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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近，有一位从事性别研究的年轻女士问我：“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女性文学研究的?从事该研究的原因

是什么?” 

这话还得从1994年冬天说起。因为1995年北京要开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问题大会，出版家们都在紧

锣密鼓地筹划出版一些有关妇女的书。那几年因为我主编的《跨世纪文丛》有一点影响，有一天，一位

朋友便带来一家出版社的策划人敲开了我的家门，约请我出面主编一套女性文学方面的丛书。主编这套

丛书得写一篇总序，这个工作只能由我自己来做。我临时找了一些书来看，创作的和理论的都有，当时

给我印象最深的、受启发最大是刘思谦女士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可能是因为

我与刘思谦是同代人的缘故吧，我对她书中的那些基本观点都比较认同。刘思谦不是以西方女性主义

（女权主义）为坐标系来分析、研究中国女性文学，而是以中国自己的坐标系（当然也参照西方女性主

义）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女性文学，充分注意到中国社会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与中国妇女运动、中国女性

文学的密切关系。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这样的新锐著作我也看了，

觉得很激进，的确很有见地，但并不是所有的观点我都能认同。 

这篇总序总算写出来了，收进了我主编的《红辣椒女性文丛》的各本书里（按：《红辣椒女性文丛》共

出了4辑18种，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不过真正属于我主编的是前两辑9种），同时又以《“女性文学”

刍议》为题发表于1995年4月11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专刊上。这该算是我在性别研究方面的处女作

也是代表作之一吧！ 

我就是这样走进女性文学研究门槛的，起步很晚，而且是不自觉的，但却一直走到了如今，整整十一

年！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参加性别方面的会议，是1995年夏天在天津举行的“中外女性文学国际学术研讨

会”，这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问题大会的会前会。我带了加盟《红辣椒女性文丛》首辑的张抗抗、

方方、斯妤、蒋子丹、唐敏五位女作家和出版社的编辑参加了这次会议。那一次参加会议的据说有170

余人之多，不少境外学者也来了，可以说是一次盛会。会议组织者安排五位女作家集体在会上亮相并作

即席发言，我也被推上了讲台。不知道是谁开了一个玩笑，说：洪常青带着娘子军上台了！说得我有点

飘飘然的。在女作家亮相和发言之后，不记得我说了什么可能是不太得体的话吧，引来了盛英女士声色

俱厉的申斥。我起初虽则感到有点突然，但很快也就释然了：我以为这是女性长期受压抑的一种爆发或

说释放，是可以理解的。以往的种种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等级次序铸就的，我也难以逃离它的制约，潜

在的男性中心意识总不免要时时表现出来。进入女性文学领域以后，不时仍难免以男性为本位来思考问

题，这时候有某位女士出来指谬，抑或批判和申斥，都是理所当然的。盛英是我的师妹，我们彼此都比

较了解，也许正因为有这一层关系吧，她才会如此直率地指名道性申斥我。我也并没有因为此事而疏远

盛英，我跟她依然和好如初。当然，这类事例在我身上还是极少见的。十年来，我参加过无数次以女性

为主体的会议或沙龙，也许是因为我比较年长也比较随和的缘故吧，女士们对我都是友好的、尊重的。

在一些会议或沙龙上，我也听到过一些女士的或有偏颇情绪的激进言说，但我都能以平和的心态对待

之。我常常对别人也对自己说：男权中心了两千年，为什么就不能让姐妹们出几口气呢？ 

二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从1995年开始举办的七次女性文学研讨会，我参加了五次，在男性

学者当中，我可能算是参加得比较多的。这当然也是女士们对我的一种关照，为此我十分感谢她们。我

由此而结识了许多热情而有追求的女性学者，包括内地的和境外的。十年里，从南京，而厦门，从承

德，而哈尔滨，再到最近的开封－洛阳，还有2001年大连大学主办的性别与文学艺术圆桌座谈会，同年

底香港浸会大学和中文大学联合主办的女性文学委员会的会外会――性别与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2002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性别与文学文化学科建设研讨会等……每一次会议我都深有所获。这些会

