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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破解丁玲研究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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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丁玲早期参加过无政府主义者们组织的活动#也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有过密切接触#因而受到

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其早期作品对超拔于世俗生活之上的性爱乌托邦的追寻#标志着中国性爱小

说走出了五四&爱情@婚姻@家庭’的世俗程序#进入到一个新的精神空间#使中国女性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

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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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丁玲与无政府主义关系的基本事实

考辨及研究现状

!!丁玲是否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是否参与过无

政府主义者们组织的活动？其作品是否有无政府

主义倾向？这些问题在丁玲研究领域一直暧昧不

清#成为丁玲研究中的最大谜团%丁玲本人极少谈

及自己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之关系#与此不同的

是#研究者们常常谈及这一敏感话题#提出了各种

各样的说法$

!!在平民女学的丁玲女士是一个沉默的青

年!她有两个很要好的朋友""#当这三位青

年女性做好朋友的时候#他们全有很浓厚的无

政府主义的倾向!$&%

丁玲在写&梦珂’#写&莎菲女士的 日 记’#
以及写&阿毛姑娘’的前期#谁都明白她乃是在

思想上有着坏的倾向的作家!那倾向的本质#
可以 说 是 个 人 主 义 的 无 政 府 性 加 流 浪 汉

()-GH6/)的知识阶级性加资产阶级颓废的和

享乐而成的混合物!""在描 写 同 样 的 青 年

知识女子苦闷的*无耻的*厌倦的不健 康 的 心

理状态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里#在说述一个贫

农的女儿#对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的虚荣的幻灭

的可怜的故事&阿毛姑娘’里#任情的反映了作

者自己的离社会的*绝望的*个人的无 政 府 的

倾向!$#%

当时(&E&#+++&E#&)怀着时代的苦闷#要
发泄#要反抗的她#思想上带着无政府 主 义 的

色彩!$!%

(&E#&年)年初#与王剑虹同赴上海#""
她们接触了一些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并随

他们参加 过 一 些 无 政 府 主 义 者 举 办 的 会 议!
但丁对无政府主义思想也不满意!$B%

一九二 一 年#她 进 入 共 产 党 办 的 由 陈 独

秀*李达等人领导的上海平民女校#曾 上 街 募

捐#为纱厂女工的罢工做宣传,后来结 识 了 一

些无政府主义者#一九二二年加入无 政 府 党,
随后又脱离无政府党#进入由共产党人办的上

海大学学习!)?*

国外学者也注意到了丁玲与无政府主义思潮

之关系#提出了一些看法$

!!人们还不太了解的是#丁玲还是一位无政

府主义者#""二十年代初丁玲曾跟活跃于国

立北京大学的无政府女权主义组织有过接触!
从那些妇女那儿她也许知道曾访问过中国的

艾伦-契和多拉-布莱克两人!由于 无 政 府

主义的 影 响 她 参 加 了 一 九 二 三 年 的 玛 格 莉

特-桑格节制生育和 性 解 放 运 动!丁 玲 有 可

能从埃玛-戈德曼的思想中吸取了一点什么#
因为她有点像俄国人那样把女权主义和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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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主义融为一体!""#

人们可以回顾&E#&年和&E##年间$丁玲

被它%指无政府主义&&&引者注’的 在 普 遍 和

睦中实现完全的人类自由的理想主义的教义

所吸引$并参加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活动!然

而到了二十年代早期$正如个人主义的结局一

样$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兴 起 破 坏 了 它 的 吸 引 力!
((因此$与丁玲有一些联系的上海无政府主

义协会于&E##年中期结束了!!%"

在丁玲研究中#上述说法十分流行$但细读这

些文章#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两个问题%一&当学者

们说丁玲信仰无政府主义或参与无政府主义活动

时#都没有提供可靠的史料依据#因此这类说法是

否可信#我们不得而知’二&当学者们指认丁玲作品

有无 政 府 主 义 倾 向 时#往 往 语 焉 不 详#一 带 而 过$
这说明#丁玲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之关系#及其

