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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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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身份与边缘写作批评的先声$$$美国黑 人 女 性 主 义 文 学#在#$世 纪%$年 代 后 期 以 其 独

特的视角和发人深省的理论与实践开创了美国文学和文化领域最新思潮和理论前沿%从长远意义来说#黑人

女性主义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改变了人 们 深 层 思 维 方 式 和 认 知 模 式#加 深 了 人 们 对 边 缘 文 学 和 少 数 族 裔 女 性

主义文学的理解&认识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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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美国黑人妇女文学和女性主义批评是最切近西方女性

主义文学发展轨迹的新兴批评流派%以白人男性为主的主

流文学批评和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主的女性主义批评均

忽视了黑人女性作 家%黑 人 女 性 主 义 文 学 的 标 识#是 黑 人

女性作家&黑人女性意识&黑人女性主题和黑人女性语体的

确立和发展#建立了黑人女性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探索性

别和种族在黑人妇女文学中所形成的明显的文艺传统%黑

人女性主义批评不仅研究文学作品中的种族&性别等问题#
同时也研究作品中的阶级&历史和文化%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反 种 族 运 动 开 始 兴 起#邓 巴&杜

波伊斯&哈里斯&华盛顿&凯 布 尔 等 具 有 民 族 责 任 感 的 黑 人

作家和理论家的作品#加 深 了 人 们 对 有 色 人 种 以 及 妇 女 和

少数族裔的种族意识%到#$世 纪%$年 代#黑 人 文 学 迎 来

了一个 繁 荣 发 展 的 时 期#黑 人 女 性 作 家 群 体 出 现%&@%$
年#民权运动的活跃分 子&诗 人&表 演 艺 术 家 玛 雅(安 吉 洛

出版系列自传的第一 部)我 知 道 笼 中 鸟 为 何 歌 唱*#立 刻 畅

销’艾丽斯(沃克和托尼(莫里森的处女作出版#开始了她

们辉煌的文学事业%她们均摆脱了那种表层的社会抗议方

式#有机地结合两种传统和语言特征#从不同角度将种族道

义责任提升到弘扬生 命 意 义 的 层 面 上#最 终 达 到 在 融 合 中

确立自身地位的目的#激 励 黑 人 女 性 作 家 用 自 己 独 特 的 方

式来重建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与批评流派%
在%$年代后期#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以其独特的面

貌崛起于美国女性主 义 批 评 界#成 为 美 国 文 学 批 评 界 一 支

不可忽视的力量#被认为是美国黑人文学&黑人研究进一步

发展的+崭新的能量中心,%一批黑人女性批评家出于建构

黑人女性积极主题精神之目的#走向学术研究等公共领域#
倡导黑人女性主义 文 学 批 评 实 践%她 们 积 极 发 掘&总 结 淹

没多年的黑人女性先 辈 的 创 作 成 就#捍 卫 黑 人 女 性 文 学 的

健康发展#在美国文学批评界&黑人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中形成了黑人女性主义 批 评 派 别%&@%$年#托 尼(凯 德

编辑了作品选集)黑 人 妇 女*!F46G)0<HI(J0/"#汇 编 了

当时黑人女性 创 作 的 诗 歌&小 说&散 文#称 之 为+一 个 开 端

--似乎最好地折射了这个国家的当代黑人女性的关注之

处,.&/#%表现出对黑人 女 性 形 象 再 现 中 涉 及 到 种 族&性 别

问题关注的鲜明特 征%批 评 家 们 寻 找&阐 释 黑 人 女 性 积 极

形象#视之为建构黑人女性行动主题的精神资源#表现了黑

人女性主义文 学 研 究 在 认 识 上 的 自 觉 性 和 行 动 上 的 迫 切

性%先行者 玛 丽(海 伦(华 盛 顿 在 系 列 论 文)佐 拉(尼

尔(霍斯顿0黑 人 女 性 对 身 份 的 寻 找*!K(.0+60)6L-.73B
(/0F46G)0<HI(J0/17260.<41(.?>6/393;"和)黑 人 女 性

