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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洪珍 田兆山：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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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女性作家以昂扬的主体观念和探索精神，关注女性的自我命运：批判封建

礼教对女性的残害，揭露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审视女性自身的劣根性，歌颂童心、母

爱。并关心广阔的外部世界：观照现实生活，反映社会政治。现代女性作家以其小说作品

体现了强烈的女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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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以后,才华出众的女性作家陆续登上文坛，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女性之声，

留下了辉煌的篇章。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五四”至 

1927年大革命失败，新文化运动催生了第一代女作家，主要有庐隐、冯沅君、冰心、凌叔

华等；第二时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抗战爆发，随着革命形式急剧变化，第二代女作家

群诞生了，像丁玲、谢冰莹、冯铿、萧红等均属此列；第三时期，1937年抗战爆发至建国

前夕，女作家进入了第三代，其中沦陷区有张爱玲、苏青、梅娘等，解放区的女作家大多

是前代的沿袭。这三代女性作家的创作贯穿了整个现代文学 30年中，共同构成了现代文学

史上的女性文学。现代女性作家以高昂的主体观念和探索精神，以其作品尤其是小说为载

体，开始对女性的自我命运和广阔的外部世界进行思考，体现了强烈的女性意识。  

一、关注女性的自我命运  

（一）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残害  

冯沅君是“五四”以后出现的第一批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其作品大胆描绘女性独立意

识的觉醒，表现对封建传统的激愤。她的小说《隔绝》和《隔绝之后》描写了女主人公期

望挣脱封建礼教束缚的恋爱心理，她在反抗母亲包办婚姻无果之下，和恋人双双服毒而

死，表达了对传统封建礼教包办婚姻的抗争。 

冯铿作为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她的

小说《月下》叙述一个年轻女子，她的丈夫是纨绔子弟，她的婆婆则以森严的旧礼教桎梏

她，她过着“和奴隶、囚犯、木偶……一样僵死的生活”，从而陷入生与死的困惑之中。 

萧红的《呼兰河传》中“黑忽忽，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的悲惨命运就是由封建礼教这

一无形的杀手所致，她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牺牲品。《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是

个童养媳，是个普普通通、开朗健壮的女孩。可在呼兰河人及她婆婆眼中，她却太出格

了，只因十二岁的她发育太好，个儿长得很高，不象个小团圆媳妇，另外就是她见人一点

也不害羞。婆婆为了“规矩”出一个“真正”的团圆媳妇，把这个年仅十二岁的小姑娘吊

在梁上，用皮鞭抽打，用烙铁烫脚底，逼迫她冬天当众洗澡送了命。 

（二）揭露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  

丁玲的处女作《梦珂》讲述一个破落家庭的女儿梦珂走出家庭步入社会最终沦落的故

事,揭示了外在男权社会异化女性的过程，即“女人的社会位置始终由男人来指定,她从未实

施过自己的法律,唯一适合她们的就是做个纯粹的肉体,作为一个被欣赏的对象”。此后，丁

玲又从自我生活中感受到，即使在延安这个提倡男女平等的新天地仍有男权思想对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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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于是她以女性的觉醒和知识女性的良知写出《我在霞村的时候》等小说。 

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中十七岁的美丽少女金枝爱上了成业，因成业的诱惑而未婚先

孕，不得不匆匆嫁过去。婚后的金枝拖着有孕的身子不停地劳作，却换不来丈夫的好脸

色，甚至遭到丈夫的打骂。成业因为生意亏本，暴怒之下摔死才满一月的孩子。成业死

后，金枝为了谋生流浪至哈尔滨，却逃不脱男人的淫威遭强暴。萧红通过塑造这样典型的

女性形象，展现她的凄惨命运，体现男性权威对女性人格的漠视和践踏，实质上是对男权

世界的抗争和控诉。  

张爱玲的小说着眼于乱世中的个人及家庭生活，揭示男权社会造成了女性本质的异化与

失落。女性在男权的压榨下逐渐麻木不仁，成为男人手中百依百顺的女奴。“她不是笼子

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

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日久，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死了，死也还死在屏

风上”，张爱玲在《茉莉香片》中以冰冷的比拟刻画了这类女性的可悲。《心经》里许小

寒的母亲，《花凋》里的郑夫人，都是如此。  

（三）审视女性自身的劣根性 

张爱玲在揭露男权社会给予女性苦难的同时，更多地将审视的目光投向了女性，突出对

女性的严格内审。她敏锐地发现了女性自身的劣根性，发现了女性在男权思想的长期笼罩

下逐渐扭曲了灵魂。如《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诱使自己侄女葛薇龙堕落为交际花的姑妈梁

太太，《十八春》里为了保住婚姻不惜让丈夫霸占自己妹妹的顾曼璐。最典型的莫过于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她三十年来给自己套着黄金的枷锁，为了得到家产扼杀自己的情

