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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模式和潮流的西方女性主义，在 20世纪 80年代随着 “理论

热 ”进入中国。并在之后的二三十年里，被深深地植入中国当今文艺理论批评的话语体系

中并逐渐成形。近来，国内批评界对美国黑人文学作家的关注日益加剧。同时，也有少量

研究黑人女性主义特征文学作品的文章见诸报刊。但是这些作品仍然停留在“经典女性主

义 ”层面上，大多把作品与作者的生物身份———女性联系在一起，强调其与男权对抗中

的女性之主体性，并以此对黑人女性作家及其作品进行“女性主义 ”分析。然而，如果仅

仅把黑人女性主义作品归为简单地与男权对抗的问题，就大大忽略了其在反对性别歧视的

同时，也在挑战着其所归属的西方主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黑人女性作家在其创作中往往

强调的是其作为女性身份的复杂性与多重性，她们反感并拒绝使用所谓的西方白人女性主

义话语来表述自己的经验。对她们而言，一个女人的社会身份不仅仅是女人，她还隶属于

某个阶级，来自于某个民族，并拥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继而在种族、文化、阶级等多

重因素共同作用于性别经验中进行探索，并在其作品中得以体现。这种在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领域中引入种族加性别的新式理念，为我们研究少数族裔女性文学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现状，从而为国内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土

化提供借鉴。本文概要介绍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史并分析其对当代西方女性

主义文学批评不可或缺的贡献。 

 
一  

20世纪 60年代，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深入和发展，这场为女性谋求平等和权利的斗争

成为了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护身符，她们在建立 “姐妹共同体 ”(sisterhood)过程中有

意或无意地忽视了黑人女性或其他少数裔女性在种族、信仰等等上的差异。  

20世纪 70年代初期，美国文学史上陆续出现了获得普利策、诺贝尔文学奖等重要奖项

的黑人女性作家，如沃克、莫里森等。但是，这些日益取得的巨大成功在 “种族主义 ”

和“性别主义 ”所主控的批评界的境遇却经历着忽视、贬低、指摘甚至谩骂，即便在当时

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世界中也没有任何的发言权或一席之地。正是在这种环境下，黑人女

性自己不得不背辉负起阐释黑人女性创作历程的重担。这使得一批黑人女性批评家走向了

学术研究领域，建构了黑人作家在写作中的主体性。 

在这一阶段，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侧重挖掘埋于主流文学史中的黑人女性作家及作品。那

个时期黑人女性创作的小说及诗歌都汇编在托尼·凯德编辑的《黑人女性》中。这 “一个

开端 ……反映了这个国家黑人女性应该在这个时代所关注的事情”。 ①从而引发了一系

列对于黑人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阐释。而黑人女性主义者 M.H.华盛顿的文章则拉开了

黑人女性主体身份建构的帷幕。她的文章《佐拉 ·尼尔 ·霍斯顿：黑人女性对身份的寻

找》、《黑人女性形象的创造者》以及文集《黑眼睛的苏珊》中强调了黑人女性作家在作

品创造中所具有的 “黑人女性独特而不一般的视觉”， ②从而把黑人女性身份建构话语

从主流白人女性主义话语场中脱离出来，独辟蹊径，开始了黑人女性性别、阶级及种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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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身份建构的历程。  

20世纪 70年代后期，黑人女性文学批评进一步发展。 1977年，芭芭拉 ·史密斯在

《迈向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总结了以往黑人女性在创造中的黑人女性的独特语言及

写作经验，首次提出了 “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这一术语是适合于当代黑人女性文学作品

解读的，而这些崭新的解读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传统，即黑人女性文学。文章指出了黑人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具有的属性特征，反复强调这种研究方法是绝对的必须。因为它 “体

现了一种认识，即在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中，种族、阶级政治以及性别政治是不可分割的

因素”。 ③同时在这篇文章中芭芭拉还首次明确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首先要关注到性别和

种族即黑人和女性双重身份在这些文学作品中的复调 ,强调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应把黑人政

治运动作为其社会力量和理论源泉。因为她意识到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早期，“自称女性

主义者的人们并不完全体会除白人妇女之外 ‘妇女 ’二字还有什么其他含义”， ④因此

不管是黑人女性作家抑或黑人女性批评家，她们自身并未理解要同自己意识深处的种族主

义作斗争。芭芭拉将种族文学引入文学批评领域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为今后黑人女权主

