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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女性文学深受父权家长制的影响。从20 世纪20 年代韩国现代小说兴起到20 世

纪90年代为止, 韩国女性文学大多表现女性对父权家长制的从属, 这种从属在作品中通过诸

多方面得以体现, 如女性是男性的性欲工具、女性必须寄生于男性、女性被社会疏离和法律

地位严重低下等。这时期的女性文学虽指出社会上存在女性遭遇不公正对待的问题, 但因为

作家的创作没有脱离传统的女性观, 因此没能为女性指出正确的活动方向, 作品的结局大都

与现实妥协。当然, 个别小说也主张应该改变不利的社会条件, 但这只是特例, 没能发展成

普遍的社会观念。 

20 世纪20 年代宣传自由恋爱的小说和写实主义小说风靡一时。这时期的代表作家有

20 年代的金明顺、金一叶、罗惠锡, 50年代的朴花城、白信爱、姜敬爱、崔贞熙、金末

峰, 50 年代的康信哉和朴景利, 六七十年代的吴贞姬、朴婉绪, 以及50年代的金知原、姜

石景、金采原和梁贵子等。这时期产生了一批留学东京的新女性, 她们崇尚自由恋爱, 挑战

父权家长制社会的妻妾制度, 提倡女性解放。因此可以说, 传播开化思想是20 年代女性文

学的主流。 

进30年代, 女性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 表现为女性文学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史中占据

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正确理解30 年代的女性文学必须联系两个方面, 一个是日本帝国主

义统治下惨淡的社会现实与反抗意识, 另一个是女性意识在社会上的普遍推广。这时期的女

性文学在内容上深刻地揭露了这个特殊时代严重的绝对贫困问题。 

50 年代的朝鲜战争结束后, 美国文化在韩国登陆, 与此同时, 西欧思潮和现代性也深刻

影响了韩国社会。这时期的小说与以往不同, 倡导女性在物质上和心理上的独立, 这无疑加

速了小说的现代化进程。 

六七十年代, 吴贞姬的小说表现出“非小说”特征, 旧的小说形式与富于现代性特征的

内容有机结合, 这成为小说的新鲜看点。 

80 年代的女性文学重视刻画庸常生活中的女性心理, 金知原、姜石景、金采原和梁贵

子都在各自的作品里描绘了繁复生活中女性心理上的倦怠和孤独。 

到了90年代, 女性文学开始从根源上颇有深度地触及女性的个体性和欲求的问题。殷熙

耕的《妻子的箱子》《她的第三个男人》, 全镜湃的《幻与灭》, 孔枝泳的《存在即是流

泪》, 李惠敬的《唱歌的女人, 不唱歌的女人》, 金仁淑的《和镜子有关的故事》, 吴受妍

的《看待事物的七种方法》和郑贞姬的《即将被忘却的午后》等作品大胆地、赤裸裸地展

示“性”的问题, 作家主观阐释女性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最大幸福, 严肃而深刻地思考女

性的主体性问题。本文将以20 世纪90年代著名女性作家的作品为研究对象, 剖析“性”

“母性”和“女性的主体性”。 

一、重解“性” 

9O 年代以前的韩国女性作家虽也涉及性的问题, 但是或美化或夸张。进入90年代, 这

个问题开始被更详细、更明显地表现出来。殷熙耕是这一时期著名的女性作家, 她以创作大

胆著称。在小说《她的第三个男人》中, 殷熙耕赤裸裸地描写主人公的性与爱, 细腻地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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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女性的羞耻心和羞愧感。小说主人公“她”和一个已婚男人维持了8 年的不正当关系, 她

精神上自我蔑视, 悔恨自己对情人妻子的嫉妒, 甚至对情人的爱也使她感到倦怠, 连本应满

足的男女之欢都莫名地折磨着她。痛苦的她想清算这种生活, 但似乎这已经成了习惯, 最终

也没能果断地结束这种生活。小说中的“她”曾为爱不顾一切, 然而被婚姻这个社会契约击

溃, 对她来说, 男女之欢已像毒瘾一样成了戒不掉的习惯。她寻求爱情的真谛而不得, 只能

在“习惯”中彷徨。爱情蒸发了, 剩下的只有“习惯”了冗繁、烦躁和倦怠的安逸。这也是

现代人的世纪末心理。在小说里, 爱的行为沦落为不伴随任何责任的、一种普通的心理欲

求。从前认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合乎道德”，“基于爱情的性行为才正当”的

价值观被打得粉碎。 

二、重解“母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 母性的释义也不断地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和50年代的6·25 
战争等历史悲剧迫使韩国的母亲在无衣无食的条件下为了家人必须付出极度艰辛的劳动, 承

受无法言语的痛苦。到了六七十年代, 以越南战争为契机, 韩国的产业化初见端倪, 韩国社

会号召年轻女性为了家人和家庭走出家门, 走进工厂。就这样, 女性从家庭主妇变成了廉价

劳动力, 从事杂活苦役。韩国社会为进一步巩固国家实力, 不断通过大众传媒向女性灌输

“只有牺牲自己和献身才能保住家人, 国家才能崛起”的思想。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 对

