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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史深处看红妆

.——评《真理缝隙中的生存——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在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近20年来正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当我们谈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时，

更多想起的是对女性作家作品的评论，而广义的性别批评却多多少少受到忽略。其实，成熟的文字书写始于男权社会，写作是男人

的专利。从古至今位于文学史人物长廊中的女性形象，大都是在男权意识形态框架下，由男人们讲述出来的，女人处于被书写和被

塑造的地位。基于此，兴起于19世纪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从两个向度上展开的，其一，争取女性写作的权力，建构女性叙

事，以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为代表；其二，解构男权叙事对于女性的讲述与控制，以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和米利特

的《性政治》为代表。由此，波伏娃们批评的意义就在于，揭示了男权文化如何按照自己对女性的想象和要求来形塑女性，从而为

女性重新认识自己获得了思想空间。因此，从性别的角度重读文学史，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之一。女性批评如果缺少了

对主流创作的观照，就女性写作谈女性写作，就会从根本上缺乏针对性，陷入自话自说的境地，而女性批评也就丧失了社会批判的

目的。

王琳的专著《真理缝隙中的生存——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一书即是一部从性别的角度

考察当代文学史的不多见的力作。其学术价值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该著从当代历史叙事的角度切入，详细辨析了中国当代具有特殊意识形态内涵和史实背景的几种宏大叙事与妇女解放叙

事的复杂关系，以及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如何在此特殊的语境中生成。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几十年的实践形成了宏大的现代

真理性叙事，与此紧密相联的，在文学领域也形成了若干宏大叙事，如革命历史叙事、农业合作化叙事、知识分子叙事、家族叙事

等等。这些宏大的叙事框架形塑了女性的人物画廊。书中的观点都基于大量的当代政治经济文学史料中梳理、提炼，史料翔实，其

论点精到而不空泛。

其二，历史的宏观描述与作品的细读相结合。该著涉及的作品有《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华之歌》、《红旗谱》、

《播火记》、《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城春秋》、《苦菜花》、《红日》、《红岩》、《三家巷》、《铁道游击队》、《林海雪

原》、《女游击队长》、《战斗的青春》、《白合花》、《三里湾》、《锻炼锻炼》、《李双双小传》、《农忙五月天》、《野姑

娘》、《林业委员》、《耕耘记》、《冬天的故事》、《一串钥匙》、《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金光大道》、

《黑骏马》、《人生》、《爬满青藤的小屋》、《灵与肉》、《土牢情话》、《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古船》、

《白鹿原》、《丰乳肥臀》、《废都》等数十部，并详细分析了其中十多部作品。点面结合得当，既有面的观照，又有点的深入。

其三，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了叙述学（叙述视角、叙述层次、标记性叙述、行动功能、叙事母题、隐指作者等）、符号学（隐

喻、象征、互文性等）、历史学、版本比较（当代许多作品有多个修改本）、心理分析等方法。其中将历史研究的版本学用于当代

文学，也是该著的一个显著特点。当代文学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作家对于自己已出版的作品不断地修改，形成了多个版本。该著

于这些版本的细致比较中发现论述的线索，从而梳理出作家心路变迁的轨迹。

其四，该著在学术观点方面有诸多创新，比如当代意识形态对于女性角色的规定、妇女解放叙事与女性角色书写的关系、当代

“英雄人物”塑造与女性角色书写的关系、“新女性”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再比如 对“新女性”形象的阐释，对女性在宏大叙事

中的叙述功能的辨析等等，都不乏新的创见。

总之，王琳女士的专著《真理缝隙中的生存——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以跨文化视域、从性别的角度，描绘出当代文学历史叙

事的记忆编码与叙述论纲，建立了一个较为严密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学术架构与定位，堪称学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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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介绍]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长期以来致力于

中国文学的特色研究，致力于研究当代文

化特别是四川地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艺术

创造力，积极追踪当今文学艺术精品力

作。文学所在文艺美学研究、文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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