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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国女性文学曾因其在叙述视角、语言风格和作品主题等方面与强调二元对立的

父权制社会相冲突而遭遇抑制和否定。从１８世纪到２０世纪，英国的女性作家们在社会

发展的激流中义无反顾地与父权制进行抗争，将聚焦的目光定格在女性的生活圈，诉求她

们的社会地位及身份的认同。在２０世纪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寻找她们这一诉求的心灵轨

迹，可以了解女性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女性主体地位的认同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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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文学史上，女性因其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和独特视角等原因创造了备受关注的女性

文学。从１９世纪初的简·奥斯汀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敏锐所刻画的班尼特的女儿伊丽莎白

开始，女性作家就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男权主导的社会中书写着女性对身份的诉求：其

中有夏洛蒂 ·勃朗特笔下的简 ·爱，以当时女性超前的自我意识克服男性统治社会对女

性的种种压制，最后取得自主独立；有乔治 ·艾略特用细腻的笔触描写女性对爱的追求和

对自由的执着；还有２０世纪的伍尔芙、莱辛等作家从女性的视角去表现当代妇女在男权

社会所受的压迫以及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本文主要从伍尔芙和莱辛等英国著名女作家的

视角去探讨在社会发展的洪流中，女性如何书写自己的社会身份，以怎样的抗争去追求自

己的身份认同。 

二、独特的叙述视角  

“文学试图揭示人类自身的生存意义和价值。关于人类生存意义与价值的深刻内涵大多

深埋在文学作品里，以隐喻、密码等象征形式隐藏于文学作品里。”［１］文学在某种意

义上是人学，是社会学，文学作品自出生之时就鲜明地打上社会和作家个人的印记。男性

作家与女性作家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因此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也就不

同，这些不同都体现在他们的作品里。［２］作为一个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异军突起的独特

的群体，女性作家代表了众多妇女的自我表达。在强调二元对立的传统西方父权制文化语

境中，女作家的创作深深地烙上了社会中他者的烙印以及为了摆脱这个烙印坚持抗争的痕

迹。女性作家独特的叙述视角如一串串密码蕴含着女性的特殊身份和诉求。 

叙述视角也称叙述聚焦，是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同样的

事件从不同的角度看去就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人看来也会有不同的意义。 

从女性意识的萌芽到膨胀的发展阶段，女性文学走过了用女性的角度、观点描写生活到

凸显文学中备受压抑和漠视的女性主体意识的曲折的道路。从维多利亚时期以来，女性作

家最初只能以隐形人的身份描写男权社会中被客体化的女性，她们在令人窒息的男人社会

里发出无力的呻吟，叹息她们在扭曲的性别意识中的压抑和绝望，偶尔也有如简 ·奥斯

汀、夏洛蒂 ·勃朗特等作家在作品中抬起倔强的头，漠视男人的偏见，表达对不公正社会

特别是男权中心主义的愤懑和抗议，开拓了女性写作的领域，僭越和改写了传统男性叙事

文本的规范。直到２０世纪，在伍尔芙和莱辛的笔下，我们终于看到了女性的叙述视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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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漠视男人的屋顶丽人和专注于思考自我身份的达罗卫夫人等鲜明的女性形象。 

三、二元对立社会中的女性身份书写 

（一）对“他者 ”身份的困惑  

“身份认同 ”源自英语的Ｉｄｉｙ，其首先运用于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埃里克森（Ｅ

ｉｋ）(ｅ) 认(ｔ) 为，(ｔ) 身份认同是指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某种(ｒ) 心(ｓ) 理

(ｏ) 危机或(ｎ) (ｎ) 精神危机之后，获得的一种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健全人格，它是一

个人对某种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认同和皈依，它深藏于个人的潜意识中，具有统一

性和持续性。［３］身份认同根植于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在女权主义领域，身份认同

特指自我对男性中心文化的认同。在某些社会文化语境中，社会认同涉及社会主体、客

体、阶级、性别等问题。在西方的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建立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秩序，

确保女人在家庭、社会各方面从属于男人。他们把女人当作客体，要求女人服从他们的监

管。“根据福柯的权力理论，一个人长期生活在他人注视的目光中将会逐渐顺从他人监管

的要求，接受他们所制定的规则并将其逐渐内化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几千年来，女人一直

