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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从女人如何变疯癫这一视角探寻女性身份的迷失。在父权文化和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 女人的

疯癫与女性身份的迷失有着天然的联系。通过对伯莎# 梅森疯癫的剖析,探寻女性身份迷失之谜。伯莎# 梅

森是 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 勃朗特5简 # 爱 6中的人物, 是男主人公罗切斯特的原配妻子。作者力图通

过分析这个角色的社会背景及其被扭曲的他者形象,展示其被边缘化的轨迹。从这个边缘和失语的人物身上,

可以看出男权社会对女人的歧视和迫害,使人们对女性身份的迷失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从而解构菲勒斯 ) 逻

各斯中心主义的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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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女人是如何变疯癫的? 在菲勒斯中心主义

社会中,女人是被压抑、被歧视的对象,她们似乎

无路可逃、无家可归, 疯癫似乎变成其必然的结

局。伯莎# 梅森是 19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

蒂 #勃朗特 5简 # 爱 6中的人物, 是那个住在阁

楼上的疯女人、罗切斯特的妻子。伯莎# 梅森曾

被很多人妖魔化,被冠以 /恶魔 0、/吸血鬼 0、/疯

女人0、/弃妇 0、/变态者0等称号。从伯莎 # 梅

森疯癫的轨迹,我们可以瞥见菲勒斯男权社会使

女性失去身份的伎俩。

  伯莎# 梅森出生于西印度群岛一个富有的

种植园主家庭。她年轻时美貌超人, 如花似玉,

她的美貌曾是全镇人的骄傲。她个子高高的、富

贵高雅、穿着讲究,她受到她朋友圈子内所有男

人的青睐,而罗切斯特成为她的未婚夫也受到很

多男人的嫉妒。这样一个充满青春活力与憧憬

的女人,是如何走上她后来那种凄惨的疯癫境地

的呢? 根本原因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父权社会

给予伯莎# 梅森的父亲任意处置其女儿的权力,

她父亲以三万英镑的价格把她卖给了罗切斯特,

这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的男性至上直接导致

的后果。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是男性性器官崇

拜的社会,由于伯莎 # 梅森是一个女儿身体,女

儿身体所造成的缺失使她只能任其父亲摆布,被

当做商品出卖。如果伯莎# 梅森不是女儿,而是

儿子, 境遇会完全不同,伯莎 # 梅森的父亲不会

去卖儿子,而会为他的儿子准备钱财,为这个家

庭的中心人物安家立业。

  一、婚姻与疯癫

  结了婚的伯莎 # 梅森是怎样的境况呢? 19

世纪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婚姻模式是,妻子承担

着 /家庭天使 0的职责。 /家里的天使 0是当时英

国完美的女性形象, 是所谓的 /高尚淑女 0。女

人结婚后就要像天使一样伺候丈夫, 像小鸟一样

依附于丈夫, 听从丈夫的安排,不能有任何抱怨,

要像天使那样, 在丈夫回来的时候给他微笑、给

他安慰。而妻子无论有什么不满都不要表露出

来。 /家里的天使 0成为当时的流行语, 罗兰 #

巴特曾说过, 语言是 /法西斯 0的, 认为说出来的



语言具有客观而强大的实际力量,甚至具有专制

的性质;它由不得听话人的意愿, 总是如同暴力

那样强制性地迫使听话者接受
[ 1] 49
。 /家里的天

使 0这样的说法使很多妇女坠入家庭的深渊, 遭

受无以言表的冷暴力。伯莎 # 梅森的经历就是

这样的。伯莎# 梅森结婚后,丈夫以及社会对她

的期望就是做 /家里的天使 0。罗切斯特婚后全

然不顾伯莎 # 梅森的感受, 依然我行我素, 终日

狩猎玩耍, 与其朋友在外面逍遥自在,全然忽略

伯莎# 梅森的存在。在罗切斯特看来,妻子就应

该忍受这样的忽略, 一切要以丈夫为中心, 这是