早期作品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已成为一个人所共

知的问题#但系统的研究至今尚未展开$
丁玲作品既然有无政府主义倾向#那么丁玲必

定接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濡染$一些学者指陈

丁玲曾加入过无政府主义团体或信仰过无政府主

义#但都没有提供可靠的史料依据$因此#梳理有

关史料#考辨丁玲与无政府主义运动之关系#就成

为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
无政府主义在晚清传入中国#五四时期达到高

峰$(据 不 完 全 统 计#从 五 四 新 文 化 运 动 开 始 到

&E#!年#各地出 现 的 无 政 府 主 义 团 体 不 下F$个#
他们出版 的 刊 物 和 小 册 子 不 少 于%$余 种$)!F"北

京&上海&南京&广州&成都等地成为无政府主义传

播的中心$这一时期#丁玲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

辗转求学#与无政府主义者们有过密切接触#并深

受其影响$其中可以确定的事实有%

&L&E##年初#蒋冰之与好友王剑虹同赴上海#
废蒋 姓#改 名 丁 玲#这 是 典 型 的 无 政 府 主 义 行 为$
无政府主义提倡(三无主义)%(无宗教&无家庭&无

政府之主义也)!E"#!##将家庭看作社会腐败*如人人

为子女谋私利+和阶级制度的根源#因此它吁求废

除家庭*家族+#取缔私有财产#使每一个体获得独

立和自 由$废 除 家 庭 的 直 接 表 现 就 是 废 除 姓 氏$

&E&#年#中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师复与彼岸&纪彭

等人在广州成立(心社)#订立(不食肉&不饮酒&不

吸烟)等多 项 戒 约#其 中 有 一 条 即 是(不 称 族 姓)$
他们依据生物进化论#认为(人类远族同出猿猴#五
洲万国凡百 族 类 莫 非 昆 弟#又 何 一 族 一 姓 之 可 言

哉？)现在所谓的族姓#乃(自私之物也$有族姓则

有长幼尊卑之名分#长者尊于天#幼者卑于地#蔑视

公道#丧 失 人 格#莫 此 为 甚)!E"#!%$师 复 原 名 刘 绍

彬#早期参加反满革命#易名刘思复#改信无政府主

义之后#废刘姓#改为师复$因此#废姓在中国无政

府主义者中是极为流行的现象$五四时期的著名

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黄凌霜等人也都曾废姓$不

难看出#蒋冰之废(蒋)姓#易名丁玲#是她接受无政

府主义影响的醒目标志$在其小说中#也出现了废

姓的主人公*如,韦护-+$陈明在谈到这件事时作

了如下解释%(为什么要废姓呢？表示反封建#我不

要姓$她母亲姓余#父亲姓蒋#她说我不 要 姓$可

是一到社会上#走到哪儿人家问你贵姓#你总得有

个姓啊$结果她们几个姐妹拿一本字典乱摸#摸到

什么字就姓什么$结果摸到一个.丁/字#好吧就姓

丁吧$她那个时候有点无政府主义思想
##############

*着重号为

引者加+$)!&$"反封建有多种方式#只有无政府主义

者才将(废姓)作为反抗家族制度的手段$陈明最

后补充的这句话#才是问题的实质$

#L曾与无政府主义者或一度信仰无政府主义

的人有过密切接触#参与了一些他们组织的活动$
几乎所有有关丁玲生平的论著都提到这一点#但至

今没有见到对该问题的详细考证$如%她接触的无

政府主义者是谁？她参与了哪些活动？丁玲在回

忆&E##年就读于平民女校时说过下面一段话#为

我们提供了线索%(沈泽民&张闻天&汪馥泉都到平

民女校来过$他们三个人搞了个狂飙社#找我们这

些小 孩 子 参 加#我 们 兴 致 很 好#但 是 没 有 搞 起 来$
那年马克思生日#开纪念会#我们去听#由李汉俊讲

马克思主义$黄爱&庞人铨那些人死了#开纪念会#
我们也参加$工人闹罢工#我们到马路上去捐钱#
跑到浦 东 纱 厂 去 演 讲$)!&&"这 段 文 字 中 有 两 条 史

