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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欲望都市》是一部描述逃避现实者的完美幻想和女性主义者欲望的热门剧集。

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种种争议进行评析，旨在表明《欲望都市》不仅论述了女性主

义，还通过置同性友谊于浪漫关系之上的手法来体现该剧对传统异性恋规范的挑战；并且

帮助我们在对女性存在的追问与诠释中，从生命本体的角度来更好地理解女性自我与他者

的关系。关键词：女性主义；友谊；异性恋规范；挑战；父权制 

 
1998 年6 月6 日改编自坎迪斯·布希奈尔同名小说的美国电视连续剧《欲望都市》在

家庭影院频道首播的时候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少评论家盛赞该剧中的女主角都是独立

的单身职业女性，她们按照自己的价值体系寻觅意中人，完全不受外界任何因素干涉地对

各色男性进行完全自由的选择，完全颠覆了以往电视中的“女色消费”，生动夸张地把以

往我们根本不敢想象的“男色消费”展现在我们面前。这种虚置的剧中人物的关系其实就

是现实社会生活的某种反映，因此可以说是强有力地体现了女性主义；另外一些评论家却

认为事实上剧中的女主人公们只代表了生活在纽约的极少数人，该剧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只

有极少数女人能够涉及，因此这种理想的“女性主义”也是大多数女人永远无法获得的。

所以他们极力否定该剧为传统女性主义的旗帜。 

基于以上对立观点，本人试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诸多争议进行评析。 

一、《欲望都市》中的女性主义 

（一）《欲望都市》中的女性主义倾向 

19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女性觉醒意识的增强，女性的各方面问题变得日益尖锐。女性

主义批评历来重视男女两性关系、婚姻与家庭、传统观念的束缚、对自由的向往等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欲望都市》上映伊始就在女性主义者圈子里引起了热议。尽管当时的电视

媒介已经涌现出一些颇有特色的以女性为中心的演员阵容并且制作出有明确的包括性在内

的女性话题的节目，可是仍然没有哪一个有关女性的节目把对性的描述和讨论作为每一幕

情节的推动力；此外，尽管性在此剧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该剧的要点却是探究这些单身女

性如何与都市现代生活进行协调并且从中找到幸福感。事实上，该剧暗示女性不仅能够在

婚姻的束缚之外找寻到令人满意的性生活，而且也能拥有社会给她们施加的重重枷锁以外

的如意生活。从这方面来说，显然就是女性主义者的行为！ 

（二）《欲望都市》中关于女性主义的描述 

《欲望都市》经常把纽约市描述成四位女主角的游乐场：这些中产阶级的风情各异的白

人异性恋者，似乎有打发不完的休闲时光来享受悠哉的午餐或者闲逸的购物；她们显然都

处于一种特权的位置，可以慢慢分析她们那些颇有争议的感情生活，而不用遭受处于劣势

的女性们可能面临的诸如人种偏见、阶级歧视和穷困等种种问题的折磨！尽管如此，很多

剧集也很清楚地表明：这些女主角们不仅清晰地了解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还对父权制在

各方面的体现也深有体会。她们的很多谈话都围绕着日常生活中自己是如何协调性别主义

和差别待遇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些谈话还往往带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的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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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90年代和世纪之交时期的电视里，即使是最刚强最独立的女性也尽量远离 

“女性主义者 ”这个标签。因此，四位女主角即使拥有自己职业上的追求，挣自己的钱，

独立地生活，爱评论男性，并且积极推崇异性恋的约会文化，却仍然不愿大张旗鼓地给自

己贴上标签，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也不能指责那些认为并支持该剧带有非传统女性

主义色彩的人，不能批评他们没有马上领会到剧中所传递的女性主义信息。女主角们的做

法并不意味着她们不效忠于女性主义运动，或者是不理解该运动给她们生活带来的重要

性；她们所作的种种决定一向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观点上，她们对自己有权享有什

么样的权利和自由有着本质上的理解，并且毫不犹豫地享用这应得的一切。她们自然相信

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是和自身的优点分不开的，她们也深知性别歧视不仅在过去，而且在将

