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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一1941）既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

人物之一，又是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之一。她极为重视小说的形式和技

巧，在她的作品中，一方面融合了西方绘画、音乐等艺术手法，即将后印象主义的绘画风

格运用于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她的女性主义思想。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简·弗莱

克斯（Jane Flax）在一文中尖锐指出：《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性别的关

系》“女性主义是当今后现代主义批评理论的中心。”故此，本文结合后印象派和女性主

义概念解读其作品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后印象派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 

 
引言 

作为 20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一个新文学时代的开拓者，她

对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而杰出的贡献。她一生致力于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探索

现代小说艺术的最佳表现形式，主张小说应该注重人物内心的描写和刻画。她挑战传统的

小说写作技巧，运用和发展了意识流这一手法，与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并称为“四

大意识流小说家”。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创作中，传统的小说要素愈发地趋向淡

化，她大量借鉴和使用了文学以外的艺术手法，如绘画、音乐等。她的作品向读者展现的

往往是非常短暂的瞬间，并且把一个个瞬间的印象构成一幅幅永恒的流动着的非常有意味

的隽永的画面。由于融合了文学以外的多种元素，再加上女性主义在其作品中的体现，她

的作品具有了先验性和超时代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她的作品已经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

某些特征。 

一、“后印象画派”及其对伍尔夫创作的影响 

1910年在伦敦的美术馆，英国美术批评家罗杰·弗莱以“后印象主义”（Post-

Impressionism）为名举办了一场包括塞尚、梵·高和毕加索等几位著名法国画家的绘画

作品展，结果引起整个英国美术界的巨大轰动。以此为发端， “后印象主义画派”———

—这种现代主义风格在绘画领域的表现影响了整个英国艺术界和文学界。 

罗杰·文学创作应该并可以与绘画并举，“后印象派运弗莱认为，即二者是可以相互交

叉的。伍尔夫也认为， 动”并不单单指塞尚和毕加索等的绘画，作家也可以随着这种潮流

进行创作和发挥。但由于担心作家们总是不能找到时间来建立起一种“后印象派运动”对

于文学影响的理论，她自己毅然接受了这一挑战，要创造出一种与绘画非常接近的、非常

富有创造力的文学表现形式。弗莱赞赏后印象派画家试图用画面和塑造的形式来表达人的

某种精神体验，而伍尔夫则主张小说家要能够传达变幻莫测的、未知的和不受限的内心精

神世界。她坚持认为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内在意识始终是捆绑在一起的，是紧紧包围着我

们的一个半透明的封套，而小说家的使命就是要把这种变化多端、不可名状又难以言说的

内在精神通过文字表达出来，让读者领会和知道。 

伍尔夫早期创作有三部短篇小说：《蓝与绿》（1917）、《邱园记事》（1918）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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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的斑点》（1919），在这些作品中，她已经充分而娴熟地运用了“后印象主义”的

绘画方式来叙事。 

伍尔夫在写作的主题和叙事技巧方面首先做出的大胆尝试就体现在《蓝与绿》中，这部

微型小说更像是一幅颇具梦幻色彩的油画作品。小说共分两部分： 与 。这两种色彩奠定

了整个故事的基调。在一片绿色的水“绿”“蓝”洼旁，跃起的青蛙、发出低沉响声的海

浪等都沾染着这一片具有生命色彩的绿色。等到夜色悄悄降临，所有光线都变得暗淡，玻

璃彩瓷变成了沉默的黑影，最后整个画面只剩下海浪的唯一一种颜色————蓝：近处有

一艘破落的小船的颜色是蓝的；远处的一片大海开成了盛开的“蓝色铃状花”；即便是一

眼看上去冰冷凄森的教堂也渐渐受到了感染， 。在伍尔夫神奇的笔下，它们既互为对立又

彼此相通。当光“泛着淡淡的蓝光”蓝与绿这两种颜色彼消我长，线暗淡下来时，绿退，

蓝现，两种颜色最终水乳交融在一起。 

小说《邱园记事》虽然名为“记事”，可是整篇小说读下来却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和清

晰的脉络，只有一幅幅如梦如幻的画面。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女性所特有的细腻文笔，通

