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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的摇摆: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女人形象分析  

摘  要: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向左转”后,她曾有的女性话语立场并未被革命话语立场所遮断,在《太阳照在桑干

河上》中仍有延续, 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时的女性话语已不同于“莎菲时期”的女性话语,它以潜在的、变形的

方式存在; 丁玲塑造李子俊女人形象的过程就是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摇摆的过程, 两种话语交错出现使得

李子俊女人形象更真实传神;丁玲此时的女性话语立场虽较“莎菲时期”逊色,却仍显其连续性。 

关键词: 丁玲;女人形象; 女性话语;革命话语 

    近年来, 现代文学研究界很关注丁玲在延安时期“向左转”的个人和体制原因,及其女性意识和女性立场的变

化走向。蔡春婕认为丁玲本身的“独特的女性气质底色和男性气质”的“两性化人格”分别是其女性意识和政治

意识形成的内因, 也是她的文本中呈现出政治意识和女性意识纠结的原因。这就不难理解丁玲何以从“挂头牌”

的“五四”第二代女作家到左翼作家,从书写现代都市的“Modern Girl”到表现工农大众转换的那么从容; 陈建

华认为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文学体制”通过“党的文艺政策、文学机构和文学报刊、文学评价、作家的身份

的变化”四个方面促成了丁玲的创作变化。这为我们解读丁玲“向左转”提供了外因视角。邓招华则分析了丁玲

的创作在内外因作用下“向左转”的轨迹。她认为从小说文本的叙事构成方面看, 丁玲小说创作经历了“从女性

话语走向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变。 

    常彬认为丁玲的这一转变是以“不断放弃性别思考”为代价的, 她虽然曾经“塑造了众多性别意识明显、特

立不羁的女性形象”, 但40年代初期“既是她女性立场的最后坚持, 也是她的最终放弃”。他认为,“直到1948

年9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发表, 丁玲才浮出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水面”,此时的她已经彻底放弃了性别立场,

被彻底“政治化”了,“她笔下……的独特女性形象……几乎踪影全无,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化’了的‘狐狸

精’型坏女人:地主李子俊老婆、地主江世荣老婆……”, 作者“对这些被‘惟成份论’打上反动标记的坏女人

政治上仇恨革命……的‘恶’进行的是政治和道德的双重鞭挞”。 

    然而问题是丁玲“从女性话语走向主流意识形态”之后,曾经主导她30年代初创作思想的“女性意识”、

“女性话语”和“性别立场”是否完全“蒸发”得一干二净、不留痕迹了呢? 也许有人会肯定这种看法, 因为丁

玲曾表示这部小说“不过是我在毛主席的教导、在党和人民的指引下, 在革命根据地生活的熏陶下,个人努力追

求实践的一小点成果。”“只想把这一阶段土改工作的过程写出来”; 她自己有为毛主席而创作的意图。 

    但是,作家的思想衍变往往是以连续性状态、而非断裂性状态呈现,前后界限并非泾渭分明; 即使他本人有意

识摆脱或者压抑以前的观念, 连续性仍会顽强地存在于他的潜意识中,构成“成见”, 在文本中以或隐晦或变形的

另类方式存在,这种连续性有时他自己也未必察觉。因此,常彬先生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女性形象的评价结

论就值得商榷。 

    本文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主观上是反映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曲折取胜过程的革命话语主导作品; 但

革命话语并非严密地控制了全篇,女性话语立场仍以隐晦、变形的方式在文中出现。李子俊女人形象就是一例,若

分析她, 我们会发现两种话语立场的并存和交替出现; 作者处于一种游移在显意识的革命立场、革命话语与潜意

识的女性立场、女性话语之间的摇摆叙事状态。本文借助叙事学的聚焦理论分析李子俊女人形象的塑造过程, 透

视丁玲当时的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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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革命话语摇摆到女性话语 

    叙事学研究者里蒙·凯南认为:“故事在本文中是通过叙述者用话语构成(但未必属于他本人) 的某种‘棱

镜’,‘透视’或‘视角’的媒介作用传达出来的。”她根据热奈特的观点, 将此媒介作用叫做“聚焦”。她以

“相对故事的位置”的标准, 将聚焦分为外部聚焦和内部聚焦。她指出:“一个外部的聚焦者既可以从外面观察

某一对象, 也可以从里面观察。”“前一类型只局限于对外在表现的观察, 因而情感的内容只能从这些外在表现

中推断, ……第二类型揭示被聚焦者的‘内心生活’, ……或者赋予外部聚焦者( 叙事者-聚焦者)深入被聚焦者

的意识的特权(像多数19世纪小说那样) 。”她认为:“……由一个外部聚焦者从里面观察被聚焦者时, 作品本文

就常常出现这样的标记:‘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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