亚文本中女性角色的潜

意识欲望、两性关系的权力拉锯、妇女的话语空间

等话题。

权力构建与社会形态是后女性主义研究者关

注的重点。《颠覆与抑制——试析<威尼斯商人

>中的鲍西娅形象》H叫以福柯的“权力主义”对

不同性别和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分

析；《法律、秩序与性意识形态——莎剧<一报还

一报>中的性意识形态》¨列对女性身体与欲望在

男权“自然”秩序中被物化真相的揭示；《女性主

义视角解读<奥赛罗>中的爱情悲剧》Ⅲ1揭示悲

剧的内在成因是男女主人公双方对“女性”身份

的错误理解；《文艺复兴，叛逆的重生?——莎士

比亚喜剧中女性形象的两重性》∽’提醒读者对喜

剧中女性性格与行动两面性的关注；以及《莎士

比亚与女权主义——以剧本<泰特斯·安德罗尼

克斯>为例》㈣1利用拉康精神分析象征理论，探

讨因认同男性价值而献祭于父权文化与争取同等

地位而引起男性恐惧并最终受到惩罚的两位女性

共同的悲剧性命运等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此外，后女性主义莎评还进一步分析女性

“疯癔”背后的潜意识欲求。《女性主义批评对奥

菲利亚的解读》b¨与《莎士比亚笔下女性疯癫之

新解》H21关注两位女性的疯癫与死亡，考察她们

作为男权社会中丧失自我的女性在压抑中的另类

求助与抗议欲求。而《论麦克白夫人的魔性性

格》”列更是摆脱传统的历史主义与心理分析方

法，尝试借助“恶魔理论”阐释麦克白夫人的性格

特征及其命运关系。

随着新时期对两性问题探索的不断深入，研

究者们并不满足于仅对文本中“女性形象”作出

阐释，开始重新审视两性关系以及男性角色，思考

他们的“厌女”情结，以及对自我身份获取的焦

虑。《莎士比亚剧作中母亲形象的文化解读》四。

通过对母亲与家庭成员关系的解读，对男性心理

展开分析，指出他们潜在的“阉割”焦虑。还有

《女性主义批评对奥菲利亚的解读》以奥菲利亚

的“疯癔”与“自杀”反观哈姆雷特的疯狂中外在

“文化性”与内在“自然性”的对抗，《伊阿古的厌

女症一<奥赛罗>的女性主义批评》”驯以伊阿古

为代表对男性“厌女症”的分析，以及《麦克白夫

人眼中的麦克白——作为她的分身》惭1通过“麦

克白夫人眼中的麦克白”与真实的麦克白的对

比，探讨父权意志在麦克白夫人心中的印记以及

她自我的欲望投射等等。

后女性主义的加入，迸一步解构了男权中心

下的“女性神话”，并以现代性的理论视角探索莎

士比亚文本中两性角色潜在的性别意识。

四、有待深化的存疑

女性主义莎评在中国发展的20余年间已经

逐渐确立了自身独特的学术地位，并取得了丰盛

的成果，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其中存在的一些不

足与失衡。

从研究主体来看，主要成果多来自外语语言

文学专业的研究者，而中文系与戏剧专业研究者

则相对欠缺。在笔者所搜集的论文中，外语专业

比例高达60％左右，而中文专业包括比较文学专

业的研究者则占总比例的36％，极小一部分为戏

剧专业。可见，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与运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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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将这一较为新潮的理论引入莎学研究的主体分

