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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历程 

来源：《美的历程》2012.7. 作者：傅湘莉 时间：2012-09-14 Tag： 点击： 

引言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男权社会中 ,女性是被压抑被扭曲的一个群体。男性以他们政治、

经济上的优势主宰着一切。女性作为被统治的弱势群体被排斥于文化的边缘。翻开中国古

代文学史，仅仅从数量上看，屈指可数的女性作家就难以与阵容强大的男性作家相匹敌。

漫长历史中，女性被束缚于家庭之中，必须尊崇父权和夫权，她们独特的艺术才能被压抑

着，受到法律、礼教、风俗等各方面的束缚。在男性中心文化氛围中敢于突破藩篱，抒写

女性性灵，表现女性真实情感的言行往往受到严厉的苛责与贬损。令人可喜的是女性并不

总是缄默的群体。“五四”时期一批杰出女性冲破男权封建的重重藩篱争取自己的自由和

独立，喊出她们自己的声音。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大致与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同步，

可以按时间简单地分为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也可以具体地划分为五四

时期、左联时期、抗战时期。本文立足于“女性意识”这样一个角度，关注其在三个时期

的发展流变过程，进而理清现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 

 
五四时期：女性意识的复苏  

20世纪初兴办女学，大学开女禁，招收女留学生等教育制度的改革让众多的女性有了

求学接受新思想、新知识的机会，“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中，妇女的解放被提到与人的

解放同一平面上来。迎着五四的曙光，庐隐、冰心、冯沅君、陈衡哲、凌叔华等一批受过

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作为第一代女作家迅速登上文坛。此时大量西方现代文艺思潮不断涌

入，像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娜拉》这样具有启蒙意义作品的大量引入更是给五四女作家

极大的影响与震撼。五四的理性启蒙让女作家的女性意识开始复苏，她们意识到深受封建

专制思想毒害的女性的悲哀，她们开始反抗传统的伦理道德，反抗封建的包办婚姻，开始

追求个性解放与社会的认同。陈衡哲 1917年发表于《留美学生季刊》上的作品《一日》

可以说开了现代白话小说的先河，体现了觉醒的女性爆发出的最初的思想火花，在现代小

说发展旅途中留下了新时代女性先驱者的斑斑足迹。作为问题小说的开创者和实践者，冰

心以她睿智的目光始终关注着社会现实，写出一批很有分量的问题小说，塑造出一批生动

的女性形象，像《别后》中的宜姑，《第一次宴会》中的瑛，《六一姑娘》中的六一，以

及《冬儿姑娘》中的冬儿等。在今天看来，这些女性形象有其稚嫩与不足，但在当时无疑

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冰心从女性叙述视角较为细腻地展示了女性矛盾复杂的心理变化过

程，在高举爱的旗帜下建立起自己“爱的哲学”。此外，苏雪林的《棘心》，石评梅的

《弃妇》、《林楠的日记》，冯沅君的爱情抗争三部曲《旅行》、《隔绝》、《隔绝以

后》，凌叔华的《绣枕》、《吃茶》、《太太》等可以说都是“五四”时期女性文学的代

表作品，在她们笔下塑造出一批叛逆的女性。“五四”女青年走到时代的前沿，她们试图

走出家庭的束缚去争取自由平等。尽管这种反抗在当时是有限的，但毕竟显示了她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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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步性。作为“五四”运动中觉醒的新女性，庐隐以其作品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

同时代的女作家中独领风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处女作《一个著作家》中庐隐就开

始大胆地涉及爱情婚姻问题，通过沁芬与邵浮尘二人的爱情悲剧揭示出封建包办婚姻对人

性、人情扼杀的残酷与愚昧。其后庐隐笔耕不辍，创造出了《海滨故人》、《曼丽》、

《云鸥情书集》、《归雁》、《女人的心》等十多部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以及散文小

品。 

“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是在“五四”追求自由解放的政治文化运动中走上历史舞台

的，短短几年内女作家们塑造出大量典型的时代女性形象，女性文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

绩，女性开始摆脱从属于男性的地位，逐渐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当然世纪初的女性文学

在起步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稚嫩与不足，新旧思想冲突中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新文化思想并