理所当然的事。而 /家里的天使 0们是怎样的感

受,这在菲勒斯中心社会里是无人问津的。妻子

是边缘人, 又被菲勒斯中心主义、逻各斯理性社

会冠以 /家里的天使 0的帽子, 使妻子们按照这

样的理性规范行事,不能逾越。逻各斯理性社会

为人们、特别是女人们提供了各种标准, 促使个

人实现内化和社会化,促使个人成为符合理性社

会标准的自律体
[ 1] 432
。

  那么伯莎# 梅森这个 /家里的天使 0又是如

何疯癫的呢? 被边缘化的妻子在家里像小鸟一

样被关在笼子里, /家里的天使 0的理性规范使

伯莎 # 梅森的精神受到压抑。伯莎# 梅森嫁给

罗切斯特后,她这女儿身并没有因此摆脱菲勒斯

中心主义社会的控制,其命运还是在男人的掌控

之中。伯莎 # 柏森又被菲勒斯中心社会给予丈

夫的权力所摆布,被其丈夫任意定义为疯癫。在

19世纪英国菲勒斯男权社会里, 丈夫有权定义

其妻子为疯癫。逻各斯理性主义社会用所谓的

理性话语定义伯莎# 梅森为 /非理性 0。逻各斯

理性主义社会以 /科学 0、/真理 0、/公正 0和 /正

当 0的 /话语0, 界定出名目繁多的 /制度 0、/规

范 0和 /准则 0,用以人为地把人区分成 /中心0和

/边缘0、/正常0和 /异常 0、/合法 0和 /非法 0等

不同区域, 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号称 /合理 0的

社会秩序
[ 1] 412
。罗切斯特认定伯莎 # 梅森疯癫

是没有根据的,完全是凭他的感觉说 /伯莎 # 梅

森疯了 0, 也许就是因为某一天他回到家中, 伯

莎 #梅森没有像 /天使 0那样对他微笑, 而是表

现出某种不满、不服从。就凭这一点, 丈夫就可

以定妻子为疯癫。伯莎# 梅森个子较高, 没有小

鸟依人的外表。妻子一旦被丈夫定为疯人,丈夫

就有权对其实行监禁,因此就有了阁楼这样的禁

闭室。监禁意味着妻子的话语权被剥夺,在菲勒

斯夫权社会里, 被监禁的疯妻子没有话语权,即

使疯人能讲话,其话语也被逻各斯理性社会认为

是疯话,不被相信。掌握话语权的力量完全可以

给一切异己的东西贴上疯癫的标签
[ 2]
。伯莎 #

梅森就是这样成为一个疯癫女人、一个失语女人

的。疯癫把伯莎# 梅森妖魔化, 疯癫即是 /非理

性 0,这也正是菲勒斯 ) 逻各斯理性社会遮蔽其

丑恶面目的关键之处:冠冕堂皇地用理性思维证

明他者的疯癫, 令他者失语, 进而使自己名正言

顺地成为他者的主宰。

  二、菲勒斯中心主义

  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典型代表拉康也用类似

的手法断言: /女性不存在。0
[ 3]
拉康及其前辈弗

洛伊德都以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对女人

身份提出质疑。弗洛伊德曾把女人定义为有缺

陷的男人,他认为小女孩因为没有阴茎, 因此产

生阳具崇拜 ( penis envy)和焦虑情结。在他们看

来,女性是非标准、有缺陷、不正常的。他们的思

维是以男性为轴心、以男性为中心、以男性为标

准人。以这样的思维模式评判女人, 就不免会有

拉康的狂言 ) ) ) /女性根本不存在 0。的确, 在

拉康这样的菲勒斯中心主义者的字典里就没有

标准女人这一说法,只有标准男人,在像他们这

样的菲勒斯中心主义者的思想体系中就没有安

放女人的地方,女人在那里是无家可归的。女人

是沉默的、无语的、不完整的他者。在拉康的话

语体系中,女性是无处安放的。由于无处容身,

女人只能不存在。

  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男权思想中,女性是没

有身份的。何以如此呢? 首要原因是,菲勒斯中

心主义社会在话语体系中排除女性话语存在的

可能性。这与 /家里的天使 0如出一辙, 都是先

从语言或话语权上使他者受到控制, 使他者的思

想受到固化,然后再使其疯癫或失语或不存在。

理性或语言便是菲勒斯中心主义者的利器,他们

以此来保持菲勒斯中心主义自身的统治地位、自

体的主体地位, 从而使他者失去自己的主体地

位,成为从属的、次等的、不完整的、有缺陷的

他者
[ 4]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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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女性身份的探寻

