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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视域下的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研究
刘成明，顾凤威

内容提要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女性和男性一样积极地参与

着人类各项文明的创造活动，男女两性共同构建了社会的文明，但最

终的结果却是男性占据着中心地位，而女性长时间地处于边缘位置。

从意识形态发展的角度，阐述女性文学的历史境遇，揭示女性文学的

“女性”失语原因以及探讨女性文学的价值和出路。

关键词 意识形态;女性;文学

毫无疑问，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女性和男性一样积极地参与着人类各项文明的创造活

动，男女两性共同构建了社会的文明，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男性占据着中心地位，而女性遭到历史的遗

弃，长时间地处于边缘位置。这一局面的出现，是历史的选择，还是自古有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

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为我们揭开了这一神秘面纱。他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运用唯物史

观的基本原理，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论证了原始社会的基本构架和发展规律。他认为，在人类社会的

史前阶段，存在着一个母系氏族的社会。那时，由于生产力非常落后，女性处于中心地位，成为集团的

领袖，氏族成员的世系也要根据女性的系统来确定，女性享有着支配一切劳动成果和处理社会大小事物

的权利。在女性统领下，男女两性之间是一种原生态的平等关系。

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的共产制家户经济遭到破坏，女性失去了昔日的光辉，社会地位开

始滑落，人类进入了父权制社会。依恩格斯看，两性之间领导权的转换，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的失败”。［1］27这一点，笔者撰写了《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看婚姻中女性地位的变

迁》一文，并且指明了其中的原委:“母权制”这一概念并不含有后来出现的“男权制”的控制、占有、

蛮横等权力色彩，而仅仅是作为一个空洞的无实在意义的能指符号出现的。可以说，母权制与男权制之

间有着天壤之别。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两性之间的不平等，乃至战争，确切地说，男性对女性的绝对

统治，绝不会像国家和民族以及国家内部的阶级之间的斗争那样大半依靠着强大的武器和一整套实在的

国家机器而取胜。男性为了夯实自身对女性的绝对统治，制定了一套套法规，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文化，

不知不觉地在历史发展中，使女性绝对服从。一系列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文化，在无声无息中形成

了，并借此严重地扭曲了女性的形象，打压女性的人生自由，顺理成章地夺得了女性的话语权，使女性

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不知道自己的存在，从而使女性不知不觉地游离于历史的边缘。同时，在这样一

种文化压制下，女性也麻木地认同自己已有的身份，认为自己面临的处境是一种理所当然。这绝不是依

靠强大的武力征服所能办得到的。笔者认为，两性之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火药味却十足的战争。战场

不是在硝烟滚滚的实在世界，而是在无声无息的意识形态领域。这场战争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化

等各精神领域。这一现实的社会状况，也悄然地影响着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发展。本文拟从意识形态发

展的角度，阐述女性文学的历史境遇，揭示女性文学中“女性”失语的原因，探讨女性文学的价值和出

路。

 

一、              甘为男人做衣裳: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历史境况

“女性文学”这一概念，滥觞于晚清，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经提出，便引起学界的广泛关

注。然而如何理解和界定这一概念，学界却颇多异议，未能达成普遍共识。总的说来，目前学界有三种

不同的理解:一是出自女性之手的一切文本。此种概念仅以性别为依据，未免过于草率和武断。二是描写

女性生活的作品。那么，除了女作家之外，还应包括男性作家所创作的有关女性生活的作品。笔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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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界定太宽泛，而且也难以把握，增加研究难度。三是出自女性之手且能“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思维

主体、审美主体和言说主体的文学。”［2］12这一界定，较为严谨，既明确了女性是文学的创作主

体，又指出了女性文学的主体特征，笔者甚为赞同。下面笔者将借这第三种含义阐述中国古代女性文学

的历史境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自《诗经》中许穆夫人开始，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女性作家，如汉魏六朝时期的