议的主要筹备者和组织者都是女性：南京会议的金燕玉和徐采石伉俪，厦门会议的林丹娅，北京－承德

会议的谭湘，大连会议的李小江，香港会议的叶少娴和谭国根伉俪，上海会议的陈惠芬，哈尔滨会议的

郭淑梅（采薇），开封、洛阳会议的刘思谦、谢玉娥、张凌江，她们都为此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应该

说，每一次会议都是组织得很出色的，我赞佩女士们出色的组织工作和细致周到的安排，在她们柔弱的

外表后面，既蕴藏着如此强大的生命活力。筹备组织一次全国性会议，非亲历者是难以体会其辛苦的。

新时期以来，我负责筹备组织过几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深知其中的艰辛，常常是一次下来，人几乎是

虚脱了。就我所知，1998年谭湘筹备组织了北京－承德会议之后，就大病了一场，其他的会议筹组者即

令没有病倒，恐怕也得累倒。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要惩罚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罚他去办会！ 

女性文学委员会和其他单位所组织的这些会议，以及洪安南、谭湘和毛军英等先后主编的《百花洲》大

型女性文学双月刊，荒林主持的“双性视野”网站、主编的《中国女性主义》杂志，王红旗主编的《中

国女性文化》……在中国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积极的，它们都将被写

进中国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的发展史册中！ 

 

三 

十年来，我所写的关于女性文学或性别问题的文章大大小小加起来有近50篇，虽然不算太多，但对我来

说也算是不少的了，它占了我十年里全部批评文章的四分之一。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在我进入耳顺年

之后，居然会用四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女性文学研究和批评之中！ 

有些文章是作为我批评活动的一部分主动写出的，例如，关于那些女性作家和作品的评论，但不少文章

却是在性别会议前后在女士们的催促之下写出的。例如，《女性写作的“私人化”与价值目标》、《关

于女性写作悖论的话题》、《关于中国（大陆）三代女批评家的笔记》、《夏娃言说――近年五部女性

文学理论著述评说》、《中国女性主义：成长之旅》等。《女性写作的“私人化”与价值目标》导因于

我在南京会议上的发言，由于媒体在报导的时候把我推向了反对女性写作“私人化”的一方，我才写了

这篇文章澄清事实，阐述我对上述问题的全面看法。《关于女性写作悖论的话题》的雏形是我在承德会

议上的发言，承德会议之后又与谭湘和荒林作了一次对话，我把这两篇东西揉合起来便成了《话题》一

文，后来这成了一篇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关于中国（大陆）三代女批评家的笔记》是为参加香港的性

别会议写的，我为此作了不少调研，查阅了许多书刊，香港会议期间主办方颇为重视，安排我第一个发

言；回京以后，我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因为文章较长，便分成压缩版和原版先后发表，也产生了一

定影响。《夏娃言说》是为参加哈尔滨会议写的，评说的是新世纪以来比较优秀的五部女性文学理论著

述，《南方文坛》发表了这篇论文以后，引发了一些研究者对这五部著作的关注。《中国女性主义：成

长之旅》是为参加开封－洛阳会议而写的，在会议前的半个月，在热情的东道主刘思谦和谢玉娥的一再

催促下，我才将与郭素平女士一篇对话中我自己言说的部分，扩充成文；虽然有些仓促，但其间仍然凝

集了我近年来对中国女性主义成长之旅的思考，从宏观上提出了一些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此外还有厦

门会议中对女性小说“私人化”倾向的讨论文章，承德会议之后对获奖的女作家和女学者的评介文章，

大连圆桌对话会的文章，以及先后在《百花洲》、《中国女性文化》和《中国女性主义》、“双性视

野”网站上发表的那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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