实%第一#张闻天&沈泽民&汪馥泉当时都有无政府

主义倾向#因而他们与丁玲的接触#成为丁玲无政

府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第二#黄爱和庞人铨

是当时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两人&E##年在湖南

遇害后#上海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纪念活动#丁

玲参加的应该就是此类活动$同时在上海平民女

校任教的陈独秀#曾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支持者

之一#早期也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沈雁冰也一度

对无政府主义十分倾心#他说%(&E&%@&E&F年间#
我 也 喜 欢 无 政 府 主 义 的 书#觉 得 它 讲 的 很 痛

快$)!&#"B?这说明#当 时 平 民 女 校 的 一 些 人#对 无 政

府主义并不陌生#甚至还不乏好感#这无疑会成为

影响丁玲的潜在因素$

&E#!年#丁玲从南京到上海大学就读#这期间



接触的瞿秋白!施存统等人"都有过一段信仰无政

府主义的经历#瞿秋白在谈到他与耿济之等人创

办$新社会%杂志时说"他那时&是一个近于托尔斯

泰的无政 府 主 义 者’(&!)#李 达 在 回 忆 当 初 建 党 的

时候也说过*&当时在上海的几个发起人中"就有好

几个是安那其"施存统!李汉俊!沈定一+沈玄庐,都
是#’(&#)?#当然需要 说 明 的 是"当 丁 玲 接 触 瞿 秋 白!
施存统等人的时候"瞿!施都已经转向了马克思主

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过信仰的更替不会像

更换一件衣服那样容易"当新的信仰确立的时候"
曾有的信仰可能还会留有某些残余#更何况"无政

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理论体系在基本主张

上是极为相 似 的*他 们 都 反 对 封 建 主 义 和 资 本 主

义"都否定私有制"崇尚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都诉

求未来的大同理想"所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这两

种理论的边界并非十分清晰#瞿秋白接受马克思

主义之后说*&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

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

会"我心上很安慰"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
平 博 爱 世 界 的 幻 想 没 有 冲 突 了"所 不 同 的 是 手

段#’(&!)B"!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这两种学说之间的

对立"而忽视了它们在文化立场上的相似性#正是

由于这两种理论存在着诸多相似性"所以中国共产

党&一大’时的很多人"都是从无政府主义阵营进入

马克思主义者行列的"如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
高君宇等"瞿秋白和施存统当然也属于这种情况#
&没有经过无政府主义和空想主义这个环节"直接

成为马克思 主 义 者 的 反 而 是 少 数 人#’(&B)这 说 明"
在&E#$年代早期"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

人员上存在着模糊的交叉地带#就某一具体个人

来说"可能在思想上也会存在着&交叉地带’#也就

是说"当这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走向马克思主义

之后"在短时间内未必能完全洗掉那种追求极端自

由的无 政 府 主 义 气 质#美 国 学 者 德 里 克 分 析 说*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在&E#&年之前也接受过无