没有足够的优势，此一时期的女作家正处于从深受传统旧文化影响的封建家庭的傀儡向文

化运动中接受新思想教育的高级知识女性的转化过程。此一时期，女作家们从“女人也是

人”这一人文哲学高度对社会提出质疑，女作家们关注女性如何摆脱束缚自己的旧角色走

出家庭，走入社会，获得社会认同。但同时女作家自身的女性意识在新旧思想的冲击中并

不是十分明朗清晰，受时代的局限，对于女性的生命本真，女性的社会定位，女性的终极

归属等一系列问题，女作家们都无法给予细致深层的思考与探索。但也正是女作家们的这

种迷惘与彷徨使世纪初的女性文学显出时代的特色与新奇。 

 
左联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 

如果说“五四”时期第一代女作家笔下的女性还有着彷徨于家门内外的犹疑，那么以丁

玲为代表的第二代女性作家则更多地表现出女性与旧社会封建家庭的决裂，新思想真正深

入到她们的头脑中，女性意识开始觉醒。从处女作《梦珂》到《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

所表现出的女性意识较之前一代的庐隐、冰心更为成熟，她从女性本位出发大胆地反映女

性自我体验，真实地剖析女性内心情欲意识，全方位地关注女性，让女性彻底地摆脱被讲

叙被阐释的被动地位，拥有属于自己的天空。 

说到左联时期的女性文学，萧红是不能不提及的。作为一名优秀的女性作家，萧红在取

材上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人物或女性生活，她选择了“改造国民性”的现实主义创造道路及

创造精神，把文学表现的中心视角对准中华民族的下层贫苦劳动人民，在对他们平凡琐碎

生活的细腻叙述中展现他们的生老病死，展现帝国主义、封建旧势力带给他们的苦难生

活。萧红更为广阔的艺术视野使得其作品蕴涵着更为深厚的历史感和时代感；同时作为一

名觉醒的女性，在表现时代主题的同时，萧红始终保持着清醒鲜明的女性意识，她并没有

放弃自己的女性立场，对于女性生命她有着自己最深刻的体验与理解。从《王阿嫂之死》

中的王阿嫂到《生死场》中的金枝再到其后期作品《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王大

姐，萧红刻画出一个又一个典型的底层妇女形象，她充分意识到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压

制和扭曲。 

如盛英所说“从女性文学崛起的社会阶级背景来看，西方女性文学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

的产物，由中产阶级妇女为创作主体，既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也富有资产阶级太太小姐

的闲暇性，而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勃起，同整个民主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相联系，具有鲜

明的社会内涵与革命色彩。”①到了左联时期，中国女性文学更是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左

联时期社会的变革使得整个文学的主流空前政治化，女性叙事逐渐消融于国家、民族与阶

级的宏大叙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文学的全线停滞或倒退，正如本文开篇所提出的，

女性文学并不存在题材上的问题，只要女作家们持有一种进步的女性意识在写作，任何题

材都能进入女性文学的范畴。在左联特殊的时代环境中，不断有女作家跃上文坛，迎来她

们创作的辉煌时刻。“五四”时期初涉文坛的白薇此一时期以她一颗饱受压迫的苦难之心

鲜明地打出叛逆的旗帜。在她的《打出幽灵塔》（话剧）、《炸弹与征鸟》（长篇小

说）、《革命神受难》（话剧）等一系列作品中在“革命文学”的话语中同样体现出其高

昂的女性意识。在这里有为革命而斗争的反抗热情也有对现代女性生存困境的深沉焦虑。

孙雷:浅谈生态女性主义在

李少伟:《飘》中女性悲剧 



同一时期，谢冰莹写出从《从军日记》到《一个女兵的自传》等多篇出色的纪实性的散文

和小说，奠定了中国新文学史上“女兵文学”的基础。此一时期女作家们以无比的热情投

入社会，投入时代的大潮中，她们在寻找着更为广阔的人生价值空间，女性文学价值观在

社会变动中不断调整着向救国救亡的革命靠拢，但女性意识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只不过在

注重“外视角”的审视女性与外部世界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同时“内视角”的审视女性自

身的成分相对减少。 

 
抗战时期：女性意识的成熟发展 

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中，中国处于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此一时期女作家的创作主要

分为两类：一类是解放区以丁玲为代表的贴近时代革命与政治意识的激情之作，一类是沦

陷区及上海“孤岛”的以苏青、张爱玲为代表的游离于时代主题之外的以写婚恋题材为主

的苍凉之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放区的大部分作品是对30年代左翼小说的继承与发展，