义文学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一直以来以白人文学为主流的当代美国文学思想史得以

完善。 

 
二 

而后的黛博拉 ·E.麦克道尔在《黑人女性主义的新天地》一文中 ,提议应为黑人女性

主义批评界定更明确的定义 ,并设立更严谨的方法。她认为 ,只有在黑人文学和黑人文化中

才能有效地揭示 “黑人妇女文学创作、出版、评论的条件。这种方法不但有用,而且对黑人

女权主义批评家来说十分必要”。 ⑤至此，黑人女性文学批评在这一时期初具规模地形成

了性别、种族和文化共溶的批评方法和理论视角。这种将自身独特文化经历和种族身份相

融合的批评方法挑战了以往主流白人女性批评的声音与角度。正是 “当黑人妇女发现了涉

及种族和性别的政治语境时，这个国家的历史开始转折，我们的文学向着诚实和成熟迈进

了一大步”。 ⑥ 

然而，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正式进入成熟期是在 20世纪 80年代 ,形式各异的黑人女性

主义批评文章见诸美国学术领域。如芭芭拉 ·克里斯汀完成了第一部美国黑人女作家专

论;黑泽尔 ·卡比完成了美国黑人妇女文学传统渊源的论证;黑人女权主义批评史则由玛丽 

·布朗整理 ;德波拉 ·迈克多尔的贡献在于她界定了黑人妇女研究和黑人女性主义研究的

概念等等。当然 ,这一时期最系统也最能反映黑人女性主义成熟理论的就是艾丽丝·沃克提

出的 “妇女主义”。在批评文集《寻找我们的母亲花园》(1983)的扉页上 ,沃克详细给出

了 “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区别于传统黑人文学和白人女性主义的分水岭”， ⑦并提出黑人

妇女解放斗争的四个主要特点,即反性别主义、反种族主义、非洲中心主义和人道主义。  

20世纪 90年代至今 ,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多元文化中得到新的发展。首先是黑人

女性形象批评。芭芭拉 ·克里斯汀、贝尔 ·胡克斯、帕特利夏 ·希尔·柯林斯、乔伊 

·詹姆士等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对主流文学文本重读与细读中举出大量白人主流社会如

何在种族、性别与阶级的三重压迫中赋予黑人妇女负面形象的文本实例，深刻揭示了社会

表征系统如何使得这些形象具有意识形态上的涵义。其次是关于黑人女性的自我身份建

构。这一自我表述从早期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中可窥一斑，因为她们意识到没有自己有效的

表征方式 ,就永远不会成为自我表述的主体 ,当然也不可能诉求自己的文化。正如胡克斯所

说: “不仅仅是批判现状,而是要改造这些形象,创造另外的形象 ,从而改变我们的世界观 ,
使我们不再陷于好与坏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⑧再次是建构黑人女性诗学。休斯敦 

·A.贝克在开展文学批评和建构非裔美国女性诗学中，将具体的历史文化作为研究非裔美

国女性文学的前置景，而将文学文本设为主要的参数。“文本中主人公的时间是一种新的

拯救灵魂的逻辑空间。审美实践产生了这样的时间之书,创造了非洲裔美国女性意象 ,体现

了第三代妇女的时空形式”。 ⑨休斯敦伟大之处在于其将种族、性别问题置于空间和时间

中进行探讨 ,为非洲裔女性文学批评开辟了崭新的角度。在他对于非洲裔美国妇女写作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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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伟:《飘》中女性悲剧 



间形式和时间意象的分析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批评家们对于文本概念更加宽泛化的理解。

这种以文本分析文化、文化表征文本的阅读方式扩大了读者对黑人经验的理解,使黑人文化

得以重新认识自我。 

 
三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探讨种族或种族文化之间关系中 ,强调了其所在文化群体的

社会功能 ,同时，也消解了男性中心理论和白人女性主义批评的霸权现象。它既是女权运动

的产物 ,也是后殖民主义发展的结果；它源于主流女权主义批评 ,但其独特的文化与种族语

境又使它游离主流女性主义批评。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发展不但对黑人女性,而且对白人女

性都具有启迪作用。它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 ,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注重黑人女性作家自

身身份的多重性与其独特的文化视觉 ,强调突出了文学作品及作者与其所处社会、历史、阶

级、种族、性别之间各种复杂关系的复调。 

正是在寻求自身独特身份过程中，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才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道

路。这一过程是痛苦的也是快乐的。它源于女权主义却最大限度地追求着自己种族与性别

双重身份的平等，不依附于任何派别的独立性与个体性，充实并完善了黑人文学或是白人

女权主义文学研究。借用贝尔 ·胡克斯的理论来概括就是 :“仅仅对立是不够的,重要的是

建构一种激进的黑人女性主体性。不要忽视了身份政治 ,必须在尊重差异而不是与之对抗的

基础上建构各种身份概念。” ⑩因此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梳理对于阅读并分析文

化认同具有混杂性、主体建构多元性的少数裔女性作家的作品，能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

其双重边缘身份构建中所体现出的“他者 ”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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