过极为大胆的色彩对比，给读者展现和提供了一幅优美的“后印象主义”油画。小说的背

景是色彩斑斓、五彩缤纷的大花坛，当有日光照射时，花瓣带有彩色的闪光就飘落在那片

深褐色的泥土上、呈现灰白色的卵石上、还有蜗牛那棕色的硬壳上……形成红、蓝、黄相

间的大片水幕，再向上折射到叶片和花瓣上，透过大片大片的绿色，反射到极为广阔的空

间，这样一幅光色交映、色彩艳丽、感情炽烈的夏日景色就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了，栩

栩如生，让人感觉犹如身临其境。 

作为一名技法高超的作家，伍尔夫用自己的内心和笔触来弥补画笔所不能达到的艺术效

果，赋予她的油画以生命的力量。无论是“心形”“舌状”的、 的叶子，还是从花的“喉

部”伸出的花蕊，抑或是叶子的“叶肉”，这些只有人类才有的特征，被赋予到植物身

上，恰恰表达了伍尔夫对大自然极度的热爱，以及用文笔把大自然的热情和较强的生命力

传递给人类的良好愿望。正是凭借着对大自然敏锐的洞察力和对色彩深刻的感悟力，作者

真实地再现了生活表象经过思考后在作者内心沉淀、升华的瞬间印象。小说行文虽短，但

正可谓短小精悍，经过作者提炼，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幅色彩绚烂、波澜壮阔的历史画

卷，读后不仅给读者提供视觉上的美好享受，同时还揭示了大自然中生命的本真和真谛。 

《墙上的斑点》更像是一篇理论性很强的文章，它的语言特别具有诗情画意，读起来就

像一首散文诗，有着丰富且深厚的思想内涵。在小说中主人公看着墙上的一个斑点而产生

了联想，在脑海之中浮想联翩，一直到最后他发现原来那是一只小蜗牛；这在整体上看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瞬间”（moments of being）。从物理学上分析，按照时间的跨度，

在哪怕是一个很短暂的瞬间之中又包含着无数多个瞬间。在每一个瞬间之内又都蕴含了许

许多多“意识原子”，这些意识原子都是各个人物在那一刻具有的“内在的真实”。在小

说中作者综合运用了多种颜色；还有像“杯盏形的花”“粗大的茎秆”和“玫瑰花形状的

斑块”等能够体现绘画功能的用词。作者通过在文中采用“后印象主义”绘画的方式和手

段，用一种更为直觉、更为主观的方式来感知着人类死亡的过程———那“充塞着光亮和

黑暗的空间”。 

亨利·詹姆斯曾说过，小说就是印象。在这几部短篇小说中，伍尔夫大胆而开创性地运

用了“后印象主义派”的绘画手法，把色彩及形状、主观与客观、视觉和联想、描写、叙

事及议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得每部作品都别具一格、构思精巧，达到了联觉的表现和

审美效果，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她的这些小说不但具有了后印象主义的形式————绚

丽的色彩和强烈的光色对比描写以带给人感官上的愉悦享受；更重要的是还达到了后印象

主义的内涵————小说深刻象征意义的揭示，每个人物内心世界的呈现，还有小说叙事

手法从形式到内容上对传统的彻底背叛。 

二、“女性主义”思想在伍尔夫作品中的体现 

作为一个流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将性别和社会性别作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打破了

将男性的眼光看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话，彻底动摇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批评传统。

孙雷:浅谈生态女性主义在

李少伟:《飘》中女性悲剧 



在英国文学的漫长历史中，要研究女性文学，不能不提到弗吉尼亚·伍尔夫，她是西方女

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先驱，在作品中对父权社会进行了批判，提出以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人

类的历史，创造一种全新的文明。她的思想和观念给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以多方面的启迪。

她在文学批评方面的超前意识，不仅对当时的女性主义文学发展有着指导意义，而且也预

示了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伍尔夫看问题的方法简单之中不乏精明和热情。这种看问

题的方法非常特殊，尤其体现在她的女性主义思想当中。作为女性作家，她密切关注女性

文学的发展，通过对自己所生活时代的现状和历史上女性作家的生存状态的分析，积极探

索女性文学的理论和实践。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她把女性的文学创作与“拥有一间

自己的屋子”和“一年五百镑的收入”联系起来，提出她的女性主义观点：女性要想在一

个男权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中展现自我，实现自身的价值，就一定要在物质和精神上有双

重追求。 

《一间自己的屋子》发表于 1929年，在这篇文章中，伍尔夫通过对女人社会地位的历

史与现状的分析与思考，就女人应该怎样生活、女人应该怎样认识社会的问题做了回答。

在漫长的男权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中，宗教、法律和经济条件一直是女人思想和行为的枷

