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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和研究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受英美文学中新女性形象的影响，及其在构建和

谐社会中所体现的作用，并阐述了深度发展女性主体意识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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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和谐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基础。女性与男性一样，同样

是创造社会价值的客观主体，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女性的主体意识都不应该被忽视。

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作为主体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

［１］。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在中国长期传统礼教和封建社会形态下，一直被压迫，直到

五四运动的爆发，欧美社会的民主文化和文学作品对知识女性的大脑进行了洗礼，中国女

性的主体意识才从一直的沉寂状态下得以觉醒，可见文学艺术对人们思想的冲击力和影响

性。“女性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指女性在寻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以一种积极的因素与

社会协调起来，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良性互动运行，实现女性与社会的协调一致共同发

展［２］。因此，女性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导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中更值得关

注与期待。 

 
一、英美文学中女性主体性发展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起源于１８世纪末的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直到

１９世纪才开始在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１９世纪中后期，英国文学史上迎来了“女性小

说家的时代”，涌现出一批有影响，有见地的女作家。女性写作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

是作者为女性，有亲身经历；二是其创作的作品传达了女性意识。至此，文学作品中女性

的主体意识才开始得以凸现出来。英国女作家中简 ·奥斯丁，这位天才作家围绕１８世纪

末到１９世纪初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社交圈中青年男女的爱情与婚姻为主线来展开小说叙

述，奥斯丁虽然一生未嫁，但她把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把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

位，用她的文字表达得淋漓尽致。其早期作品《傲慢与偏见》一反传统文学之于女性的歧

视、偏见乃至非人化描写，凸显了素来在文学中备受压抑和漠视的女性主体意识。小说坚

信女性与男性有着同样发达的智力与理性，对妇女在现存社会体制下的生活境遇、生命体

验进行了细腻的刻绘与观照，表达了对不公正社会特别是男权中心主义的愤懑和抗议

［３］。但当时奥斯丁并未指出女性怎样走出围城，开拓自由之路，女人在父权制社会成

为一种 “对象性存在 ”，婚姻束缚了她们的自由，她们却无法离开婚姻，无法脱离男人

而生存［４］，因此还处于女性主体意识爆发的萌芽阶段。夏洛蒂 ·勃朗特的《简爱》塑

造了敢于与命运抗争，追求爱情自由平等，用自己的努力改变自身的命运、维护自身作为

独立女性的尊严，其对男主人公罗切斯特的爱情表白更是成为 “千古名段 ”，频频被人

效仿。简爱对命运的抗争、对生存环境的抗争，对其所处父权社会的抗争，都标志着女性

自我意识从萌芽阶段过渡到发展期。到２０世纪的美国文学，米切尔《飘》中的斯嘉丽更

成为了女性所追随的偶像性人物。她敢于打破男尊女卑的社会旧俗，从心底里就不接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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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性别歧视，即使被人议论依然我行我素，忠于自我，敢于喊出自己想要的，不浮于空

想，并付诸行动来实现，这都是她女性主体意识的强烈体现，这对于当时美国，这个新建

国家的社会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从这些文学作品典型的人物形象上，我们可

以看出，主体性即意味着不依附于他人，有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其精神生活不被人所

主宰，能用自身的努力追求人格上和经济上的独立。这些文学人物形象虽然是虚构的，但

对当时整个社会，尤其是女性意识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女性的主体意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随着女性主体意识不断发展和其自身社会地位的不断加强，女性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已

经不容小觑。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在发展中的一种相对均衡、统一协调的状态，是全体人民

各尽其能、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女性的努力和贡献必不可少，其主要体

现在家庭和事业两个方面。 

1.女性主体意识在构建和谐家庭中的作用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每个家庭和谐稳定，才能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当今中

国社会，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再不是 “三从四德 ”“三纲五常 ”

束缚下的完全依附于男人的封建女性，而是成为了家庭的 “顶梁柱 ”，有了女性的存

在，才使整个家庭活动和谐有序地进行。正像斯嘉丽在重建陶乐的过程中，就是靠着自己

的耐力和毅力把整个庄园支撑下来，成为一个大家庭的家长，再苦再累也不能失独立精

神。女性主体在与男性共同承担物质资料生产的同时，还承担着历史赋予她的神圣使命 —

——人类再生产。妇女的社会价值不仅体现在用于物质生产的社会劳动中，还直接对应在

人类自身生育的繁衍过程中［１］。人们常说 “伟大的母亲 ”，是因为一个女性，一个

母亲在生育及抚养子女的过程中付出了太多的辛勤汗水和努力。《三字经》里说 “养不

教，父之过 ”，而教育教导子女的责任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早就落在了母亲的身上，这就使

女性的责任上升到提高民族素质层面上了，因为母亲的思想意识，文化素养和文明程度对

下一代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很深远的影响。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当今世界的竞争