但此一时期女性文学价值观的过分服从社会革命的需要，文学中过于浓厚的政治色彩消解

了女作家的女性意识，女作家们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于女性自我内部世界的关

注。但同一时期，另一类女作家的创作却让女性文学焕发出夺目的光彩。空间上的隔绝使

此一时期沦陷区及上海“孤岛”的女性文学游离于主流的宏大叙事之外，“五四”时期的

婚恋题材在这里以特殊的形式得以延伸和发展。时间转到40年代，面对现实，苏青与张爱

玲等作家看得更为透彻，她们笔下的女性对于爱情存在的更多的却是绝望与失落，在谋生

与谋爱中挣扎着的女性最终抓住的只是一个束缚自己的空的家庭框架。苏青的《结婚十

年》用平淡的语言叙述了女主人公怀青从结婚到生儿育女再到离婚的一段无爱的包办婚姻

生活，此一时期的怀青早已没有“五四”儿女的昂扬斗志，在进出婚姻这座城堡之间她是

同样的无可奈何。苏青以她的生命体验真实地书写了此时女性的尴尬与无奈。 

从《沉香屑·第一炉香》到《倾城之恋》、《金锁记》再到《红玫瑰与白玫瑰》、《心

经》、《茉莉香片》，此一时期另一位才女张爱玲以她细腻奇巧的文笔为我们打开了封建

家庭尘封的大门，枯朽的封建旧式家庭在殖民地化的都市文明冲击中摇摇欲坠。在这里，

古代与现代、旧式与新式、落后与时髦畸形地结合起来，而在这半新不旧的大家庭中张爱

玲刻画出一群寂寥的处于边缘状态的女性，在这群被资本主义洋场社会化了的旧式女性身

上没有缠绵悱恻的爱情。张爱玲打破了美好的爱情神话，她笔下的女性无论是接受新式文

明教育的现代女性还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闺阁女子，大都缺乏独立的女性意识，在她们

眼中能够找个配得上自己的男性顺利地嫁出去是自己最大的事业。婚前自己的任何努力，

包括读书，接受新式教育都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嫁妆增添砝码，她们通过谋爱来谋生。精心

算计、尔虞我诈的争宠夺爱取代了卿卿我我、海誓山盟的缠绵爱情。《倾城之恋》中的白

流苏用青春做赌注千方百计地讨好除了拥有金钱之外并无所长的洋场浪子范柳原，她的目

的跨过爱情，仅仅是谋得一个范太太的名分。最终，香港的沦陷才勉强成全了她，让她谈

得十分辛苦而又辛酸的恋爱有了一个结局。《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自从嫁入姜公馆后如同

套上了一副黄金枷锁，为了保住一个姜公馆空有其名的“正头奶奶”的地位，她用黄金枷

锁自虐地锁住自己的情欲与爱情，在这一点一点的束缚与压抑中成为变态的施虐狂，她无

尽的怒火与怨恨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亲人。张爱玲以其苍凉之笔为我们展现了爱情背后的

虚伪与无奈，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都市文化中爱情早已失去笼罩在其头上的光环，蒙

上了过多的灰尘。张爱玲以其独立的女性意识，以其对女性的独特理解和认知审视了女性

身上根深蒂固的奴性意识，在一种平实的叙述中展现女性惊心动魄的悲剧。 

 
结语 

正如谭正璧所说：“人类是由男女两性组成，人类整部过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两

性串演的剧本，女性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有时还起着重大的作用。” ②女性在

人类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整个历史文化长河中，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失是女

性的悲哀，也是整个历史、整个社会的重大损失。社会要进步，我们就必须处理好男女两



性之间的关系，提高女性的地位，彻底解放女性。波伏娃也说过：“要取得最大胜利，男

人和女人首先就必须依据并通过他们的自然差异，去毫不含糊地肯定他们的手足关系。” 
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代女性文学在女作家们个性化的追求中呈现

出绚烂多姿的艺术风貌，女性拥有了自己独立的话语权，她们以进步的女性意识大胆地抒

写女性自身，抒写社会，为中国女性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女性文学的发

展不仅仅表现在女性意识逐渐由外视角向内视角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女性意识由复苏到觉

醒并最终成熟发展起来。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文

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样女性文学的进步发展也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

现代女性文学所取得的不朽成绩。 

 
注释： 

①盛英：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18页。 

②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③西蒙娜 ·德·波伏娃 .第二性Ⅲ（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版，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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