布尚不平衡。

就研究的文本内容而言，一方面女性主义莎

评仍以“女性”为中心，着重考察作家笔下的女性

形象如何被扭曲，以及父权意识如何构建了性别

内涵，有意无意地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观念先行、

先人为主的机械性批评态度。相反，对男性以及

更为多样的两性关系仍然缺乏足够的关注与反

思。而女性主义的根本目的是探索最大限度尊重

差异又互相和谐的两性关系的可能，并非走向以

女权代替男权的另一个极端。另一方面，莎士比

亚的诗歌仍是女性主义研究领域的冷门。目前仅

查询到三篇论文以诗歌为研究对象，而更多的探

索热情则投向叙事性较强的剧本，这种失衡也必

然会影响国内女性主义对莎士比亚作品整体性的

阐释力。

从研究成果来看，女性主义莎评在国内整个

莎学领域中仍处于弱势。虽从2000年至今，每年

发表的论文数量大有增加，但由于这一批评视角

并未引起学术界最广泛的重视，其比例依旧不高。

通过中国知网数据统计，从1990年到2013年，国

内发表了有关“莎士比亚”研究论文多达近五千

篇，而其中女性主义莎评却不到二百篇，差距之大

可见一斑。于此同时，女性主义莎评的理论本身

在国内的发展也极为有限，研究者对西方女性主

义理论接受的滞后，加之传统批评习惯的影响，不

曾形成从传统到后现代的鲜明分期，而是在共同

吸收的同时选取其中适合的理论观点。这虽在一

定程度上避免了流派立场分立带来的有失偏颇的

激进评论，但也使得国内女性主义莎评缺乏理论

系统性和评论的新意与力度。虽在比较研究、爱

情观讨论、人文主义精神探索等方面都有了新发

展，但总体上仍然无法走出观点的模仿与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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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arcllical Propulsion Mode

CHEN Huan，REN Zezhong

，1．Youth co叩s committee，Ji锄gsu Science锄d Technolo影UIliversity，Zhenji锄g Jiall轳u 212000，Cllina；＼

＼2．studem aff越rs omce，Ji蚰铲u urIiversity，zhenji卸g Jiangsu 212013，china ，

Ab由麓ct：Ent陀preneurial talent协linjng shollId adllere to th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ccording to their aptitude，鲫d the con-

cept of elite education，明d otller irIstitutions of hjgher education，shollld fbllow the major principles and policies，蛐d laws 0f tal·

ent trailIing，tlle educati∞teacIling guidance．CoⅡeges and urIiversities should be based on entrepreneu塔llip education，adller；e

to the teac}Iing，to 100％0f the students accept the entrepreneurship popul捌zation education；adhere to the t珀jnjng co嫡es，t0
20％of the students accept the entrepreneurial elite training；adhere to the practice guidance，dedicated to 5％of the students

towards self—employment．Thus，hierarchical classmcation，gradual，constnlct the entrepreneudal talent tmining mode of scien-

ti6c，boosting tlle development of Kgher education corInotation鲫d talent tra洒ng quality improvement．

Keywords：entrepreneudal talent；entrepreneu玛hip education；kvel adv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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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IliIlist Cross—cllltural：CIlinese FemiIlist Shakespeare Criticism

ZHANG Rongxing，WANG Jichao

(School“Forei印L鲫gIlages，S00chow University，Suzhou Ji觚伊u 215006，Cllina)

Abstract：：In recent 20 years，FemiIlist cdticism h踮become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theor}etical metIlods in Shak髓peare study in

cIlina．In order to lulderStaJld the specific status of this subject，tllis anicle稍U summ吐ze髓d evaluate the b髂ic situation of

Feminist Shakespeare criticism in China，interpret and analyze the core喵uments，锄d exaIIIine the met}lodology of this theory．

Af}er couecting明d analyzing these data，We find that 8lthou出the pmctiee 0f fb赫nist criticism in e踮t co仰try h鹊promoted the

innoVation aIId breaI【through in many aspects，irIcluding new epistemology，moral concept，and 10Ve concept，the repeat of inter-

pretation and the liInit of concepts also exist in our studies．Therefore，constmcting the plad．oml to commllTlicate with westem

Shal【espeare criticism is also impoItant蚰d necessary．

Keywords：fblIIiIlist；Shakespeare；literary criticism；overview of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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