政府主义的观点"--而他们在转向布尔什维主义

之 后"也 仍 然 与 无 政 府 主 义 保 持 着 亲 密 的 关

系#’(&?)丁玲与这 些 人 长 久 相 处"有 可 能 受 到 无 政

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另外"从其他史料看"丁玲与朱谦之交往甚密#

朱谦之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宣扬&新虚无主义’+无

政府主义之一派,"反对马克思主义"批判俄国十月

革命#他后来回忆说*&我自第一部书发表后"当即

与无政府主义者有所接触"又和法预科同学郭梦良

等合办一种$奋斗旬刊%"我的署名是 CC"最初 我

和无政府主义者兼生+凌霜,大开笔战"接着我们的

思想就渐渐 接 近#’(&")B$"&E#!年"朱 谦 之 与 以 独 身

主义者自居的杨没累相爱#杨没累是丁玲在周南

女 学 时 的 同 学"彼 此 来 往 密 切"也 很 了 解#&E#F
年"丁!胡住在西湖葛岭"朱!杨也住在那里"经常来

往#但时间不长"杨就病故了"丁!胡帮助料理了丧

事#之后"朱谦之依然和丁!胡保持着较为密切的

来往#据朱谦之回忆"杨没累死后"他先去广州"后
去上海"&常与胡也频!蒋冰之+丁玲,!沈从文等相

见"冰之是没累在周南女学时同学"没累逝世时"她
和也频适在杭州西湖"曾助理丧事"以后他们创办

$红与黑%"在招待上海出版界的席上"我还代他们

招呼朋 友"这 种 友 谊"直 到 我 出 国 后"还 继 续 一

时’(&")B!!#&E#E年B月"朱 氏 到 日 本 留 学 时"还 带

着一本丁 玲 和 胡 也 频 赠 送 的$和 英 大 辞 典%(&")B!?#
详细列举丁玲与朱谦之的交往"只想说明一点*朱

谦之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丁玲接受无政府主义思

想的又一个重要渠道#丁玲与朱!杨的交往"也同

样对丁玲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有人

直截了当地说&莎菲就是杨没累’(&%)！将文学典型

与现实人物简单对应"并不可取"但在$莎菲女士的

日记%中"确实有杨没累的生活痕迹#且不说莎菲

在性格上与杨的相似性"小说中的毓芳和云霖"为

怕生小孩"就拒绝同居"这跟朱!杨禁欲式的爱情也

有相似之处#
从丁玲当时的交往来看"朱谦之是丁玲接触到

的最为著名 的 无 政 府 主 义 者"其 对 丁 玲 思 想 的 影

响"也自然不可估量#
以上是我们能查到的丁玲与无政府主义者相

接触的事实"至于说她&一九二二年加入无政府党"
随即又脱离了无政府党’(?)"我们没有查到相关证

据#据王中忱!尚侠在$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一
书说"他们曾就该问题请教陈明和王一知"这二人

都否认丁玲 曾 加 入 过 无 政 府 党"陈 明 只 承 认 丁 玲

&一度和无政府主义者接触过"并且有过这样的朋

友"随他们一同参加过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一次会

议’(&F)&F#丁玲在 与 王 中 忱 谈 及 此 事 时 说"当 时 一

位女校的好友经常给她看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

子"但她对此不感兴趣"无政府党人给她留下的印

象是很恶劣的(&F)&F@&E#这位女 校 同 学 很 可 能 就 是

杨没累#
除了这些 有 据 可 靠 的 相 关 史 料 之 外"丁 玲 的

$梦珂%!$韦护%等小说中"出现了有关无政府主义

者活动的描写"这说明丁玲对这些人是熟悉的"但

似乎并无好感#如$韦护%写丽嘉拜访无政府主义



者的情形!