来也会继续给女性们的日常经历带来有害的影响。所以，当她们遭遇到父权制给她们造成

的重重障碍时，她们既不惊讶也不茫然无措，她们所做的仅仅是承认这些障碍，然后想办

法去克服困难，努力抗争，及时维护自己的利益。 

（三）《欲望都市》中特殊的女性主义元素 

尽管该剧未必围绕同一标准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展开，但它本质上含有的一些元素使得

几乎每一个评论家都认为它一定带有女性主义色彩。该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宗旨是驱

除社会强加给单身女性的污名，甚至当女性们的所作所为并不符合传统的异性恋标准模式

时，它也仍然颂扬女性们的人生选择。该剧一直在抵制女人一定要结婚才能幸福的观点，

并且赞颂单身的生活方式：尽管夏洛特和米兰达在剧终时结了婚，但是在整部剧集的头尾 

6季中的大部分时间，四位女主角都是保持单身的；而且很多集都是围绕她们与社会对女性

的期待、女性应该渴望传统的婚姻进行抗争展开的。 

此外，理想的异性恋模式认为女人和男人之间的浪漫关系应该凌驾于其他之上；这一点

也受到了《欲望都市》的挑战。尽管该剧表面上是围绕女人们的约会生活展开，她们最重

要的关系却不是和男人们的关系，而是互相之间的友情。该剧始终如一地表明这些女主角

们优先考虑的是友谊而不是和男人间的关系。 

（四）《欲望都市》中女性主义的现实意义 

《欲望都市》把四位女主角定位为有缺点的女性主义者：正如实际生活中的女人们，她

们的女性主义意识里既有漏洞也有矛盾，却无可非议地不断受到坚定信念的充实，认为自

己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特别是和男性一样拥有快乐的平等权利。毫无疑问，观众们尤其

是那些女性主义意识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年轻女性们，会把电视里的主角们当成偶像，而这

些偶像在帮助观众们识别女性主义的过程中也会起到一定作用。然而，即使这些女性并没

有遵守一个普遍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我们也应该允许观众们在电视里欣赏到坚强、自

信、独立的女性形象。 

二、《欲望都市》中的后女性主义 

（一）《欲望都市》中的后女性主义倾向  

20世纪 80年代，后女性主义出现了，它既是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继续，也是对女性

主义的一种批判性继承。它依然将平等视为目标，但已经不再像以往那么严格。 

因此，尽管大多数的人倾向于给《欲望都市》中的女主人公们贴上传统女性主义的标

签，但反对的声音一直存在。比如有些评论家声称：四位女主角显然是生活在后女性主义

的乌托邦里。在这个已经取得性别平等的理想国度里，她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舒适放松地

收获现成利益，因此该剧所传递的信息根本就不是传统的女性主义。 

（二）《欲望都市》中后女性主义的具体体现 

实际上，这种认为《欲望都市》有后女性主义倾向的主张并非毫无价值。在第一幕里，

萨曼塔就宣称：“在曼哈顿的历史上，女性和男性拥有同样的权力和金钱，这是第一

次！”这句话表示了在世纪之交时，该剧持有值得论证的女性主义态度。它也承认了一个

事实：女性在之前的漫长的日子里一直被剥夺了男性们理所当然地享有的某些权利和自

由；因此它颂扬了那些不愿意接受从属地位的女性主义者们经过不懈的努力所取得的成

就————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浅谈生态女性主义在多丽丝

《飘》中女性悲剧的生态女 



毋庸置疑，四位女主角不仅在剧中从未证明自己为女性主义者，而且还偶尔适当调整自

身的颇具女性主义色彩的语言来证明那些可能被解读为非传统女性主义的行为。比方说，

剧中有一个情节明确地体现了女性主义：夏洛特之前告诉过朋友们，为了把精力集中在成

立家庭上，她已经决定放弃自己的工作。可是后来她又试着说服米兰达，她这么做仅仅是

为了运用女性主义运动所赋予她的选择权。她宣称：女性运动应该就是有关选择权的问

题。随后，为了强调，她又连说了三遍：“我选择了我的选择！”这个场景颇有些含意：

夏洛特的决定被阐释为她故意的选择，然而很显然，连这些享有特权的能够有机会做出自

我选择的女人们如果想故意回避工作的话也同样面临着歧视，更不用说那些一直把事业作

为自身追求的女性，她们无疑将继续成为文化批评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夏洛特在告诉她朋友们她所做出的“选择”时所表现出的明显忐忑以及

