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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中的中国女性主义――关于性别的一次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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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意味的性别现象 

 

陈：近年来，有件事是颇值得玩味的，我把它叫做一种有意味的性别现象。这就是关于“女性主义”，

在一般人的眼里，似乎不显得那么陌生了，它不仅经常见诸报章杂志，也经常成为人们的谈资。以前，

在某些男士（那些有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观念的男士）那里，“女权主义”曾经是他们十分讨厌、

甚至避之唯恐不及的字眼，如今，“女性主义”却成了他们可以接受的字眼。某些女士以往或许不愿承

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如今也许仍然不愿公开承认，但至少是不会公然拒绝了，能够以比较平和的心态

对待之。公众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接受心理的这种变化，我认为也是女性主义在中国境遇的变化。

这说明了中国文化环境的某种变化，人们思想观念的某种变化。 

郭：这可能也和中国女性主义本身的成长有关。从最近出版的由荒林主编的《中国女性主义学术论丛》

（12本，九州出版社出版）中，我们也能感觉到女性主义在成长。上个世纪末对女性主义的界定基本上

还是女性写、写女性，现今它已从狭仄的空间走向了更加宽广的境域。首先是对有文明的性别意识的男

性作家和批评家有了更加理智而真诚的接纳姿态；其次是对以前认为没有女性意识的女性创作文本（像

毕淑敏），有些学者也认为应纳入女性主义的研究范畴，因为女性意识是女性的文化基因，在某种意义

上它是和女性一起相伴而生的，它会以不同的方式随着女性作家视角的不同而流露于她们的笔端。比如

写战争，女作家和男作家写出来的东西一定非常不同。如果不进行拓宽，只认“林白陈染式”，我们就

可能会陷入另一个版本的“题材决定论”，而女性主义研究和创作也会踯躅不前，这是不利于女性主义

文化建构的。这一点和荒林提出的“微笑的女性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合谋的。 

陈：除了“女性主义”，近年来，“中国女性主义”也逐渐为人们所认知了。过去说女性主义是舶来

品，而现在却说女性主义有了中国版――它是西方女性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产物。其实，从西方女性

主义传入中国的那时候起，就开始逐渐被改造和转换，直到改造和转换成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样子，如今

还正在这个改造和转换的过程中――这是很正常的，就像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也要被改造和转换一

样。现在，“中国女性主义”已经成了一个连续出版物的名称，就是荒林主编的《中国女性主义》。

2004年连续出了2期（春季号和秋季号），大开本的，印装得很不错，由很有实力的广西师大出版社出

版，据说销路也不错，2005年就要改成一年4期了。《中国女性主义》还举起的“微笑的女性主义”的

旗帜，向男士们露出蒙娜丽莎式的笑容，表现出对男性的“关怀”。荒林还说，“男性批判”也是一种

“男性关怀”。虽然有些男士不喜欢这种“关怀”――一种居高临下的关怀。不过，这至少说明女性主

义者对男性的姿态变了――从敌对而到友好。看起来，中国女性主义要成为颇有人气的东西了。这也是

一种有意味的性别现象。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这是中国女性主义策略的一种转变。这种转变说明中国女

性主义真的成长起来了，她不仅要“批判”男性，而且懂得如何去“关怀”男性，从而赢得男性对女性

 



的支持，已不是简单地排斥男性、反对男性了。这的确是个不小的变化。 

郭：让人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我想可能是和这个理论的主体有关吧。这个理论无论怎样变迁，她的主

体首先应该是女性，主题首先应该是解决女性的问题，否则，就可能偏离航道，不能到达彼岸。 

陈：这么说当然有道理。“父权制”几千年了，始终是以男性为主体的，现在女性应该高扬其主体性。

因此，我对某些女性有时表现出来的某种偏激能够理解，不像某些男士总觉得是受不了，甚至不能容

忍。 

 

中国女性主义的行进旅程 

 

陈：中国女性主义，如果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算起，到现在也不过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她经历了从

萌生到成长的过程，尽管目前仍处于成长期，但却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 

郭：对，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到了。您是较早涉足这个领域的批评家，而且关注的时间也比较长，您认为

她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历程呢？ 

陈：一般认为，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经历了三次浪潮，即三个阶段。应该说明的是，在

中国新时期，妇女问题的提出，最早不是在社会学领域，而是在文学领域，正像李小江所讲的，有关妇

女的文学，是社会学讨论这一问题的“导火索和先驱”，这很像“五四”时期。因此，我主要从文学思

潮这个角度来考察。 

第一次浪潮是在从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后期，这是中国女性主义的萌生期。从翻译介绍西

方女权主义及具有女权倾向的女性文学，到建构中国自己的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批

女性主义先行者做了许多筚路蓝缕的工作，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和著述。如朱虹

对女权主义的介绍（《美国女作家作品选》），李小江率先主编的新时期的第一套“妇女

研究丛书”（其中如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和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其影响

一直延续至今），弗吉尼娅·伍尔夫的《自己的一间屋》（王还译）的出版，及至90年代

初，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刘思谦写的《娜拉言说》，或译介，或建

构，都对后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一批女性主义者中，有的的确是有自觉的性别意识

的，如朱虹、李小江、孟悦、戴锦华，尽管有人（如李小江）不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

但具有自觉的性别意识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过对多数人来说，还是出于作为女人

这一群体的朴素的性别意识，她们还是谨守着“首先是人，然后是女人”这一观念的，如

刘思谦、盛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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