!!她带着热望走到醉仙他们那里去!而他们

都只在一种莫名其妙中享受着自认的自由生

活"那惟一足以使他们夸耀的!只是他们无政

府主义者的祖宗师复在世时的一段勤恳的光

荣#然而就只这一点!在他们自己许多 人 口 中

也不能解释得很清楚"他们曾吸引过丽嘉!因
为丽嘉和他们有同一的理想"而现在呢!他们

却只给她失望了"
既然她对无政府主义者心怀不满"那么说她曾

经加入无政府党"就显得很勉强"所以只能说"她在

思想上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参加过一些活动"但并

未真正加入到无政府党的组织中去#丁玲和胡也

频在加入左翼阵营之前"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

义者"对政治并无兴趣"对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包括

共产党人%"怀有明显的排斥情绪#在纪念胡也频

的一篇文章中"丁玲曾做过如下告白!&我那时候的

思想正是非常混乱的时候"有着极端的反叛情绪"
盲目地倾向 于 社 会 革 命"但 因 为 小 资 产 阶 级 的 幻

想"又疏远了革命的队伍"走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

痛苦#所以我的狂狷和孤傲"给也频的影响是不好

的#他沾 染 上 了 伤 感 与 虚 无#()&&*第E卷""%由 于 无 政

府主义对现实社会采取极端对抗的姿态"而其理想

又如海市蜃楼一般不着边际"所以受无政府主义影

响的人"很容易堕入孤傲’狂狷’愤懑的境地#丁玲

创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时表现出的愤激情绪"恐怕

与其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因素不无关系#她在纪

念向警予的文章中说!&我不是对什么人都有说有

笑的#我看不惯当时我接触到的个别共产党员的

浮夸言行"我还不愿意加入共产党#自然就会有人

在她面前说我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思想"说我孤傲#
因 此 她 对 我 进 行 了 一 次 非 常 委 婉 的 谈

话#()&&*第"卷"#E无论事实怎样"丁玲当时疏远 共 产 党

的政治活动"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这是确定无

疑的#
通过上面的考察"不难发现"无政府主 义 思 想

曾一度在丁玲的思想版图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直到

&E!$年代"这种思想才得到清算和批判#

!!二、无 政 府 主 义 与 丁 玲 作 品 中 的“性 爱

乌托邦”

!!从丁玲的文学道路和知识背景来看"她成名之

前并没有多少充足的准备#她既没有受过正规的

高等教育"似乎也没有读过多少经典名著#其文学

创作的动机和能力"主要来自于她早期在上海和北

京那几年的求学生活#在这几年艰苦而又自由的

奔波生涯中"丁玲形成了对人生和对文学的基本看

法"这为她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而在这几

年中"她与无政府主义者们的接触"和她周围泛滥

一时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都对其文学观念的形成产

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美国学者白露认为丁玲&有
点像俄国人那样把女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融为一

体()"*#%!"这话恐怕不无道理#
无政府主义理论本身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女性

解放内容#无政府主义诉求&万人安乐(的大同世

界"在那里!&万物为万人所有！无论男女"只要能

够分担正当的工作"他们便有权利来正当地分配万

人 所 生 产 的 万 物-这 种 分 配 足 以 担 保 万 人 的 安

乐#()&E*在这一理想的世界中"性别差异被取消"每

一个人都是独立’自由的个体#无政府主义传入中

国之后"其中的妇女解放思想得到了充分重视和发

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抨击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

重要武 器#&E$%年"何 震 在 日 本 成 立&女 子 复 仇

会("与丈夫刘师培共同创办+天义,报"以无政府主

义理论为基底"发动&女子复仇运动(-巴黎的+新世

纪,也将女性解放作为重要议题之一而发挥鼓噪#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同他们的西方同道一样"将家

庭看作&万 恶 之 首(!"而 对 婚 姻 和 家 庭 的 攻 击"预

示着性解放和性自由的隐秘指向#按照他们的设

想"在 无 政 府 世 界 里"男 女 可 以 自 由 交 配"孩 子 由

&育婴院(公养"从而使女子彻底摆脱家庭的羁绊"
获得独立与自由#无政府主义理论中有关女性解

放的一系列学说"为中国近现代的性解放运动提供

了助力#+新世纪,杂志公然刊发了+男女杂交说,!
&人群治不进化"爱情之不普及"实婚姻之未废也#
今欲人群进"爱情普"必自废婚姻始"必自男女杂交

始#(他 们 还 振 振 有 词 地 论 证 说!&不 杂 交 者 种 不

进(’&不 杂 交 者 种 不 强(’&不 杂 交 者 种 不 智()#$*#
一种激进的政治思潮"引领了更为激进的近代性解

放运动"在晚清暗潮涌动的女性运动中"无政府主

义者以其极端的立场"耸动舆论界视听#
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新的文化观念与无政

府主义理论中的某些主张合流"汇成了新的文化阵

线#在女性解放问题上"无政府主义的激进主张"

! &E$%年%月#?日+天义,发表汉一$刘师培%的+毁家论,"&E$F年+新世纪,BE号$&E$F年?月!$号%发表鞠普来稿+毁家谭,"

激烈抨击中国的家族$家庭%制度"基本代表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家庭问题上的看法#



使 五 四 女 性 解 放 运 动 带 上 了 理 想 主 义 的 色 彩!

