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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森 袁依:学术“边缘”处的执着追求——评孙桂荣著

作《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 

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2.4 作者：李玉森 袁依 时间：2012-12-03 Tag： 点击： 

 “女性主义 ”作为一大研究课题被提出只是进入到 20世纪才有的事情。女性的历史

与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同样漫长，但“女性的发现 ”却远远滞后于“女性的发明 ”(女性

本无所谓 “发明 ”，在此只是作为女性文明产生的注解 )。这其间固然有着历史发展的 

“必然 ”，即男权社会顺应着自母系氏族社会以来生产力的大发展，但也无法排除女性话

语在相当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被男权话语有意地挪用改写，甚至于使之产生变异 ———从

而在客观上成为了男性话语的得力帮凶。而进入到 20世纪直至今日，虽然 “女性主义 ”

争取平等自由的浪潮历经了三起三落，但光明的前景似乎永远只是鼓舞人心的乌托邦想

象，无论女性主义者在理论界的孤身奋战，还是女性同胞们现实工作或日常生活中的政治

斗争，道路的曲折始终是不言而喻的惨淡事实。至于学术研究层面的尴尬与边缘境地，更

是非身在其中的女性学人所能理解与体会的。孙桂荣老师的著作《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

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9月)将此概括为三点: 
第一，女性文学批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 ———女性主义 ———往往成为被疏忽、排

斥，甚至坚决反对的对象。 

第二，女性文学批评介入批评对象的具体批评标准、批评方法、批评策略也会时常成为

诟病的对象。 

第三，在具体批评实践中，尤其面对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热潮，以社会

的、道德的、阶级的、人文关怀的视角相号召，针对商业语境、消费文化的诸多可能，质

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政治立场的 “被‘利用与改写 ’性”，宣称其批评方式的无力与无

效，一度成了一种极具文坛感召力的批评样式［1］(P290－292 )。 

笔者作为也曾认真地写过几篇女性文学研究论文的求学者，对孙老师的这种概括是怀有

深深的共鸣和同感的。“在夹缝中求生存”似乎是女性文学研究和批评某种与生俱来的宿

命。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女性文学的研究和批评只能在边缘处发展，几乎是一个不言而

喻的文化事实。当笔者为了考研辗转各种关系去专程拜访某位学界权威时，得到的答复是

一般情况下只招男生，即使招到了较为优秀的女生，也不鼓励她去做什么女性文学研究。

即使是在女性主义大行其事的女性学界，正如孙老师所言，同社会学实践领域相比，对女

性文学的研究与批评也只能作为一种支流而存在 :理论著述上女性文学的研究与批评成果

始终不如社会学、政治学方面，在中国女性文学界有一定影响的著述，如《女性的崛 起》

(王政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年版 )《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李银河主编，三联书店 

1997年版 )《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王政、杜芳琴主编，三联书店 1998年版 )等，都和文

学没有直接关系，鲍晓兰主编的《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译介》(三联书店 1995年)涉及到历

史、文化、人类学、医学等的方方面面，集中介绍文学的只有一篇。相形之下，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方面影响较大的只有《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玛丽 ·伊格尔顿编，湖南文艺出版

社 1989年版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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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几种。而学术效果上，运用社会性别理论进行的社会学研究也似乎取得了更为远见

卓识的成效，如李银河的系列成果有助于在法律上消除对同性恋的歧视，并直接促成了

《婚姻法》的修改［1］( P293)。女性文学的研究与批评，既是当代文学与妇女学叠印在

一起的“交叉 ”学科，也是外围于当代文学与妇女学中心与主流的“边缘 ”学科。 

如果说，与现实的人事纠葛、纷争紧紧缠绕在一起的当代文学研究，永远都需要与眼

光、勇气、激情、介入、生命、人格、沉着、悲壮等品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话，当代女

性文学研究所需要的恐怕还不止这些，还有在 “命中注定 ”的边缘境地挣扎的隐忍与笃

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的耐性与固执，甚至那种不抛弃不放弃的一意孤行之态。《消

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便是一部如此写作姿态的产物:作者一方面十分清醒地认识

到了这个专业的边缘与疲惫，另一方面又深深为这一专业的理论思维与批评方法着迷，并

以 “消费时代 ”、“中国女性主义 ”、 “文学 ”几个核心关键词建构了自己的研究框

架。比如孙桂荣老师书中关于 “后女性主义 ”的论述，这是国内第一个提出这一研究命

题的，它将西方化的、精英化的、理论化的女性主义在中国消费时代的文学艺术中出现的

话语挪用、改写及被重新编码的现象，概括为中国消费时代的“后女性主义 ”，其特点之

一是 “含混 ”和“暧昧 ”，话语来源上既可以找到精英女性主义的部分影子，又可以清

晰地发现消费文化对之挪用、改写和重新编码的蛛丝马迹 ;特点之二是 “本土 ”性和 

“原创 ”性，它绝非西方当下后学语境中的 “后女性主义 ”，而是中国现世精神与消费

文化，以及传统性别伦理某种程度上“合谋 ”的产物。 

消费时代的女性或者文学进入到新世纪之后，时时刻刻都面临着被边缘化之后的双向度

选择，人性之中形而上的精神领域与形而下的物质领域在 “欲望 ”这一关键词的取舍上

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笔者看来，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所面临的一个古老话

题仍然是对于自我身份的定位与认同问题，只不过在 “消费时代 ”和“后现代主义 ”的

双重时风逼迫之下，这一关乎女性自我启蒙的身份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界限清晰、泾渭分

明而已。对此，孙老师在本书的第七章 “社会主义 ·贤妻良母主义 ·消费主义 :当代文

学的女性话语流变”、第九章 “性别魅力的彰显与女性‘主体 ’地位的确立 ”、第十一

章 “‘空白之页 ’: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 ”之中又结合消费时代的具体文学文本，

围绕 “后女性主义”这一理论话语进行了精辟而详尽的作品阐释。 

海外学者颜海平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 (1905～ 1948)》一书致谢词中曾

深有感触地说道，“女性主义学术不只是某种概念的操练或知识的炫耀，更是一种跨越多

重边界的日常实践和实践中的人生历练与人性坚守，在我们当下的环境中，这些边界包括

种族化的学科分类设置和性别化的学术等级制度，他们总是阻碍着我们在具体的生命境遇

中去实践我们的理念 ;而我们因此必须坚持在日常实践中的变革 ”①。女性学者的感受真

是 “英雄所见略同 ”。回想起大二学年的当代文学史课堂上孙桂荣老师对当代女性书写

的深入沉潜与细细玩味，让笔者有茅塞顿开之感。所以，拿到孙老师的这部《消费时代的

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之后禁不住如饥似渴地捧读起来，越读越对这本不算太厚的“大

书”做由衷的赞意与敬意。古语有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 ”。而后辈小子如笔者见到

孙老师为人后，对其书更是有了一番彻骨的了解与同情。 

 
注释 : ① 颜海平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 ( 1905～ 1948)》，季剑青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6月。 

参考文献 :［1］孙桂荣．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M］．北京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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