是人才的竞争，而每一位人才都是从襁褓中的婴儿成长起来的，只有良好的家庭启蒙教育

才能成为 “德才兼备 ”的沃土，女性的发展水平对下一代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女性的家庭主妇地位还对丈夫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所谓的家庭主妇

早就脱离了过去的 “家庭煮妇 ”，其独立的思想意识、超前的思维也会对丈夫的事业助

一臂之力。女性通过管理整个家庭来参与社会的发展，主体意识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不

断增强。 

2.女性主体意识发展在自身事业中的作用 

女性虽然在家庭的建设中投入了大部分的体力和精力，在事业中仍是 “巾帼不让须

眉 ”。就像简爱一样，虽然生活过得非常艰苦，也要靠自身的知识和力量去谋得一份职

业。具有独立的经济基础，才能在爱情和婚姻面前维护自己的尊严，展示自身的人格魅

力，在投身事业的同时能够积极主动地经营爱情和婚姻。现代女性在社会的一些行业中已

经显现出自身的优势所在。从事心理行业的女性，凭借女性与生俱来的善解人意、温柔感

性，引导了人们的健康心理，使人们对生活、对工作更积极，更有热情，成为了和谐社会

建设的可靠保障。从事教育的女性靠着言传身教，不仅完成 “传道、授业、解惑”的职

责，还为广大的女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庸和

社会的低等存在，女性完全可以靠自身的努力投身社会，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教

书育人，造福后代。不仅如此，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可以看到现代女性的风

采，她们以扎实的专业知识，良好的个人素养和过硬的本领成为各个行业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打破了男性垄断的局面，并以好的势头继续前行。除此之外，中国女性的发展并不是

孤立的，还和国际社会的妇女运动全面接轨。从１９９５年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至今，

中国女性的发展已经呈现出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这也证明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已经进入理

性化发展阶段，未来还会向更高的层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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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女性主体意识在矛盾中发展 

《飘》中的斯嘉丽一反当时美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和习俗，靠着自己小小的身躯支撑起整

个陶乐庄园，虽然使其家人免受挨饿，挺过了战争时期，但却遭受到了当地许多贵族家庭

的白眼和质疑，这说明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并不是很顺畅的，而是受到了重重障碍和阻

隔。现代女性选择了既要发展事业，又要兼顾家庭，从家庭和事业两个角度参与社会的发

展建设，但实践证明这条路是非常艰辛的，要付出很多，牺牲很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现代女性对传统观念和价值观的妥协和认同。女强人的称呼不是绝对的褒义词，为了投

身事业而忽略家庭和婚姻生活又反映出怎样的无可奈何。要全面提高女性的主体意识，就

要把女性从妻子、母亲、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等多重身份的碰撞中解放出

来，既要达到多重角色暂时的平衡，又要有一个长期的不断调整的计划，真正实现女性主

体意识发展的本质。 

三、深度发展女性主体意识的途径 

女性主体意识发展的道路很曲折、很漫长，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息息相关。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强和完善女性主体性，发挥其在建

设和谐社会中的优势所在，就要调动整个社会的力量。首先，必须在法律上保障女性的基

本权益，做到对女性的保护有法可依。其次，要鼓励广大女性走向社会，参与社会财富的

创造。空中楼阁固然很炫目，但缺乏基础的建筑迟早会倒坍，缺乏经济基础的女性难以实

现真正的独立，在家庭和社会建设中不会有太多的话语权，又谈何实现主体意识的发展。

因此，参与社会财富创造，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是女性主体意识得以认可的必然途径。再

次，由于女性在体力上与男性相比没有优势，运用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服务社会成为广大女

性可行的道路。因此，广大女性必须具备发展意识与竞争意识。发展不仅仅是在自己的专

业领域刻苦专研、努力进取，还包括自身综合素质的培养，良好人格的建立，这对整个民

族素质的提升和国民形象的塑造都起着推动性作用。所谓竞争意识，是指广大女性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下要克服传统的软弱和胆怯，要像斯嘉丽一样勇于接受挑战，不惧怕失败，提

高自身的承受力，不被经济大潮所淹没。最后，整个社会要为女性主体性发展创立一个和

谐、自由的氛围，对女性为社会发展的贡献给予肯定和鼓励。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不是单

单靠女性自身实现，而是靠整个社会来推动；其发展结果也不只是女性单单受益，而是促

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值得全社会成员一同关注的大事。社会要制定一些相应的政

策，使女性与男性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展开竞争；社会要完善家政服务，使有能力的女性全

身心地投入到事业中去；社会要使女性更多地参政议政，使其强化主人翁意识，树立社会

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更高的姿态投身到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去。 

简爱、斯嘉丽这些在英美文学中富有女性主体意识的光辉形象一直在我们心中闪烁，给

予我们力量，但我们不能在现实中复制她们的形象，因为社会是前进的，历史是发展的，

女性主体意识也应该在社会这个大的背景下以不同的形式体现与发展，更多地参与社会物

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身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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