&E&%年"#新青 年$杂 志 发 表 了 著 名 无 政 府 主 义 者

高曼%高德曼&的#结婚与恋爱$’#&("在该文中"高氏

从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立场出发"否认恋爱与婚

姻之间的联系)*婚姻与爱情"二者无丝毫关系"其

处于绝对不能兼容之地位+"并认为*婚姻乃人生之

不幸事+!一旦割断了爱情与婚姻的关系"或将婚

姻彻底废除"*性+就卸下了所有的责任和义务"摆

脱了世俗伦 理 的 监 督 与 束 缚"走 向 绝 对 自 由 的 境

地!因此"无政府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理论"在性

爱问题上"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在无政府主义的引领下"五四时期出现了*新

村+,*工读 互 助 团+等 带 有 实 验 性 质 的 社 会 组 织!
尤其是在胡适,陈独秀等人支持下的*工读互助团+
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这类社会实验有着强烈的

改造社会的愿望"但*在参与工读互助团的青年人

看来"-自 由 恋 爱.才 是 应 该 首 先 追 求 的-理 想 旗

帜.+’##(#$E!随 后 果 然 出 现 了 像 易 群 先 这 样 的 女

*性+解放先锋"惹得舆论哗然!施存统回忆说"互

助团刚成立后"团员展开了有关婚姻问题的谈论"
*讨论的结果"我们全体一致认为%婚姻&无存在的

理由"所以对于从前已婚的或订约未婚的"一概主

张和对方脱离关系"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
解除了此前的婚姻羁绊"每人都获得 了 自 由"///
恋爱自由或性爱自由!施存统后来把*自由恋爱的