形象的创造者*!G)0<HI(J6/?J0M6N0H6.7"#以及她选编

的文集)黑眼眸的苏珊们*!G)0<HB=;672-70/7"的 序 言 中 都

反映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她确信0+对于黑人女性作家来

说#重要的是她对黑人女性独特而与众不同的看法%,.&/D

早期女性文学研究的核心以自然性别和文化性别为基

础#具有强烈的阶级&民族和派别色彩%女性文学研究的核

心概念正悄然地&不 事 张 扬 地 向+性 别,这 个 概 念 转 移%在

一些女性文学研究论 著 中#出 现 了 使 用 频 率 较 高 的+性 别,
以及+性别意识,&+性 别 立 场,&+性 别 视 角,等 词 语#与 此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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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意识"#!女 性 立 场"#!女 性 视 角"并 用$似 有 代 替 以

!女性"为词首的一 些 概 念 之 势%这 种 悄 然 的 变 化$又 一 次

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变化不谋 而 合%&@%%年$芭 芭 拉&史 密

斯发表的一篇在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文章’迈向黑人 女 权 主 义 批 评($突 出 强 调 黑 人 女 性 的

经验$甚至提出其语言经验的独特性%同时$!种族"这个概

念被引入到女权主义 文 学 批 评 乃 至 整 个 文 学 批 评 领 域$奠

定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她认识到)!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

中$种族#阶级 政 治 和 性 别 政 治 是 重 要 的 连 锁 因 素%"*#+在

这一认识下$确立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原则)探索性别和

种族,,,即黑人和女性双重身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进入了真正的自我发展阶段%

C$年代初期$艾丽斯&沃克在黑人 女 性 主 义 批 评 的 重

要论文’寻找 母 亲 的 花 园(中 提 出 了!妇 女 主 义"-5(J0/B
97J.这一概念$开启 了 美 国 黑 人 女 性 的 主 体 意 识%可 以 说

是!黑人女性主义批 评 区 别 于 传 统 黑 人 文 学 和 白 人 女 权 主

义的分 水 岭"*!+%它 把 黑 人 女 性 话 语 从 白 人 女 权 主 义 话

语#黑人男性传统话语的遮蔽中彰显出来$清晰地划分了与

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 的 界 限%黛 伯 娜&=&麦 克 杜 维

尔发表’黑人女性 主 义 批 评 的 新 方 向(-+65O9.6<39(/71(.
G)0<HP6J9/973Q.939<97J.$提 出 白 人 主 流 文 学 与 黑 人 女 性

文学之间的差异$不仅 审 视 围 绕 黑 白 明 晰 界 限 存 在 的 种 种

问题$还把辨析的眼光延伸到自己种族内部$以及自己认同

的群体,,,黑人女性内部%这一研究采用了一些后现代理

论的分析角度$剖析了黑人女性创作的复杂内涵$显示出耳

目一新的特征$推动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使之逐渐

走向成熟%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也成为整个女权主义理论的

重要组成部分$体 现 出 它 更 加 深 远#全 面 的 政 治 和 现 实 意

义$在文学理论界独树一帜%

!!二、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与后殖民主义批评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 中 最 新 而 且 发 展 最 迅 速 的 模 式$是

与第三世界批评家关注!种族"相呼应的%后殖民主义作为

一种多元文化理论主 要 研 究 殖 民 时 期 之!后"$宗 主 国 与 殖

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利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

国主义#民族文化#文化身份等新问题$主要强调对文化#知

识和文化霸权方面 的 控 制%它 所 关 注 的 问 题 是 移 民#奴 隶

制#种族#性别#地区#压迫#抵制#表现和差异等%如何在经

济#政治方面摆脱帝国 主 义 的 殖 民 统 治 而 获 得 自 身 的 独 立

和发展$成为后殖民 主 义 理 论 必 须 面 对 的 问 题%作 为 黑 人

文学的重要部分的黑 人 女 性 文 学$是 在 反 对 其 所 遭 受 的 性

别和种族双重压迫下 的 产 物$它 的 形 式 与 后 殖 民 主 义 的 研

究范围和内容不谋而合%贝尔&胡克斯指出$黑人妇女!忍

受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三重压迫%
首先$黑人女性要面临来自于白人对黑人的种族压迫$