  对女性身份探寻最多的当属女性主义学者,

如伊利加雷 ( Luce Ir igaray)、西苏 ( He lene Cix2

ous)、克里斯蒂娃 ( Ju lia Cr isteva)。

  1. 伊利加雷

  伊利加雷从反对弗洛伊德羡阳论入手,揭示

女性性器官的复数性、多面性, 以此颠覆菲勒斯

中心主义思想,说明女性并不是菲勒斯中心主义

所认为那样是有缺陷的,女性自有男性无法比拟

的特性。伊利加雷指出,女性的主体地位在菲勒

斯中心主义生活中完全丧失,是男性为菲勒斯中

心主义时所定于一切的能指, 男性是正面的、中

心的,而女性是负面的、边缘的。伊利加雷 1974

年发表了她的博士论文 5窥镜 ) ) ) 作为他者的

女人6 ( Specu lum of the other woman)。伊利加雷

的窥镜与拉康的镜不同,拉康的镜是单一的、平

面镜, 他镜下的女人只是黑洞;而伊利加雷的窥

镜是多视角的、多面的, 她镜下窥到的是女人多

面的身体,这身体没有缺陷,没有萎缩,是完全可

以与男性身体对应的。

  伊利加雷借用窥镜把女人从菲勒斯中心主

义思想体系的黑暗地带带到光明之处,使女性敢

于面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给予她们的次等的

陪衬的非主体、非男性地位。伊利加雷窥镜的作

用是恢复女性的主体地位。伊利加雷用阴唇来

对应弗洛伊德羡阳论中的阴茎,指出女性的性器

官是复数的,不是单一的, 只有提高阴唇与阴茎

的对应地位,才能使女性走出传统菲勒斯中心主

义体系的阴影,才能摆脱女性次等的、依附的、从

属于男性的思维定式。女性不应该屈从于这种思

维定式,更不应该内化这种思维定式、由于自己非

男的处境而自卑。女性要为自己女性性器官的复

杂性多层次性和多面性因此而情感复杂、细腻而

感到骄傲。伊利加雷还进一步用母女关系应对菲

勒斯中心主义父权社会的思维体系
[ 4] 65
。

  2. 西苏

  西苏又译为西克苏,她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

澳兰, 曾研读英国文学, 专攻乔伊斯。西苏曾在

1968年发表 5乔伊斯的流放 6、5错位的艺术 6,

并在 196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 5内部6,这是一部

半自传体小说。西苏现任职于巴黎第八大学,在

妇女研究中心做教授。她是一位多产作家,曾出

版 23本诗集、6本论说文体的书, 还写了 5个剧

本,当然还包括很多有影响的书。西苏与解构主

义大师德里达共同出版了 5面纱6。西苏一般被

认为是具有解构主义精神的女性主义者。为了

建立女性的主体地位, 西苏极力反对菲勒斯中心

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体系。她鼓励女性用自己

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感受写出女性自己来。她主

张女性写作, 目的在于彻底颠覆菲勒斯中心主义

社会为女性规定、为女性描述的角色、甚至感受。

多少年来,女性的感受大部分都是男性定义的、

写出来的,包括女性的性体验。男性描述的女性

感受是不准确的, 有时甚至是扭曲的。

  20世纪 70年代, 西苏开始从事性与语言的

关系研究。她认为,性与我们如何在社会中交往

有着直接的关系。她认为女性的性比男性的性

更具有多面性更有意思, 男性只注重性器官,而

女性的性体验是多层次的。西苏之所以主张女

性要进行女性书写,是因为她认为现存的语言是

菲勒斯中心主义的,不能完全表达女性, 女性不

能摆脱菲勒斯中心主义语言的束缚, 只有女性的

身体是多层面的, 可以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理性

语言相抗衡, 因为女性身体所表达的情感、思想

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男性语言难以表述的。多

少年来, 女性身体体验都是男性用其理性的、菲

勒斯中心主义的语言阐述的, 是男权社会的产

物。西苏进一步阐述了女性只有用自己那潜力

无限的、丰富多彩的身体才能冲破菲勒斯中心主

义长期以来一直制约女性思维的语言,创造出女

性自己的话语。话语是制约人思维的,长期以来

女性并没有自己的话语,女性一直在用男性的语

言进行思维。

  女性要创造自己的话语,这是西苏极力追求

的目标。西苏说, 女性用身体写作是要达到女性

创造自己话语的目的。西苏认为,女性只有这样

才能获得女性的主体地位。西苏说, 菲勒斯中心

主义的语言是理性的、线性的, 无法表述女人丰

富多彩的身体感受,只有女人自己才能描述这个

多面的多感受的身体。

  西苏 1975年发表了代表作 5美杜莎的笑

声 6,这部作品是西苏思想的集中体现。西苏认

为,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 必须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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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进历史、写进文本。在西苏看来, 女性自己写

作具有一种颠覆的力量,女性的身份是要靠自己

书写出来的。女性写作会解放女性被束缚和被

压抑的身体。女性要改变菲勒斯中心主义男性

语言对女人身体的曲解,就要亲自把自己的感受

写出来,用女性肉体表达女性思想。这个思想不

同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男性理性思想,女性思想

如同其身体一样是多面的多层次的。女性只有

用其身体才能表达其思想。只有这样,女性才能

改变自己受压抑受歧视的命运,女性的身体是武

器,用这个身体写作可以搅乱菲勒斯中心主义的

男性理性语言, 以此来破坏和颠覆男性中心系

统。西苏鼓励所有的女性站出来,拿起笔来描写

自己的感受,参与到解放自己的努力中来。只有

这样, 才能冲破菲勒斯男性理性主义思维对女人

的控制、约束。西苏在 5美杜莎的笑声6中写道:

/写你自己, 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

那时, 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0

  西苏鼓励女性拿起笔来, 书写自己的世界。

她将写作分为阴性书写 ( l. �criture f�m inine)和

阳性书写 ( litt�rature)。女性要打破男性创造的

二元对立的菲勒斯 ) 逻各斯体系, 就要进行 /阴

性书写 0
[ 5]
。

  3. 克里斯蒂娃

  克里斯蒂娃是新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主张

女人的独一无二性。克里斯蒂娃本人就魅力四

射, 既不像传统的女权主义者趋于男性化的形

象,也不像男权社会描述的传统女性的形象。她

是她的主张 ) ) ) 女人的独一无二性的典型代表,

她魅力四射,但很独立, 有自己的思想。克里斯

蒂娃代表着新女性主义。新女性主义认为,女人

应该跳出性别差异的范畴。克里斯蒂娃强调人

的多元异质性,女人应成为进行自我创造的独特

的生命体。克里斯蒂娃 2007年 6月出版了 5独

自一个女人6一书, 受到各界的欢迎。这个 /独

自 0一词的使用代表着克里斯蒂娃本人的女性

思想, /独自 0表示独立, 不依靠男性, /独自 0又

表示一种自由自在、自我选择的状态, /独自 0还

有一层含义是不可取代性。克里斯蒂娃说,女性

是独自存在的生命, 女性要展示其独特的魅力,

甚至要魅力四射。克里斯蒂娃说,不存在菲勒斯

中心主义所归类的抽象的女人,每个女人都是独

一无二的。这样,女人才不能被简约、不能被同

一化、不能被同类化
[ 6]
。

  结  语

  本文通过探寻女性与女性身份的迷失、解析

伯莎# 梅森这个文学人物, 揭示了女人疯癫背后

所呈现的菲勒斯中心主义使女人失去主体身份

的成因。也就是说,女性身份的迷失是菲勒斯中

心主义惯用的伎俩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女权主义兴起于 20世纪 60年代的欧美。

之后,女权主义分为两个极端发展。

  一个是激进的女权主义。第一次使用女性

主义或妇女主义这个词的是艾丽斯 # 沃克 ( A l2

iceWa lker),她强调妇女要寻求真正的自我,真

正获得独立和充分的人性
[ 7 ]
。

  一个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其发展于 20世纪

80年代。后现代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与后现代

理论融合的产物, 是一支有代表性的生力军,是

以法国女性主义向后现代理论转向为其主要流

派的,代表人物有埃莱娜 # 西苏。西苏曾指出:

/在男权中心的社会中, 男女的二元对立意味着

男性代表正面价值,而女性只是被排除在中心之

外的 -他者 . , 只能充当男性存在及其价值的工

具、符号 , , 0
[ 8]

  女性要恢复其主体地位,必须解构菲勒斯中

心主义的话语系统,破解其阳具崇拜。女性要以

自己的身体为傲, 以自己的多面性、复杂性、细致

性为傲,这样才能摆脱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为女

性设下的陷阱, 摆脱边缘人的地位,成为女人自

己的主宰、自己的主体。女性要从接受自己的身

体开始恢复自己的主体地位,不要像菲勒斯中心

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 把女人自己的身体看做是

有缺陷的、非标准的, 而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如

同自己的情感一样丰富多彩、高深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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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om an 's In san ity and L oss ofW oman 's Id en tity

LV Y ing2chun, ZHONG Y in

( Shenzhen Tourism College, J inan Un ive rsity, Shenzhen 518053, China)

  Abstra ct: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how women becom e insane, th is paper deals with the loss ofwom an s' identity in gener2

a .l In m a le- dom inated and pha locentr ic soc iety, wom en s' insanity and the loss of the ir identity have a natura l link. By analy2

zing the reason why BoshaM ason got insane, th is pape r intneds to solve them yth of the loss ofwom an s' identity. BershaM a2

son is a character in the nove l " Jane Eyre", wr itten by the fam ous 19th Century Br itish wom an wr iter Char lotte B ronte. Bosha

is thew ife of them an Rochester whom Jane loved. Th is paper tr ies to ind icate how she was m altrea ted, and becam e the other,

by ana lyzing her background and the way of her being m argina lized. F rom the analysis of th is cha racte r, people can see how

pha locentr ic society d iscrim inates and persecu teswom en in general so that peopl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loss ofwom an s' i2

dentity and decentra lize pha locen trism in soc ie ty.

  K ey word s: wom an s' insanity; wom an s' iden tity; loss; fem in 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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