实践+看作是*工读互助团+的主要精神’##(#&""算是

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工读互助团+虽然涉及少数

人"但来自无政府主义的那种*性爱乌托邦+"在无

政府主义信仰者间有着广泛市场!从一种激进的

政治乌托邦"衍生出更为激进的*性爱乌托邦+"是

五四时期中国无政府主义传播的突出特点!
正是在无政府主义引发的性爱洪波鼓噪激荡

的时候"丁玲离开了老家湖南"辗转于北京,上海,
南京等地!对处于青春期的丁玲来说"这股带有无

政府主义色彩的性爱狂潮"无疑会对其性爱观的形

成产生巨大的塑形作用!从其早期小说来看"她笔

下的女主人 公 都 带 有*性 爱 乌 托 邦+的 浪 漫 情 调!
梦珂,莎菲,阿毛姑娘和在庆云里卖淫的妓女"无论

高贵还是卑贱"都不拒绝对性爱的享用和幻想!尤

其是莎菲"在没有任何婚姻设计"在对世俗生活的

警惕与拒绝中"渴望着惊心动魄的性爱体验)*单单

能获得骑士般的那人儿的温柔的一抚摩"随便他的

手尖触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因此就牺牲一切"我

也肯!+’&&(第!卷"%"爱情不再需要海誓山盟的 承 诺"不

再需要洞房花烛的映照"只是瞬间的销魂即可告慰

一生!小说中的毓芳和云霖因害怕怀孕而拒绝性

爱"莎菲嘲笑他们)*为什么会不需要拥抱那爱人的

赤裸的身体？为什么要压制住这爱的表现？为什

么在两人还没有睡在一个被窝里以前"会想到那些

不相干足以担心的事？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

智"如此的科学！+’&&(第!卷"?#但丁玲或莎菲毕 竟 不 是

无政府主义的坚定信仰者"还不能不顾一切地*将

性爱进行到底+!可以拒绝考虑世俗幸福"可以不

考虑性爱的后果%如怀孕&"但无法忍受*丰仪的身

体+里装裹着一个*肮脏的灵魂+！从小说来看"凌

吉士并非十恶不赦!所谓*肮脏+"其实主要指他对

世俗幸福的沉湎"他需要的*是金钱"是在客厅中能

应酬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是几个穿得很标致

的白胖儿 子+’&&(第!卷""#!对 于 一 个 世 俗 中 人 来 说"
这并非大错"但对追求性爱乌托邦的莎菲来说"这

是无法忍受的!因为性爱乌托邦具有超越世俗,拒
绝家庭生活的高远指向"这与凌吉士的世俗欲望产

生冲突"所以莎菲的性爱乌托邦在凌吉士面前彻底

瓦解了!
无政府主义性爱观的影响"也使丁玲与五四女

作家划 清 了 界 限!五 四 时 期 的 女 作 家"提 倡 新 道

德"反对旧道德"提倡爱情自由"反对包办婚姻!而

对丁玲来说"道德无论新旧"都是束缚人的桎梏"无
政府主义的理想是不要道德0而地久天长的婚姻形

式"也不一定就是爱情的结果"恰恰相反"无政府主

义是 反 对 婚 姻,废 除 家 庭 的"所 以 说"爱 情 或 者 性

爱"就是男女交往的最终目的)*爱情"爱情是什么？

享受"是享受呀！+’&&(第!卷"&"?#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
中的薇底"声称很爱自己的丈夫"却时常背着丈夫

与其他男人约会"心理上没有任何的道德负担)*她
除了尊重自己的冲动"从未把事的轻重放在心上称

一下!+’&&(第!卷"&"F当鸥外鸥向她表白爱情"要独自拥

有她时"她却在想着自己的丈夫"*但她不能不听这

表白"她很鄙视这男人为什么与其它男人一样"在

恋爱的时候会想到实际问题上去+’&&(第!卷"&F$!在薇

底的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阿尔志跋绥夫#萨宁$的
中国传人!多情的乡下姑娘阿毛"也有着不着边际

的幻想)*在这旅行中阿毛所见的种种繁华"富丽"
给与她一种梦想的根据"每一个联想都是紧接在事

物上的0而由联想所引申的那生活"那一切"又都变

成仙似的美境"把人捆缚得非常之紧"使人迷醉到

里面"不知感到的是幸福还是痛苦!阿毛由于这旅

行"把她在操作中毫无所用的心思"从单纯的孩提

一变而为好 思 虑 的 少 女 了!+’&&(第!卷"&#!她 的 梦 境 也

与性爱有关)*她希望有那末一个可爱的男人"忽然



在山上相遇!而那男人爱了她!把她从她丈夫那里!
公婆那里抢走!于是她就重新做人"她把那所有应

享受的一切梦!继续做下去"#这是一个$灰姑娘#的
故事!在没有$王子#的年代!$灰姑娘#就只能吞火

柴头自杀了"阿毛与莎菲!甚至梦珂%薇底和&暑假

中’的那些女性!尽管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他们

都有一个$性爱乌托邦#之梦"他们不再如五四时

期的娜拉们!渴望着飞出牢笼!获得自由(#B)"而是

渴望着超拔于世俗生活之上的性爱经历!渴望着不

顾一切的疯狂体验"
丁玲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后!莎菲%梦珂%薇

底式的女性形象!依然在其作品中不断出现!对$性
爱乌托邦#的 追 寻!仍 然 是 作 者 魂 牵 梦 绕 的 心 事"
&韦护’中的丽嘉!&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中的

望微!都带有莎菲%梦珂的精神遗留"直到&水’的

发表!丁玲才彻底摆脱了$性爱乌托邦#的纠缠!走

向了政治化的文学道路"
因此!丁玲早期小说!成为女性追求性 爱 乌 托

邦的典范文本!它标志着中国性爱小说走出了五四

$爱情@婚姻@家庭#的世俗程序!进入到一个新的

精神空间!一个充满梦想与失落%自由与孤独%挣扎

与绝望%孤傲与溃逃的痛苦境地"正在这里!女性

体验到的!不再是五四式的由束缚到自由的解放历

程!而是$自由#之后的痛苦与焦虑!标志着中国女

性文学创作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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