锁，要解除这些枷锁的困扰，女人必须用勇气和理智去争取独立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

经济独立可以使女人不再依附于任何人；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女人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

考，然后用小说的形式写下自己这一性别所见到的“像蜘蛛网一样轻的附着在人生上的生

活”。从表面上看，她的论题不过是想要说明：“一个女人要是想写小说，她必须拥有少

量的金钱和一间自己的屋子。”本质上，她使用高度的幽默、机智和丰富的想象力来展开

论战，在一个男权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为妇女争取独立自主和从事文学事业的胜利。在

这里， 和“钱” “一间屋子”不仅仅指的是事物本身，而且是一种象征。她象征着妇女没

有经济地位，没有独立的生存空间，没有创作自由，更没有文学传统的生存状况，同时也

是妇女要进行创作的必要条件的象征。事实上伍尔夫是在用一种更能引起读者深刻思考的

方式向女性，尤其是从事文学创作的女性，提出了一种要求。这种思想不仅能感召女性世

界，也对男性世界甚至整个世界宣战。作者在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为女性历来

所受的歧视鸣不平，为女性争取独立自主和文学创作的权利，从而提出女性创作的私人空

间问题。 

从本质上讲，伍尔夫所生活的英国社会是一个男权中心社会，妇女在社会、经济、政治

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毫无权利可言，伍尔夫虽然家庭条件优越，但事实上她从未接受过正

规的教育，而且当时有些大学的图书馆也将她拒之门外。这种由于受到不平等待遇而引起

的愤慨情绪，是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寻求一种新型的两性关系，寻求女性的

被承认、自由和话语权，成了她向往的目标。《一间自己的房间》正是伍尔夫受女权主义

的启发而写成的经典之作。它是迷人的，令人困惑的，也是很有说服力的；作品写到了剑

桥的午餐和弗纳姆女子学院的正餐，同时也写到了当她想要在学院草坪上散步而同护校者

之间发生的那场不朽的冲突，并非常令人感动地在此塑造了莎士比亚的姐妹，这位莎士比

亚的姐妹同莎士比亚一样具有才华，但因为她没有地位和金钱，她失败了，很久以来，这

就是女人的命运。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要成为作家，困难就更大了。在一个很长很长的时

间里，女人要有一个自己的房间那是办不到的。甚至到了 19世纪，还仍然是不可能的。 

回顾历史，女性一直是“房子里的天使”。她们没有独立的生活空间，全部的生活就是

家庭。男性是社会和家庭的主宰。看看历史上的女人有多少孩子需要照顾，有多少家务需

要做，就不难理解女性文学创作的艰难。在很长的历史中，女性从不涉及政治、经济，乃

至于文化，她们没有任何权利，被束缚在一个狭小的与社会隔绝的空间当中。在 19世纪以

前的英国，女人要是写一本书，就会招致许多人的攻击，甚至是女性的强烈攻击。到了 18
世纪末 19世纪初，女性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简·奥斯汀、布朗特姐妹、乔治·爱

略特等著名的女性作家，但她们的文学创作是艰难的，而且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她们的

私人生活，她们无法和男性成功之作的。所以当时的女性创作以小说为主，因为小说的思

路可以被不断地打断。在这样的社会中，女性感到压抑，受到束缚，在夹缝中创作。 



结语 

女人怎样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能同男性在平等的层面上进行创作呢？在第五章中，伍尔夫

清楚地表明女性的精神追求，她并不希望妇女个性的男性化，她并不希望那种抹杀性别界

限的时髦观念。实际上，她认为妇女应该强化她们与男性之间的区别，寻求女性特有的风

格，唯其如此，她们才能充分实现她们的自我。伍尔夫看到了两性之间的差异，但又认

为，两者并非简单对立，她认识到，要让女性和男性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必须从根

本上消除两性之间对立，消解建立在两性对立基础上的整个社会意识、思维模式和伦理价

值标准。这样男性和女性就都统一在人的范畴中，达到结合。也就是说在思想意识上，伍

尔夫追求男女平等，渴求用一种双性同体的心灵进行创作；在艺术上，又肯定了女性自己

的文学传统和明显的女性风格的存在。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提出，不仅使女

性看到了自己的历史地位、经济地位和文学传统，也看到了她们在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从

而为女性求得解放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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