班门两圣人(班婕妤和班昭)、徐淑、蔡文姬、左芬、鲍令晖等，隋唐五代时期的侯夫人、徐贤妃、李

冶、薛涛、鱼玄机、花蕊夫人等，两宋时期的李清照、吴淑姬、朱淑真、严蕊、张玉娘等，元代的管道

昇、薛慧英、黄嗣贞、曹妙清等，明清时期的叶氏三姊妹(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徐灿、汪端、吴

藻等，真可谓人才辈出，代不乏人。但因历史发展、时代环境和国家政策等各方面的影响，历朝历代女

性作家及其创作的数量并未均衡发展。据胡文楷编著、张宏生等增订的《历代妇女著作考》统计的数据

来看，中国古代女性作家近4000人，而明清两代就有3800人左右，约占中国古代女性作家的95%，并

且“清代妇人之集，超轶前代，数逾三千”［3］5，尤以清代女性作家最多，共有3500余家。这些数

据，可以充分地说明女性作家创作的数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增加，但较之文学史中记载的男性作家

来看，女性作家人数及其创作数量还是少之甚少，寥寥可数。这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存在的第一个问

题。

从现存的女性作品来看，女性作家所创作的作品质量较之男性作家普遍不高，多闺阁香奁之作，视

野极其狭窄。当然，闺阁香奁之作未尝不可，只是通观整个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学创作，绝大部分女性作

家所创作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脂粉气，所以未免给人一种大同小异、千篇一律之感，从而也无形中

降低了女性文学的价值。并且，中国古代的女性书写从文体形式来看，较为单一，多诗词文赋，其他诸

如散曲、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较少，从而也影响了女性文学的多元化发展。若要用现代的审美眼光去

观照中国古代的女性文学，除了几位艺术天才外，如唐代的薛涛、鱼玄机，宋代的李清照、朱淑真外，

那么恐怕4000余人的女性作家在中国文学史里所剩无几。同时，即使是这些艺术天才的作品，与同时代

的男性作家(如李白、杜甫，柳永、苏轼)相比，还是略显不足的。我们虽推崇女性创作，但也必须面对

这一令人“尴尬”的现实。因为我们认为，只有认清这一现实，寻出问题的根源，方能对症下药，彻底

拯救女性文学。这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存在的第二个问题。

此外，从女性作家身份来看，部分女性作家虽然敢于冲破宗法社会里女性“雌伏”的角色，用“易

装”的方式潜入男性的领域，如黄崇嘏等，可以说，她们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社会性别的藩篱，但观照

其所创作的作品，除品味不高外，还失去女性固有的声音。因为她们大都没有逾越男性的规则，而是按

照男性的标准，摹仿着男性的话语，用男性的声音写作，所以即使她们的作品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但那

也只是社会对她们身上所具有的男性意识的认可，并非出于对她们本人身份的肯定。荣格认为，人类身

上具有两个重要的原型:阿尼玛和阿尼姆斯。阿尼玛原型代表着男性身上潜藏着女性的色彩，而阿尼姆斯

代表着女性身上含有着男性的一面。根据前文的分析，笔者在此再次强调:出自女性之手且能体现女性意

识的作品，方可称之为女性文学。依此定义，不难看出，整个中国古代的女性文学作品除了数量有限、

质量不高等问题外，还存在着“甘为男人做衣裳”的令人无可奈何的事实。

 

二、              意识形态的空白: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中“女性”缺场的主要原因

“意识形态”是一个既扑朔迷离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其最初是作为观念学的概念由法国思想家特拉

西提出的。19世纪，马克思借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外壳，将它编织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

系网中进行分析，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的一切

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

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

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

［4］92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极具有否定性。马克思主张用革命暴力的手段消灭意识形态。后来，

20世纪前苏联的列宁主义理论也阐释了意识形态的概念。列宁第一次将“社会阶级”的药液注入到意识

形态的肌肤之中，把意识形态逐步衍化为一种描述性的概念，提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的区别，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时至今日，“意识形态”依然是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俞吾