生活在男人的注视中，处于 ‘被看’的地位，逐渐接受了男人制定的规则和法律并努力遵

守以免受到惩罚 ”［４］。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女性穷其一生在扮演着 “家中的天

使 ”的角色：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作为任何一个角色，女人需要的都是服从和沉

默。随着历史的进步，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萌芽、生长，女性作家的视角也开始逐渐关注

女性的自我审视，并开始思考自己的“他者”身份和社会的身份认同感。２０世纪英国著

名的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作品《达洛维夫人》就深刻地体现了这种现象。 

达洛维夫人是一名中产阶级的女性，过着富足的生活，年轻时曾有过一段浪漫纯洁的恋

情。因女人的虚荣和世俗的观念，她嫁给了国会议员，过着贵夫人的生活。上层社会里她

深谙交际之道，游刃有余。但这个看似显赫而独立的生活只属于达洛维夫人，而不是拥有

完全自我的克拉丽莎。因此，她在独处的时候经常会自我怀疑，怀疑自我的存在。弗吉尼

亚·伍尔芙在作品中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通过达洛维夫人的自我审视深刻地刻画了女人

对自我处境的认识和对自己处于“他者”地位的困惑。 

（二）对“自我”的诉求 

女性的身份书写不仅关注女性的他者地位，也在社会的不断进步中渐渐地释放出自我的

诉求。女性作家作为先进女性的代表，具有前沿的知识和在男权社会中不断追求自我、实

现自我的勇气。在文学作品中，女性作家们聚焦女性的生存困境，挑战男性的权威，通过

作品主人公的语言道出自己对女性身份诉求的心声，寻求女性的独立。多丽丝·莱辛在她

的名著《金色笔记本》中借用女主人公安娜的笔记本强烈地表达了她对妇女命运的深层哲

学思考。 

她认为当时的社会既对现代知识妇女寻求独立、完整、发展的自我形成巨大的障碍，又

对有探索精神的现代女性为自身命运同社会奋力抗争产生出强劲的内驱力。［５］安娜是

一位寻求独立、努力实现自我完整发展的现代女性，也是一位不屈不挠的勇敢探索者，她

投身人生探索的激流，对自我的生存困境进行思考，表现了自我的政治追求和对和谐两性

关系的渴望。在作品中，莱辛从发展的角度拓展了女性文学的视角，使女性在被关注的同

时有了对自我的诉求。 

（三）消解父权制的愿望 

女性作家的创作在主题思想、人物刻画、叙事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有着迥异于男性作

家的特点。最初的女性文学因其迥异性遭到抑制，因此很多早期的女性作家是在去世后或

匿名状态下发表作品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女性文学渐渐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女性作家

不仅要求关注女性的生存，诉求女性“自我”的身份，更重要的是，她们开始了消解父权

制的大胆设想。 

小说《屋顶丽人》描述的是伦敦盛夏的一天，三个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男人在屋顶上修

房子时看见一个裸体女人在屋顶上晒太阳，这激起他们强烈的不满。在男权主导的社会，

女人是男人的客体，是自己丈夫的附属物，女人裸体在屋顶上晒太阳有违当时的社会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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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因此，这三个男人用各种方法挑逗女人，想引起女人的注意并让女人感到羞愧，但无

论吹口哨、谩骂、跺脚，女人都无动于衷。小说情节简单，但寓意深刻。女人在屋顶裸体

晒日光浴的行为本身就是对男权主导社会的一种抗议，她对这三个男人的冷漠无形中消解

了由父权制思想构建的体系。她在屋顶裸体，悠闲地看书、抽烟，按照她自己的意愿生活

着，她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是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对当时男权社会的蔑视。莱辛没有对女

人的话语着太多笔墨，她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无声地抗争，坚持着自己消解父权制的理

想。 

四、结语 

在英国这一典型的男权主导的社会里，男人们利用他们的话语权将女性的自我表达带上

镣铐，使早期的女性变得无知沉默和逆来顺受。她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在没有自我的抽象

状态下漠然地应对社会，直到一群女性用她们敏锐的眼睛、敢于追求和抗争的勇气和经典

的作品来表达内心的抗争。２０世纪的这几位著名女性作家用她们的笔墨展示了女性自我

身份诉求的成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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