欲，为了拴住儿女诱惑他们吸鸦片，她轻轻松松羞辱死儿媳，并残忍地断送了大龄女儿的

婚事，在他人哪怕是亲生儿女的不幸中感到了快意。  

苏青在《结婚十年》中揭示出怀青生女后遭受的歧视不仅来自于男性世界还有同性，婆

婆与小姑子的冷漠。女性长期处于男权意识形态统治之中，在男性支配的现实社会，她们

随声附和着男性的声音，淹没在男性话语之中，成为男人的附庸。苏青说“生产的是女

人，被生的是女人，轻视产女的也是女人”，迎合着男性文化价值观的女性对刚出生的幼

女竟然也是鄙夷的态度。 

（四）歌颂童心、母爱  

凌叔华的短篇小说《小哥儿俩》写小孩子的清澈见底的童稚、童趣。她的儿童短篇小说

都收在《小哥儿俩》一书中。她在《自序》中说“书里的小人儿都是常在我心窝上的安琪

儿，有两三个可以说是我追忆儿时的写意画。 “怀念着童年的美梦，对于一切儿童的喜乐

与悲哀，都感到兴味与同情。这几篇作品的写作，在自己是一种愉快”，《弟弟》和《小

英》等篇是其中的佳作。凌叔华的小说《李先生》涉及到母女之爱，写四十岁老姑娘的怀

念亡母之情，十分感人。 

冰心“五四”时期的小说把母性特质认同为女性人格的必要内涵，塑造了一批富有母性

情怀的年轻女性形象，体现了以母爱济世的理想。如《两个家庭》中的亚茜、《斯人独憔

悴》中的颖贞、《秋雨秋风愁煞人》中的英云、《超人》中梦中的母亲、《六一姊》中的

六一姊，20年代末小说《第一次宴会》中的瑛，40年代的小说《我的学生》中的 S、《空

屋》中的虹。  

苏青擅于书写女性的生活体验，特别是母亲的生命感受。《结婚十年》中怀青经历剧痛

产下了“宝贵的孩子”，因为是女孩，遭到全家人的歧视。伟大的母性使怀青再次获得无

尽的力量，“我的女孩，我爱她，就是全世界人类都予我白眼，我也能够独立对着她微

笑”。而怀青的母亲或许是由于曾经有切身的体验，抑或是出于母性的本能关爱，为孩子

送来各式各样的小袄来安慰她。  

二、关心广阔的外部世界  

（一）观照现实生活  

庐隐不仅看到了社会中女性对爱情婚姻的迷茫，同时她也以犀利的眼光去观察社会，反

映现实生活，表明对黑暗现实的批判与鞭挞。如《灵魂可以卖吗》叙写纱厂女工的非人生

孙雷:浅谈生态女性主义在

李少伟:《飘》中女性悲剧 



活，《两个小学生》刻画被军警镇压的两个小学生。  

凌叔华的小说《有福气的人》揭示了封建大家庭的虚伪，儿子、媳妇的“尊老”其实是

谋财。小说写了一个有福气的人——章老太，她拥有种种福气：没吃过苦、富足；与姨太

太关系好；四房儿媳都孝顺；当了一辈子家，家产在她手里。后面笔锋一转，写章老太听

到二媳妇、四媳妇谈话后，才明白儿子、媳妇的孝顺只是糊弄她，都是为了拿到她的财

产，而且四家暗里勾心斗角。  

梅娘除了刻画女性命运外，还关注与书写底层民生，写出了在生活重压下的小人物的命

运。在她的小说集《第二代》中她关注现实、尊重生命的人文关怀精神已经开始显露，作

家梁山丁曾这样评价“从《小姐集》到《第二代》，梅娘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前进的意

识，《小姐集》描写着小女儿的爱与憎，《第二代》则横透着大众的时代的气息”。梅娘

在 40年代继续创作出《侏儒》、《行路难》等现实关怀题材的小说，她那种结合个人命运

和民族命运，充满悲天悯人情怀的小说风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二）反映社会政治  

谢冰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兵作家，她以自己戎马倥偬的独特经历书写革命的豪情，

写下不少战地小说，如《前路》、《一个女兵的自传》、《女兵十年》等。她对战争有着

女性独有的感悟，她的战地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富有时代共性的爱国主义激情和女性特有

的柔美体验。谢冰莹的作品格调粗犷、雄浑，拓宽了女性文学的审美范畴。 

丁玲的创作题材随着革命形势和社会背景的变化而拓宽，她成功地将女性视角由城市和

知识分子阶层转入到农村和底层女性群体，由反映女性问题拓展到反映整个民族，这是丁

玲作为女作家对自身的超越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现代

文学的“红色经典”之一，这部小说写的是 1946年华北农村的土地改革斗争，以桑干河

边暖水屯为背景，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土改中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各个阶级不同的

精神状态，展现出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踏上了光明大道。  

“五四”以后，现代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开始萌发并蓬勃发展，她们凭借小说作品探讨

女性的自身命运，反映广泛的社会问题，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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