金先生曾断言“意识形态是这个时代的哲学主题”［5］4，事实上，意识形态更是整个宗法社会的哲学

主题。因为宗法社会无论在思想理论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都涉及到意识形态的范畴。如前文所述，

男性对女性的统治，绝不是武力的较量，而是文化的比拼，更明确地说是意识形态这把利剑摧毁了女性



的合理身份，使女性失去了说话的权利，而甘愿充当男性的附庸。鉴于此，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女性文

学的“女性”缺场的主要原因就是女性意识形态的空白。

女人是什么?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古时的先哲们都迫不及待地以极端的方式为此定义，他们

对于女人的看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以贬低女性的方式抬高男性自身的价值。在西方，男人们毫无根据地认

为:女性是缺乏理性的，是男性的附属品，女性应该服从于男性。而在东方，在中国，男性们将女性圈在

宗法社会里，用一系列的文化观念塑造着他们理想中女性。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度形成于商周时代，至汉代完备。周礼中已经出现了重男轻

女的意识，并用“三从四德”的方式束缚着女性身心的发展，“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

夫死从子”［6］1456。《周礼·天官冢宰第一》:“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

功。”［6］687这些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以至于《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反复诉说自

己“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事实上，她就是在表明自己已经具备了

“四德”。正是这些观念的形成，使女性不敢自专，只能在内心里寻求着与社会的一致。在男性意识形

态的压制下，女性逐渐地失去了自由，其生活范围也被局限于家庭之中，所以女性文学的作品多写闺阁

之作。在两性之间的战争中，女性被男性彻底地击垮。于是，一条恶性循环链形成了。男性主外，这样

使得男人形成统一的整体，易于表达自己的思想，达成共识，从而可以更加变本加厉地压制女性。而女

性被束缚在家中，失去了言论的自由，女性之间无法达成普遍的价值认同，从而只能默默承受着男性的

压迫，有些女性甚至还会将自己变成男性，成为男性社会的代言人(如以班昭《女诫》、唐长孙皇后《女

则》、明成祖皇后徐氏《内训》、清王相母亲刘氏《女范捷录》等女教专家为代表)。于是，一部两千多

年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一群男人对付一个女人的历史。那么，一部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也只能是男性

的文学史。

可以说，宗法制度是男权社会的产物，是男性们最得意的成果。陈东原先生指出了宗法社会中一些

不平等的观念，“便是妇人‘非子’。子是滋生长养之意，是男子的专称，是能够传宗接代的。妇人，

不过是伏于人罢了;夫人，不过是扶人罢了;人就是第三者，是他人;夫人是扶助他人的，自己没有独立

性。”［7］2男性们掌握了性别领导权后，炮制了一系列的意识形态文化理论，建立了意识形态的国家

机器。男性正是依靠着这样一些机器，为女性定义，束缚着女性的发展，伤害着女性的尊严，使女性处

于边缘的位置。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点，她认为“女人并不是生就

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现

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8］309这里的“文

明”便是指由男性主导创造的体现男性意志的为男性服务的文明。

当然，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中“女性”缺场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由于女性意识形态的空白，还应包括

诸多其他方面的原因，如印刷技术的落后、两性之间的性别差异等等。但总的说来，女性意识形态的空

白的确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中“女性”缺场的最主要的原因。

 

三、              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价值和出路

综上所述，两千多年的文明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社会，妇女地位极其低下，处于历史的边

缘。“一部廿史，只是一部男性活动史，无论从哲学史、经学史、政治学史各方面去观察，哪里有了女

性的篇章?哪里表现了女性的光荣?纵使有几个难能的女性，做了一两件可歌可泣的事业，或是值得赞美

的技能，也不过供游人骚客茶余酒后的谈笑而已，哪里有在专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哪里曾经有过女哲

学家、女经学家、女史学家值得我们夸耀?”(1)整个的宗法社会，女性一直处于沉默的状态。但笔者认

为，沉默不代表死亡，沉默更是另一种方式的书写。

正是由于现实社会对妇女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精神迫害和文化打压以及宗法社会的各种伦理的要求