黑人女性和黑人男性 是 站 在 同 一 起 跑 线 上 的$她 们 为 了 民

族的#种族的利益进行共同的反抗$让世界正视黑人民族的

存在$白人作家体会 不 到 其 中 的 感 受%在 诺 贝 尔 文 学 奖 获

得者#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宠儿(中$女主角黑

人妇女赛丝的 一 段 话$显 示 了 美 国 黑 人 妇 女 的 共 同 控 诉)
!任何人$只要是白的$就可以将你整个的自我拿去$换取他

脑子发胀时随时想到的任何事物/不仅是对你进行奴役#宰

杀#蹂躏$而且还要玷污$把你玷污得从此失去自爱$玷污得

使你想不起自己是何物%"*D+

其次$作为整个黑人社会的女性来说$强烈的性别压迫

也是她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黑人男性可能是

种族歧视的牺牲品$但 性 别 歧 视 让 他 们 可 以 作 为 妇 女 的 剥

削者和 压 迫 者"*E+%黑 人 妇 女 的 身 心 都 处 在 极 度 痛 苦 之

中$这一点白人男性#白 人 女 性#黑 人 男 性 都 没 有 切 身 的 感

悟%所以正像芭芭拉&史 密 斯 曾 说 过 的$对 于 黑 人 女 性 文

学的批评应该是)!承认黑人妇女创作中性政治与种族政治

和黑人妇女本身的存 在 是 不 可 分 离 的$同 时 还 必 须 承 认 黑

人女作家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其自身特点的文学传统%评

论者首先应该了解并 分 析 其 他 黑 人 女 作 家 的 作 品$换 句 话

说$就是她应该从自己 本 身 的 经 历 出 发 进 行 思 索 和 写 作 而

不是用白人男性作家的模式和方法去理解黑人妇女可贵的

艺术资料$即承认黑人 女 性 文 学 创 作 与 黑 人 女 性 在 政 治 上

所受的性与种族双重 压 迫 密 不 可 分$评 论 者 应 该 时 刻 清 醒

地认识自己作品的政治涵义而且将其与所有黑人妇女的政

治状况联系 起 来%"*"+黑 人 妇 女 这 种 比 黑 人 男 性 和 白 人 女

性更多的苦难$决定了她们的创作有着独特的意义%
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产生和发展最能为美国黑人女性主