女性来说优先考虑自己是不道德的, 甚至为自己着想都是罪恶的。50年代韩国的民众意识

抬头, 女性的自我意识也随之悄然复苏, 赵海一的小说《冬季女人》就是这时期的作品。

《冬季女人》转变了女性看待“性”的视角, 给所有女性的思想注人了新鲜空气。它让女性

明白女性也可以开放地对待“性”,母性的释义也不再只是传统的“牺牲和献身”, 女性应

该在家庭中更具主体性, 要积极适应社会的变化。这对当时的女性来说可谓一次思想变革。 

如上所述, 女性和母性随着时代和历史的变迁不断发展变化。那么, 叩年代的母性在文

学作品中是怎样的面貌呢? 从殷熙耕《贫妻》中可见一斑。 

 
我是单身女人。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上班。剩下的时间是自由的。在这段时间里我读

书, 写字, 听音乐, 随心所欲。但外出是不允许的…… 

 
《贫妻》中丈夫“我”偷看妻子的日记, 作家殷熙耕借丈夫的眼睛读妻子的内心。这段

日记的作者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的日常生活跟所有为人妻的女性没

什么两样, 要说不同只有一点: 她坚持每天写日记。日记是她的内心独白, 在日记里, 她记

录循环往复的家庭琐事, 倾诉想脱离庸常生活的渴望。值得注意的是, 她把家当成工作单位, 
把已婚的自己看成独身女人, 她在日记中把自己客观化, 把孩子、丈夫和自己的生活放在一

定的距离之外观察。这使女性心理自控和辩难的复杂情状客观化, 完成了对一种普遍真相的

返照, 同时也可看出现在女性爱护家庭和家人的新方式。《不唱歌的女人》讲述了一段婚外

情和一位承担情爱后果的女性的悲惨遭遇。这时期的女性文学主要表现在混杂的现实里女

性丧失了方向和平衡感, 在寻求女性独立和探索与男性共存的法则的路上满是女性的失败和

叹息。此时女性文学的“寻找自我”的意义在于尽管失败, 但却踏着失败前行。 

三、寻找自我在传统价值观统治的保守社会里, 女性行使权力和参与社会活动会遇到很

多阻碍。受这个社会背景的影响, 这时期的女性作家针贬时弊, 在作品中指出传统社会中的

女性备受欺凌, 女性被排斥在制度圈之外, 女性被限制! 被牺牲等问题。女性作家还通过作

品指责禁止自由恋爱的传统价值观和纳妾制度, 以及在接受教育和社会参与上差别对待女性

等问题。 

90 年代的韩国社会对女性的偏见仍旧根深蒂固, 然而此时西欧的男女平等思想在韩国

势如破竹, 旧观念和新思想导致两性的矛盾激化, 结果离婚率增多, 女性对社会的不满达到

顶峰。为了迎合时宜, 缓解矛盾, 韩国社会扩大接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 修改法律等, 
但这没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决定女性作家们聚焦女性作为/ 人0 的独

立性和探索与男性共存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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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家尹英淑的《一团糟》讲述一位忽视自己的独立性, 全身心为丈夫和子女付出的

中年女性的无力感; 车贤淑的《蝴蝶学概论》里的女性对温暖又完美的爱情孜孜以求, 却在

男性“蜜蜂蝴蝶般的属性”面前屡屡受挫; 李惠敬的《唱歌的女人, 不唱歌的女人》讲述了

一段婚外情和一位承担情爱后果的女性的悲惨遭遇。 

这时期的女性文学主要表现在混杂的现实里女性丧失了方向和平衡感, 在寻求女性独立

和探索与男性共存的法则的路上满是女性的失败和叹息。此时女性文学的“寻找自我”的

意义在于尽管失败,但却踏着失败前行。 

四、结语 

女性话语是被父权家长制压制已久的语言, 女性书写里存蓄着抵抗的痕迹。正如埃莱娜

#西苏指出的那样, 女性的文字将如河流般自由流淌, 将说出一切未被言说的可能性" 女性

在写作中寻找自我, 发现自我。 

在家庭里女性不仅仅是丈夫的妻子, 孩子的母亲, 还是“自己”。而男性中心的社会却

把女性囿于家中, 夸大女性脱离家庭带来的社会危害, 完全无视女性渴望在社会里寻求自身

发展的欲求。本文通过20 世纪90年代著名的女性文学作品重新解读了“性”“母性”和

“女性的主体性”。在殷熙耕的《她的第三个男人》里爱的行为沦落为不伴随任何责任

的、一种普通的心理欲求。 殷熙耕的《贫妻》、全镜湃的《鸟总在那里》、申京淑的《吃

土豆的人们》 中果断地剔除家庭关系中的母性, 试图回归女性自我, 提出女性的个体性问

题。尹英淑的《一团糟》和车贤淑的《蝴蝶学概论》分别讲述了丧失独立性的中年主妇的

自身局限和女性放纵后的空虚, 李惠敬的《唱歌的女人, 不唱歌的女人》将目光投向未婚母

亲与私生子的矛盾与不幸。 

90 年代的女权主义唤醒了沉睡的女性意识。女性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争取作为“人”

的自由, 要求社会倾听女性的声音, 认可女性的思考和能力, 使女性能够堂堂正正地表达自

己的主张。男女作为“人”同等地享有发展的未来, 这是90 年代的女性文学启发给读者的

女性意识。这种成熟的女性意识得以传达给读者归功于女性作家高超的意识水平和率真的

写作。今天, 女性已经在政治、社会和教育等多个领域获得了社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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