和规范，使得中国古代的女性创作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圈子里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点，乔以钢和林丹

娅在《女性文学教程》一书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特征:首先，较之男性创作，女性的创作较少功利性，而较

多的富于消遣娱乐性。在宗法社会中，男性作家们秉承传统的儒学诗教观念，重视发挥文学的美刺功

能，以文学为载体，言志载道，抒发内心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情怀，其文学

创作具有相当强的政治功利性。相比之下，女性创作多藏于闺中，比较重视内心情感的宣泄，以求得精

神上的平衡和安慰，从而较少功利色彩，更应符合文学的内在本质要求。其次，实践空间的封闭以及人

际关系的被动单一使得女性的文学思维倾向于向内转，朝向自身。从作品的内容的来看，家庭是她们的

根，所以她们更多地关注家庭之内的生活，包括照顾公婆、关心丈夫、教养子女等等;从文章的形式来

说，传统女性文学创作大都采用诗词文赋等文学样式，易于抒情;最后，由于在宗法社会中，男性占据着

主导地位，所以社会心理更多的时候折射着男性的趣味，那么，受男性压迫的女性也默然地接受了男权



社会的种种要求和规范，在其文学作品中，刻意地表现女性的柔弱美。乔以钢和林丹娅分析了近人毕振

达所辑的清代妇女作品集《销魂词》，认为整部作品集中出现与消极情绪相关的词汇多达1600个左右。

可以看出，在男权压制下的中国传统女性文学，依然有着自身的优点，有着断断续续的春天。

总之，中国的宗法社会制度长期地对女性进行压抑和限制，给女性文学的创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那么，如何消除这一影响，如何从传统女性的处境中得到深刻的启发从而为当今的女性文学创作提供有

价值的经验，这些都应该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如上节所述，传统女性文学之所以在正统

文学史中失去一定的位置，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女性意识形态的空白。在传统社会里，女性被限制在家

庭之内，不便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心声，所以女性仅仅以个人的身份存在于现实世界。与此相反，男性

们则打着“达则兼济天下”的旗号，勇敢地涌入社会，紧紧地集合在一起，这样有助于达成共识，从而

悄然地形成一种集体意识，一种纯粹的丝毫没有女性声音的男性意识形态。社会中只有男性的身影，而

不见女性的踪迹。于是，社会所传达的便是男性们的规范和要求，若是有女子有着不同的意见，其后果

便是一个女子和一群男人的较量，结局可以不言而喻。所以，笔者认为，女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女性

文学要夺回失去的光辉，那么只有一条出路:女性们要像男性们一样，融入到社会中，团结起来，形成一

体。不要孤军作战，让女性这一整体与男性这一整体平等的对话，争取应有的权利，这样才能真正地解

放自己，恢复女性人性的色彩。那么，女性文学价值的真正复归，才能指日可待。恩格斯也曾明确地说

过:“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1］76

 

四、              小结

在宗法社会里，女性们受到了太多的伤害，她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更没有意识到“女性”这一性别

的崇高意义，她们甚至恨自己身为女人。她们的一生只为将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没有爱情的婚姻，没

有任何保障的家庭。无论在文学作品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甘为男人做衣裳，这是她们存在的意义。

此外，女性没有出门的机会，不能参与社会性的活动与生产，只能呆在家中围着锅台转，因此，在文学

作品中，我们固然看不到她们像男人一样写出“宏大叙事”，而仅仅只有浅唱低吟，只有情感破碎的孤

独，梦幻熄灭的悲怆。笔者撰写此文，不图女性际遇会有什么样大的历史转折，只希望男性们能多多地

去倾听女性们的声音，用一种平等的眼光去看待她们，用一种善良的温柔去关注她们。男人需要女人的

爱，女人更需要男人的关怀。只有两性平等和谐的发展，未来的社会才会显得更加的美好。只有两性平

等和谐的发展，中国的文学方能朝着健康的方向前进。

 

注释:

(1)胡云翼《中国妇女与文学》，转引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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