义批评即!身份"批评带来较好的切入点%在后殖民主义批

评者看来$作者也好$读者也好$还是评论者也好$似乎都带

着一种特定的!价值 观 念"$站 在 一 个 由 特 定 的 文 化#种 族#
阶级#社会性别#政治#经 济 和 个 人 因 素 形 成 的 立 场 来 从 事

写作#阅读和批评%他们的角度#观点和文艺的再现无不深

深地打着!身份"的烙印%黑人女性文学与批评把黑人妇女

的地位比喻为处在主流文艺批评和主流女性主义批评的双

重边缘上$在她们看来$后 殖 民 主 义 时 期$种 族 区 别 和 社 会

区别一样$是后天强加 的$而 不 是 生 理 的$实 质 上 是 文 化 和

社会的营造%芭芭拉&史 密 斯 在’论 黑 人 女 性 主 义 文 艺 批

评(中提出$由于以白人男性为主的主流文艺批评和以中产

阶级白人女性为主的女性主义文艺批评均忽视了黑人女性

作家$所以应该建立 黑 人 女 性 主 义 文 艺 批 评 的 理 论,,,探

索性别和种族 在 黑 人 妇 女 文 艺 中 所 形 成 的 明 显 的 文 艺 传

统%这一理论与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对于种族和性别的研究

相辅相成$整合为一体$丰 富 并 发 展 了 后 殖 民 主 义 理 论$也

正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使得黑人女性文学对种族和性别双重

探索的批评得以继续%



!!三、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现状

#$世纪美国黑 人 女 性 主 义 文 学 创 作 与 文 学 批 评 虽 然

到#$世纪%$年代才真 正 登 上 历 史 舞 台!但 其 所 引 领 的 文

学思潮和批判视角!却 是 独 辟 蹊 径 和 发 人 深 省 的"使 得 黑

人女性文学#浮出历 史 地 表$!使 人 类 社 会 种 族 观 及 民 族 观

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为 改 变 传 统 女 性 主 义 文 学 批 评 的 议 题

和内涵提供了新视角"黑人女性文学承接了以往对种族歧

视的批判!同时又以独 特 视 角 挖 掘 了 潜 藏 在 黑 人 社 会 内 部

的性别歧视"整个文艺批评界开始正视黑人女性文学区别

于白人女权主 义 的 特 殊 性!提 出 黑 人 女 性 主 义 的 概 念!用

#黑人女性主义者代 表 黑 人 女 权 主 义 者 或 有 色 人 女 权 主 义

者%%%尤其使勇敢地主张全民族&包括男女’的生存和完整

的妇女$(%)#@E"#在 任 何 情 况 下!如 果 一 提 到 黑 人 妇 女 的

书!那通常没有超出黑人文学的范围!这就大大忽略了性别

政治的含意"当白人妇 女 在 读 黑 人 妇 女 的 作 品 时!她 们 当

然无力解决种族*政 治 的 微 妙 问 题"在 黑 人 妇 女 作 家 的 作

品中!性别政治及种族和阶级政治是极重要的连锁因素!因

此!体现这一认识的一 种 黑 人 女 权 主 义 的 文 学 方 法 是 绝 对

必要的"$(%)#C%

性别与阶级*种族等 错 综 复 杂 的 关 系 问 题 不 仅 关 系 到

对女性身份的全面认 识!也 关 系 到 对 妇 女 受 压 迫 根 源 的 认

识"作为对女性身份的 一 种 认 定!性 别 身 份 或 社 会 性 别 身

份只是其一而不是全部!这是因为女性不仅是有性别的人!
同时也是具有阶级&阶层’身份与种族身份等其他多种身份

的人"女人的问题绝不 仅 仅 是 一 个 性 别 问 题!而 性 别 问 题

又往往与阶级的*种族的*文化的*宗教的问题交织在一起!
既相互联系而又不能相互代替"

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正是在这种寻求与区别的基

础上找到了适合于自 身 发 展 的 道 路!它 从 不 依 附 于 任 何 文

学与批评的派别!所建 立 的 无 不 是 对 以 往 黑 人 文 学 或 是 白

人女权主义文学的充 实 与 完 善!最 大 限 度 地 追 求 着 自 己 身

份所涉及的种族与性别的双重平等"所以我们今天所接触

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 创 作 与 文 学 批 评!是 对 西 方 文 学 领 域

做出重大贡献的文学形式与批评理论"用贝尔+胡克斯的

理论总结其所要完成 的 任 务 就 是,#仅 仅 对 立 是 不 够 的!重

要的是建构一种激进的黑人女性主体性"不要忽视了身份

政治!必须在尊重差异 而 不 是 与 之 对 抗 的 基 础 上 建 构 各 种

身份概念"$(C)黑 人 女 性 主 义 文 学 批 评 开 辟 了 美 国 文 学 批

评的新领域*新境地!引领了当代西方文学与批评领域的新

思潮!为美国黑人文学*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及后殖民主义文

学批评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所研究

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 视 问 题 可 以 跨 越 国 界!被 各 国 学 者 用

于本土研究!对任何存 在 着 男 性 知 识 霸 权 和 种 族 优 越 感 的

地方都具有实际意 义"它 所 体 现 的 理 念 是 反 霸 权*争 取 公

正和正义!对世界各地有着同样追求的人们有所启发!对中

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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