她觉得自己必须竭尽全力向她的朋友们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当的做法恰恰表明了她选择了

家庭生活而不是职业上的成功后的矛盾情绪。而卡丽、萨曼塔和米兰达也没有就此放过夏

洛特，她们联合起来质问她，放弃工作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同时她们也暗示，这决定

完全是夏洛特丈夫的愿望，根本就不是她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方面她们扮演的是

“夏洛特的女性主义意识”这个角色，并且与之对抗。 

事实上，在自由选择的背后，依然是男权社会的要求与女人主体独立之间的无法解决的

矛盾。媒体鼓吹这样的自由，容易让人认为女性主义发展到此阶段，新女性们已经可以自

由选择自己的生活，而这其实是一幅建立在自由和选择这样的诡计之上的诱人的假想图

景。 

女性自身作了所有的选择，并非来自于任何外力，因此她们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

样的叙述手法，一方面令观者忘却繁华表象之后仍执拗存在的男权话语的主导，另一方面

也悄然偷换了女性在此男权社会中做出决定的直 接原因：男性霸权成为隐形背景，前景焦

点则集中在女性自身的竞争之上，且这样的竞争还披着 “自由选择 ”的华丽外衣。可

见，后女性主义所推崇的个人的成功与胜利，和以往女性主义运动所提倡的集体觉醒与反

抗已大不相同。 

三、结论 

在笔者眼里，《欲望都市》是一部描述逃避现实者的完美幻想和女性主义者欲望的热门

剧集。在很多方面它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四个美丽、时尚、生活在纽约的单身女人，拥有

既能够提供给她们可供自由支配的可观的收入又能够给予充足的空余时间的令人艳羡的工

作。不仅如此，她们还经常被魅力男士邀约出去！四人之间贯穿始终的深厚友谊令人欣

羡，此外，她们婚恋观的关注点也具有普遍性，比如说：对于浪漫的定义，未来伴侣的特

性，外遇，关于承诺的问题，性传播疾病，计划中的和意外的怀孕以及对有承诺的关系或

婚姻的渴望等等。因此，许多种族背景、阶级背景和性取向不同的女性即使不能完全认同

主角们的生活方式，也能理解她们的个人生活。 

不过，如果我们一致认为女性主义传递的潜台词是争取性别平等，那么，《欲望都市》

确实无可置疑地符合女性主义的条件。从卡丽庆祝单身生活，到萨曼塔对自己和自身能力

的完全信任，再到米兰达一贯与父权体制的对抗，最后到夏洛特坚持要实现自己的理想，

每一集都呈现出现代觉醒女性们的行为特征：她们享受男性的陪伴，可是最终还是依靠自

己和互相间的友谊来获取各自的幸福。她们的表现也证明她们理解父权制终究会走向毁灭

的本质，也证明了她们与自己选择的“姐妹们 ”组成的共同家庭的休戚与共。主角们的缺

点和偶尔的错误并不会使她们的女性主义倾向大打折扣，相反，还增加了她们的深度和人

性化，使她们在一般女性观众心里愈加产生共鸣。《欲望都市》中的女性主义并非总是非

常明晰的，可是却以在主角们的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的、不断发展的一种重要力量的形式

体现出来。 

我们还发现：《欲望都市》显然是大众文化中的一个图标，可是它自始至终也因为其中

蕴含的女性主义而同时受到了赞美和呵斥。尽管女性主义者们应该永远不要停止对大众媒

体里性别歧视、种族歧视、阶级歧视和异性恋规范等诸多因素的分析，可是当大众媒体在



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接受它，并且至少可以偶尔不带任何负罪感地、光明正

大地享受看电视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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