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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要点 

（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2001、6） 

陈骏涛 

 

     这次会议人数不多，形式自由，到会的都是一些真正的女性文学艺术的研究者和创作者，而且又是

在如此优美舒心的环境中召开，这是我所十分向往的一种学术交流方式。会议的组织者会前为这次会议

做了大量的、充分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向每一位与会者传送了十份研究者和创作者的对话录，这些对话

录中的多数都是有思想含量和艺术见解的，机敏睿智、生动可读，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资

源。应该感谢会议组织者为这次学术交流所做的这些积极的努力。 

 

一 

     我对于女性文学艺术，严格地说是个外行，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半个“票友”， 对这方面的现象，既

缺乏真正的研究，也缺乏全面的了解。但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以来，由于

某种机缘，我也间或发表过一些意见，有些意见居然有时也引起了注意。代表我这方面的观点的主要文

章是这样四篇：《关于中国女性文学――“红辣椒女性文丛”总序》（1995）、《女性写作的“私人

化”与价值目标》（1996），《两性的平等、差异与和谐――我的女性观》（1997），《关于女性写

作悖论的话题》（1998）。概括地说，我的主要观点如下： 

      1、两性应该是平等的，但自父权制社会以来，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形态，决定了两性事实

上的不平等，因此我赞成消解乃至颠覆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倡导两性的平等竞争和自由发展。但

这不能导致以一种权力（女权）来代替另一种权力（男权）。忽视性别差异是不对的，但鼓吹两性的战

争，把两性的对立看成是不可调和的，也是片面的。社会要发展，要前进，不能依仗两性的对立，而要

依仗两性的和谐。西方女权主义发展到今天，也已经走出了双性对峙的阶段，现时代的真正的女性论

者，往往是以超性别的姿态出现的。 

     2、对于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女性写作的“私人化”倾向，我认为这是女性回归到自身，从女性本

体出发，保有女性性别特点的一种表现，实际上也是对男性中心话语的一种消解，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

女性写作的“无性化”和“集体化”倾向的一种反动，应予以充分肯定。但是倘若“私人化”写作是以

逃避广阔的社会人生为代价，而把自我封闭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这作为作家个体的一种选择固无不

可，但倘若作为创作的一种方向来提倡，就失之片面了。应该将面向自我与面向现实结合起来，把关注

女性的本体问题与关注社会人生结合起来，要克服女性写作中的“自恋癖”和“自闭症”。 

      3、我提出女性写作、特别是当下女性写作的五个悖论，即：1、性别意识和超性别意识；2、私人

空间和公共空间；3、内视角和外视角；4、自恋和自省、自强；5、双性对峙和双性和谐。我主张对这

些悖论应该辩证地看，不要倡扬一端而排弃另一端，思维呈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状态。二元

对立的思维是一种线性的思维，往往易于走极端，应该对这种思维状态进行整合，在此端和彼端之间寻

找结合点，走出线性思维的怪圈。 

 



     4、对于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我主张引进、借鉴，不主张照搬、泛用。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应该建

立中国自己的女性学体系。中国的女性文学艺术也应该有一套自己的坐标系，自己的视角，自己的眼

光，而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提出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本土化”或“中国化”，当然会遇到种

种转换的艰难，但却是建立中国自己的女性学体系所必需做出的一种努力。在文学艺术领域，乃至在整

个文化领域，全球化决不是搞全球混同、全球一体，女性文学艺术和女性文化亦然。由此，对于女性文

学批评中的西化倾向，我不完全反对，但也不完全认同。连一些女性论者都这样认为：“中国的女性主

义从来就没有自己的理论，大都是套用西方的”（虹影）。这似乎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二 

     读过这十篇对话录，获益良多。我想主要谈两点感受： 

     1、当下的女性写作者（不是女性主义者，而且仅就创作领域而言），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比

较关注平淡的小题材，琐碎的日常生活的题材，社会转型期女性情感领域的题材，例如女性的成长、情

爱和性爱、感情的危机、第三者插足、异性恋和同性恋等等问题，所发的六位女作家中的三位基本上就

属于此类，即：陈染，林白，虹影，现在活跃于文坛上的很多新生代女作家也属于此类。她们比较注重

于“私人空间”的开拓，是当下女性写作“私人化”倾向的代表作家。另一类则关注的领域要宽一些，

题材和视野要开阔一些，除了关注女性情感领域里的一些问题以外，对转型期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中的

问题，乃至于女性的历史等等，都给予了关注，六位女作家的另三位就属于此类，即王安忆，张抗抗，

徐坤，以及当下成为文坛中坚力量的一批女作家也属于此类。她们经常把“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

的描写结合起来。 

     作这样的划分，不是为了对她们作出高下和优劣的比较，而是为了更便于凸现她们各自的创作特

点。 

     对话者中有一种意见对我是有启发的，这就是：传统的父权制审美体制以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为正

道，而以“小事”、“私事”，“私人性”的东西为旁门左道，而90年代的中国，“私人性”、“个人

性”的东西越来越被看重了，“私人生活”的话语空间大大开拓了。（荒林）这是对传统的父权制审美

体制的解构，也是社会生活进化、审美眼光进化的一种表现。因此，对上述两类作家是不应该厚此薄

彼，分出轩轾和优劣的。何况，她们之间也并非绝对泾渭分明：陈染、林白、虹影等的创作并非坚执于

“私人空间”，拒绝“公共空间”。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就将自我和历史有机地融合起来，是对自

我和历史的“双重发现”，揭示了特定年代里女性的食饥饿、性饥饿和精神饥饿的三重饥饿；林白的近

作《枕黄记》，把视野扩及黄河流域的广阔空间，“是超越了女性写作囿于‘性别’的现状，成功尝试

了女性价值对于现实和历史的介入”（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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